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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初試啼聲～第一次課程實踐教案 

人權教學活動 

單元名稱 我可以這麼做嗎？老師！ 教學時間 共 200 分鐘 

能力指標 1-2-1,1-1-1,1-1-2,1-1-3,1-1-4 

教學目標 

1. 孩子瞭解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2. 遇見衝突，可以寬恕與勇於認錯 

3. 瞭解何謂隱私權，並實際行動 

4. 提出友愛同學的作法並實踐 

5. 訂定班級宣言 

活動步驟 1: 你很特別！～培養自信（40 分鐘） 

一、準備活動 

1. 教師熟悉『你很特別』的故事內容。 

2. 建立小團體常規：同學發表要注視他並在發表後給予鼓勵、每日洗 1-2 位同

學（孩子們面對面排成兩行，人數相等，行間距離要近。讓一個孩子在兩行之間

從一端走另一端，這叫洗同學，同每個人握一握手，聽每個人講一兩句讚美或鼓

勵的話。經過“洗滌＂之後，行間走出來的將是一個精神抖擻的開心孩子。孩子

回到行列之後，可以從頭再來一遍。） 

3. 學生圍成圓圈聽故事。 

二、發展活動：（依情況酌情增減問題） 

1.老師說一則你很特別的故事（如附件一） 

2.討論金星貼紙與灰點點貼紙象徵的意義。 

（1） 問孩子：『這禮拜有被貼貼紙嗎？』 

（2） 與孩子談談對這些貼紙的感受 

3.活動一：特點大風吹 

讓孩子圍成一圈，一人站在中間，說出一個簡單的特徵。例如：“束腰帶的

人＂。有這一特徵的孩子便要與另一繫腰帶的孩子換位。中間站的也須找到座位

坐下。剩下最後一人沒有座位便要站到中間，而且要選另外一個特徵。孩子們會

很快發現他們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有共同點或不同點。一個有意思的結尾是選一個

不太易確定的特徵，比如“幸福的人或好心的人＂。遊戲到此通常會停下來，因

為這種特徵很難一眼識別。教師可能會需要談談這種特徵通常是怎樣識別的。 

三、 綜合活動：  

1.發下『我是誰』（附件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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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搭配製作小書活動，請孩子在下一節課前交回。 

3.聯絡簿流言版：『我的金星貼紙與灰點點貼紙是什麼？』 

活動步驟 2: 如何表現我的誠意？～學習容忍與認錯（40 分鐘） 

一、準備活動 

1.教師閱畢『我是誰』學習單一交回。 

2.準備一則教室內發生的故事：我不 ok！。（小朋友常會說「不要跟誰好」以限

制別人交友、或者時有爭吵或口角，可舉班上為例） 

3.將同學分成小組以方便討論 

二、發展活動：（依情況酌情增減問題） 

1.老師說一則同學的故事（如附件三）並請兩位孩子出來扮演。 

2.各組小組討論問題： 

(1)如果你是故事中被要求不要跟別人玩的玲玲，遇到這種要求，你的反應會是

如何？ 

(2)如果朋友因為你的行為而互相爭辯吵架時，你的心情如何？你會如何做？ 

3. 學生透過討論後輪番上台表現自己的結論與大家討論。 

4.提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道歉與接受道歉的儀式練習）並練習。 

(1)指出問題，承認問題。 

(2)了解事情本末，詢問參與糾紛和旁觀的孩子事情發生的經過。輪流讓每人發

言，不要打斷，做積極的鼓勵。 

(3)探索解決辦法。如果孩子答不出，老師可以建議一些解決辦法。 

(4)鼓勵孩子們思考這些解決辦法會在身體或感情上產生什麼樣的後果，讓他們回

憶他們過去在類似情況下的體驗。 

(5)決定一種行動，謀求大家一致同意所提出的某一解決辦法。 

(6)實施這一行動。 

三、 綜合活動 

(1)活動二：唸出『我是誰』學習單，讓大家猜出這張學習單是誰的。猜對者，隊

伍加一分。 

(2) （回家功課）面對多數不同的面孔，你屬於哪一種？（「我們都是一家人」附

件四）：每一生畫自己組別成員的臉孔（說明特色或優點），下堂課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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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 3: 畢老師的蘋果～謠言與隱私權（40 分鐘） 

