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明志國小 113學年度人權教育議題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生活/人權教育議題 教學者 陳介文 

實施年級 二年級 教學時間 1節，共 40分鐘 

單元名稱 反歧視與人權：好玩就可以嗎？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6.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 

6-I-1 覺察自己可能對生活中的

人、事、物產生影響，學

習調整情緒與行為。 核

心

素

養 

生活 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

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

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

為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學習內容 

D 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合作 

D-I-1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2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 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學習目標 

1. 表達自己對於他人言行的感受。 

2. 覺察自己的言行有可能傷害到他人。 

3. 願意尊重他人感受，並表現出良好的言行。 

教材來源 教育部國民教育中央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教學簡報、學習單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單槍設備、學習單 

人權教育

議題融入 

學習主題 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E6 覺察個人的偏見，並避免歧視行為的產生。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引起動機】 

◆開別人玩笑是很好玩的事嗎？ 

（一）教師播放簡報(p1-3)，說明這次課程的主題、實質內涵與

學習目標。 

（二）藉由生活經驗-開玩笑，提問「開別人玩笑是很好玩的事

嗎？」(p4)來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全班小朋友自由舉手回答。邀請學生說說看法和感

受，引導學生去觀察大家的看法和感受。 

(1)教師播放簡報(p4)提問：開別人玩笑是很好玩的事嗎？ 

(2)全班舉○或×，教師統計兩方數字。 

(3)邀請學生簡單說說看法和感受。 

 

2.教師小結：開別人玩笑時，有人會覺得好玩，但同時也會有人

覺得不好玩。 

 

 

 

5分鐘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發展活動】 

◆發展活動一-故事中同理感受： 

（一）教師播放簡報(p5-10)，說明：  

1.在草原裡，小兔有個「小閃電」的綽號，別人這麼叫他時，他

開心又得意。在這裡，還有一隻小烏龜，脾氣好又和氣，最喜

歡和大家一起玩。 

2.有一天玩遊戲時，小兔對小烏龜說：「你動作可真慢，蝸牛還

比你快！」旁邊的人也一起鬧：對啊！總是害我們一直等，乾

脆叫你「慢吞吞」好了！ 

3.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誇張。小烏龜聽了很難過，忍不住

掉下淚來。後來，小松鼠看到小烏龜在哭，悄悄的問：「你看

起來很難過，怎麼了嗎？」 

（二）教師播放簡報，想一想，說一說： 

1.教師播放簡報(p11)，提問：小烏龜被取綽號，看起來很難

過。你有沒有被取綽號的經驗？你喜歡或不喜歡？為什麼？ 

2.全班問答，自由舉手發表，邀請同學說說看法。 

3.教師小結：同學好好表達出自己的感受。同學有時取綽號、玩

笑開過頭，會讓人感覺不舒服、不開心，傷害到別人，影響到

學習。 

（三）教師播放簡報(p12-13)，說明： 

1.小松鼠跟大家說：小烏龜很難過，他雖然動作慢，但是不喜歡

被別人取笑，更不想被叫「慢吞吞」！ 

2.最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樣子，要互相尊重！ 

（四）教師播放簡報，想一想，說一說： 

1.教師播放簡報(p14)提問：為什麼小松鼠說「我們要互相尊

重」很重要呢？  

2.全班問答，自由舉手發表，邀請同學說說看法。 

（五）教師播放簡報(p15-16)，說明： 

1.亂說話的人覺得很不好意思，向小烏龜道歉說：「對不起！我

以後不會再這樣了！」 

2.最後，大家約定好要和和氣氣，開開心心的在草原上一起玩。 

 

◆發展活動二-生活中實踐尊重：  

（一）教師播放簡報，兩兩討論，完成學習單第一部分： 

1.教師發下學習單，教師播放簡報(p17)，說明學習單： 

  表格中列出幾項發生在生活中的事，想一想，覺得可以做的

事，在表格中打○，不可以做的事，在表格中打×。 

 

2.老師簡要說明學習單題目： 

●幫同學取他不喜歡的綽號，例如，取同學姓名的諧音梗，林嘉

玲被叫“零加零等於零”(0+0=0)、零分。 

 

 

10分鐘 

 

 

 

 

 

 

 

 

 

 

 

 

 

 

 

 

 

 

 

 

 

 

 

 

 

 

 

 

 

 

 

 

 

 

 

20分鐘 

 

 

 

 

 

 

 

 

 

 

 

 

發表評量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發表評量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寫學習單 

 

 

 

 

 

 

 



●第五項「另外寫一個可以做的事」，舉例：好好和別人相處、

尊重別人…… 。 

3.全班分組兩兩討論，再分享。 

(1)學生先依自己的情況做答。 

(2)再和同小組同學兩兩討論，接著再報告分享。 

(3)邀請同學分享報告。 

4.老師引導小朋友注意：每個人的對好玩不好玩的程度是不一樣

的，要互相尊重。 

（二）教師播放簡報，想一想，說一說： 

1.教師播放簡報(p18)，提問：如果我被亂開玩笑，我應該怎麼

做？如果我對別人亂開玩笑，我應該怎麼做？ 

2.全班問答，自由舉手發表，邀請同學說說看法。 

（三）教師播放簡報(p19)，說明「我做得到」： 

1.被亂開玩笑時：好好的表達感受，勇敢說出我不喜歡！ 

2.對別人亂開玩笑時：看著對方，誠心誠意的道歉。 

 

