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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橋與路》：長者生命故事採訪教學 
● 駱育萱 

 

 

109-2 學期高教創新教學計畫成果分享，我分享《橋與路》長者生命故事採訪教學

，這項教學單元一直是這幾年十分喜愛且深覺有意義的教學活動，最早受到啟發的念

頭來自於家庭 EQ 協會的劉仁州老師，他上課時會請學員分享家庭圖，以及分享家族

生命故事；另一位是謝智謀老師，多年前我邀請他來校演講後，他分享如果可以幫長

者做生命故事書冊，長者們看到自己的生命故事冊，會是很有意義，且有紀念價值的

。所以從 100 年開始，我就和蔡蕙如、陳憶蘇兩位老師常常操作此教學活動。不過有

時也會有所疲乏，因為這項教學活動其實要動員蠻多人，如果沒有人力和經費協助難

以完成，所以 103-108 學年中間暫停過，這次 109 學年度，因為我沒有執行教育部議

題導向敘事力計畫，比較有時間心力，加上蕙如老師的支援，才得以繼續操作此課程

單元。 

本次執行班級為 109-1 財金一丙中文閱讀與表達(一)、109-2 電商一甲中文閱讀與

表達(二)。有關長者生命故事採訪，我特別說明四大路徑來談，提供給有心將來想要從

事生命故事中文教學的同仁，希望大家將來一起來做這件有意義的事。四大路徑為：

一、找尋合作單位。二、事前訪問長者。三、人物採訪教學。四、文稿寫作成果展 

 

一、找尋合作單位 

 

                                                
 駱育萱，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鐸聲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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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經提到這項教學活動要動員蠻多人的，要安排參訪，要有人力與經費支援

，這次 109 學年度的活動，是與蔡蕙如老師的 USR 計畫和教育部議題導向敘事力教學

社群有關。在合作人員部人分，首先是找到訪問的長者；109-1 是和太平境教會呂春鶯

長老以及新興教會陳岑滿牧師合作，兩人的行事風格都非常負責細膩，合作時要能用

心盡力。109-2 是採訪太平境教會五位長者，由蔡蕙如師、曾碧卿師、丁介人師介紹合

作，由於大家都是南臺老同事，合作時愉快順心如意，很多合作事項商談時，就比較

直接。一句拜託，大家就互相關照，讓我開心地去完成。再來是學校方面，學務處上

學期有張珉泰、下學期有池建達兩位先生協助，經費支援參訪的車資、餐盒，而且也

願意讓這次關懷活動可以納入計算班級服務、活力志工時數，因為結合同學們在大一

必須完成的活動事項，對執行的同學來說就是一項利多。 

 

二、事前訪問長者 

 

在同學見到長者進行採訪活動之前，教師要先能連絡長者說明採訪內容，交待採

訪內容、大綱等事項，第二次採訪時，要交付第一次採訪稿讓長者們先過目一下，長

者們才會比較安心。在事前拜訪長者時，我們都會先準備一份小小禮物，長者們雖然

都說我們太客氣，但也算是一種禮數，畢竟他們得撥出時間和同學分享生命故事或人

生經驗。最早在執行這項教學活動時，我會要求各組同學要自行準備，不過這次我是

自行準備的。 

 

三、人物採訪教學 

 

在學期開始第一堂課時，我就會和同學說明「長者生命故事採訪」是本學期的大

項目。在活動前幾週，因為有事先拜訪過長者送個禮拍幾張照片，就能製作簡報，介

紹長者背景讓同學知道。接著我大概會有兩節課的時間，引導同學先思考，列出訪問

大綱，以及採訪當天工作分配，準備事項等等，甚至在課堂上進行採訪練習，例如拍

照練習、攝影練習，訪談角色扮演練習。提前讓同學在心理上有所準備。要求他們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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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要拍人物特寫及訪談全景，攝影時注意角度等等。在這次練習採訪前，我運用《重

