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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中英文課程名稱 人權與正義 Study on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課程領域 哲學與道德思考領域、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領域 

預估修課人數 本校學生  20 人 + 非課程開設學校學生 45  人 ＝  65 人 

學分數  2 學分 （每學分上課時數（含考試）至少應滿 18 小時） 

上課起迄日 101   年 7 月 12 日至 101 年 8 月 9 日（101/7/4 至 7/10，任選一日開課） 

上課總週數 

上課共 5 週， 

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週不中斷 
□否，中間中斷     週     

每週上課 

時間及時數 

每週 二     10：20  ～ 15：10  
每週 四     10：20  ～ 15：10  
每週           ：   ～   ：    

每週上課時數共計 8 小時 

例： 
每週一  10：00～12：00 
每週三  13：30～15：30 
每週五  10：00～12：00 

每週上課時數共計      小時 

上課地點       國立臺灣  大學 校總區     校區 

上課教室 未定 

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人權」與「正義」兩大理念系絡之認識、探究與批判性省思

為課程主軸。人權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類型與面貌、內涵，分別代表了人作為

個人、家庭社會等群體、政治共同體（國家）、以及族群與國際社會成員等

不同身分關係下的不同需求，例如自由與平等權、參政權、社會權、環境權

等，各種各樣的人權需求與主張往往並非兼容並蓄、並行不悖的，相反地，

不同種類或不同主體所主張之人權常常是緊張、衝突且未必得以併存的。在

人的群體中，究竟哪些人權需求與主張、各應以何種方式與相對關係而予以

滿足或實現，首先須仰賴強行性法制（包括一部分的國際條約與各國憲法、

法律）的價值取捨與決定，其次則是據以實現法治之紛爭解決者—司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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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中的衡量決定。在此等過程中，「正義」成為人權之認定與實現的核心

指標，正義的圖像與其內涵也實質且具體地彰顯了人權主張的正當性。然而，

如同人們在不同的身分、關係、情境下會有不同的人權需求般，正義概念與

主張也會有各種不同的指涉內容與不同的判定基準，不同取向與基準的正義

需求間，自然有發生衝突與矛盾的可能。由此產生的難題是，正義在哪裡？

什麼樣的需求滿足才是應該支持的「正義」？——「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是正義嗎？不擇手段地探知真相或威迫不法者認罪是正義嗎？為了國家安全

或某特定人的生命安全而限制言論發表或新聞報導，是正義嗎？以刑事手段

懲罰應身心痛苦不堪的病人請求而協助其自殺者，是正義嗎？…很顯然地，

正義非僅一端，亦無固定不變的正義觀，在到達「正義」的彼岸前，必須面

臨許多價值選擇可能的評斷與艱難抉擇，而共同的價值決定，必得來自共同

的思考、論辯與誠懇地對話。這正是本課程開展的基本立場。 

本課程之內容，分成總體認識，以及具體議題兩部分進行。總體認識部

分，主要是由授課教師以講演方式引導，主要內容如下： 

—正義的概念、各種正義的形成基準、正義的代價與對立面 

—正義的各種面貌：抽象正義、個案正義、分配正義、補償正義、程序

正義、實體正義、環境正義、世代正義、轉型正義、土地正義… 

—正義的手段或方法：國際法、憲法價值決定、法律、制度、司法、道

德… 

—人權的概念、功能與主要類型 

—三代人權的發展與展望 

—人權的保障與限制：尤著重法律與司法的角色 

在具體議題探討部分，本課程擬選定五大人權與正義議題，(1)即刑事司

法人權（包括死刑問題之探討）；(2)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隱私權；(3)生死

抉擇權（安樂死、墮胎）與器官捐贈問題；(4)農業與農民之定位、農業政策

之關連性、農地徵收與國土正義；(5)時間之流中的正義圖像與轉型正義，作

為承接總體認識之課程進行主軸，藉由授課教師的基礎講演以及小組討論中

的情境演習與爭點討論，以國內外相關案例故事引導發展學生的問題意識與

思考架構，並以多元活潑的課程進行方式，引領學生思考討論人權的理念與

內涵，尤其著重於探討具有衝突性之邊際情境下，自我與群體價值與定位的

相互關係、調和並存的可能性與路徑，希望以此方式不斷探索正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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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希望能培養同學廣泛地認識、關懷人權與正義問題，並進行批判

