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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史學與歷史學科能力──

簡介「文華高中影視史學課程」

劉怡芳

壹、前言

「影視史學」在臺灣歷史教育中，逐漸成為探討主題，是由周樑楷先生於

年在中興大學開始的， 「影視史學」：「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

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如電影、電視、電腦的「模擬寫實」（

）、岩畫等，以及這類媒體所傳達出來的論述和史觀」。 換言之，是包

含各類視覺影像，然而在高中歷史教育中，以影片方式從事教學是較常使用的

方式，因此本文將以「歷史影片」作為探討對象。

相對大學的歷史教育，高中歷史課程在授課時間、進度壓力、行政單位的

關切下，應如何以「歷史影片」進行教學，將課本文字陳述與影片圖像的呈現

加以結合，讓學生除了在腦海中產生歷史想像外，並經由「影片」來進入歷史、

思考歷史呢？

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臺大歷史學報》第 期

（ 年 月）， 。

周樑楷，〈影視史學與歷史思維──以「青少年次文化中的歷史圖像」為教學實例〉，

《當代》第 期（ 年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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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華高中自 年開始進行「影視教學」活動，目前則發展成歷史科

的團隊教學活動，彼此分享教學資源、作法。 教師團隊在實施「影視教學」

時，選擇的影片考量重點有：一、影片與課本的結合度，與拍攝的品質；二、

能否傳達、解釋、詮釋出一個時代、事件的代表性，讓學生對此事件有感受，

進一步引發學習動機，如「伊利沙白」、「稻草人」；三、影片能否表現出「長

時間的社會情況的階段性轉變」，如「活著」。

本文將簡介文華高中自 ～ 年於高一、高二、高三課程中所實施

「歷史影片」教學內容與筆者在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結合「史料」、「歷史影

片」的教學實驗。

貳、「影視史學」相關論說

史家懷特（ ）於 年 月發表了〈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

（ ）後，「 」一詞定義為：「以視

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如電影、電視、電

腦的「模擬寫實」（ ）、岩畫等，以及這類媒體所傳達出來的論述

和史觀。

在教學過程中，相較於「書寫歷史」，「影視史學」更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表現力與吸引力。 其中電影是個時間適當，又能傳遞時代氛圍的傳播媒體，因

電影比書寫的論述更能表現某些歷史現象，如風光景物、環境氣氛以及複雜多

變的衝突、戰爭、群眾、情緒等等。

文華高中原有八位歷史老師，包含崔勝男、洪淑湄 、范淑娟、池純真、陳妍卉、張筱

英、李怡慧、賴雯祺等。而崔勝男老師已於 年退休；洪淑湄老師則於 年退休。

同註 。

江天健，〈影視與歷史教學〉，《國教世紀》第 卷第 期（ 年 月）， 。

周樑楷，〈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第 期（ 年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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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教學而言，影片有可能是比書寫更好的媒介，因為傳統的書寫歷史

在焦點上過於直線與狹隘，無法含括人類生活的複雜性與多面向的世界。透過

影像與聲音及融入、淡出、加速或減慢動作的技術能呈現真實的生活，反映人

們日常生活的思想與感情，把過去活生生呈現。 換言之，「口述歷史依賴聲

音來講述歷史；書寫史學基於文字來書寫歷史；影視史學則借助影視來『屏慕』

歷史」。

歷史影片能使觀眾有如目擊者，觀眾以為他們看到了歷史的發生，他們變

成與影片同時代的人，和他們相回應，「紀錄片」尤其具有這種魅力。 這些

電影歷史文本是作者運用想像力在既有史料上描繪而成，「虛中有實」、「實

中有虛」，「虛」、「實」交錯下， 拉近了閱聽人與「歷史」的距離。透過

雙眼，他們「進入」了歷史的情境之中，也對現代歷史教育以及歷史文化發生

重要的影響。如同馬克‧卡爾尼斯（ ）的看法：「電影跟戲劇、

小說一樣，可以激發想像，娛樂大眾」，「是絕對沒有辦法取代廣泛蒐集材料、

縝密推理分析的嚴謹歷史著作」，但是，「電影獨特的敘述能力刺激了大眾想

要跟過去對話的企圖」。

吳紫楊，〈影視史學的再思考〉，《 歷史學》第 期（ 年）， 。

唐維敏〈《影視史學》的「文化轉向」策略〉，《歷史月刊》第 期（ 年

月）， 。

所謂的「實中實」，指的是某些歷史文本，如專業史家的學術作品，以追求真實為理

想，希望作品中的人物、年代、事件……等都能吻合事實。而所謂的「虛中實」，則

是指另一種歷史文本，如史詩、歷史劇、歷史電影等等。在具體的細節史事層面中，

虛虛實實參雜著，有較多的建構自由，如果這類作品能呈現出「中之實」，便是值得

嘉許的歷史文本。同註 。

馬克‧卡爾尼斯（ ）編，王凌霄譯《幻影與真實 史家眼中的好萊塢歷

史片》（臺北：麥田， 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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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歷史結合的類型可分成： 歷史電影； 紀錄片； 歷史教學片（有

歷史主題之教學片）三類。 而歷史電影又可分成兩類來做探討，一類是狹義

的歷史電影，即是有歷史記載與歷史事實的根據，在這一基礎上，也可以虛構，

進行藝術加工，使情節更加生動，如「辛德勒名單」及「鴉片戰爭」； 另一

類則是廣義的歷史影片。事實上，所謂的歷史影片其實是相對於現代影片而言，

因此，只要反映出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表現出某一歷史時期有可能發生的事

情和有可能出現的人物，即歸屬於歷史影片的範疇。

歷史電影透過發行，很容易傳播到全世界，如「末代皇帝」、「鴉片戰爭」

等，其戲劇效果震撼人心──雖然其中或許有偏離史實之處。 因此，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伯納學院歷史系主任馬克‧卡爾尼斯（ ），就曾引述

