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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女中福爾摩斯上法庭－

后豐大橋案
不簡單

掃描QRcode，

下載教材電子檔

教師　游明珠

臺中女中　地球科學科

地球科學科規劃課程動機

當初本校公民老師劉姝言來跟我說，希望跟

自然科老師規劃一個跨領域的科學鑑識特色課

程，由我負責科學鑑識有關地球科學的部分，基

於對於名偵探柯南的熱愛，以及喜歡看偵探、

犯罪小說〈幾年前夜深人靜最愛捧著詹宏志編

的謀殺俱樂部系列猛K〉，還有對幾件媒體報導

疑似冤獄的關心，以及對破案過程的好奇，我就

傻傻地答應了。事後應邀至他校分享時，我們每

個自然科老師都會被其他學校問到：為何你們學

校可以跨這麼多科別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啊？我總

是在想，因為有一個熱血的發起人，願意為她的

理想也為學生當個可愛的笨蛋，我們也傻傻的跟

著跳火坑。這一年多來，每次聚會時就像一個煞

有其事像某個刑案的專案小組，熱烈地討論著我

們的課程和想做的事。而且經過一學年的課程洗

禮，看起來我們規劃的課程，還頗受高一學生的

好評，因此我們也就更熱血、更努力的繼續推動

了。

我剛剛答應加入這個神秘組織時，姝言老師

申請計畫邀了很多專家來演講，有科學鑑識、法

醫學、平冤協會正在努力平反的案件，也參觀了

相關機構，這些前置的研習是為了讓我們幾位開

課老師充實更多相關的科學鑑識知識，並且和我

們的科學背景結合，希望能開發出適合學生的教

案。但隨著參加研習愈多，我發現地球科學在偵

破刑案上，似乎幫助不多，科學鑑識上幫助最多

的應該是生物、化學兩科，猶如奧斯丁佛里曼寫

的一系列偵探小說：宋戴克醫生名案集，這系列

的小說是微物科學辦案的始祖，建立了很多科學

辦案的基本想法，包括血跡、血型、指紋、毛

屑、塵埃、聲紋、鞋印、DNA⋯⋯等等，證據

大多是從化學與生物的觀點下手，抑或者是從

心理層面，找出犯罪動機，還原被害者與加害者

之間的關係。總之，有一段時間我真的不知道可

以提供什麼地球科學鑑識的實驗方法，雖然理論

上，我可以介紹很多，包括土壤、溼度、風向等

因子，探討這些因素在刑案中可以提供的辦案方

向，但在我所知道的真實案件中，可以展現地球

科學的協助實在不多，這也讓我沸騰的熱血暫時

冷卻了下來，心裡直想著我是不是只能做個關心

這些議題但無法實際設計課程的啦啦隊員。

幸好有一次姝言老師請了熱血的邱顯智律師

來演講，他聽了我的困難處，就建議說：『你可

以講后豐大橋案試試看。這個案件裡可能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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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地球科學有關的部分。』聽了他的建議，我便