【總結活動】 

◆將心比心，友善待人 

（一）教師播放簡報(p20)，說明學習單第二部分：就算好玩，

也不可以亂開玩笑，有人不開心，就不要開玩笑，開了別

人不喜歡的玩笑，就要道歉說對不起。 

（二）教師總結：教師播放簡報(p21)，請小朋友說出-「我願意

將心比心、友善待人」 

（三）學生針對「我願意將心比心、友善待人。」寫畫在學習單

的第二部分並分享。 

1.學生將想法自由繪圖寫畫在空白框中。 

2.說一說自己寫畫的內容，並在班上展示。 

3.若因時間有限，學習單可於課後繼續完成。 

 

                    (單元教學活動結束) 

 

 

 

 

 

 

 

 

 

 

 

 

 

 

 

 

 

 

 

 

5分鐘 

 

 

 

 

 

 

 

 

 

 

 

 

 

 

 

 

 

 

 

 

 

 

 

發表評量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寫學習單 

 

  



 

新北市明志國小 113學年度公開授課【備課】紀錄表 

備課時間 114/1/13 備課單元 
反歧視與人權：好玩就

可以嗎？ 

備課人員 
陳介文 

張甜恬 教材來源 

教育部國民教育中央輔

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教學簡報、學習單 

備課紀錄 

1. 授課者說明學習目標，反歧視與人權是重要的概念，對低年級學

生卻是抽象的觀念，透過生活經驗討論「開別人玩笑」，引起孩

子學習動機，對照班上發生過的實際情況，讓學生反思該如何覺

察、體諒、同理他人的感受。 

2. 觀課者建議此教案應該一節課教不完，可以分成兩節完成。另

外，學習單上半部較容易完成，下半部畫圖可以改為接寫句子，

給學生一個情境，比較容易發揮。授課者同意修正，改採用另一

版本的學習單。 

3. 授課者請觀課者協助觀察：上課時有無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

為表現？點人回答是否平均？有無忽略班上少數學生？ 

備課照片 

照片1：共同備課 照片2：共同備課 

  
 



 

新北市明志國小教師 113學年度公開課照片 

教學者： 陳介文   教學班級： 201   教學領域科目：生活  

觀課者 張甜恬 

  

老師講述發展活動一的故事 老師提問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老師指導學生寫學習單 學生發表學習單第一部分的答案 

  

學生在學習單上作答 
學生針對「將心比心、友善待人」寫畫在學

習單的第二部分並分享 
 



  

新北市明志國小 113學年度公開授課-教學觀察紀錄表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 

   114   年   1  月  15  日 
觀課教師：張甜恬 

授課教師：陳介文 授課班級： 二年 1班 

教學科目：生活 
教學單元：反歧視與人權-好玩就可
以嗎？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

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1.詢問同學個人被取綽號的經驗，並追問感

受，引導其他同學思考取綽號是否得宜。 

2.少數學生可以接受自己的綽號，大部分不

能接受，可再深入探討「尊重」意涵，不

見得不能叫別人的綽號，但要對方同意。 

3.以故事引導學生被取綽號的感受，大部分

學生能同理。 

A-2-2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A-2-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

習內容。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

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1.原本課堂設計有小組討論，因時間及課程

流暢度，並未進行。 

2.對每個學生的回答能簡短重述並做小結。 

3.寫學習單時能進行間巡視。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運用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2.時間關係，學習單未能完成。 

3.針對學習單「將心比心、友善待人」部

分，學生較無法舉例將心比心部分，老師

可再加強引導。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1.運用科技平台加分，有趣並有效果。 

2.兩位學生分別離開座位，只有一位被扣

分，另一位沒注意到。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

動與學生學習。 對於有舉手回答問題的學生能給予口頭鼓勵

和加分。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新北市明志國小 113學年度公開授課【議課】紀錄表 

議課時間 114/1/16 議課單元 
反歧視與人權：好玩就

可以嗎？ 

議課人員 
陳介文 

張甜恬 教材來源 

教育部國民教育中央輔

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教學簡報、學習單 

議課紀錄 

1. 授課者能針對引起動機和發展活動的故事提問，鼓勵學生回答，

引導學生投入討論，積極參與課程。 

2. 授課者使用「積點趣教室」的數位加分工具，也能用電腦隨機選

人回答問題，減少在備課時擔心的點人不均狀況發生。 

3. 因受限時間的緣故，原訂學習單上的分組兩兩討論再分享，改由

個別回答提問。 

4. 班上學生對於學習單第二部分的「將心比心」較少回應，畢竟同

理心需要實踐，「友善待人」則是有具體的描述。 

議課照片 

照片1：觀課老師回饋 照片2：授課老師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