戈爾‧韋達（ ）所說的話：「我們終將承認，教育體系在引介歷史傳

承的功能中，將會逐漸褪色；最後，年輕人是靠電影來了解過去的。」 這樣

的說法或許稍嫌誇大，卻明確地點出現代普羅大眾依賴電影獲取歷史知識來源

的現象。

參、「影視史學」能增進教學效果

以影片進行歷史教學能增進學習效果，從赫本、戴爾以及布魯納等人提出

的教學策略理論，其與傳統口述法的學習效果差異如下：

宋肅懿，〈影視史學的發展與教學之應用〉，《實踐通識論叢》第 期（ 年

月）， 。

張廣智，〈重現歷史──再談影視史學〉，《學術研究》，（ 年 月）， 。

同註 。

同註 。

同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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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符號
符號表徵

文字 視覺符號

圖表 錄音、廣播、圖片

形象表徵地圖 電影

照片 電視

幻燈片 展覽

動作表徵

具立體感的照片 參觀

影片 示範

模型 戲劇經驗

實物 設計經驗

實境 直接經驗

具
體

抽
象

的經驗之塔， 的心理運作層次說的抽

象層級圖

在各種媒體形式中，以實際操作直接經驗最為具體，其次是依設計經驗、

劇場經驗、示範、參觀、展覽、電視、錄音、廣播、靜畫、視覺符號（文字）

及口述符號（語言）。當具體的程度遞減時，抽象的程度遞增；而具體的程度

愈高，愈能引起學習的動機，也更能幫助學生理解學習的內容。 由於歷史學

本身的特質是研究過去的史實， 「經驗之塔」底部四個層次中，「戲劇經

驗」可以「歷史劇」方式呈現，而「參觀」、「展覽」常受限於時間、空間 ，

而影片的「具體化」功效，相較於「口述符號」，更能提高學習興趣與動機。

此外，以影片進行歷史教學，較單一的教學方法，更容易達到教學目標。

如表一、表二為例，在限定時間內學習，使用視聽媒體的方法比不使用之理解

度高出 倍；若以完全理解的時間比較，使用視聽媒體與方法是不使用者的

徐照麗，《教學媒體》（臺北 五南書局， ）， ～ ， ～ 。

文華高中曾經在 年寒假，進行科博館參觀與桃園大溪的地理、歷史合科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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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且視聽教育能使學生學得多、學得快、而且記得更久。 而在歷史

教學過程中，電視、電影、照片就具有「具體」的功效，可藉之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和動機。因此，「歷史老師可以因勢利導，讓沉迷在電視裡的年輕朋友，

從『甘地』、『黑潮』中得到不少好處」。

表一

視聽媒體與方法 不使用 使用 ：

理解度

所花時間比 倍

表二

使用方法
記憶保持率

小時後 日後

口述法

觀察法

視聽方法

透過影片的視覺效果引介，學生可以超越時空，去面對或接觸已經過去的

歷史人物、事件或文物，藉著這些具體的畫面，讓歷史在其腦海中再現，歷史

不再是遙遠的過去，不只是教師的自言自語，念念有詞的聲音符號，也不僅是

教材中黑壓壓的文字而已，它們已經轉化，有血有肉的悲喜劇在他們的想像舞

臺中出現，從其中他們獲得了深刻的印象與經驗。 透過影片「進入」歷史情

境中，學生增進對歷史的想像能力，更能理解歷史氛圍，記憶的保存也較久。

表一、表二引自陳淑英《視聽教育與方法在教學上應用之研究》（臺北 文景出版社，

）， ～ 。

同註 。

丁崑健，〈通識歷史教育之教學媒體利用初探〉，《通識教育與史學研討會論文集》

（明新科技大學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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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歷史基本（學科）能力」相關論說

所謂的基本（學科）能力通常包含三個涵義：一是學生要掌握某學科的特

殊能力；二是學生學習某學科的智力活動及其有關的智力與能力的成分；三是

學生學習某學科的學習能力、學習策略與學習方法。 最能體現歷史學科特點

與學習特點者，應是閱讀、闡述與評價三種能力，此三種能力涉及對歷史概念、

資料之理解與應用，所以歷史思維能力成為這三種能力的核心，區分了與其他

學科的不同 。歷史基本（學科）能力應包含三個層次：

閱讀能力

闡述能力

評價能力

歷
史
思
維
能
力

語

言

技

能

解
決
歷
史
問
題

仲介作用界定作用 學科能力

為發展學生的歷史學科能力，教師應改變過去以講解課本知識為主的單一

教學模式，運用多種教學模式，並採用「問題討論模式」、「問題探討模式」、

「文本解讀模式」等方式加以引導：

第一：「問題討論模式」

先由教師創設歷史情景，通過簡單的講解與播放相關歷史實錄的影片；其

次，由教師引導學生討論核心問題，學生可以自由發言；最後，在教師進行初

步總結後，由學生自己得出結論，以此培養學生歷史思維的深刻度、靈活性品質。

林崇德，《教育的智慧》（開明出版社， 年）。轉引自王雄，〈中學生歷史學科

能力的發展與培養研究〉，《清華歷史教學》第 期）（ 年 月）， 。

王雄〈中學生歷史學科能力的發展與培養研究〉，《清華歷史教學》第 期）（

年 月）， 。

同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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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部分是「影視史學」中較常使用的教學方式，輔以學習單引導學生討

