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名稱：Bystander 
一、 設計理念 

民主的價值和意義，只有透過公民的參與才能真正實現；尊重與包容，絕不是

喊喊口號就能夠輕易達成。根據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ICCS 2016)顯示，臺

灣最近一次參加該研究計畫時，臺灣國中學生的公民素養名列前茅，在公民認知、

族群平權、表達政治/社會議題等項目都奪冠，但若仔細檢視指標，可以發現臺灣最

大的挑戰仍在於學生的知行不合一：雖然認知能力強，但實際參與活動(如校外活動、

校內投票)的比例顯著低於國際平均；雖然利用網路或社群媒體發文表達對社會議題

意見的比例高，但學生是否是能以平和尊重地語詞發言，仍有待商榷。 

因此，本課程植基於「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從學習內容的主題

「公民身分認同及社群」出發，以真實的生活情境為基底，採用體驗活動及批判思

考的技法，引領學習者反思同儕間的溝通互動，探索條目「公 Ab-IV-2」後段「如何

在校園生活中實踐公民德性？」。本課程在學習者的認知歷程、情意態度與實踐行動

三方面學習表現皆有培養，讓學習者透過活動去探究「選擇自由」一事並引發認知

失調，進而認同自己發現的現象，以增進其面對霸凌事件的應對能力，並能將所習

得的公民知識與生活連結，透過生活中的參與實踐，迎向共好的未來。 

活動一「關心同學重要嗎？」之目的在引導學習者覺察並認同民主社會中尊重

他人的重要性，同時了解到若對身邊的事件漠不關心或成為旁觀者，可能產生那些

不良後果。由教師引導學習者以桌遊方式進行教學，針對各式校園常見情境所可能

帶來的影響來進行反思，並就不同對話與答案的組合進行歸納，讓學習者自行導出

結論，以增進其對和平尊重包容作為重要公民德性的體認。同時，因以遊戲方式進

行學習，能有效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並加深對課程的印象。 

活動二「你自由嗎？」導入哲學影片教學，讓學習者發現民主社會中積極參與

決定公共事務雖是良好的公民德性，但在實踐時亦有不易被察覺的盲點之處，以批

判思考教學法使學習者對自己的思考慣習產生違和感，延伸出好奇與疑惑。 

活動三「異於常人」之目的在創造情境，以看似無關的個人喜好問題,類比至常

見的校園霸凌事件，透過活動後的反思引導，除了讓學習者認知到,尊重他人想法是

重要公民德性，也使學生能透過換位思考了解到霸凌事件中不同角色的想法，更能

避免過度界定加害者與被害者：當公民不再以主流想法依循思考盲點而行，而能以

各種角度全面地看待霸凌事件的當事人，不僅能瓦解總是冷眼旁觀的現實，也能增

進彼此對於霸凌事件中自身所能做出的應對措施，而在霸凌事件發生時付諸實踐。 

此外，在學習評量的設計則兼重歷程與結果，採用標準參照的評量方式，由教

師就問題聚焦、撰寫用心與思考獨到等向度，事先提供學習單表現的評量規準，藉

以引導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提升其學習成果。 

本課程整合知識、情感與行動，透過各種教學法，讓學習者瞭解和平尊重包容

是重要的公民德性，並激發學習者行動實踐的自主意願，甚至使教師和學習者正視

差異化的現實，重新定義霸凌者與被霸凌者間的關係、重新界定人們的任務，努力

地在維護人性尊嚴的崇高意義上，找出與霸凌共生的方法。 
  



二、 教案流程摘要 
公民德性 

與反霸凌 

 

 

(90分鐘) 

 

 

 

學習重點： 

公 Aa-IV-2 

+ 

公 Ab-IV-2後段 

社 1b-IV-1 

社 2b-IV-1 

社 2c-IV-2 

社 3a-IV-1 

社 3c-IV-1 

教學流程 時間 說明 

第一節課 

準備活動 1分鐘 喚起學習者覺察對和平尊重包容的

印象。 

活動一：

關心同學

重要嗎？ 

42分鐘 以公視之人權教育桌遊為素材，帶

領學生重新審視自己的校園生活，

並藉由卡牌的案例及反思引導，讓

學習者意識到和平尊重包容的重

要，及對身旁事務冷漠的影響。 

綜合活動 2分鐘 教師總結，點出人權應予尊重，說

明冷漠地成為旁觀者有不良後果。 

第二節課 

活動二：

你自由

嗎？ 

5分鐘 藉由影片觀賞，使學習者反思日常

生活的決定是否全然出於自由意

志。 

活動三：

異於常人

及其反思

引導 

36分鐘 將體驗活動連結至校園霸凌情境，

點出公民德性-尊重包容的重要，

並同理霸凌事件中各角色的境遇。 

綜合活動 4分鐘 檢視並反思所為與所知是否合一，

對於未來的生活情境，目前還能預

做哪些準備與增能。 

三、 教學對象及其學習經驗 
本課程的教學對象為國中七年級學生，在學習本單元之前，已經具備以下基礎： 

教育階段 主題 項目 條目 

 