性思考的能力，因此課程除教師講授，尤著重於引導修課同學自主性的討論。

課程發展上將運用多元教學素材，包括演講、觀看影片、實地參訪、小組隨

機討論、課後閱讀等方式，引導同學認識並思考人權與正義的價值與衝突問

題。 

本課程有兩大目標： 
(1) 教師的教學目標：將屬於專業法學課程中憲法基本人權的理念與基本

內涵傳達給非法律系學生，尤著重於傳達人權內涵與正義觀的多元

性，以切實體認「寬容」與「尊重」之價值。 

(2) 為學生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則是「認識問題→啟發思考→表達見解→
溝通討論→尋求共識」，亦即希望引導學生認識、關懷人權問題，進

而自主思考判斷，學習掌握與表達自己的見解，並與不同意見的人對

話討論，嘗試化解歧異，找到共識所在。 

教學內容 

及進度 

 

（如課程邀請學

者專家演講，請敘

明其姓名、單位、

職稱及演講主題） 

（如安排與課程

內容相關之校內

外教學活動，請敘

明活動之性質、合

作機構名稱、時間

之規劃、場地之妥

適性及課程進行

之安全措施等） 

次別 上課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1 101/07/12(四) 
10：20-12：10 

整體概念之引導：人權是什麼？有哪些人權？人權

如何獲得保障？ 

2 101/07/12(四) 
13：20-15：10 

整體概念之引導：正義是什麼？正義在哪裡？整體

概念之引導：人權是什麼？有哪些人權？人權如何

獲得保障？ 
3 101/07/17(二) 

10：20-12：10 
刑事司法人權與正義：基本概念（罪刑法定、無罪

推定、正當法律程序、緘默權、不自證己罪、毒樹

毒果理論…） 
4 101/07/17(二) 

13：20-15：10 
刑事司法人權與正義：問題與討論 
【引導案例：王迎先案與李師科案、蘇建和三人案、

陸正綁架案與邱和順案、江國慶案、外交官劉珊珊

美國虐傭案等】 
5 101/07/19(四) 

10：20-12：10 
死刑存廢爭議、死刑犯與受刑人的人權問題 

6 101/07/19(四) 
13：20-15：10 

專家演講：陳瑞仁檢察官（題目：一個檢察官眼中

的人權與正義） 

7 101/07/24(二) 
10：20-12：10 

專家演講：錢建榮法官（題目：一個法官眼中的人

權與正義） 

8 101/07/24(二) 
13：20-15：10 

校外教學：參訪台北地方法院 
本活動將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學校團體參訪活動，

目的是讓修課同學實地了解並親身感受刑事司法正

義與人權最主要的展現場域，即刑事法庭的運作情

形，並觀察法庭開庭情形。 
9 101/07/26(四) 綜合討論 



  人權與正義 

10：20-12：10 
10 101/07/26(四) 

13：20-15：10 
言論自由、媒體自由 vs 隱私權、人格權、正當法

律程序之保障：基本概念 
【引導案例：Makiyo 毆傷計程車司機案、某立法委

員外遇對象遭人肉搜索案、白玫瑰運動、孝順哥事

件…】 
11 101/07/31(二) 

10：20-12：10 

言論自由、媒體自由 vs 隱私權、人格權、正當法

律程序之保障：基本概念 

12 101/07/31(二) 

13：20-15：10 

言論自由、媒體自由 vs 隱私權、人格權、正當法

律程序之保障：問題討論 

13 101/08/2(四) 

