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仁愛國小 111學年度公開觀課紀錄表  

教學教師：周淑琴 觀課年級：406觀課/領域科目：閱讀課 

觀課教師：彭培智 觀課日期：11月 22 日（二） 

觀課時間：13:20至 14:10  

主題/單元名稱： 閱讀《來基隆築港》              教學節次：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課堂觀察記錄： 

教師教學情形描述  學生學

習情形

描述  

師生互動及

情境脈絡 

一、歷史場域與建築 

        

全班同學進入圖書館第一區坐在地板上，旋

即開始上課，老師分別介紹基隆築港殉職者紀念

碑，及今日義二路的洋城餐廳日據建築古蹟和基

隆燈塔。以 PPT展示先透過觀看基隆的紀念碑，

請學生先猜猜看基隆為什麼要有紀念碑?  

(一)、歷史背景: 

   老師接著向學生說明基隆築港殉職者紀念

碑，它位在我們基隆市的中山區的紀念碑，

在台灣日據時期，台灣人被日本人統治，日

本政權為了開發他們眼中落後的台灣，對被

殖民的台灣土地，進行各方面的開發。 

(二)、鞏固政權與開發經濟: 

    老師指出基隆築港殉職者紀念碑，就是

當時日本政權為了開發基隆海港經濟，而建

造海港，成國際運輸的樞紐。當時建築基隆

港的工人，在投入碼頭建築工程中意外而殉

職，因此為他們築港人員建立紀念碑，藉此

歷史建築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台灣過去

的歷史。 

(三)、空間記憶與療癒 

   筆者認為，紀念碑凝聚了台灣人共同的歷

史記憶，藉由場所及地點來思考基隆在地族群

歷史情境，這樣的空間場域來審視紀念物所隱

含的時代與歷史意涵，呈現一種民族記憶與過

去的集體圖像，同時也有一種集體療傷停止傷

痛的意喻。 

 

二、繪本<來基隆築港>導讀 

        老師簡單介紹畫家生平背景後，以 PPT

展示繪本，循序漸進探究描述講解，由淺入

深的讓學生慢慢熟悉故事的內容。老師也請

 

 

 

 

 

 

 

 

 

 

一、學

生能夠

仔細聆

聽。 

  

 

 

 

 

 

 

 

二、學

生會跟

著回應

老師的

提問。 

 

 

 

 

 

 

 

 

一、老師說話語

調清晰有禮，有

助於孩子理解文

字與畫作內容。 

 

 

 

 

 

二、老師在秩序

上會給予提醒，

避免同學分心。  

 

 

 

 

 

 

 

 

 

三、老師能用心

傾聽，回應學

生；態度誠懇，

建立起學生的安

全感與信任。 

 

 

 

 

 

 

 



小朋友在上課過程中，穿插唸朗誦繪本的故

事內容。 

 

(一)、緣起:「歷史創傷」vs「缺席」與「失去」 

    繪本故事中主角，小永吉男生的爸爸是

畫家，喜歡畫圖，老師陳述繪本為何要提及

到小男生的父親?媽媽是日本人嫁給父親，並

跟隨父親到台灣來。發生了甚麼事?繪本中的

文字陳述指出小男孩的父親因為投入基隆的

築港爆破工程中意外身亡。畫面中的日本母

親身穿和服右手摀嘴掉淚，左手牽著小男

生，遠眺基隆山與海港風情。 

    老師給小朋友看另一面畫作，是一位大

男生若有所思地正在欣賞著他的父親畫作，

畫中的內容是從高處往基隆港俯瞰的作品，

仰角構圖，近景是處在一個山坡上，左側角

旁有一叢的芒草，延續到右邊有小山丘。中

景是城鎮聚落的描繪，佔了畫面的三分之

二，呈現了台灣一般老百姓居住的老式建

築，由右下到左上座落在平坦的平地上，而

遠景是基隆的天空、山與港口。 

    筆者認為在繪本畫面中父親這個角色，

象徵「缺席」與「失去」，同時也暗指台灣當

時主權在經歷戰爭中，被帝國主義殖民爭

奪，對於國家的自我認同的一種挫敗經驗，

這和小男生的父親身亡處境相同，「缺席」與

「失去」，有著呼應關係。繪本畫家將「家庭

創傷」與「台灣歷史創傷」兩者，與繪本中

的兩位小男生的父親角色進行了兩條軸線鋪

陳與敘事，在故事陳述探過程而形成歷史的

再現。 

     

