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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人權教案設計徵件  
一、設計理念 
  海涅在《法國的現狀》中曾提到「語言的力量，大到可以從墳墓喚醒死

人，可以把生者活埋，把侏儒變成巨無霸，把巨無霸徹底打垮。」以誇張的

文字刻畫出語言所擁有的巨大威力與影響力，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人際

衝突的發生即是在溝通中受語句中文字的鼓動，挑起心中的憤怒與衝動，導

致許多本可避免的爭執發生，甚至成為校園霸凌的開端。 

  兩位共同設計者皆在求學過程中被有意無意的言語傷害，且目前皆在學

校擔任輔導老師一職，也發現晤談中仍常見個案受同儕間的言語重傷而擔心

害怕，更能同理這對於學生的將造成偌大的傷害，甚至會影響其自我認同。   

為此，兩位共同設計者有志一同，旨在設計一份以「語言」為主軸的教案，

並緊扣人權教育及品德教育之議題，為教案命名為「激發你的『言』之

力」，期待透過體驗活動，學生能感受到語言的重要性與影響，並透過校園

中常見的情境，讓學生練習合宜的表達方式，最後聚焦在霸凌議題的討論與

省思，讓學生了解許多他們認為的「沒什麼」其實「有什麼」！。 

 整合知識、技

能與態度 

 引導學生覺察、策略、實踐、反思，層層遞進，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學生能認識「我訊息」溝通模式，並透過分組討

論，讓學生能實際運用，寫下合宜的回應。 

脈絡化的 

學習情境 

 課程架構環環相扣、層層遞進，並將「言語霸

凌」議題讓學生討論與省思。 

 取材日常生活，運用學生生活中常會遇到的情境

舉例，讓學生更容易能實踐於生活中。 

學習歷程、方法

及策略 

 多元的學習策略，如透過影片的觀賞替學生搭建

鷹架，並由教師加以引導、實作體驗活動搭配學

習單加深課程印象、小組相互討論與學習，讓知

識更容易吸收與應用。 

實踐力行的表現  運用「我訊息」溝通模式，展現合宜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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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 

《我可能不會傳情》 

請學生寫下被人講過而印象深刻的句子，無論正向負向皆可，收回後隨機發

給學生，並讓收到的學生寫下如果是自己被說了這句話，會有什麼樣的心

情、想法等。 

活動二： 

《阿義的故事》 

透過真人真事案例，讓學生看見阿義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的遭遇的攻擊和傷

害，引導學生思考平常我們無意間說的話也可能對其他人造成很深的影響，

也請學生寫下如果有機會鼓勵阿義，會對阿義說哪些話。 

活動三： 

《熊熊與阿姜》/《我訊息，我最行》 

透過熊熊與阿姜即學生自校園中常見的日常互動，讓學生認識我訊息，並實

際練運用我訊息回應生活中的溝通問題，並認識你訊息與我訊息的差異。 

活動四： 

《向言語霸凌 say NO！》/《溝通總複習》 

帶學生認識霸凌相關知能，並試著從不同角色的面向思考行為背後的原因，

透過 4F反思回顧並引導學生反思此三節主題課程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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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 / 科目 
綜合活動 

領域輔導活動科 
設計者 姜孟瑩、陳彥文 

課程名稱 
激發你的「言」之

力 
實施學校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

學 

實施年級 八年級 教學節次 3 

實施日期 
2023.6/5-6/23 

(為期三週課程) 
預計實施日期  

設計依據 

總綱核心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核心素養 
綜-J-C2 

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

力，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標。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2a-IV-1 體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學習人際溝通技巧，以正