論問題，除讓學生「進入」時代的氛圍，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外，也能思考影

片中的內容。

第二：「問題探討模式」

採用創設問題情景，由學生自學提出問題，尋找相關資料，設計方案，撰

寫研究報告，進行課堂討論模式。

在「影視史學」教學活動上，教師可以針對相關主題，要求學生針對有興

趣的主題，預先尋找資料，撰寫報告，讓學生對此一階段的歷史有「參與感」。

第三：「文本解讀模式」（以閱讀歷史課本與相關史料為主）：

首先，引導學生發現文本問題（質疑），尤其是一些看似理解的詞語，如

戰爭、社會等概念；其次，指導學生查閱資料，了解相關概念或語句的各種看

法；再指導學生進行討論，教師的作用不再是給予學生現成的結論，而是啟發

學生發現問題及發現自己思考過程中的不足。

另一種則從歷史學科存在之必要性為探討方向，對於學生之所以要學習「歷

史」課程，除獲得歷史基本（學科）能力外，還必須發展學生「歷史科核心能

力」。

歷史科核心能力

歷史事實知識

歷史理解

歷史解釋

歷史探究能力

此四層面息息相關，具備歷史事實知識，才能夠真正探究歷史、理解歷史；

歷史探究方法與歷史理解，無法脫離歷史事實知識而獨立存在。因此，在歷史

教學過程中，除描述或解說一個個被認定的歷史「事實」或事件外，學生還需

要學習如何解讀資料、辨別其作為證據的效力、鑑別和闡釋相關的證據、如何

陳冠華，〈實現歷史教育價值的關鍵──培養歷史科核心能力〉，《歷史月刊》第

期（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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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相互矛盾的資料等歷史探究的方法。

因此，在「影視史學」教學活動中，教師可以在影片播放前，選讀一些長

短適當，就同一件故事主題的兩種版本敘述，培養學生能從相關資料的解讀中

進入歷史情境思考，並且從理解時代背景和人物事件的脈絡中去重建古人的行

為意圖與動機， 讓學生重新思考自己原有的歷史知識；讓學生從不同立場的

「史料」中了解「歷史」並非就是「過去」，「歷史」是藉由種種被遺留下來

的史料，運用特地的探究方法和概念體系，將過去所發生的事加以選取、編序、

探究、解釋並賦予意義而成的。

伍、「影視教學」課程的計畫──以文華高中影視課程為例

本小節將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簡介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自 ～ 年

於高一、高二、高三課程中所實施的影視教學；第二部分則是筆者以「鴉片戰

爭」為主題，針對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學生所做的教學實驗。

一、文華高中的「影視史學」過程

文華高中創校之初，每個學科皆規劃專屬的視聽教室（如主義科視聽教室、

地理科視聽教室、歷史科視聽教室），配置單槍投影機、 播放器、電腦等

設備，硬體上的充足，是文華高中實施「影視史學」教學活動的助力。

歷史科之所以會開始以歷史影片輔助教學，乃因有感於傳統部編本的教科

書上文字過於天馬行空，難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且課文敘述的古代歷史對學

生的親身體驗低，而透過影片的展現，能讓學生對當時的服裝、對談、宗教信

同註 ， ～ 。

吳翎君，「神入」歷史與觀點陳述──引導學童歷史思維的教學方法初探，《花蓮師

院學報》第 期（ 年 月）， 。

同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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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有具體化的理解，學生能從影片中學習到事件的前因後果。

此外，當時的歷史科教學情形，高二課程的第三類組歷史課多由國文科或

公民科老師擔任，高二第二類組則是正常教學，因授課時間的限制，無法詳細

地解說課本內容，因此自 年范淑娟老師開始進行「影視史學」教學，採

「主題性教學」策略，先教授學生清末時五大戰役、民國建立、國共戰爭、文

化大革命基本史實後，輔以「末代皇帝」影片觀賞。

在歷史科教師信念相同與共同合作下，彼此集思廣益，目前已發展成團隊

教學活動，針對課文中的相關主題，選取題材適當、品質優良的影片播放。

【文華高中影視史學課程（高一）】

年級 影片名稱 內 容 配合主題

高一

（上）

火焰之舞 「火焰之舞」是 年於倫敦海德公園

演出實況錄影；在愛爾蘭民謠樂風下，

由邁可弗萊利編舞，演出愛爾蘭傳統舞

蹈──「踢踏舞」。共有 萬 千人觀賞

這場結合聲光效果的音樂舞蹈盛宴

配合高一（上）

課程中的宋代庶

民文化、路歧人

表演藝術

高一

寒假

科博館參

觀活動

科博館中「中國科學廳」：包含「中國

醫藥」、「中國的科學與技術」、「中

國農業」、「古代的中國人」、「中國

人的心靈生活」及「臺灣南島民族」等

主題

配合高一（上）

課程中農業生產

技術與科技成就

高一（上）學期因授課時間較匆忙之故，較少實施統一性的影視教學；上述

參訪活動受限於時間，只於 年實施。

文華高中范淑娟老師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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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

（下）

高一

暑假

末代皇帝

活著

本片為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名作，講述

中國清代最後一位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的一生。以溥儀在獄中接受訊問交叉倒

敘三歲登基，了解到自己已不是皇帝，

接受英國人莊士敦的教導，母親去世、

結婚、離開紫禁城，參與滿州國等溥儀

生命中重要的階段

本片為張藝謀根據余華同名小說改編而

成，橫跨 ～ 年代。從 年代，中

國北方國共內戰，一個安逸的大戶闊少

爺徐福貴因賭博的樂趣而活著； 年代，

大躍進，他因敗光家產倖免批鬥而活著；

年代，文化大革命，他被迫燒掉賴以

維生的皮影戲偶，而自己卻猶如傀儡小

人物在大時代中被撥弄。儘管身不由己，

對生命無畏樂觀的信念……

配合高一（下）

變法與革命、中

華民國創建、民

初的政治與抗

日、國共戰爭等

配合高一（下）

國共戰爭、中共

政權建立後的土

地改革、三面紅

旗、文化大革命

高一

（下）

稻草人 本片為導演王童所導，臺灣近代三部曲

之一（另二部為香蕉天堂、無言的山

丘），描述日據時代的老百姓所承受的

待遇與艱難生活

配合高一（下）

日本的殖民統治

下臺灣人民的生

活

年級 影片名稱 內 容 配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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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高中影視史學課程（高二）】