 

 

 

國民小學 

 

 

A.互動

與關聯 

a.個人與群體 Aa-Ⅲ-4 在民主社會個人須遵守社會規範，理

性溝通、理解包容與相互尊重。 

c.權力、規則

與人權 

Ac-Ⅲ-1 憲法規範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Ac-Ⅲ-4 國家權力的運用會維護國家安全及社

會秩序，也可能會增進或傷害個人與

群體的權益。 

B.差異

與多元 

a.個體差異 Ba-Ⅲ-1 每個人不同的生活背景與經驗，會使

其對社會事務的觀點與感受產生差

異。 

C.變遷

與因果 

d.政治的變遷 Cd-Ⅲ-2 臺灣人民的政治參與及公民團體的發

展，為臺灣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礎。 

學習者在接觸本課程之前，已經對公民身分界定有基本認識，並且明白憲

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人我互動需尊重不同想法、政治參與對民主社會有

其貢獻，國小階段較偏重知識的記憶理解，而本教案將聚焦在「價值認同」、

「批判思考」與「自省反思」的角度，讓學習者體會「和平尊重包容」的意義

與重要性，為公民實踐做準備。 

  



四、 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科目 公民與社會 設計者 吳廷軒 

實施年級 國中一年級(七年級) 教學節次 共_2_節  

單元名稱 公民與公民德性-公民德性與反霸凌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社 1b-IV-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

經驗或社會現象。 

社 2b-IV-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

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其抉

擇。 

社 2c-IV-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願意付諸

行動。 

社 3a-IV-1 

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

問題，並進行探究。 

社 3c-IV-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

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核

心 

素

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

發 展 知 能 與 態

度，並展現探索

人 性 、 自 我 價

值、積極實踐。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

實踐能力，具備

民主素養、法治

觀念。 

學習內容 

公 Aa-IV-2 

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哪些基本的德

性？為什麼？ 

公 Ab-IV-2 

如何在校園生活中實踐公民德

性？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人-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融入說明 
藉由本課程教學使學生重新思考自身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改變原本的人

際互動模式，展現出尊重不同群體、不同文化的態度與行為。 

教材來源 溫明忠等，翰林版《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篇 第一冊》，民國 109

年 8月初版二刷。 

教學設備/資源 1. 電腦與單槍投影設備（需使用教學 ppt）、播音設備(以播放教學影

片) 

2. 熊星人和地球人思考洞窟 02-沙特篇自由與不自由 

3. 童軍繩 

4. 公視人權教育桌遊 

5. 附件一：學習單評分參考規準 

6. 附件二：課後個人 ORID學習單 

學習目標 

學生能理解並說出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本德性，而從人我關係的課題中進行思辨，體認尊

重包容不同群體的價值，並願意實踐於生活。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節課開始】 

壹、 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 確認電腦、投影機、音響等資訊科技設備運作

正常，以利課程影片撥放。 

2. 事先準備好教具(桌遊、學習單) 

3. 學生在上課前將教室桌椅排成分組座位，並請

學生就座完畢。 

4. 事先將桌遊放到各組桌上， 

 

二、引起動機： 

教師講授： 

開學第一週的友善校園週，大家都會抱怨每次

寫問卷、聽學務處一些重複的話很無聊，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從小到大我們這麼重視反

霸凌這件事？這跟我們的公民課有什麼關係？ 

（引導學習者回答反霸凌與公民課所重視的

「尊重他人權利」有關。） 

揭示單元名稱 ：公民德性與反霸凌 

 

 

貳、 發展活動 
一、活動一：關心同學重要嗎？ 

 

1. 桌遊體驗活動： 

(1)桌遊規則說明 

(2)桌遊體驗遊玩 

(3)遊戲結束，引導反思(參考桌遊手冊之內容，

以本課所欲教授之和平尊重包容與人性尊嚴為

主軸，旁及各關鍵字進行延伸討論。) 

 

2. 教師說明： 

你在學校與他人相處時，難免會有不同的意見，

也因生活習慣的不同，使人與人的相處有時不是

那麼愉快，甚至會爆發衝突，但你此時不能隨所

心所欲地自由罵他、打他，這就可以理解成是課

本所說的公民德性：「和平尊重包容」。 

 