(二)、微型宇宙：家屋和天地 

    一位穿著日式服裝的女性正在餐廳備

餐，桌上有豐盛的餐點，有白飯、魚等其他

蔬菜，這位日本女性面帶微笑，正拿著飯

剷，撥弄鍋裡的白飯。餐廳地板是日式的榻

榻米。從桌上裝食物的器皿及屋子左上角有

擺放甕及木製存放物品的器物，可以追溯到

台灣日據時期一般居民生活的日常。 

     巴舍拉在《空間詩學》書中指出，透過

詩人呈現家屋的意象，它引發的迴盪就成了

一個深沉遙遠的聲音。 

    

 

 

 

三、 學

生能專

注的聆

聽完老

師解

說，並

且回應

老師。  

 

 

 

 

 

 

 

 

 

 

 

 

 

 

 

 

 

 

 

 

 

四、學

生聆聽

完老師

解說

後，開

始進行

分組討

論與書 

 

 

 

 

 

 

 

四、老師能熟悉

故事的內容。抓

出故事的主題。 

       

 

 

 

 

 

 

 

 

 

 

 

 

 

 

 

 

 

 

 

 

 

 

 

 

 

五、老師在描述

繪本時形象生

動，能夠讓學生

在一種輕鬆愉悅

的氛圍中獲得知

識。將知識變成

平易近人容易理

解的圖像及文字

敘述。 

 

 

 



       

誰是那個在屋裡等待我的人呢？經歷了一整

天工作上的辛勞，我進了屋裡，有盞燈為我

點亮，桌上就有一杯燒好的熱茶，為我煮一

桌飯菜。當黑夜籠罩，暴風肆無忌憚攻擊

時，家屋為我築起一道道堅實的壁壘，成為

庇護所，允許我安詳入夢。 

      

他認為建築學就是棲居的詩學，靈魂的

現象學。家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宇宙，家的意

象反映了親密、孤獨、熱情的意象，空間從

心智的客體轉變為與靈魂深刻迴響的力量，

一種現象學式「轟隆迴盪」。 

 

(三)、誰才是主人?  帝國之子 VS 台灣之子 

    老師介紹繪本中兩位小男生的第一天上

學情形，從繪本的文字敘述可知，兩人初次

見面在遊戲場，為了要玩遊戲場的設施，日

本小男生看到永吉的衣著及聞到他身上散發

著魚腥味，彼此看不順眼互相打了起來。      

        筆者覺得日本小男生隱約透露出的訊息

是，身為日本帝國之子身上流的高尚與文明

先進國家的血統，相對於面對被殖民的台灣

小男生，象徵了對一種落後貧窮低下台灣底

層老百姓的輕視。而對於永吉而言，學校與

遊戲場本來就屬於台灣人的，當然不應該讓

日本男孩霸佔。 

         筆者認為關於差異文化的尖銳對立，它

凸顯先進文明與落後貧窮國家意識的差異與

矛盾:強國/弱國；殖民/被殖民:先進/落後；

文明/蠻荒:高尚/卑賤；中心/邊緣，兩種二

元對立價值，給我們提供了辯證思考。 

    

(四)、大船入港:航向烏托邦與詩意空間 

        老師透過影像繼續陳述繪本故事:日本媽

媽愛買魚，因此在魚市場認識了永吉家人，

兩位小男生後來變成玩伴，他們一起在基隆

的山坡上看海吃紅豆ㄘㄨㄚˋ冰，在海港的

山坡上比賽跑，對著漁船和商船大叫。在這

山坡上看過去是優美的基隆山與海和建築，

日本男孩的父親喜歡作畫，只要來到這裡一

定會帶畫筆來作畫。 

         老師指出繪本另一張畫面是永吉的父親

搭乘著他賴以生計的漁船，從畫面上的右前

 

 

 

 

 

五、學

生能遵

守秩

序。 

 

 

 

 

 

 

六、學

生能欣

賞畫作

並投入

的思

考。 

 

 

 

 

 

 

 

 

 

 

 

 

 

 

 

 

 

 

 

 

 

 

 

 

 

 

 

 

六、引發學生學

習動機，容易引

起學生情感上的

共鳴達到教學目

標。 

 

 

 

 

 

七、老師能聆聽

學生想法，並立

即給予回應，並

誇獎與肯定學

生，建立起學生

的自信心。 

 

 

 

 

 

 

 

 

 

 

 

 

 

八、能夠善於引

導，啟發學生，

幫助學生看清自

己的優點及缺

點。 

 

 

 

 

 