年級 影片名稱 內容 配合主題

高二

（上）

高二

（下）

阿甘正傳

新天堂樂

園

本片以二次大戰結束後出生的弱智青年─

─阿甘的眼中來觀看世界，他參與了

年代至 年代美國歷史上的一些重要篇

章。他與當時著名的政治人物會過面，

如甘迺迪、約翰遜、尼克森總統；教過

「貓王」學跳舞；是越戰英雄，也是反

戰英雄，更瓦解了一場一觸即發的種族

衝突，也當過乒乓外交的使者，到中國

參加過比賽

故事發生在義大利西西里島上的小村莊─

─「天堂戲院」，戲院是村上的文化重

心、精神支柱。多多（沙瓦托小名）常

到教堂幫忙神父，也喜歡到戲院看阿佛

烈多操作放映機。多多總是安靜地在一

旁，偷偷地搜集神父剪掉的影片。戲院

失火的那天，小多多帶著阿佛烈多逃出

火窟……。多多長大後到羅馬遊歷，一

晃卅年，直到聽到阿佛烈多的死訊，才

喚回他的兒時記憶……

從阿甘的經歷，

了解 ～ 年

代的美國歷史，

和當時的世界局

勢

配合高二（下）

課程中對大眾文

化中──第八藝

術電影的講述

高二

（上）

伊莉沙白 英王亨利八世駕崩，王位再傳愛德華六

世，再傳瑪莉女王，再傳伊莉沙白。伊

莉沙白如何面對新、舊教的衝突、婚姻

的問題、國內貴族的跋扈，以及西班牙、

法國、蘇格蘭的威脅……

配合康熙版高二

（上）世界文化

歷史篇中講述之

葡 萄 牙、西 班

牙、荷蘭、英國

勢力競逐與宗教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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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

（下）

分道不揚

鑣

約瑟夫和瑪莉夫妻住在捷克的小鎮裡，

二次世界大戰將盡，人心仍惶惶不安之

際；舊時的鄰居大衛從集中營裡逃出，

尋求約瑟夫和瑪莉的幫助，他們將大衛

藏匿於儲藏室中……。兩人周旋在勇氣

和道德間的大考驗，也為所有人的命運

帶來了無法預料的轉變

配合高二（上）

德國納粹、第二

次世界大戰與歐

洲的種族問題

【文華高中影視史學課程（高三）】

年級 影片名稱 內容 配合主題

高三

（下）

劫後英雄

傳

本劇為英國中世紀騎士電影代表作之一，

描述效忠約翰王子的諾曼人與效忠獅心

王理察的薩克遜人（艾文豪）互相對抗

的故事。主角艾文豪是英王獅心理查的

心腹大將，跟隨理查十字軍東征，回程

中理查被奧地利人俘虜而失蹤，艾文豪

不斷尋找，得知要 萬銀幣的贖金，回

英國籌錢，但英國情況已變……

配合高三世界文

化史講述的中古

時代的騎士精

神、宗教信仰

高三

（下）

金字塔 本片在 年上映，講述法老王迷戀黃

金，並命令人民建造他的墳墓──金字

塔，讓他與金銀珠寶到達永生；他用奴

隸的血、建築師的汗換取人民的自由，

最後卻因為美麗貪婪的皇后挑起了復仇

的情火……

配合高三（下）

世界文化史古埃

及文明

二、從「鴉片戰爭」看中國近代史

筆者在 年到文華高中任教後，接觸到歷史科教師長期進行的「影視史

學」教學活動後，從中獲得啟發而進行的教學實驗。

該課程的設計目的是希望學生在欣賞影片前，除了理解課本中所講述的基

本史實外，另就與課程、影片的情節，閱讀相關的史料敘述；希望學生經由第

一手史料的解讀，進入歷史情境的思考，再經由影片內容，進一步理解事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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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時代背景和人物、事件的脈絡關係，「想像」古人的行為意圖與動機，並

重新思考自己原有的歷史知識。

本教學計畫分成五個部分，實施對象則是以高一 班 位學生為主。

步驟一：請學生回答對「鴉片戰爭」的記憶

這一部分是試圖了解學生對「鴉片戰爭」還有多少印象。

你還記得國中時，所教過的鴉片戰爭嗎？

你知道林則徐如何銷鴉片嗎？

在第一題的回答中，關於對鴉片戰爭的記憶，大部分的回答多是「清末的

第一個戰爭」、「簽下一個不平等條約」、「割讓香港」、「白銀外流、林則

徐禁煙」等，換言之，學生記得的是課本中所講述的「基本史實」知識，如林

鈺郡對鴉片戰爭的看法：

「英國大量運銷鴉片到中國，造成中國白銀外流，人民健康不再。林

則徐要求外商交出所有鴉片並簽約，保證不再販賣鴉片。在六月三日於虎

門海灘銷煙。英國因此派兵到中國，鴉片戰爭就此展開。鴉片戰爭爆發後，

中國戰敗，先後簽訂穿鼻草約與南京條約。」

而對林則徐的記憶也以「正面」居多，或許是因鴉片被視為「毒品」，而

其銷鴉片的事蹟，一百多年來不斷地被傳誦，如李舜卉：

「……只知道他有這項事蹟，可是不知道他如何銷鴉片，我覺得他這

人很公正，應該是清官吧。」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月 日）起在虎門海灘銷煙， 天

中銷毀鴉片 箱、 袋，共計 斤，對於銷鴉片的方法，有些

學生能說出以「石灰」銷鴉片，大部分的學生，是這麼說的：

「把外商的鴉片沒收，集中在虎門銷毀。 」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林鈺郡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李舜卉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楊思萍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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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簡介「鴉片戰爭」發生經過