開始著手尋找這件案件的相關資料，真的發現這

個案件很適合當作一堂科學鑑識的實作與推理的

題材，因此我便設計了以此案件為主的科學鑑識

課程，事實上，這個案件的判決書問題真不少，

可以讓學生學著找出破綻並試著以自己設計的實

驗來檢視判決書的內容。

課前的準備

因為地球科學課程裏頭就有很多科學推理的

例子，例如：從岩層中的恐龍腳印，可以判斷當

時的沉積情形（土壤溼度、古生物的重量、運動

狀態，甚至有無打鬥等等）。或者從截切定律判

定地質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只要把這些地質事

件的主角從古生物切換成人類，野外岩層場景變

成謀殺兇案的現場，好像也不是件艱難的事，所

以我第一件事就把科學鑑識和地球科學所學相關

者羅列出來，以下就是我舉出的地球科學知識和

鑑識科學相關的部分。

1  地質：相關人士踩過的土壤種類、岩石碎屑

（由鞋子底部檢驗）、腳印踩踏先後（截切

定律），以岩石或尖冰柱為凶器的可能性

（造成的傷口和一般的凶器不同之處、找不

到凶器）。

2  天文：行兇時的月相（能提供夜間能見度，

供證人判斷）、星象（能提供時間、所在緯

度）。

3  海洋：洋流、漲落潮的流向（是否造成證據

或遺體的位移？）。

4  氣象：逆溫  （傳送聲音時形成聲傳管道可

傳得更遠）、大氣溼度（影響屍體的死亡時

間辨認）、風向（影響味道的擴散快慢與方

向）。

我一面列出這些相關資訊，一面試著從記憶

中找出相關的破案可用線索，主要是從小說和

虛構的故事裡提供學生有關地科在科學鑑識的線

索。

教案規劃

地球科學的鑑識部分課程規劃時間是兩節

課，教案規劃成兩大部分，第一節課談的是地球

科學和鑑識科學相關的部分，並舉一些實際的例

子跟學生分享。也介紹幾本我蠻推薦的犯罪小

說。接著，我介紹后豐大橋案的始末，再把判決

書的重要結果，呈現給修課的同學，請他們根據

判決書的內容，啟動他們灰色腦細胞，找出可能

疑點。

『一切始於荒謬感。』經過一開始的腦袋震

盪，學生開始學習不將一切官方說法（或者專家

說法）視為理所當然，躍躍欲試想要重新偵查此

案。此時大概是第一節課快結束的時刻，我將修

課的學生分成5人一組，大約6∼8組，並設計了

學習單給學生，請各組根據學習單的提示，發現

問題並重新啟動偵查，接著時間便交給了學生，

他們要設計實驗，檢查實驗的結果，或者是重新

推論某些證人說詞的合理性，我給他們至少半小

時的時間，他們就在課室內外討論並分頭進行實

驗，大約半小時後又回到教室，將他們的實驗結

果羅列之後一一討論，並寫出他們的觀點，這段

時間，我便和協同教學的老師一起觀察拍照，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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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聽著學生的討論，如果遇到真的施行有問題的

組別，便假裝是路人甲，問他們一些小問題、提

點他們一下，但大致上都不主動干涉他們的想

法，除非實驗設計有危險性。順利的話，第二節

課下課時，學習單也完成了。

  圖一：學生依學習單提示討論案情並完成學習單

經驗分享

福爾摩斯上法庭的課程到這學期已經進行第

三次，剛開始學生對於開放式的討論，自己發

現問題、設計實驗、證明或推翻假設，這樣的

探究式學習流程顯得無所適從，因為臺灣的教

育養成，實驗常常是套裝好的流程與既定的表格

和作圖方式，所以一開始很多學生會有點不知如

何下手，只有少數同學能夠發現問題的所在，但

經過一些小小的引導之後，他們好像就能抓住重

點，嘗試發現不合邏輯的地方，也很開心自己不

聽話，有點找碴的意味。『你怎麼知道會⋯』、

『這樣是不太可能⋯，太誇張。』『不合常

理。』我聽到這些對話都覺得很開心。

嚴格來說，福爾摩斯上法庭的地科鑑識部分

其實主要是在談后豐大橋和犯罪小說，地球科學

探究只是沾了一點邊，為了爭取時間讓學生多設

想一些突破案情的實驗方式，本學期在姝言老師

的建議之下，把后豐案的相關提示減少了很多，

怕影響學生只走向某一方面的思考。我沒讓學生

看華視新聞雜誌的影片，只給了法院認定有罪的

陳述（部分判決書的內容），並嘗試像某些電影

那種長鏡頭、遠遠的、冷靜的說出幾個當時的圖

像，請學生從我之前（從犯罪小說的科學、心

理、⋯的綜合觀察），找出判決書幾個有罪陳述

的疑點，並且重新開啟調查，結果呢？大出我意

料之外，我找到了幾個不同典型的偵探：

1  有人啟動了灰色腦細胞。
2  有人嘗試跟當事人合而為一，然後知道發生

什麼事。

3  有人冷靜的觀察科學背後的疑點。
4  有人漸漸逼近的那個看似小孩內心智慧卻過

於常人口中的真相。

5  有人看似沒有作為腦袋卻畫出另一種可能：

面白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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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學生設計實驗並模擬當時情境狀況

總而言之，給學生試試看就對了，或許一開

始學生真的不太清楚如何挑出問題，但一旦啟

動了動腦模式，好像就有愈來愈多的疑點可以挑

戰，加上團隊的激盪，每個人也開始展現信心，

覺得自己也很會發現疑點、協助破案。

多元評量

介紹了后豐大橋的案件，我將學習單的重點

擺在：檢視這個案件判決的內容有什麼不合理之

處，學習單主要內容是讓學生假裝重回現場，由

他們重新啟動偵查，尋找調查的資訊（例如：自

殺或他殺、證人說詞之檢驗⋯），以下是學習單

的內容：

1  后豐大橋案由自殺改判為他殺的原因是證人翻供，證人說了什麼？

2  如何重建現場？如果由你主導偵查，你會調查哪些資訊？（例如：自殺或他殺、證人說詞之

檢驗⋯）

問題 設計實驗或蒐證 結果

3  依照你實驗的結果判斷，本案是否是兩位被告所為，試著說出你的理由？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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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地球科學是門整合性的學科，所以在上這堂

課時，我並不拘泥一定要全部都是地科的相關內

容，只要能符合科學推理，能讓學生將以往所學

的科學方法應用在這個案例上，其實就很令人期

待。

三次課程的結果，都讓我和其他老師眼睛一

亮，大多數的學生真的很認真地對待這門課也

很盡心盡力地完成任務，無論如何，「值得做的

事，就值得慢慢做。」只要有時間，我相信，還

會開出更美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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