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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导言导言导言 

 讲述大屠杀就是讲述毁灭：不止于对男女老幼的毁灭，还有对那场罪行的证据的毁灭。 从这场毁灭中幸存的物件，对于不经意的观看者而言，很多都会显得很平常，因为它们可能是普通的日常物品。然而，这些存留的实物作为过去的痕迹，可以蕴含有特殊的力量，可以发掘出深刻的意义。我们与这些真实的物件交流时，也许能够创造一个空间，从中体验真实的过去。 这项活动通过一只小小的鞋子，‘一件普通之物’，探讨大屠杀的历史。希望学生们在解述鞋子主人的故事时，会借助这只鞋子从往事中寻找意义。 在观看PowerPoint  

 演示时，你会看到一只童鞋的多张照片。每张幻灯片上的注释都预期学生的反应，建议各种方法帮助学生探讨实物的来历，指出学习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并提供必要的叙述，将这一原物置于它的历史情境中。 

 希望学生们审视并讨论这件实物，它是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纳粹死亡集中营被杀害的人们遗留的成千上万只鞋子中的一只。通过有指导的集体讨论，让学生发掘这只小小鞋子的主人的细节，并以此向学生引介历史资料的推理和分析技巧。如此，结合教育者提供的历史叙述，应该能够启发学习者对这段历史提出有意义的重要问题。 我们预期这种深入的个人思考将促使青少年通过联合国“希望的足迹”项目对大屠杀作出创造性的反应，也预期所提出的问题将推动日后课堂教学对大屠杀作更深刻的探讨。 

 课程概要课程概要课程概要课程概要 

 这项活动包括四个不同阶段： 

 

1. 关于原物及其主人关于原物及其主人关于原物及其主人关于原物及其主人，，，，可以说出哪些内容可以说出哪些内容可以说出哪些内容可以说出哪些内容？？？？ 

[PowerPoint 第一至第八张幻灯片：活动第一阶段的详细说明请见各幻灯片注释] 

 必须让学生们集中于从物件本身进行合理推测。在活动的这一阶段，教育者不应讲述任何大屠杀内容，而应该将讨论引离学生对这段历史的推测。第一阶段应保持在对原物所能发掘的事物上，而不要提及它的历史情境。 

 

2. 历史情境是怎样的历史情境是怎样的历史情境是怎样的历史情境是怎样的？？？？ 

[PowerPoint 第九张幻灯片] 

 当他们自己对实物进行推理、从而对穿过这只鞋子的孩子产生了各自的想象之后，大部分学生已经准备好对这个孩子的经历进行历史叙述了。重要的是让实物说明自身：根据我们从其他很



多史料所掌握的信息，准确而冷静地讲述鞋子的主人最可能经历的故事，不要添加修饰或戏剧性。 

 

3. 对学习过程的思考对学习过程的思考对学习过程的思考对学习过程的思考 

[PowerPoint 第十张幻灯片] 教学大纲应反映考究史料的方法，亦即‘发掘证据，寻找意义’ 

 

4. 有哪些有哪些有哪些有哪些“更深层的意义更深层的意义更深层的意义更深层的意义”? 

[PowerPoint 第十一张幻灯片] 请学生对这一叙述的意义进行思考，想想这段历史中可发现哪些问题和主题，寻找该物件和特定叙述背后‘更深层的意义’。 

 如果让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将意义强加给他们，那么这可能会成为更‘真实’的历史体验。学生自己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掘这些意义，并根据自己对历史叙述的理解，从内心深处得出结论。 

 从这一更深入的思考角度，学生应该更有能力在联合国“希望的足迹”项目中做出创造性的反应。他们还可能提出教育者会在日后课堂教学和活动中解答的问题。 

 足迹足迹足迹足迹：：：：通过历史实物发掘大屠杀通过历史实物发掘大屠杀通过历史实物发掘大屠杀通过历史实物发掘大屠杀 

 在为这项活动进行教学准备时，观看这个教育短片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有趣的资源，在活动结束时向学生放映，以便将短片中对鞋子的分析与学生自己产生的想法进行比较。 

 教学概述教学概述教学概述教学概述 

 此项活动基于一种历史考据方法了解大屠杀，力求创造一种真实的历史体验。‘真实体验’的意思是给学习者一个空间，让他们从所述的事件中找出自己所理解的意义。 

 这需要我们允许青年人得出自己的结论，需要我们避免以过多的媒介描述这段历史。换句话说，不应该用教育者认为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道德或民间教训来教导学生，而应该鼓励学习者对他们所了解到的大屠杀进行思考，自己从中辨别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的作用是促进和指导学习，而不是传授知识和讲解意义。 

 教育工作者也起到提供历史叙述的作用 – 这在本过程中很重要 – 因为只有充分理解过去发生的事，青少年才能将实物置于其历史情境中。然而，至关重要的是



，教育者必须避免告诉学习者自己觉得这段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应该让学习者自己形成对过去的理解，从这一体验中受到启发，并在探求意义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疑问。 

 因而，这些‘ 教训 ’对每个学习者而言可能各不相同，而且会反映其各自的立场 – 价值、 态度和观念。青少年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问题可能与教育者想到的大相迥异，但是，只要这些问题和结论是学习者自己得出的，它们就会成为“真实”的反应。 学生找出的主题、问题和疑问为加深和扩展探讨与学习创造了机会。此项活动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和信念：在学习者原先的思想和成见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产生更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因而带来需要抚平的不协调感，而我们相信，正是通过这种不协调感，我们才能找到更深层次的意义。 

 
 
 
 
 
 
 
 
 
 
 
 
 
 
 
 
 
 
 
 
 
 
 
 
 普通之物 教学计划及配用的PowerPoint 演示 供“希望的足迹”项目中的免费教育使用 大屠杀与联合国外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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