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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公益平台自 2011 年 11 月起舉辦「為偏鄉孩童開啟另一扇窗」計畫，募集社會大眾

的愛心，最後將募得的 4000 台二手相機捐贈至百餘所花東等地的偏鄉小學，同時

招募在地攝影志工老師到校進行相機體驗教學；2012 年底台灣工業銀行捐贈 140

台全新相機，我們甄選七所花東學校啟動「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校園攝影深耕計畫」，

再加上 2013 年有三所花東國小加入，共計有十所花東中小學願意長期在校園推動

攝影教學，基金會於是採以師培工作坊的方式，讓學校老師具備攝影教學的應用能

力，將攝影融入學校課程，讓學校擁有帶得走的能力。 

 

二、 計畫目標 

以「師資培育」、「經驗傳承」、「永續成長」作為中、長程階段性目標，讓學校老師

能夠將相機變成為教學工具，融入教學活動，讓孩子透過觀景窗發現生活周遭美麗

的畫面，與生活的環境產生連結與關注。 

 

(一) 師資培育：規劃攝影教學課程，辦理攝影工作坊（攝影/兒童教育/美學），強化

學校老師攝影知識專業度。 

(二) 經驗傳承：透過前幾年推行短期課程與深耕課程的經驗分享，號召北、中、南

企業所成立的基金會認養服務轄區的學校，投入偏鄉攝影教學。  

(三) 永續成長：陪伴學校獨立規劃課程與教學，使攝影課程深耕偏鄉，成為學校社

團課程或特色或發展特色，永續發展。 

 

三、 主辦單位 

台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趙廷箴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四、 合作學校： 

(一) 臺東：三和國小、瑞源國小、關山國小、永安國小、鸞山國小、初來新武分校、

太平國小 

(二) 花蓮：見晴國小、立山國小、鶴岡國小 

  

藝 術 文 化 

藝 術 扎 根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攝影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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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內容 

(一) 攝影深耕課程 

1. 課程經營方式 

加入攝影深耕課程第二學期的學校，如：台東的太平、三和、瑞源、關山、

初來等國小及花蓮見晴國小，皆由校方規劃課程、獨立教學，透過學校老

師帶領孩子認識校園，認識自己生長居住的地方，讓進入新學期的孩子也

能開闊視野，多元學習。進行外拍課程時，攝影志工老師會加入參與分享。 

新加入的學校如：台東的永安、鸞山及花蓮的鶴崗、立山國小，則先由攝

影志工老師教課，學校推派隨堂老師從旁協助，並觀摩學習上課方式。 

 

2. 課程規劃方向 

除了安排攝影知識的相關課程外，並透過外拍，讓學生實作練習。外拍題

材的設定，依照學校的特性調整，主要以校園環境、週邊地域特色、部落

特殊節慶為主，亦可結合校內課程，發展出屬於自己學校特色的課程。 

 

3. 期末校園成果展 

台東永安、鸞山與花蓮鶴岡、立山等四所學校，於學期末各自規劃校內成

果展(每所學校使用新相機教學，期末展 20 件作品輸出及裝框，由公益平

台協助），除了展出班級內每位學生的作品，也期待老師同時鼓勵學生分

享上課心得及作品說明。 

 

台東學校展期：永安國小 4/16 - 4/25  鸞山國小 6/15 - 6/25  

花蓮學校展期：鶴岡國小 6/15 - 6/25  立山國小’ 6/15 - 6/25 

 

(二) 攝影師培工作坊 

將攝影專業的知識脈絡系統性的規劃課程，藉由工作坊的引導，將課程中融入

美學及兒童教育，讓老師在面對不同年齡層及學習進度有落差的孩童時，能設

計出適合的教學模組。另結合主題外拍，融合理論與實務，讓參與者如同置身

教學現場，體驗教學的感受，讓每一次的工作坊充滿教學創意。 

 

(三) 經驗傳承 

鼓勵有意願投入偏鄉攝影課程的企業團體認養學校的攝影教學，目前已有台積

電、裕元基金會投入推動。公益平台透過「課程經驗分享會」提供諮詢，分享

攝影深耕課程的執行經驗，包含攝影課程規劃、教學經驗分享、學校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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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與應用，作為企業團體的執行評估參考值，以便發展出適合自己在地

學校的執行方式。 

 

(四) 攝影紀錄展 

透過第一屆、第二屆「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攝影紀錄展的成功經驗，公益平台

連結各方資源，讓孩子用不同的視角展現花東在地人文特色。第二屆透過志工

老師長期的陪伴，讓孩子從課程中發現生活中的驚奇、學習教室以外的知識；

2015 年第三屆攝影紀錄展，將透過影像讓大人們看見孩子眼中的世界，透過志

工的雙眼讓我們聆聽更多屬於偏鄉的感動故事。 

 