首先討論中國與英國在 世紀國際觀的差異，與兩國對貿易態度的不同：

清代中期以前，並沒有所謂的國際外交觀，因為中國一直是東亞文明的中

心。於是中國逐漸發展出一套以天子為中心的世界觀──即「天朝觀念」，而

中國的對外關係一向也只有「上對下」的君臣關係，甚少有過平等外交關係。

且中國經濟一向自給自足，不需倚賴對外貿易，加上重農輕商的觀念，認為夷

人為利而來，天朝恩准他們做貿易，是一種撫綏的方式；但若他們不遵守天朝

的規定，中國便要剿夷。而中國為了管理方便，採取間接貿易，如限定通商口

岸、採行公行制度，以及外國人只能在夏秋兩季貿易，在中國停留期間要住在

所謂的「夷館」，夷婦不得入境、商欠問題等等，而英國於乾隆年間派馬戛爾

尼、嘉慶時派阿美士德前來交涉，卻又因禮儀問題，無功而返。

乾隆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出產的鴉片的專賣權，大量向中國傾

銷，鴉片輸入日多，不僅白銀外流，且吸食者一旦上癮，除影響健康，更會導

致傾家蕩產，於是禁煙之論大盛，之中以林則徐的言論最具代表：「當鴉片未

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其身……，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鉅，法當從嚴；

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充餉之銀。」

道光皇帝大受感動，決心禁煙，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州查辦鴉片。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抵達廣州後，要求外商把貯存尚未賣出的鴉片盡數繳

官銷毀，並出具「甘結」。外商迫不得已，繳出鴉片二萬箱，林則徐下令毀於

虎門海岸。英國商務監督查理義律堅不答應，於是一面向英政府請兵援助，而

清廷亦於是時任林則徐為兩廣總督，並下詔停止英商互市，中英雙方頓成緊張

的態勢。

道光二十年夏天，英國艦隊東來，北犯廈門，直逼天津，京師震動。這時

道光皇帝態度轉變，將林則徐撤職，另派欽差大臣馳往廣東與英人談判。道光

二十二年七月與英締結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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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引導學生閱讀相關史料

史料呈現以第一手資料為主，包含許太常奏議、清史稿中的英吉利記載、

曼徹斯特商人致巴麥尊書信、義律給中國人民的通知、英軍在華作戰紀，希望

經由史料閱讀，能讓學生學習由不同的立場來思考問題，所引史料較長，因篇

幅之限，本文僅節錄，閱讀的史料有：

許太常奏議（選錄）

閱讀這份資料的目的，是希望學生理解，當時清廷內部，對於鴉片應

如何處理有不同意見的存在，除了林則徐的嚴禁派外，許乃濟曾建議讓鴉

片合法化（即弛禁派），中國也可從中取利。

「……竊照鴉片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明李時珍《本草

綱目》謂之阿芙蓉。惟吸食既久，則食必應時，……今閉關不可，徒法不

行，計惟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

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在彼亦必樂從。……如有

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也……，而

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瞭然。……」

新校本清史稿／志／卷一百五十四 志一百二十九 邦交二／英吉利

閱讀這段史料的目的，是希望學生理解，在林則徐採取強硬手法（斷

水斷糧）後，英商屈服，交出了鴉片。然而，這樣的情形，遂使英國商務

總督義律心生不滿，謀求英國國王干涉，其並認為鴉片興衰，與國家生計

有關。

「……及事亟，斷水陸餉道，義律乃使各商繳所存煙土，凡二萬二百

八十三箱，則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償以茶葉五斤，復令各商具「永不售賣

煙土」結。於是煙商失利，遂生觖望。

〈鴉片戰爭資料（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市 上海人民出版發行，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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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律恥見挫辱，乃鼓動國人，冀國王出干預。國王謀於上下議院，僉以

此類貿易本干中國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土丹者，上書求禁，並請禁印度

栽種。又有地爾窪，作鴉片罪過論，以為既壞中國風俗，又使中國猜忌英

人，反礙商務。然自燒煙之信傳入外洋，茶絲日見翔踴，銀利日長，義律遂

以為鴉片興衰，實關民生國計。……」

第一件 下列簽字的曼徹斯特商人致巴麥尊子爵 曼徹斯特一八三九年九

月三十日

閱讀這份史料，是希望學生能從中獲知，「同一件史事，站在不同的

立場，會有不同的理解」。林則徐對英商的舉動，對中國人來說，是英商

走私在先，拒絕合作在後下，不得已的必要手段；然在英人眼中，卻是對

人權的傷害。這份史料出自曼徹斯特商人致巴麥尊子爵的書信節錄，希望

學生獲知，英國政府的行動，是含有商業利益的。

「……因近來中國政府的侵略行為，使英國在廣州的臣民們，被剝奪

了自由，他們的生命遭遇了莫大的危險，他們的財產被無理地查封，而且

一部分已經被迫繳納於中國人。我們願將這問題敬陳於子爵閣下。其經過

的詳情，閣下已由英政府駐廣州商務監督的報告中熟悉，無庸重複。……

因此，我們恭敬地請求女王陛下的政府對於中國方面的這種侵略行為，應

予以迅速的、強有力的、明確的對策。我們對於我政府的聰明、公正感，

及對國家的尊嚴的關心，深具信心。因之我們希望我們於最近的期間，能

得回我們所遭受的損失，並且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

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

〈鴉片戰爭資料（二）〉，《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市 上海人民出版發行，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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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件附件 為反對水中放毒給中國人民的通知