一、準備活動 

1.教師熟讀繪本，外師在英文課已經講述此故事一遍。 

2.將附件四作為各組情境布置 

3.同學分成小組以方便討論 

二、發展活動：（依情況酌情增減問題） 

1.老師說一則畢老師的蘋果的故事（如附件五） 

2.老師提問： 

(1)在故事中裡到處跟別人說畢老師是小偷的湯米，他錯了嗎？怎麼判斷他做對

了或錯了？ 

(2)「你說的話就像枕頭理的羽毛一樣，撿不回來了？」這句話是什麼意思？ 

3. 學生討論與發表。 

三、 綜合活動 

活動三：言語，幻相的小伎倆 

（1）推派一男一女，一人傾聽另一人所描述的圖形並畫出來，全班討論結果。

（2）派四位同學出來，每人有 10 秒鐘時間輪流看前一位的圖，並依序畫出來。

（3）回家功課：尋找自己有興趣的簡報，並簡單寫心得。 

活動步驟 4: 蘭嶼小鬥士～如何友愛我們的朋友？  （40 分鐘） 

一、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蘭嶼小鬥士的新聞短片。 

2.將同學分成小組以方便討論 

3.教師布置：事先張貼有關核電廠的新聞及相關報導 

二、發展活動：（依情況酌情增減問題） 

1.播放影片 

2.老師提問（依情況酌增減 1-2 題）： 

(1) 核電廠的優點為何，請舉例說明？若有優點為何會被抗爭？（透過孩子的思

辯，以孩子的盲點作為下次發問的問題） 

(2) 為什麼在蘭嶼設置核電廠？理由是什麼？ 

(3)「你們台灣人都只會欺負我們。」為什麼要說這句話呢？我們不是都是同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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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嗎？這句話包含什麼意思？(請引導孩子思考尊重、平等的概念，以及如何關

注弱勢團體權益問題，我們實際的實踐力可以做些什麼？) 

3. 學生討論與發表。 

四、 綜合活動 

活動四：簡報分享時間 

（1）選擇學生所做的簡報，請孩子上台進行分享並討論。 

（2）老師從簡報中尋得適合班級的問題意識並進行討論，在結語時，針對孩子

簡報的優缺點加以講評，並鼓勵孩子繼續製作簡報分享，並透露每一次上課前，

會先討論孩子們的簡報作品。 

活動步驟 5: 做的到的班級宣言！    （40 分鐘） 

一、準備活動 

1.將孩子們的作品與簡報張貼於後。 

2.鼓勵孩子下課後前往觀看與討論，並填寫回饋單。 

3.將同學分成小組以方便討論 

二、發展活動：（依情況酌情增減問題） 

1.挑選 1-2 則簡報分享 

2.老師與孩子一同回想這幾次上課的重點，如你很特別（要愛自己）、我不 ok！

（學習容忍與認錯）、畢老師的蘋果（尊重別人的隱私權、謠言止於智者）、蘭

嶼小鬥士（如何友愛朋友） 

3.老師提問： 

(1)現在我們已經學會作錯事如何跟別人道歉，如何跟別人作朋友，如何尊重別

人的隱私權，現在我們要制訂屬於本班的人權宣言，所以我們必須要仔細想一想

班上有哪些事，大家必須要先制訂好規則，大家統一遵守，不需要太多，但必須

寫出這條的理由。 

(2)教師行間巡視並指導。 

4. 學生討論與發表。 

五、 綜合活動 

活動六：我們的班級宣言 

（1）各組上台填寫班級宣言，並討論、表決是否納入班級宣言。 

（2）各組分配數則製作海報，張貼於教室，以便提醒大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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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行前通知單 