向的態度經營人際關係。 

學習內容 
輔 Dc-IV-1 同理心、人際溝通、衝突管理能力的培養與正

向經營人際關係。 

議

題

融

入 

議題 人權教育 品德教育 

學習主題 人權與生活實踐 品德發展層面 

實質內涵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 

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投影片、自編簡報檔案、公視兒少影片 

使用的 

公視影片 

《青春發言人｜跟爸媽溝通總是讓你心很累嗎？來試試溝

通練習吧！》 

學習目標（至多 5項即可） 

1. 透過《我可能不會傳情》和教師經驗分享，學生能發現文字、語言的正

負面影響力。 

2. 透過透過觀賞公視影音《青春發言人｜跟爸媽溝通總是讓你心很累嗎？

來試試溝通練習吧！》，學生能使用我訊息的表達方式，回應生活中所面

臨的情境。 

3. 透過小組討論、反思活動，學生能培養尊重、同理且友善的溝通技巧與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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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節：看見言之力，文字、語言的力量 

 

一、 引起動機 

(一)教師向同學宣布今日課程主題先暫不公佈，請同

學認真參與體驗，課堂中會向大家詢問認為課程

的主題可能為何。 

(二)播放影片《文字的力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Xl-hP0f3c  

(0:00-1:20) 

(三)請學生思考影片中的女士將原本的句子改成了什

麼？並將答案寫下在學習單。 

(四)請學生分享，教師根據學生答案給予回饋，並說

明將會在課程的最後公布答案。 

(五)教師提示今日課程主題：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

都需要用到，而且常有著超乎想像的力量，希望

同學能夠認真投入於課堂中，並想看看要討論的

是什麼的力量。 

 

二、  發展活動 

活動一《我可能不會傳情》 

(一)發下白紙，請學生在紙上寫下印象中讓自己最有

情緒的一句話，情緒可以正向或負向。 

(二)同上指令，要求學生撰寫在學習單上。只是在學

習單上要多寫上當時聽到這句話所產生的想法及

情緒。 

(三)請學生將白紙對折後收給教師，收齊後教師隨機

將白紙再次發給所有學生。 

(四)請學生打開收到的白紙，閱讀白紙上句子，將句

子抄寫於學習單上、並寫下若是自己聽到這句

話，自己可能會有何種情緒與想法。 

(五)邀請學生口頭分享撰寫內容，教師給予適當回饋

與連結。 

活動二《阿義的故事》 

(一)教師透過阿義的故事，和學生分享教師成長過程

中被語言所傷害與逐漸療癒的過程，並請學生能

引以為戒，做個善用文字的溫暖之人(教師並無說

明為自身故事，僅提示是真人真事)。 

(二)教師請學生在學習單上寫下，想對故事主角阿義

說的話，也可寫下自己對在上個活動收的白紙的

原主人的話。 

 

三、  總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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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學生確認學習單皆完成，若有問題或需要補的內

容可先用現在的時間補齊。 

(二)教師將《文字的力量》影片播畢，揭示該位女士所

修改後的句子，並邀請學生思考前後兩句話的差異

為何，為什麼換一種說法，其他人就更有意願幫助

那位先生。 

(三)教師總結本次課程：說出一句話很容易，但一句話

能產生的影響有時候是難以想像。誠如活動中讓大

家寫的句子，無論好壞都能烙印在某個人心中，並

產生偌大的影響，生活中謹記三思而後言，成為能

帶給他人正向能量溫暖的人。 

 

第一節結束，第二節開始 

 

 第二節：說出言之力，請你用「我」這樣說 

一、 引起動機 

(一)學生於上課前分組完畢。 

(二)教師回顧前兩週課程並總結前次上課學生學習單回

饋內容。 

(三)教師說明了解自身的溝通模式後，也要來學習如何

使用有效且友善的溝通方式。 

 

二、 發展活動 

活動一《熊熊與阿姜》 

(一)教師佈下情境：熊熊和阿姜是好朋友，但也常常因

小事吵架。這天，熊熊一個不注意，不小心把阿姜

的飲料打翻了…… 

(二)發下學習單，學習單上有兩個版本的兩位主角後續

對話。並請學生討論、找看看兩個版本的對話，結

果差異為何？ 

(三)小組討論 

1. 根據熊熊的回應，推測阿姜可能在這兩個版本

分別說了什麼話？(請填入學習單的底線中，不

能寫髒話！) 