參、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本節課程： 

桌遊的籌碼是「注意力」，有的同學只關注校園

的大型活動，卻忽略了關心身旁的同學也是很

重要的，導致整體班級氣氛每況愈下，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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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2分鐘 

 

 

 

 



結果對班上的每位同學都不好。 

在遊戲中還可以發現一件事，如果我們都當旁

觀者，不對霸凌事件付出太多注意力，自己以

為不會對事件造成影響，但卻不自覺成為了崩

壞「那個誰」的世界的一份子…。 

有些同學不服氣，認為自己是第一次玩，只要

能夠摸透規則，就能獲勝了！老師想提醒大

家：人生也是只有一次喔！你在每個重要時刻

所做的決定，都不能重來一次，被霸凌者崩壞

的世界，你也無法挽回。 

最後，老師也想請大家回去思考，你在遊戲中

或真實世界的班級裡做的這些決定，都是你自

由意志的展現，但你的這些決定真的都是你自

由決定的嗎？我們下次會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壹、 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 確認電腦、投影機、音響等資訊科技設備運

作正常，以利課程影片撥放。 

2. 事先準備好教具(童軍繩、學習單) 

3. 請學生在上課前將教室桌椅排成ㄇ字型，或

盡量往教室兩邊挪動，使中間區域空出來。 

4. 若教室空間太小/不適合，可考慮至教室外走

廊、中庭等較寬廣的地方進行活動。 

 

二、引起動機－活動二：你自由嗎？ 

1. 我們是民主國家，做決定時經常會投票，少

數服從多數，上次的桌遊活動中也有不少組

別遇到無法決定的問題時採用這種做法，然

而，想請問各位，你所做的決定與投票，都

是完全出於你的自由意志嗎？。 

 

2. 教師播放「熊星人和地球人 思考洞窟 02-沙

特篇 自由與不自由-台灣兒童哲學節目」(播

放 0’00”~1’18’’；2’00”~3’09”，

共 2’27”) 

3. 教師提問： 

看完影片後，我們思考一下，你在投票時，

真的是完全自由的決定嗎？  

(教師可依據各班在上一堂課所玩的桌遊情

況，做不同案例的探討。) 

教師邀請 1~2名學生自由分享。 

 

 

 

 

 

 

 

 

 

 

 

 

 

 

 

 

 

 

 

 

 

 

 

 

 

 

 

 

 

5分鐘 

 

 

 

 

 

 

 

 

 

 

 

 

 

 

 

 

 



貳、 發展活動 
一、活動三：異於常人 

 

※注意：須請學生務必注意自身安全，勿因強拉而

重心不穩跌倒、碰撞而受傷。 

 

1. 在教室中間擺放童軍繩一條，將學生分成左右

兩邊面對面。 

2. 教師提問(約莫 3~5題)，要求學生在 5秒內選邊

站。 

例如：教師提問，你喜歡吃番茄嗎？則學生只

可以選擇「喜歡」或「不喜歡」，喜歡的站右

邊、不喜歡的站左邊；若學生表示沒有吃過不

知道喜歡不喜歡，或自認沒有特別喜歡與討

厭，也必須強制該名學生選邊站。 

3. 老師發號施令，請學生拿起繩子，以拔河的方

式各自用力往自己的方向拉。 

4. 教師提問示例(教師可自行更換底線處字詞)： 

句型皆是「喜歡 OOO 的站右邊、不喜歡/討厭

OOO的站左邊」 

(1)喜歡吃番茄的站在繩子右邊、不喜歡的站在

繩子左邊。 

(2)喜歡在教室上課的站在繩子右邊；不喜歡的

站在繩子左邊。 

5. 教師可視班級情況伺機塞入 1~2題價值判斷題，

可更明顯看出人們偏向主流意見而不敢特立獨

行。但教師事後須說明重點並非價值判斷的題

目如何，本體驗活動僅是讓學生體驗被主流氣

氛壓制而不敢完全表達自我意見而已，切勿以

體驗活動的內容去評價同學。 

如： 

(1)我覺得不論任何原因，害死人就應該判死

刑，應該的站左邊、不應該的站右邊。 

(2)我覺得女生也應該當兵，應該的站左邊、

不應該的站右邊。 

 

二、體驗活動「異於常人」反思引導 

※此部分建議廣邀學生分享，但教師應避免直接對

學生分享的答案做出「對、錯」的判斷，避免學生

更不願意思考與分享，降低課程成效。建議給予支

持與鼓勵，讓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並引導其進一步

思考。 

1. 教師說明： 

(1)請學生按照上一堂課的桌遊分組，於教室中

間ㄇ字型區域席地而坐。 

(2)教師說明，請學生採取菲利普 66 討論法(以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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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確保每位同學都發表意見)，由組長帶領，

