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2020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 ─ 校園攝影深耕計畫 (新北/宜蘭地區) 

 

 

計畫緣起 |  

 

2012 年，公益平台在聯合報前攝影中心林錫銘主任的發想下，發起二手數位相

機募集活動，獲得廣大的迴響。從第一年匯聚四千多位愛心人士的相機，展開二

手相機的體驗教學；到第二年由 16 位來自北中、花東的攝影志工認養 7 所學校，

定期到校教學；第三年邁向「師資培育、經驗傳承、永續成長」的目標，讓學校

老師擁有將攝影融入教學的能力，引領孩子透過觀景窗開啟對周遭的感受與觀察。 

 

經過四年在花東的深度耕耘，2017 年「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校園攝影深耕計畫」

以新北地區為出發點，迄今已逾六所學校，有許多美好的成果。2019 年起，除

了於原本的新北地區繼續授課外，也預計將課程擴及到宜蘭地區，期待在宜蘭的

偏鄉國小，也能夠因著攝影課程，見證許多美麗的成果。 

 

計畫目標 | 

 

短期 (1-3 年) 

1. 美學教育：透過攝影觀察何為美的事物，除了景物之美，更帶出品格之美。

(例如可以帶到攝影大師們完成一張照片所需具備的條件：耐心、自信等等；

或者攝影技巧如微距攝影，帶到看起來平凡的事物都有獨特美麗的一面。) 

2. 發展教案：建立 4-5 堂體驗課及 8-10 堂深耕課程的教案範本，統一教學內

容，確保教學品質。 

3. 經驗傳承：透過「我做你看－我們一起做－你做我看」讓攝影教學經驗能傳

承給校內老師，經過兩個學年後，學校能發展自己的攝影社團或課程。 

4. 建構 SOP：建立除教學外後端的行政作業流程與培訓志工模式，讓有興趣發

展此計畫的單位能夠更易執行。 

5. 企業 CSR : 邀請企業內員工一起參與校園服務或校園成果活動，並認購學生

作品所設計的文創商品，或將學生作品於企業內展示，提高對於企業的認同

度。 



6. 資源整合：透過行銷宣傳、成果分享，讓更多社會資源、企業、攝影教育負

擔者等一同整合，加入該計畫行列。讓計畫產生更多的可能性 (如，推動攝

影走廊計畫等)。 

 

中長期 (3-6 年)：食物銀行、特殊生陪伴機制、攝影學校設立等(暫定) 

 

計畫概念 | 

 

攝影的本質，在於反省、說明，以及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技術與經驗的

傳承，攝影深耕計畫的概念更本於透過攝影能帶來陪伴、美學與品格教育、訴說

一個美好故事、並且與生活的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產生美好連結。 

 

主協辦單位 | 

 

文曄教育基金會主辦、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協辦 

 

工作項目與流程 | 

 

1. 志工招募與培訓 /分享/共備課程: 

 每年兩次，於寒暑假期間執行 

 培訓對象 : 一般志工、企業志工、學校老師(共備課程) 

2. 校園課程 : 一所學校的深耕課程服務期間為一年半(三個學期) 

 第一學期 : 深耕課程(一) 8-10 堂課程，由志工教學，學校老師擔任助教 

(第一學年期末舉辦校園分享會) 

 第二學期 : 深耕課程(二) 8-10 堂課程，由志工與學校老師共同教學 

 第三學期 : 深耕課程(三) 8-10 堂課程，由學校老師教學，志工擔任助教 

(第二學年期末舉辦校園分享會及跨校教學分享會) 

 

六、參與學校 | 

 

第一階段(第一學年)邀請對象 : 新北、宜蘭地區偏遠學校。 

第二階段(第二學年)邀請對象 : 加入企業重點關懷區域。 

 



第一階段體驗課程學校邀請原則 :  

          1. 願意發展以攝影融入教學為主題的課程。 

          2. 行政團隊(校長和教導主任)及教學團隊(隨班老師)共同有熱忱參與。 

          3. 缺乏攝影教學等相關資源。 

          4. 攝影課程可自行延續的潛力和可能性。 

第二階段進入深耕課程 : 將由志工共同評估是否邀請學校進入第二階段 

 

服務學校 | 

 

一所學校的深耕課程服務為三學期(一年半) 

本計畫預計執行三年兩梯次 (一個梯次一年半，各 6 所學校，共 12 所) 

 

選校依據：靠山、靠海、地域不重疊性、原住民優先。新北 3 所，宜蘭 3 所。 

 

新北： 

(瑞芳區) 瑞濱國小 

(淡水區) 興仁國小 

(三峽區) 民義國小 

 

宜蘭： 

(蘇澳鎮) 士敏國小 

(大同鄉) 大同國小樂水分校 

(頭城鎮) 大溪國小 

 

後續可延伸的計畫 | 

 

1. 邀集大學攝影社團，或者贊助企業攝影同好，一同參與在志工行列，付出心

力，感受教學的喜悅。 

2. 全省巡迴攝影展。帶著孩子說故事給你聽。 

3. 攝影詩。邀集文學家與孩子的影像交流，置入城市像弄，成為在地美麗風景。 

4. 攝影書(集)。延續美好故事給更多讀者，讓其感受人性溫暖的一面。 

5. 文創商品。與各界頂尖的文創、美學設計師合作，讓平面攝影照片有更多藝

術表現的可能性。 



【參與者回饋】 

 