2. 小組選兩位同學以演戲方式呈現小組討論結果

(表演者另外加分)。 

(四)各組發表討論的對話內容，並用演戲的方式呈現給

大家看。教師給予鼓勵與回饋。 

活動二《我訊息，我最行》 

(一)播放影片《青春發言人｜跟爸媽溝通總是讓你心很

累嗎？來試試溝通練習吧！》 

(二)教師介紹影片內容，請同學說明影片當中的親子是

各自如何使用我訊息。並分享聽到這樣的說話方

式，自己有什麼樣子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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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配合學習單說明：溝通方式「我訊息」的內容

以及我訊息和你訊息的差異。 

(四)教師佈下情境題：同學阿洋在下課時間沒經過你的

同意就把你的鉛筆盒拿走，所以你在上課時找不到

文具可以使用。 

(五)教師請小組討論如何使用我訊息表達：事件(當)、

感受(我覺得)、原因(因為)、希望(我希望)。各組

需派員將討論結果寫在黑板上。 

(六)教師引導所有同學檢視各組的回應內容，並邀請同

學分享是否有更好的說法。 

三、 總結活動 

(一)教師回顧本節課內容：複習影片當中的親子是如

何運用我訊息，並連結課堂當中的經驗，再次協

助學生練習我訊息的架構。 

(二)教師總結：用溫柔且堅定的方式說話，能真實呈

現我們的感受，促進良好的溝通。 

 

第二節結束，第三節開始 

 

 第三節： 善用言之力，言語霸凌不橫行 

一、  引起動機 

(一)教師說明本節課將為本單元進行總結。 

(二)教師詢問學生是否曾聽說過霸凌事件？ 

(三)教師說明今日主題：言語霸凌與前三堂課溝通課

程複習與總結。 

 

二、 發展活動 

活動一《向言語霸凌 say NO！》 

(一)教師介紹言語霸凌的定義。 

(二)教師佈題，請學生舉手搶答該情境是否符合言語

霸凌。 

(三)教師分享言語霸凌的相關時事。 

(四)教師請學生討論並分享： 

1. 為什麼會有言語霸凌？霸凌者想要得到什麼？ 

2. 被霸凌者為什麼不願求救？ 

3. 被霸凌者可以如何求救？ 

4. 如何不成為霸凌者？ 

(五)教師適當回應學生討論內容，並再次說明霸凌防

治相關資訊：如何找尋協助、如何協助被霸凌

者、相關資訊管道。 

(六)教師再次強調：不希望再次看見霸凌事件，希望

學生能夠透過許多事件的介紹警惕在心，許多時

候，我們認為的「沒什麼」，可能對別人造成的影

響是非常巨大的，並再次呼應第一節課「語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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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力量」。 

活動二《溝通總複習》 

(一)教師詢問前三次上課的內容，邀請學生分享印象

最深刻的為何？ 

(二)隨後教師再次引導學生回顧三次上課內容：語言

和文字的力量、溝通模式的優缺點、我訊息的溝

通方式與練習、言語霸凌的宣導防治。 

(三)教師發下反思單，請學生撰寫對於本次單元(四節

課)的 4F反思。 

 

三、 總結活動 

(一)教師收回反思單。 

(二)教師最後總結：良好的溝通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也不是學好以後就不會發生溝通衝突，但是希望

學生都能夠了解自身在溝通上可能未曾發現的盲

點。並在未來能夠嘗試著調整自己的溝通模式，

朝一致型發展。 

 

 

 

 

 

 

 

 

10’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本教案經設計後已實施過兩年(今年為第二年)，為了使此教案能夠更真

摯完整，並切合學生的生活情境與需求，於每次過程中不斷進行滾動式的修

正與調整，並根據教學學校之學生狀態加以調整後呈現的最終版本，以下將

綜合兩位共同設計者教授此教案之經驗，分為教學省思與教學心得兩部分。 

 