10：20-12：10 

生死抉擇權、善終權與器官捐贈問題與器官移植爭

議 

【引導案例：西班牙 Ramon Sampedro的故事】 

14 101/08/2(四) 

13：20-15：10 

墮胎權、胚胎操控權、人工生殖與代理生殖之爭議 

15 101/08/7(二) 

10：20-12：10 

環境正義與土地正義 

【引導案例：2011年中科三、四期開發爭議、國光

石化設廠爭議、台東美麗灣飯店開發爭議等】 

16 101/08/7(二) 

13：20-15：10 

時間之流中的正義圖像與轉型正義：概念與理論 

【引導案例：德國統一後轉型正義之實踐】 

17 101/08/9 (四) 

10：20-12：10 

時間之流中的正義圖像與轉型正義：省思與對話 

18 101/08/9 (四) 

13：20-15：10 

期末考 

教學助理規劃 

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申請帶討論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人 

 ▓申請不帶討論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1   人 

教學助理將協助教師閱讀作業、回答同學問題，並聯繫課程相關人員、維

護非同步課程教學網站內容。 

指定用書 本課程主要以教師自行設計之課程投影片授課，並提供學生課前及課後學

習。另提供參考書目，學生須依規定選閱。 

參考書籍 

1. 《罪行》，Ferdinand von Schirach著，2011年，圓神出版社。 

2. 《罪咎》，Ferdinand von Schirach著，2011年，圓神出版社。 

3. 《新聞記者與謀殺犯》，Janet Malcolm著，2011年，博雅書屋。 

4.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Michael J. Sandel著，2011 年，雅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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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賣愛因斯坦—人體組織販賣市場》，2001年，時報出版社。 

6. 《正義的神話》，Gerry Spence著，江雅綺譯，2001年 11 月，商周出版社。 

7. 《變遷中的正義》，Ruti G. Teitel著，鄭純宜譯，2001 年 10月，商周出版社。 

8. 《正義的界限—殘障、全球化正義與動物正義》，Martha C. Nussbaum著，何景榮譯，

2008年 5 月，國立編譯館。 

9. 《雖然他們是無辜的》，Michael L. Radelet等著，2000 年，商周出版社。 

10. 《法庭上的 DNA》，霍華德‧科曼等著，1999 年，商周出版社。 

11. 《大法官之旅》，琳達‧葛林豪絲著，胡蕙寧譯，2007年 4月，先覺出版社。 

12.  《人體交易》，Scott Varney 著，姚怡平譯，2012年 3 月，麥田出版。 

13. 《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Rebecca Skloot著，賴盈滿譯，2011年 4月，遠流出版。 

14. 《隱私的權利》，E. Alderman/ C. Kennedy著，吳懿婷譯，2001年 2月，商周出版社。 

15. 《偷窺狂的國家》，Clay Calvert 著，2003 年，商周出版社。 

16. 《不得立法侵犯》，安東尼‧路易士著，1999年，商周出版社。 

17. 《醫院裡的哲學家》，李察‧詹納著，2001 年，心靈工坊。 

18. 《醫院裡的危機時刻》，李察‧詹納著，2004年，心靈工坊。 

19. 《濕地、石化、島嶼想像》，吳晟、吳明益/主編，2011 年，有鹿文化。 

20. 《流浪法庭三十年》，江元慶著，2008年，報導文學出版社。 

作業設計 與成績評定方式結合，見下述。 

成績評定方式 
(1)讀書報告 40 分：學生應自指定書目中自選兩本閱讀後，撰寫讀書心得 2
篇，每篇至少 3000 字；(2)指定影片觀後心得 1 篇，10 分；(3)法庭參訪心

得 1 篇 10 分；(4)出席與課堂表現 20 分；(5)期末考 20 分。  

創意特殊規劃  

課程網址 

本課程使用臺大 CEIBA 系統建置課程網頁。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網頁實例展示: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7d%D1%D4%A1B%A7d%A9%FA%AFq%2F%A5D%BDs&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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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