(一)學生/家長 

 

老梅國小_廖祉安 

他是一位自閉兒，生長也較同學遲緩，一天可能說不到五句話。但自從上了攝影

課之後，他總是喜歡牽著攝影老師的手去外拍，也露出了難得的喜悅。成果發表

會上，他說了比平常不知道多了幾倍的話，用著簡短的隻字片語，努力拼湊出他

腦海中美麗的照片故事。看到這一幕，現場所有老師與志工們都熱淚盈眶。原來，

攝影不僅可以教育美感，更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態度與生命！ 

 

有位學生在海邊外拍時迫不及待想衝去摸海水。「學校離海邊三分鐘就到了，有

這麼好迫不及待？」孩子說：「因為平常下課就去補習了，根本沒時間來到海邊，

而且因為是轉學生的關係，這是我第一次摸到海水呢！」  

 

有位老師跟學生家長說：「攝影老師在課堂上評析了你們孩子的照片，給予很高

的評價！」有些媽媽感覺不可置信，這跟她們平常眼中不夠積極、成績低落的孩

子的形象差很多。可是他們的孩子在攝影中找到了與這個世界連結的樂趣，而且

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有一天孩子們跑來告訴老師：「老師，部落裡 104 歲的老阿嬤被主接走了，好可

惜喔！我錯失了拍她的鏡頭，如果我拍下她，從她的笑容你就會知道她為什麼活

到 104 歲了!」因為錯失了這個鏡頭，孩子們開始找尋部落的老人家，現在年紀

越老是他們越想拍的畫面。 

 

有位孩子的相機裡面很多老師的照片，志工老師問他為什麼拍了那麼多某位老師

的照片？孩子回答說：「因為老師教完這學期就要退休了！」我們看到他孩子臉

上露出不捨的表情。而這正是攝影最棒的功用－維繫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小小攝影實習生 : 田婷耘 

我覺得進行攝影課的目的是：老師們想訓練我們的耐心，還讓我們多學一項技能，

在未來有機會拍下令人感動的畫面。這學期我的收穫是可以知道更多相機的知識

及拍照的技巧。學攝影很好玩，事實上在第一堂攝影課前，我從來沒有拿相機拍



照過，因此第一次拿起相機時，我很緊張。但自從我上了攝影課後，我就越來越

喜歡相機了，希望我以後能存錢買一臺相機。 

 

小小攝影實習生 : 張詒馨 

以前對攝影一知半解，後來有了攝影課，開始了我們班的攝影生活。從一開始的

笨手笨腳，到現在已經能拍出一張張有意思的照片，對我們來講實在不簡單，因

為我們班是如此的頑皮、如此的活潑。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做到了，尤其是在這

麼短暫的時間。我們學到了如何利用抽象或具象拍出好的作品，記錄下生活中的

美好。謝謝老師教我們拍出了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希望，透過鏡頭帶著我們飛翔，

飛進了攝影世界的美好!我想說一聲 :「謝謝各位老師，您辛苦了 !」 

 

小小攝影實習生 : 徐紹鈞 

我原本其實就已經會用相機了，可是我學的技巧都是非常基本的東西，而且還拍

得很不好看。所以我決定學習怎麼拍照，為我以後想要當 youtuber 的夢想努

力，而且我都沒有想到學校居然有攝影課!我在攝影課學到了很多技巧，像是要

怎麼對焦、透過微距來拍不一樣的效果和特色、還有影子的拍攝，用不同角度、

方法，讓我們可以創造出不一樣的感覺。 

 

(二)學校老師 

 

攝影最棒的地方就是它沒有標準答案；你會發現孩子拍攝的畫面不經意地告訴我

們他最為在意的事情是甚麼。不知道這群志工為什麼有這麼好的耐心？為什麽對

於孩子有這麼多的「期待」？ 「期待」對孩子是重要的，但通常老師慣於重視

「規矩」，有些老師更著眼於破壞規矩後的懲處。當孩子知道世界上沒有標準答

案的時候，他們才會有自信地探索並突破自己。 (老梅國小信義主任) 

 

在螢火蟲季，我們都會安排生態解說活動。而學校的螢火蟲照片已經十多年未更

新，這次適逢參加攝影計畫，希望志工也能協助拍攝教學及宣傳所需的螢火蟲照

片。結果拍出的效果讓老師好吃驚，我們真是太幸運了，終於有新照片能夠使用。

(建安國小) 

 

(三)志工老師 

 



在這段旅程感謝活潑的孩子、慢熟的孩子、焦慮的孩子、放空的孩子，你們都好

真誠願意相信我們的陪伴、願意表達你們真實的想法感受。(馮莉婷) 

 

夢想成真，終於可以去偏鄉教小孩攝影課。2015 年，那年我很想去偏鄉教孩子

攝影，剛好公益平台有一個「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校園攝影深耕計畫」，但那

年也是他們進行花東偏鄉攝影課程教育的最後一年。因此我的期望無法付諸行動，

覺得超級惋惜。今年初他們竟然又開始了新的一個校園攝影深耕計畫…(徐振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