返 20》這部電影、〈週間旅行〉這篇散文，引發同學的情意教育，讓他們感受到長者們

也都有過他們的青春歲月和輝煌事蹟。 

 

 
 

 

 

 

接著在出發前，我和憶蘇、蕙如，甚至做好備忘，同學在訪問時會比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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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稿寫作成果展 

 

在文稿寫作這部份，我會要求小組協作完成。但上下學期兩班要求的方式不太一

樣，因為財金一丙這班與新興教會合作時，考慮到之後有故事牆的展示，所以我要求

同學每一位同學都要負責一張 A4紙大小的作品展出，規定好一頁一故事一照片。在這

樣明確指示之下，同學會清楚知道每個人都要做事，自己的一頁作品自己負責。因為

採訪時是大家一起負責，有人錄音、錄影、拍照，有人擔任採訪人發問。可是在完成

作品時，就要分配，那一個故事是由誰來寫，沒有經過討論的話，每個人都寫印象最

深刻的故事，就會出現兩三位同學會有重複敘述的文字。所以我的第三項方法就是讓

同學在課堂修改文件。他們在 109/10/26 第一次採訪完，有二週的寫作時間，第三週我

將他們的作品列印出來，帶到課堂繼續協作，當他們發現每個人開頭都是人物簡介，

就會發現重複，所以就會討論誰的那一個故事放在前面，順序應該如何？同時在文字

編輯上會看到有人用細明體、有人用標楷體、有人 12 號字，有人 16 號字，有人照片

貼左上角，有人照片貼半頁，當然教師可以在一開始就完完全全規定好。但這次我是

讓財金同學也去看到格式不統一下的視覺畫面，以及修改統一之後的效果，同學就會

比較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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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有些同學甚至沒有交件，所以列印初稿

後，帶到課堂請他們討論修改，讓同學自己在

課堂確定修改內容後，手寫完再下課。 

11/30 第二次採訪後，完成後續稿件，最後再

整理如下，每個人標示姓名於左下角列出編號

順序，也方便教師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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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期末成果展是本教學活動十分重要的部份，同學在看到自己的作品必須被展

出時，也會比較用心。109-2 下學期的時候，電商一甲的班級作品，一來因為疫情全部

線上上課的關係，二來蔡蕙如老師計畫支援之下，竟然變成線上展，甚至有票選活動

，在此情形之下，立刻要求同學除了文字稿之外，也要有三至四分鐘的訪問影音檔，

整個文稿質感大提昇。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raeoae/%E9%A6%96%E9%A1%B5?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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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要求同學加碼做出影音檔也是有些波折，本來我是安排同學的期末個人報

告是運用分組報告學習到的能力，要回去訪問自己家中的長者，自己寫一份 1000 字的

個人報告。但考慮到把一件作品做完善，讓電商同學票選是繼續完成分組報告影音檔

還是個人報告時，電商的同學選擇了完成影音檔。在我每週努力盯進度的狀況下，五

組同學中有一組同學遲遲不交件，最後我介入小組 LINE群，一步一步盯著處理，分配

好工作。在這過程中，我其實也一直在思考老師到底該介入多少？不過這次和這組同

學合作的經驗是，或許老師強力介入也是個好方法，去示範帶領如何短時間之內完成

作品。我想有些組別可能就是其中一兩位同學出力較多地承擔完成了吧。 

    

 

最後期末問卷時，有關長者生命故事訪問學習成效部份，我設計了三個題目量化

的題目。電商一甲同學施測後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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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時我只是認為聆聽長者生命故事可以連結他人，可以訓練同學文字相關能

力等等，後來得知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及副系主任莊明蓮教授建立長者

生命故事網站：http://www.cityu.edu.hk/ss_interproj/index.asp 才更加確定長者生命故事

採訪，原來是件意義非凡的教學活動，期待通識教育中心有志同行的大家，一起加入

生命故事採訪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