親愛的爸爸媽媽： 

這週是我們的多元文化週，我們每一班將展出並介紹五大洲，包含亞洲、歐

洲、非洲、大洋洲與美洲。由於本班的展出主題是非洲，因此這陣子會看見孩子

將未完成的裝飾品帶回加工，煩請阿公阿嬷、爸爸媽媽能夠協助孩子一同完成作

品，順便加溫一下親子關係喔！（不要說老師很賊！嘻嘻） 

我們已經陸續完成了雙腳裝飾（藍色尼龍繩）、頸上項鍊兩種（包含圓珠與吸

管型項鍊），當天的服裝打扮將視天氣而定，若氣溫較冷，則穿黑色衣褲，若氣溫

較熱，請穿著暗色短袖衣褲（阿嬷會在行前通知喔！）另外，配合多元文化課程，

本班會設計認識埃及與南非的活動。（目前非洲國家共有五十幾個國家，為了可以

深入介紹，因此並不將所有的國家列入，僅選出埃及與南非作為第一個認識非洲

的國家），而孩子也會陸續完成非洲國旗的製作（爸媽可以在孩子製作過程中，談

談孩子為什麼喜歡這一個國家的顏色，並談談對非洲的印象） 

第二部分則是孩子在「世界真奇妙」歌曲中的表演。相關影音已經放在班網

中，煩請家長指導孩子練習。（建議：可以只播放音樂，以免影響孩子的舞蹈動作）

由於非洲的特色在於火雞舞、出場音樂是「敲敲我的頭」，下週會利用健體課程指

導孩子跳，這部分請爸媽放心。 

在多元文化課程中，我們的核心精神是要傳達「尊重差異」的概念。惟這個

部分的教學計畫須請爸媽幫忙。在將近一年的觀察之下，發現孩子們對於不同膚

色有不同的「認識」（檢附一篇「校園中的天使」文章，建議先看完此文章在往下

讀喔！），為了傳達尊重不同種族的主題，我計畫在四月二十日（五）這一天，請

孩子到校前先著裝完畢（包含將臉塗黑的裝扮）。 

爸媽一定會擔心當天孩子可能會遭受他人的指指點點，這部分也煩請爸媽先

給予孩子心理建設。（阿嬷也會跟孩子說喔！）我期待孩子在路途中經歷被陌生人

注視打量、指指點點或是會心一笑的經驗後，再來與孩子談談如何尊重與對待他

人？透過實際的體驗，孩子會更深刻體驗到不友善的眼神與注視的感受會多麼讓

一個人受到傷害，而我們可以透過希望別人如何對待我們的討論來傳達尊重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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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也許，微笑的魚的爸媽有更好的點子讓孩子深刻體驗「尊重差異」的課程實

踐，這部分僅是我目前所想到的，因此在您撥冗看完這一篇行前通知篇時，也煩

請爸媽填寫下列建議與說明，好讓阿嬷參考這部分的課程實踐可以如何進行，您

的意見與鼓勵將是「微笑的魚」的重要資產。感恩您的協助！       

阿嬷敬上 960417 

 

 

 

 

 

 

 

 

 

 

 

 

 

 

 

 

 

 

 

 

 

 

 

 

 

 165



附錄三：新竹市年中正國小五年○班輔導活動教學簡案活動設計 
教學 

日期 
92 年 3 月 11 日 教學時間 40 分鐘 主    題 你很特別

教學者 陳佩琪 教學領域 語文、輔導 教學型態 
 說故事 

討論、分享

活動 

目的 

配合一則『你很特別』的故事

與學生討論胖哥的處境以及

貼紙象徵的意義，藉由與孩子

間的談話，讓孩子們反思自己

身上的金色星星與灰點星星

對自己的意義，並且決定要不

要將貼紙留下或是撕去。 

學生先備經驗 

上一堂課的輔導活動之

中，已經做過『你是誰』

的價值澄清活動，透過

兩人對話，去體驗對方

開心以及痛苦的回憶。

並以『還有很多很多』

的結語，給予對方鼓勵

的力量。 

教 學 活

動 進 行

的 步 驟

或流程 

  

  

一、 準備活動 

（一） 教師熟悉『你很特別』的故事內容。 

（二） 教師瞭解班上同學平日相處的情形。 

（三） 教師蒐集、準備教學相關材料及資料。 

（四） 課前回家功課：將自己的優點及缺點分開寫在每一張紙條

上，並帶一個可以代表自己，或是跟自己關係最深的木偶或

是娃娃。 

二、 發展活動：（依情況酌情增減問題） 

{活動一}教師發下一篇故事，並請不同同學接力唸出。（五分鐘） 

（一）討論主題： 

1.這個村子讓你聯想到什麼？ 

2.在現實生活裡，會發生這樣的事嗎？ 

3.講到胖哥的沮喪時，你有什麼想法？ 

4.講到胖哥遇到露西亞時，一起在得到領悟之後，為胖哥尋找出路 

5.講到胖哥遇到木匠伊萊為止，讓孩子扮演木匠的角色 

各組發表，教師可以在與孩子做溝通時，注意有三種不同角色的扮 

演： 

1.同理的角色。只要同理，把故事說的更精彩就好。 

2.承接孩子的感覺，替孩子說出來    

3.創造出孩子現實生活中所遭受的情境並共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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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撕掉貼紙的活動（只要瞭解貼紙象徵的意義，就可以進行） 

（一）貼貼紙 

1 問孩子：『這禮拜有被貼貼紙嗎？』 

2 與孩子談談對這些貼紙的感受 

（二）撕貼紙 

1 對孩子說，如同露西亞，貼紙可以自己決定要不要被貼的。 

2 請孩子決定哪些貼紙留著，哪些需要撕下來。 

3 請孩子用動作撕下貼紙，並請孩子告訴木偶，可以撕下的理由。 

 回家功課：聯絡簿流言版：『今天木匠要跟胖哥說些什麼？』 

附註：所有的活動流程，以當天教室內的流動（學生的反應）為依據，因此教案

方向若有變動，將維持其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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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多元文化工作坊問卷大搜查 