這份史料為義律於 年 月 日於香港所寫的文件，閱讀此文件是

希望學生能思考當中國以斷水、斷糧方式，企圖讓英人妥協時，在英人的

眼中，這或許是一種人權的傷害。

「據說張貼在香港岸上的一份布告，已於今天交給英國監督義律閱看，

該布告大意如下：『水中已放入毒藥，如果飲用，將壞肚腸。吾民不得飲

用此水。』……」義律以嚴厲命令他本國人的所有人要以公正和仁慈的態

度對待當地的中國人，並且對中國人供應的所有東西如數付款。只要中國

人毫無困難地提供食物和飲水，義律將負責維護平安。如果中國人停止供

應，義律知道將發生衝突，責任將落在煽動那些麻煩的人們頭上。……當

有人奉命在水中放毒以殘酷毒害英國人的時候，這些英國人正冒著他們自

己生命的危險並隨意使用他們自己的資力，以挽救和援助當地的中國人……

難道剝奪他們的食物供應並在他們習慣飲用的水中放毒，是一個適當的報

答嗎？為了和平起見，義律寫下這些話……」

英軍在華作戰紀

這份史料是由英國海軍軍官──賓漢（ ）所寫的，他曾

於鴉片戰爭期間，任「摩底士底」號戰艦司令，直到 年 月，因負傷

離職返英，在此期間，賓漢曾親身參加多次戰役。閱讀這份史料，是想要

學生從「英國的立場」，思考中國人禁煙的舉動、貿易限制的行為，與彼

此價值觀的差異。

「……所有一切對於鴉片的阻礙與困難，反而使鴉片輸入增加，吸食

者加多。就好像要在英國禁止人飲啤酒、杜松子酒一樣。並且我恐怕英國

因飲酒而受害者，較比中國因吸食鴉片而受害的還要多。因為中國人服食

鴉片是用著最少毒害的方式──只是吸。但是我前邊已經說過，中國人禁

《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的資料選譯（上）》，（北京市 中華書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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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並不是為了健康或道德問題。事實上是中英的貿易均衡，是對我們（英

國）有利的。有下表可以看出：……這項入超，中國主要是拿紋銀來償付

的。這數目 到 達九百萬洋元，所以要禁止鴉片貿易主要的原因

在這裡。所以這年以前，及以後的上諭，也是著重紋銀的輸出，比人民的

道德還要重要。……假使中國人可以引用慣例，以維持他們的壓迫，歐洲

人就不可以引用慣例來維持他們的權利嗎？中國既不將自己國家法律利益

給予其他的民族，就沒有權利將自己的法律、法庭、律師對於任何人，每

一個人都公開的國家，要求同樣的待遇。什麼時候中國對歐洲各國的待遇

和歐洲各國彼此的待遇一樣了，它才有權利要求歐洲各國間彼此間的相互

要求。……如不認真執行，決意三天之後，即斷絕飲水的供給，再過三天

即斷絕食物的供給，再過三天就將義律本人加以嚴厲的處分了。這是對於

女王陛下的代表的明顯的恐嚇。」

步驟四：簡介「鴉片戰爭」製播方式、特色與編導，並播放電影「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由謝晉導演，本片拍攝前，即請來對鴉片戰爭研究的專家加

以協助，翻閱了數百萬字的史料，並以實景拍攝，如無法尋覓實景，便仿真重

建，因此，影片中的場景，多是依據確切的圖書文獻資料，重新搭建與精心複

製的。如片中出現的旗艦「威里士尼」號，載砲 門，就是依照 世紀建造

的英國戰船精心復原的；之中的「 年的廣州街市」、「粵海關」、「十三

夷館」、「煙館」、「妓院」、「酒肆茶樓」、「亭臺樓閣」、「小橋流水」、「豪

宅」等等場景，也是依據當年英國人繪製的銅畫復原設計與建造的，幾可亂

真。」 而片中出現的人物，如巴麥尊、關天培等人都有堅實的史實依據 。

〈鴉片戰爭資料（五）〉，《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市 上海人民出版發行，

年）， 、 、 。

同註 ， 。

同註 ， 。



清華歷史教學第 18期

步驟五：請學生於觀賞影片後，回答問題

在設計問題時，以「記憶性問題」，如第一、二、四題，讓學生將影片與

課本知識相印證外；並以「假設性問題」，希望學生能「設身處地」，回到古

人的立場，來做行為的抉擇。

本片中，為何英商「顛地」的女兒「瑪麗」在長期的海上旅程後，來到中

國卻不能上岸？而「瑪麗」來到中國後，服裝有何改變？

這題的設計目的，是希望學生能理解當時中國對外國貿易的限制，如

「夷婦不得入境，以防盤踞之漸」。

「因為當時中國政府對英商有種種的限制，她男扮女裝，出現在公眾

場合。」

「因為中國不讓女人進國界（為了讓商人想念妻小而盡快回國）；她

打扮成紳士裝扮，把頭髮放在洋帽裡。」

當時的中、英兩國，對吸食鴉片的態度有何差異？代表意義為何？

這題是希望學生能思考中英兩國都是禁止吸食鴉片，但是為何中國會

愈禁愈盛。

「中、英兩國都持反對態度，但英較積極去禁止；中是因會害國才禁

止，比較消極。」

「中雖禁止卻無執行，百年來造成這樣（懶散之類的個性呈現出）；

英則明確禁止，但卻販賣國外賺錢（強行、賺錢的觀念）。」

如果你是當時的政府官員，你會針對鴉片問題對皇帝提出何種建議？為什麼？

這題的目的，是希望學生思考，針對鴉片在中國吸食之盛，「嚴禁」

與「弛禁」兩派的爭議各有道理。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李明潔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趙意程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曾柏翔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戚宇賢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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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的開放，列為國營事業，收取關稅，對等貿易，但規定進口數