1. 攝影作品 

第三屆攝影記錄展以「家鄉的故事」為主題，透過孩子的視野紀錄生活周

遭的人（家人/師長/同學）、事（學校節日/部落慶典/社區活動）、物（建築

/車輛/生活物件）、景（山林環境/海洋美景/自然生態），並寫下影像中想傳

遞的文字故事。 

 

 評選辦法 

邀請攝影志工侯方達老師、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陳文祺系主任、

Canon影像樂元翁富美講師擔任評審，依主題內涵 40%、創意巧思 30%、

攝影技巧 20%、文字力 10%進行評選。 

 徵件日期：2015 年 4 月 27 至 5 月 27 日 

 評選日期：2015 年 6 月 05 日 

 展覽時間：2015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2 日 

 展覽地點：台北新光三越信義店 A9 館 8 樓 

 

2. 展場設計與配合活動 

展場除了將呈現孩子們眼中的世界，更預計把每一所學校的教學歷程，透

過志工老師及學校師長以影像及文字的方式與大家分享，內容相當豐富，

大家除了看見公益平台在花東合作的小學學生作品外，更能看到夥伴基金

會在其他縣市投入課程陪伴的故事。 

 

本次展覽將分為 3 大展區，內容分別呈現如下： 

 第一展區：孩子眼中的世界－家鄉的故事 

 第二展區：花東攝影教學特色學校 

 第三展區：夥伴基金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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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執行進度 

 

 

七、 教師回饋 

(一) 張嘉華 臺東三和國小主任 

這次工作坊的主題是--透過影像，讓記憶與內在說話，而楊雅棠老師的授課氛

圍像春風般讓人舒服，自在，在這樣的氣氛之中每一張影像，每一次快門，不

再只是照相而是一種全新的審視，是內在與影象的對話。謝謝雅棠老師，帶領

我們重新認識攝影這件看似簡單的動作，課堂中，大家專業的對話，無私地分

享成功的緊緊抓住每一個人的心，這是一場最棒的研習，也謝謝公益平台的裴

雯與工作團隊，成就了一次美好的活動。 

 

(二) 華淑君 花蓮見晴國小 

工作坊二天的課程，在雅棠大哥的帶領下，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嘗試，試著觀察

具象的形體，試著拍出抽象的詞彙，試著感受光影的不同，試著帶著一些想法

攝影。我覺得我和我的相機又熟了一點，照片的呈現也豐富了不少。這次也發

現很多有趣題材，期待能跟小朋友一起嘗試，玩出美麗火花。謝謝公益平台，

這次工作坊太棒了。 

  

前置作業 

花東學校探訪 

2014.12月 

攝影深耕課程 

2014.09-2015.06 

(10所花東國小) 

攝影（師培）工
作坊 

2015.01.29-30 

新加入學校校內
成果展 

（永安/鸞山/立山
/鶴岡） 

2015.4月-6月 

攝影紀錄展作品
徵選 

2015.4月-5月 

攝影（師培）工
作坊 

2015.07.02-03 

攝影展記者會/開
幕 

2015.09.25 

(09/25-10/12) 

巡迴展出(暫定) 

新竹、臺中 

展出結果整理 

結案報告 

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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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蘇吉勝老師 臺東三和國小 

攝影是如此貼近我們的生活，然而在拍攝技術的精進與感官的覺知卻又如此遙

遠。雅棠大哥這兩天帶給我們的一段話「筷子再怎麼精緻，姿勢再怎麼優美都

無法取代食物本身的美味」。讓我釐清在攝影的世界，與被攝者情感的連結才

是最重要的。我們很難像小孩一般對世界有著天真的直觀，在生活中被太多理

性掩蓋對事物的情感，以致我們忽略許多美好的事物。感謝雅棠大哥讓我重新

找回對攝影的熱情，我會陪著孩子們一起藉由攝影看世界。 

 

(四) 張志豪老師 臺東初來國小 

攝影對我而言是個意義重大卻又單純的存在，在使用數位相機可以大量拍攝相

片以來，隨手拍早已成為生活的習慣之一，長年下來或多或少也學到了一點小

技巧，不一定能娛人，但的確為自己帶來更多生活樂趣。研習中回顧自己的攝

影歷程，相較於拍照當下的不加思索，之後觀看照片才產生各種想法，這就是

我的攝影習慣。參加此次研習，確實沒有學到更多高超的技巧，而是深刻體會

到按下快門之前，甚至是舉起相機前，那當下的心緒將會對拍攝出來的照片有

多大的影響。這也是我想讓小朋友們體驗一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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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照片 

花東青年實踐動畫設計營 

  

  

  

1 2 

3 4 

5 6 
 

1. 講師楊雅棠講述光影角度拍攝方式 

2. 臺東瑞源國小張鳳珠校長捕捉"光影/形體"畫面 

3. 攝影志工老師侯方達分享攝影作品 

4. 臺東三和國小蘇吉勝老師分享外拍作品 

5. 三位評審老師互相討論與交換意見 

6. 評審老師與總裁、計劃團隊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