 

親愛的同學： 

我們的多元文化工作坊即將邁入尾聲了，想必你對於有些國家有

更深入的瞭解吧！你還喜歡這一次的活動嗎？請幫我們填寫下面的

問卷喔！發表一下你的意見吧！ 

1. 你的性別：男□      女□ 

2. 你的年級： 一□二□三□四□五□六□年級 

3. 你喜歡這的多元文化活動嗎？  喜歡     不喜歡 

4. 你參加的活動有哪些？請在方格中打勾（可以複選喔！） 

□團康活動  

□媽媽介紹的風俗民情   

□世界真奇妙舞蹈 

□越南的故事    

□繪製國旗   

□蘭嶼小鬥士   

□丟丟銅兒歌曲 

□「我是老大」繪本教學   

□「我的媽媽真麻煩」繪本教學 

5. 請用數字 1.2.3 等次數列出最喜歡的項目。 

□團康活動  

□ 媽媽介紹的風俗民情   

□ 世界真奇妙舞蹈 

□越南的故事    

□繪製國旗   

□蘭嶼小鬥士   

□丟丟銅兒歌曲 

□繪本教學（「我是老大」、「我的媽媽真麻煩」等繪本） 

□繪製台灣 

6. 我想對姥姥說： 

 

7. 我想對阿嬷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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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你配當一個老師嗎？ 
 

『 你 配 當 一 個 老 師 嗎 ？ 』              

教學歷程札記 9312 

 

班上剛開學時，我們換到屬於六年級的教室，裡面並沒有講桌，取而代之的

是一個空無一物的電腦桌，我當時想，我並沒有這麼需要講桌，況且高高的講桌

對同學來說，也有點距離感，所以開學初並沒有跟總務處申請要講桌，一直以這

個電腦桌暫代講桌，方便上課教師放置書本或杯子。但是因為電腦桌是木頭做的，

所以過了一段不短的時間之後，電腦桌的木腳已經開始搖動，後來在一次學生追

逐中，不小心讓電腦桌呈現較歪斜的狀態，於是我請班上的豑鴻與賢翰送去總務

處，請工友伯伯幫我們重新固定一下，豑鴻與賢翰都是很熱心的孩子，二話不說，

抬起電腦桌就往總務處走。 

過了一會兒，突然阿彤慌張跑回來說，老師，豑鴻他們被罵的很慘，還被罰

站。我心裡想，這是怎麼回事？只是修理一下電腦桌而已，難道也會闖什麼大禍

嗎？ 

我們班一群人連忙奔向總務處，只見總務主任口沫橫飛的大罵： 

『拜託，你們班是怎麼用的，好好的電腦桌用成這樣，說，是誰用的？』 

『我們搬來就這樣了阿！』 

『你騙誰阿，好好電腦桌會自己變成這樣，你們哪一班？』 

我聽到這裡，連忙向前去，小聲的說：『主任，不好意思，因為電腦桌會搖晃，

所以我請孩子拿來修，是不是有什麼問題阿？』 

『喔，陳老師阿，這你們班的喔，你看這電腦桌歪的太誇張了吧！你們班是怎麼

使用的阿？』 

『喔，主任，因為電腦桌是木頭做的，我們用久了之後，就開始會晃動 。』 

『拜託，別班用久了也不會這麼誇張，你怎麼教的阿？我剛才問他們，他們還說

原本就這樣，不是擺明在騙我嗎？』『喔，孩子可能說錯話了，實際上，經過一學

期的時間，桌子慢慢就開始搖了。』 

我試圖告訴總務主任，孩子們並不是有意要欺騙他，可能是誤會，但是不知

道為什麼，他的脾氣非常大，還打電話請他老婆下來，（他老婆之前的教室就是現

在我們班），他老婆從大樓三樓趕下來詢問什麼事？ 

總務主任卻只告訴他老婆說：『你說，這一個你交接的電腦桌，是長這個樣子嗎？』 

他老婆看了看，用很誇張的語氣看了看我說：『拜託，這是我交接的電腦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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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誇張了吧！怎麼弄成這個樣子？』自他們夫妻兩一搭一唱雙簧之後，我的心情