量。」

「我是支持嚴禁派的，但卻需要以高壓懷柔的手段來對付吸 者與貪

官，太過嚴厲反而適得其反。」

從片中，林則徐如何焚燒鴉片？步驟如何？

由於影片中的「虎門銷煙」的「銷煙臺」，是依文獻中的資料，仿造

當時實景，於片場重新搭建了一座，相似程度連虎門戰爭博物館的專家們

看後都說：「太像了，與原物太像了。 希望學生在欣賞後，對於銷煙片

的步驟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如白健宏：

「原本只知道用火燒，但看完影片之後，才知道步驟如此複雜。」

「先將鴉片剖開丟入水中，灑入石灰利用潮汐將鴉片帶入大海。」

英國國會針對是否要派「遠征軍」到中國來的會議過程中，你對誰的言詞

印象深刻？為什麼？

「顛地，很明確的用三種器具表示中國的歷史及發展──青銅、玉、

瓷器，比喻的非常好。」

「亞歷山大，他的發言中，能感受到他反戰的想法，尤其是他想到中

國，但若乘軍艦他寧可用游的！」

如果你是道光皇帝，針對英軍一事，你會支持「琦善」或「林則徐」的立

場，為什麼？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王裕皓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戚宇賢學習單。

同註 ， 。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白健宏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李易良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趙婉汝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廖佳榆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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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課文的敘述中，對琦善議和，簽訂穿鼻草約，只以短短幾句話

帶過。文字的敘述較難表達內心活動的複雜性，而透過劇情的鋪陳，學生

較能理解人類行為、動機、考量因素的錯綜複雜。

在選擇林則徐或是琦善的行動時，有些學生傾向支持琦善的做法：

「支持琦善，不想讓更多無辜的人受害，況且中國又打不過英國……

所以，還是割讓吧！」

「應該會是琦善吧！既然知道砲彈比不上別人，就不要正面迎戰，就算

是割地賠款，也可以保住人民的性命，性命當前應該要放棄天朝的尊嚴。」

也有學生認為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而非「非黑即白」的是非題，如

徐瑋涵的看法：

「不知道，身為一位領導者，其決定關係著眾多性命，此兩人的立場

皆有為國為民的想法，沒有絕對的支持，只能說，身在當下的道光皇帝，

是左右為難。」

對於英國商人聲稱衝突是因為財產（貨物）被無故查封的說法，贊同與否，

為什麼？

此題是希望思考鴉片在中國雖屬違禁品，英國以走私方式進口也違反

中國禁令，但中、英兩國爭議點乃因「兩種體制觀念的衝突」。

「無論贊同與否，那只是對為了遠東貿易之利益找的藉口，中國錯在

天朝思想。」

「否。從電影看來，英商人似乎為圓自己的謊，將一些事隱瞞不報，

故不贊同。」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李舜卉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孫于申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徐瑋涵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許斯瑤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林琬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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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因當時英國已是民主社會，對於中國的查封行為，在民主社

會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是英國商人，你對林則徐的看法如何？為什麼？

對林則徐行為加以肯定的同學仍居多數，但是也有同學不贊成林則徐的行

為，或是改變了對林的態度：

「使我對鴉片戰爭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才明白鴉片戰爭並不是像國中

課本講得如此簡單，雖然不大了解皇帝為何要把林則徐的師父（老師）殺

了，但是林則徐有那個勇氣去查封，和所有官員一樣坐三個時辰……。」

「我會覺得他的手法太過激烈，甚至有些野蠻。」

「雖然賣的是違禁品，但因此斷水、斷糧，似乎是太不人道的做法，

且沒收商品，造成極大損失。」

「這部電影推翻我對林則徐的印象，因為我一直認為林則徐是一個正

直憨厚的人，沒想到他也有政治的一面。」

「更了解鴉戰中的情節即（及）因果，也讓我多了解了林則徐、琦善

等人的性格。」

看了這部影片，你有何感想？為什麼？

學生也從這部電影中，了解到歷史解釋的多面性，如：

「其實歷史沒有絕對的好壞，只是立場問題。」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陳靖淞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謝有容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廖佳榆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林琬真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楊惟丞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李芸慈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吳亦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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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戰爭誰對誰錯很難分，因：雙方只堅持自己的理念。」

「同一件事，由兩方的立場來看，所顧及的層面都不同。這場衝突或

許無法避免，但我想平心靜氣的處理，將心比心會更好。」

「我認為雙方都有錯，即使是英國賣鴉片；中國本身就有個嚴重的問

題──天朝思想，再加上它的惡霸，的確也是引發戰爭的罪魁禍首。」

對於戰爭爆發的因素，學生也能理解歷史事件背後所牽涉的價值觀差異，

以及不同的立場，對同一件事情理解的差異。

「這部影片讓我能夠深入了解鴉片戰爭，也讓我了解一件事，同一件

事在不同人眼中是差很多的。」

「我認為英國商人和中國官員都有錯」，「因為英國商人賣鴉片圖利，

卻又不認錯；而中國人自以為天下無敵，自命非凡，不肯以公平方式對待

外國，只是隻井底之蛙。如果雙方都可以退一步想想，如英國不以鴉片貿

易，改以正規賺錢，中國開放貿易，以唐朝胡漢相融的概念來對外國人，

那麼鴉片戰爭就不會發生了。」

「在看的時候，覺得內容很合理，沒有過度『神奇』的事發生，看完

後，感覺這段歷史令人無力，可因為是歷史，如今沒有必要去恨、去討厭

外國人了。」

此外，學生也跟著電影情節，跟著主角一起哭、一起感動、一起無可奈何

的惆悵。

「有很感動，喚醒人心的感覺，喚醒什麼人心……就是……為歷史而

……落淚的那種感覺啦！為什麼呢？嗯……因為很真實吧……像看到後面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李昆融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張藝馨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王若樸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陳靖淞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張雅筑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徐瑋涵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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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拜牌位時，我很難過吶！快飆淚了！」

「拍得非常真實，震撼我心啊！很感動，尤其是關將軍（關天培）的

忠心，但，對清廷的腐敗真的深感可憐、可悲……」

「完全對鴉片戰爭改觀，並對清朝知識分子的愛國精神感到欽佩！由

（尤）其是那個和英兵一起自爆的人（指關天培）更令我推崇啊！」

「有點惆悵，中國人以天朝自居如此多年，從不知道外國工業早已蓬

勃發展，導致鴉片戰爭及一連串不平等的待遇。而中國自身不求進步甘做

井底之蛙，也令人感傷。」

陸、結語

綜合文華高中與「鴉片戰爭」的「影視史學」教學活動，對於如何以歷史

影片來增進學生的歷史基本能力，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一、事先針對電影情節設計「主題性問題」引導學生學習，做簡短的書面探討。