方往左駛入基隆港口，透過畫家的描繪看見

永吉的父親眼中的世界，呈現當時基隆港口

的建築及港灣美麗景色。 

  筆者以為，這艘漁船伴隨他支撐家計，無

數汗水混雜著魚腥味，充斥五味雜陳與無法

名狀的感覺，承載他和命運的奮戰體驗，而

這艘漁船是父親作為漁夫的精神之物與神聖

象徵。父親站在船稍，目光的望向基隆港

口，這艘船帶領他穿越孕育他的土地與海

洋，航向烏托邦。他找到了！這此處安居

所，給出了一個詩意的空間。 

 

(五)、各分東西:經濟開發與純樸自然 

     日籍小男生長大當了築港人員，而永吉

當漁夫，因為當地要興建漁港而導致永吉不

能再捕魚了，影響到漁民的生計，主角於是

邀請永吉來參與築港工程，而永吉的爸爸後

來也加入，但是在興建施工的過程中爸爸右

小腿被壓斷。後來，陸續有築港工人，也在

築港工程中殉職。於是在山坡上建立紀念

碑，藉此紀念失去性命的人。 

   老師指出後來永吉的的築港工人職務也結

束了，他決定到對岸繁華的城鎮去看看另一

個新的世界。大船駛入基隆港，港口邊堆滿

著準備上船的貨物，給人一種嶄新朝氣蓬勃

的意象。經濟與交通運輸建設，透過殖民政

權的政治權力運作，推動了當時基隆當地的

發展，和原來台灣淳樸民風及自然景色形成

鮮明對比，又可以說是彼此相互交融。 

 

(六)、故事結尾:告別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投降。日本男

孩要離開台灣了，他與永吉在道別，一起吃

紅豆ㄘㄨㄚˋ冰回憶當年，他們身後背景的

建築是日治時期的基隆銀座，也就是現在的

義二路洋城義式餐廳，其中隔壁幾間，是當

時的西服店，而老闆將把店轉讓給永吉。永

吉也送明信片給男孩的日本媽媽作為紀念，

背景的建築物是基隆火車站附近的陽明海

運。 

 

 

 

 

 

 

 

 

 

 

 

 

 

 

 

 

 

 

 

 

 

 

 

 

 

 

 

 

 

 

 

 

 

 

 

 

 

 

 

 

 

 

 

 

 

 

 

九、老師上課時

神情專注精神飽

滿，感情充沛，

整間教室充滿着

一股溫暖的氛

圍。 

 

 

 

 

 

 

十、老師的陳述

親切自然，樸素

無華，沒有矯揉

造作。具有信

任、真誠、開

放、接納和耐心

的人格特質。 

 

 

 

 

 

 

 

 

 

 

 

 

十一、能夠把繪

本教學與基隆的

生活日常融合起

來，輕鬆符合實

際我們平常生活

情境。 

 

 

 

 

 

 

 



 

三、學生分組活動 
 (一)、分組準備: 

    聽完繪本故事，老師請全班學生移動至

圖書館中間有大桌子的區域，進行分組。老

師請小朋透過分工合作的方式，針對人、

事、時、地、物這些原則，整理故事的重

點，將它們寫在白板上。四人寫兩張併起來

的白板，老師提示同學每人都要有工作，並

且要平均分配，同學相互討論完後，轉化為

重點心智圖寫在白板上。 

 

(二)、教師觀察與引導: 

       老師告知學生當學生在小組進行合作學習

時，老師的期望，每個組員都必須互相尊重。

老師在旁邊扮演著觀察與引導的角色，巡視各

組學生互動的情形，觀察各個小組的學習，

適度支援與適時的介入學生的討論，幫助小

組完成任務並提供回饋。 

 

(三)、學生的自我定位與相互協助: 

    學生在互相討論過程中，能在分工時找

到自己的定位，也讓自己多方嘗試與接收

到不同觀點與體驗。這樣的學習過程，以學

習者為中心，主動性積極參與。 

    在相互協助的互動過程中，學生不僅主

動思考，在平常學習能力較不足的學生，透

過組員的幫忙，多出了學習動力的鷹架支持

系統，能力同時獲得鼓勵與提升，同儕的激

勵增加了學習的成效。各組完成重點概念

圖後，最後各組進行成果報告，隨即進行評

鑑活動。  

 

 

 

 

 

七、學

生在互

相討論

過程

中，能

在分工

時找到

自己的

定位。 

 

 

 

八、組

員能互

相幫

忙，多

出了學

習動力

的支持

系統。 

 

 

 

十二、老師引導

要教的內容，指

定的進度，為了

達到自己的教學

目的，也能顧及

教學現場實際狀

況，學生的意願

和需要。 

 

 

 

 

十三、學生分組

報告時，老師給

學生貓腳掌的指

揮棒，增添上課

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