越來越糟，臉色也越來越蒼白，站在那裡覺得很委屈，不過我一直告訴自己不可

以掉眼淚，所以一直隱忍沒讓眼淚掉下來。 

上課鐘聲響起，為了避免孩子受教權益受損，我小聲的說：『主任，已經上課

了，可不可以讓我們班這兩位孩子回教室上課，下節是科任，我留在這裡。』 

主任看了看我們班的孩子，不太情願的叫他們回教室。而我，一顆心噗通噗

通的跳著，不知道等一下會發生什麼事？總務主任的老婆下節也有課，所以也要

回去，他要上樓時，經過我的身邊，輕輕的在我的耳邊說：『你這樣配當一個老師

嗎？』『真不知道為什麼會選你進來？』話一說完，便大搖大擺地上樓了，留下幾

近崩潰的我。 

我忘記當時我是如何離開大辦公室的，只記得我不敢回教室，怕孩子看見流

眼淚的我，想到這位老師說的這句話『你這樣配當一個老師嗎？』我的眼淚就忍

不住掉下來。我自認為自己是一位很認真的好老師，為什麼她要在大眾面前這樣

說我？無地自容的我躲在大辦公室後面一直哭，傅姐、工友伯伯及大辦公室的老

師們都跑來安慰我： 

『你不要跟他們夫妻兩計較，他們每次都這樣。』 

『他們嘴巴很惡毒，也常常唸我們，我們都氣的要死，但是因為他是主任阿，所

以我們想想就算了。』 

『剛才總務處只剩下主任而已，上午有一件發包案好像有問題，所以他是遷怒你

啦！伯伯剛才去修理東西，如果我早一點回來，就不會這樣了，你不要哭，電腦

桌伯伯會幫你修好，不要哭，不要理他們！』 

因為學校的大辦公室將所有處室連在一起，所以咆哮大聲的內容，全校皆知，

哭的兩眼像兔子的我，想起自己最後一節有課，只好洗洗臉、轉轉眼珠，不想讓

孩子發現我的紅眼睛，雖然很努力的想掩飾，但是終究被瞭解我的學生識破。 

回到教室時，適逢上一節科任林老師還在上課，我低著頭默默走近教室，孩

子們斜著眼睛望著我，我則轉頭背對他們坐在我的位子上，內心覺得難過，還是

忍不住默默掉淚。心中一直告訴自己不要掉淚，反而越難過。那一節課如坐針氈，

心裡想著，要如何跟學生說明，今天所發生的一切惡夢！ 

   內心也對豑鴻與賢翰感到抱歉，他們無端被捲入一場風暴，下課時，孩子圍在

我身旁，每一個人眼眶都紅了，這一頭說『老師不要哭』，那一頭說『老師不要難

過了』此起彼落的安慰我。但是卻看見大家眼眶都紅了。 

我突然想到豑鴻與賢翰，於是大聲喊著他們倆的名字，豑鴻與賢翰默默從人群

中走出來。我難過的說：『豑鴻、賢翰，老師對不起你們，害你們平白無故被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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豑鴻反而鎮定的告訴我：『阿嬷，你不是教我，面對不理性的人，不要跟他們計較

嗎？我已經忘記了。』豑鴻的這一席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常常想起自己對

他們說過的話，孩子們不僅記得，而且還會確實做到。我呢？為什麼出自於我口

的話，我自己卻做不到？ 

    最後一節上課，我記得我只在黑板上寫了這樣一行字：『口說好話如舌吐蓮

花，口說壞話如口吐毒蛇。』『任何一句說出口的話，絕對要三思而後行。』我跟

孩子一起共同經驗了這個悲傷的事件，流著眼淚的我，一句句真切的告訴我的孩

子，要懂得寬恕、懂得原諒，然後自己才會真的釋懷。  

在畢業紀念冊上，豑鴻留給我的一句話，上頭寫著： 

『阿嬷美女：記得桌子的事嗎？我不記得了，我不知道你還記得嗎？如果電腦壞

了，記得找我修理喔！畢業後要記得我喔！豑鴻敬上』我不知道豑鴻是不是真的

忘記了，但是我知道他真的釋懷了，可是，這一個傷害對我來說，並沒有休止，

常常我會想起耳邊的這句話，然後告訴自己不是這樣的老師，也或許是因為如此，

我很拼命，像要證明什麼似的，直到現在。 

當時這件事情大致傳到校長耳裡，不過因為總務主任是校長的紅人，再加上

我只是一個代課抵實習的老師，且並不想要將事情擴大，所以這件事也就不了了

之。經歷這件事之後，也讓我暗暗發誓：從今以後，不管發生什麼事，我不可以

在這樣悶不吭聲的承受不合理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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