一、 教學省思 

(一) 評量方式可行與多元間宜更平衡 

  本課程設計原先有設計較多元的口語評量，但經實際操作後發現

面對此議題學生會受到同儕壓力或是原本的班級文化的影響，導致不

敢講出較具正義感或是內心的話，所以教學者在經過討論後決定將內

容改為高層次紙筆評量，也能發現經此調整後大部分的學生呈現的內

容也都較能貼近設計者期待之目標。 

  然而，經此修改後評量的方式變得較為單一，對於學生的刺激與

道德勇氣的訓練就較為不足，故在課程設計上宜在成效與實際教學現

場中取得平衡，或是建立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二) 符合正義的同時也可能傷害到其他人 

  為了讓學生在課程進行中「有感」，設計者選用許多校園常見的

案例作為課程分享，但確也因為太過有感，容易勾起學生太過激昂的

情緒，如當提到了《阿義的故事》中主角被言語霸凌的故事，學生會

過於憤恨不平，口出一些所謂正義但卻也充滿攻擊性的字眼，如稍微

不慎，可能就會與原先的教學活動的立意相違背。 

    所以當學生出現這樣的情況時，教學者的引導方式變得更為重要

且具技巧，要能夠讓學生理解教師是有感受到他們良善的出發點，但

要能讓學生將轉化為更正向的方式，才不會在互動中又讓人成為被攻

擊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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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有情緒相關課程最為先備知識 

  在我訊息的教學中可以發現許多學生對於最後對於最後要說出事件

帶自己什麼感覺時，有些學生是困難的，後來才發現當時學生尚未上到

情緒相關課程，且面對一某些班級時，要能說出情緒是困難的，其回答

易淪為「我覺得不爽」、「我覺得你很煩」等並含糊且非學習目標所期

盼學生習得之內容。 

    為此，如果要進行我訊息的教學前，宜安排在情緒主題課程之後,u

抑或是在過程中時要有夠周延且具體的引導語，並於走動巡視時更注意

是否有學生需要協助，以便學生能覺察並表達情緒，而非單純宣洩不滿

意、憤怒的情緒。 

 

二、 教學心得 

(一) 學生的在意與教師的在意間難以平衡 

    由於此教案仍較偏向情意的部分仍佔多數，且課堂中仍有許多部

份鼓勵學生能夠抒發自身感受，然而在課程實施後會發現，有時候學

生提出的答案，反而是教學者無法接受。 

    如進行《我可能不會傳情》時，當學生抽到具攻擊性且教學者認

為非常惡劣的句子時，有少數學生會認為「沒什麼」、「嗆回去就

好」等方式回應，教學者就會再進一步與學生對話，但反思後會覺得

有時候也許學生真的認為沒什麼，抑或是在其家庭經驗中本來就常在

這些言語中度過，若透括課堂開啟學生對這些話語的敏銳與在意，對

於學生真的是好事嗎？因為我們也很清楚在學生處於國中階段，大部

分還是需要倚賴照顧者提供經濟上的協助，學生要於現階段，即便是

合理的建議與仍是很難與之抗爭，那這樣讓學生之後都對於這些語言

有意識，會不會反而是種痛苦呢？ 

 

(二) 學生能夠從自身實踐才是關鍵 

    學生許多語言上攻擊的行為，常是出自於同儕間的習慣與次文

化，在課堂的練習中能發現大部分的學生內心仍溫暖且能夠把話說的

溫暖的，也願意好好善用文字的。 

   為此，課堂中有與學生分享，雖然你可能會覺得別人都這樣惡言相

向，為什麼自己就要以德報怨？但若是每個人都這樣去思考，那只會

不斷的惡性循環。為此，雖然課堂結束後可能無法改變大環境，也可

能用了這樣的方式還是與人衝突了，但唯有建立下正確的概念，並努

力貫徹，方有機會影響身旁更多的人，環境的氛圍才能有機會改變。 

 

其他參考資料： 

若無其他參考資料則不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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