請組員們針對老師接下來的提問進行分享。 

(3)請學生注意：避免直接對同儕分享的答案做

出「對、錯」的判斷，而是要請同學們在分

享完意見後繼續深入討論：為什麼會做出這

樣的決定？有什麼理由嗎？ 

(4)教師巡視組間討論，適時加入討論並引導。 

2. 討論問題列表： 

(1)體驗活動中問的那些問題，有沒有對錯之

分？ 

(2)回憶上次的桌遊，以及剛剛的活動，當你成

為多數的群體時，你有什麼情緒？你會怎麼

想？(你會不會覺得持相反意見/少數意見者

很奇怪？) 

(3)回憶上次的桌遊，以及剛剛的活動，當你成

為少數意見者時，你有什麼情緒？你會怎麼

想(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跟大家不一樣很奇

怪？)？ 

(4)屬於少數群體的人、行為與想法，值得被尊

重嗎？ 

3. 若沒有在異於常人活動中體驗價值選擇題時，

提問以下問題： 

老師觀察到剛剛體驗活動時，多數意見裡有

幾位同學沒有出力拉繩子，但繩子仍然會被

拉著往多數意見這個方向，為什麼？  

若有體驗價值選擇題時，問以下問題： 

請你思考一下，在進行價值選擇題時，你是

否完全沒有參考其他同學站在哪裡，當老師

問完問題，你就不假思索的決定立場？ 

4. 教師說明： 

回到體驗活動前，我們看了哲學洞窟的影片，

請大家思考所做的決定是否自由，現在進行完

體驗活動後，我們再思考一次，你在投票時，

真的是完全自由的決定嗎？ 

(教師引導學習者：人在氣氛與群體壓力的驅使

之下，往往難以自由地做決定。) 

5. 教師說明： 

如果今天多數人用這種力量來做各種欺負少數

的事情，其實就叫做多數暴力。如果我們在積

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同時，欠缺課本所說的公民

德性：「和平尊重包容」，很可能會濫用自由而

不尊重他人。這樣的力量很可怕，我們往往加

入了一開始鼓吹多數暴力的領頭者，但並未察

覺，透過體驗活動與老師的問題，希望大家可

以時時刻刻互相提醒或提升自我覺察的敏銳

度。 

 

 

 

 

 

 

 

 

 

 

 

 

 

 

 

 

 

 

 

 

 

 

 

 

 

 

 

 

 

 

 

 

 

 

 

 

 

 

 

 

 

 

 

 

 

 



6. 而霸凌也就是其中一種樣態，我們當然知道只

有胖虎打大雄，但沒有其他人站在胖虎那邊挺

他，或只是單純消極不告訴師長胖虎在欺負大

熊，他一個人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 

如果把剛剛的體驗活動類比成霸凌行為，我們

可以把被霸凌者想成是繩子另一端和你意見不

一樣的同學們；霸凌者想成是最用力、一心一

意要把繩子對面的同學拉倒的人；幫腔/追隨

者，是一起出力把繩子拉過來的同學；旁觀

者，是選擇了立場卻不幫忙拉繩子的同學。 

請同學們選擇一個角色，把自己置入那個角色

(建議配合上堂課的桌遊案例進行討論)，並請

組員們針對不同角色，分別回答列表中的其中

一個問題： 

(1)如果你置入的角色是「霸凌者」，你可以試

著回應以下問題： 

A. 為什麼我會用這種欺負人的方式與人相

處？有人曾經這樣做而我受到了他的影

響嗎？ 

B. 我這樣的霸凌行動，背後想要得到的是

什麼？ 

C. 讓他人感到不舒服，有得到我原本想要

的嗎？ 

(2)如果你置入的角色是「幫腔/追隨者」，你可

以試著回應以下問題： 

A. 我為什麼要跟隨霸凌者的腳步？ 

B. 我擔心害怕的是什麼？如果我不跟著起

鬨會怎麼樣？ 

(3)如果你置入的角色是「旁觀者」，你可以試

著回應以下問題： 

A. 是什麼原因讓我不表態？我擔心害怕什

麼？ 

B. 看到霸凌在身旁發生，我當下的心情感

受是什麼？ 

C. 我有沒有勇氣，支持被霸凌者？ 

(4)如果你置入的角色是「被霸凌者」，你可以

試著回應以下問題： 

A. 被霸凌的感受是什麼？ 

B. 被霸凌中或被霸凌後，你可能可以怎麼

做？ 

C. 霸凌後，堅定的相信自己喜歡的事情沒

有錯！但同時也須思考：為什麼是我被

欺負？我是不是也有做出讓別人不舒服

的行為？ 

 