藉由「問題探討模式」方法，學生自己確定閱讀的方向，查詢資料，並選

擇適當的資料與方法，培養其知識整理的能力。如文華高中在播放「阿甘正傳」

前，將電影內容中的 ～ 年代的美國歷任總統、貓王、 、越戰等

主題，要求學生選擇一個單元，做簡短的書面探討，這樣的方法，也使學生對

影片內容有參與感。

「老師在播放阿甘正傳前，要我們先就電影會提到的內容，如水門案、

、 、貓王選擇主題，做報告。因此，在看電影之前，已經稍有了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陳曉萱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趙婉汝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林書緯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一十三班朱方宜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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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看到相關情節時，會有參與感，心被 到的感覺。」

二、以「學習單提問」方式，引導學生討論，提出自己的觀點。

用學習單引導問題，使其「進入」時代的氛圍，並思考影片中的內容。問

題可以「記憶性問題」與課本內容相印證，加深學生的記憶；也可以採用「假

設性問題」，讓學生做「設身處地的認知」到歷史人物所處的情境之中，進入

到他們的內心世界。

三、將史料閱讀與歷史影片相結合。

在影片播放前，選讀同一件故事主題的兩種版本敘述，讓學生了解同一史

事，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所得的看法就有所差異，並重新思考自己原有的歷

史知識。進而理解「歷史」（包含書寫歷史、影視史學）就是由不同立場的史

料，透過特定的探究方式，將過去發生的事，選取、解釋並賦予意義的結果。

四、針對影片中的相關主題，做延伸的討論，加深、加廣學生的知識面。

「電影是個學習的媒介，不僅是歷史知識而已。」 教師在蒐集影視資料，

如影片大綱、探討主題內容、相關影評、編導背景、該片涉及的歷史背景等，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本身會不斷思考、學習，獲得成長。在教師的引導下，結

合課前、課後的討論，學生不只對主題有更深入的理解，也能觸類旁通，從電

影之中，得到其他的啟發，如「阿甘正傳」衍生出爵士樂的探討；「活著」也

讓學生理解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

「因為看了新天堂樂園，讓我對歐洲電影產生興趣，發現他們的主題常碰

觸禁忌的題材；我也開始欣賞歐洲導演的作品，如西班牙阿莫多瓦的『悄悄告

訴她』、義大利導演費里尼、法國導演楚浮的作品。這部新天堂樂園，是一個

很大的觸發點。」

文華高中高三六班洪瑞琪訪談。

文華高中范淑娟老師訪談。

文華高中高三六班張宗陽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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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了分道不揚鑣這部電影後，有一陣子，我對集中營問題產生興趣，

也找了相關電影，如『非關命運』一片。」

因此，當學生透過故事情節的鋪陳，隨著劇情的演出，與影片主角一起落

淚，開始用「感覺」去感受時代對一個人的影響時，較之課本上以文字「寫出」

死亡數字符號，更能合理的感受到文化、時間、空間的距離。 我以為，影片

這種碰觸到「心」的能力，不就是一種歷史感動嗎？

「還好我不是生在那麼樣的時代中，天啊！突然覺得自己很 。有種很

悲很悲的感覺。嗯，『活著』真好。」

「只盼那是中國人最後一個世紀的苦日子了。歷史課本上的文字、數字、

煩雜的內容，從一個家庭的經歷中活現起來。此劇本的巧思著實不凡，數千年

爭帝弄權的時代方過，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史，還是脫離不了『人民任政府擺

布，既而用血在寫下歷史』，可幸的是，至福貴之孫一代，才真正令人見到希

望的曙光。」

（本文作者任教於文華高中）

參考書目

王雄，〈中學生歷史學科能力的發展與培養研究〉，《清華歷史教學》第

期）（ 年 月）。

江天健，〈影視與歷史教學〉，《國教世紀》第 卷第 期（ 年

月）。

宋肅懿，〈影視史學的發展與教學之應用〉，《實踐通識論叢》第 期

（ 年 月）。

文華高中高三六班王詩菱訪談。

文華高中李怡慧老師訪談。

文華高中高二六班楊雅艮學習單。

文華高中高二六班李政璋學習單。



清華歷史教學第 18期

吳紫楊，〈影視史學的再思考〉，《 歷史學》第 期（ 年）。

吳翎君，〈「神入」歷史與觀點陳述──引導學童歷史思維的教學方法初

探〉，《花蓮師院學報》第 期（ 年 月）。

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臺大歷史學報》

第 期 年 月）。

周樑楷，〈影視史學與歷史思維──「青少年次文化中的歷史圖像」為教

學實例〉，《當代》第 期 （ 年 月）。

周樑楷，〈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第 期（ 年 月）。

張廣智，〈重現歷史──再談影視史學〉，《學術研究》，（ 年

月）。

陳冠華，〈實現歷史教育價值的關鍵──培養歷史科核心能力〉，《歷史

月刊》第 期（ 年 月）。

唐維敏，〈影視史學的「文化轉向」策略〉，《歷史月刊》第 期（

年 月）。

丁崑健，〈通識歷史教育之教學媒體利用初探〉，《通識教育與史學研討

會論文集》（明新科技大學： 年 月）。

王凌霄譯，《幻影與真實：史家眼中的好萊塢歷史片》（臺北：麥田，

年）。

徐照麗，《教學媒體》（臺北：五南書局， ）。

陳淑英，《視聽教育與方法在教學上應用之研究》（臺北：文景出版社，

）。

〈鴉片戰爭資料（一）、（二）、（五）〉，《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發行， 年）。

《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的資料選譯（上）》，（北京市：中華書局，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