三、課後學習單說明與填寫 

 

 

 

 

 

 

 

 

 

 

 

 

 

 

 

 

 

 

 

 

 

 

 

 

 

 

 

 

 

 

 

 

 

 

 

 

 

 

 

 

 

 

 

 

 

 



發下課程 ORID 學習單(附件三)，請學生回家填

寫，請學生於隔日上午收齊並繳交。 

 

 

參、 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1. 如果，你們在學生時期沒有培養公民德性，在學

校裡面是霸凌事件，那麼你們未來成為公民，上

升到國家的層次時，事件會變成什麼？有錢有權

的大人玩起霸凌少數人的遊戲時，一定更可怕，

比如未來各位在歷史課會學到的納粹。他們把猶

太人、共產黨員和同性戀關到一個地方集中起

來、逼他們做苦工、給他們吃很少的東西，因為

營養不良倒下的人就被送到毒氣室處死，是個非

常可怕的地方。可是，做這麼可怕事情的政黨叫

做納粹黨，首領是希特勒，他們是多數人投票選

出來的，那時候希特勒廣受德國人民愛戴呢！ 

2. 我們這兩堂的課程主要是希望各位養成良好的公

民德性，若站在較為宏觀的民主法治角度而言，

是希望等你長大，若有人在我們的國家想要做這

種事情，你不要沒有辦法察覺，也不要失去自由

地就這樣跟著主流意見起舞；就算不講這麼遙遠

的事情，最接近你的就是：看見班上每個人存在

著差異，每個人都不一樣，你要尊重他而不可以

霸凌他，也不要失去自我決定的自由，隨波逐流

成為主流意見霸凌的幫兇。 

3. 那我們遇到霸凌時該怎麼辦呢？立刻站出來跟霸

凌者對抗？但你打得贏和胖虎一樣的霸凌者嗎？

所以，老師不會很違反人性的要求各位一定要當

下就站出來幫助被霸凌者，保護自身安全當然是

第一要務。 

但是，你可以選擇趕快去告訴有權力或有能力處

理這件事的人，例如老師或警察；你也可以在事

後和被霸凌者站在一起，給予他心靈的支持。如

果你有辦法且有勇氣找到很多和你一樣的旁觀

者，想想我們今天的體驗活動，你們一起站在繩

子的另一端，說不定就有辦法拉贏原本的多數群

體了！ 

4. 而今天這堂課最核心的問題，老師一開始上課就

讓大家思考過了，現在再讓大家思考一次：你的

行為，真的是你自由決定的嗎？或許，你在無意

間因為主流氣氛的影響，根本沒有自覺的情況

下，就不小心侵害他人了也不一定哦！ 

5. 今天上課我們探討了和平尊重包容的公民德性。

或許很多同學都覺得自己有做到，但透過今天的

課程，是不是會發覺自己的所知和所為並沒有知

 

 

 

 

4分鐘 

 

 

 

 

 

 

 

 

 

 

 

 

 

 

 

 

 

 

 

 

 

 

 

 

 

 

 

 

 

 

 

 

 

 

 

 



行合一呢？ 

6. 雖然你現在會受到年齡、身份，導致能做的事情

有限，但是即便是中學生，也有權利與能力關心

他人、尊重他人，期待各位同學能持續琢磨自己

的公民德性，做個好公民 

【第二節課結束】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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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92，12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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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學習單評分參考規準 

 

 

 

 

 

 

 

 

 

 

 

 

 

 

 

 

 

 

 

 

 

 

 

附件二：課後個人 ORID 學習單 

課後個人 ORID學習單 

Objective(客觀事實、見聞) 

 陳述客觀的事實，每個人對一件事可能

有不同的記憶片段。 

 我在這堂課看見了什麼？ 

 體驗活動發生了什麼事？ 

 

 

 

 

Reflective(主觀感受、反應) 

 喚起對客觀問題或資料的反應，加入自

己的連結、想法，分享自身的感受。 

 今天的課程/體驗活動讓我想到什麼事

情？或有什麼感受？ 

Interpretive(意義、價值) 

 思考自己從事件裡產生了什麼個人觀點

或想法。 

 它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啟發、領悟？ 

 為什麼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也會發生霸

凌行為？ 

Decisional(影響、決定、行動) 

 從前面的歷程萃取出一個結論，找出決

議、或是決定怎麼做。 

 未來看到霸凌事件，你可以怎麼做？ 

 你想對追隨者、旁觀者說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