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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研發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3 參加教學各項競賽及作品徵集活動】 

一、教學課程發展的動機與目的 

（一）動機：隨著近幾年跨性別學生在校園中所遭遇到的困境被大家所重視與看見，以及近幾年兒

童的權利被教育界所重視。這也讓設計者反思自己在性別議題領域教學的不足，再透過認識性別光

譜讓學生理解到多元性別的同時，是否也因為自身的焦慮而忽視了學習者在知的權利呢？ 

（二）目的： 

透過繪本教學能夠引發孩子在學習上的興趣與動機，亦能夠提升學生在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柯仲

修，2012），然針對跨性別議題的相關教材卻乏人問津，據此設計者透過 call me max 中主角探索自

我認同的歷程，除了讓學生理解跨性別的定義外，亦能夠從中經驗到跨性別者在校園中的困境與自

己是如此的不同，也藉由主角在探索自己的過程與同儕的互動中，學習透過合宜的語言溝通表達展

現自己對於多元性別的包容，進而將這樣的素養遷移到日常生活中。 

二、教學演示重點(或問題)及解決策略簡述 

（一）重點一：人際和諧的需求 

Maslow 的需求理論中，將人類的需求分為五個層

次，依序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社會）需

求、尊重（自尊）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等，而學習者

現階段在校園內所面臨到的是歸屬及尊重這兩種需

求，繪本中的 Max 很明顯的在校園生活中，因為自己

性別認同的關係，不斷地在群體內尋求歸屬感；根據

《兒童權利公約》中所揭示，其中提到不應該因為兒

童的性別而對其有所歧視，透過《兒童權利公約》與繪本兩者之間的所交織出的對話，讓學習者理

解被認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應享有的權利及需求，倘若僅因為其身份與我們不同，變加以排斥，

那麼便是一種漠視其權力的做法，也是種霸權。 

解決策略：教學者透過適當的引導，讓學習者理解 Maslow 的需求理論，以小組討論的方式，

分別針對不同需求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社會）需求、尊重（自尊）需求及自我實現需

求提出例子，並以繪本中的 Max 為範本，請學生討論其在那個需求沒有被滿足到，並且說明其原

因，接著以《兒童權利公約》中揭示之約定，讓學生透過文本之間比較，找出 Max 現階段所正遭遇

到的困境，並試著說出自己對 Max 目前處境的看法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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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二：校園處境與因應策略 

教學設計者為了體現「生活無處不性別」，在學生讀完 Max 繪本後，請學生思考如果Ｍax 是學

校的一員，那他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是和繪本中的 Max 一樣的，而有沒有哪些是他不會遇到，但是

在台灣卻很有可能面臨的問題，藉此帶領學生連結繪本概念與自身生活經驗，希望藉由不同文化但

卻有類似處境，讓學生理解東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差異，也透過小小建築師的活動，讓學生透過分組

討論的方式，不同性別能夠聽見對方的擔心以及需求出讓校園內每個人都感到舒適的廁所空間。 

  解決策略：看完繪本後，請學生分別寫下文本之中主流文化所認為會害怕上學的原因以及書中

主角 Max 自己覺得擔心上學的原因，並請學生分享這之間的差異是什麼造成的？透過文本之間文化

差異的不同，讓學生藉此提高性別文化同理心，除了學生平常就已經習得的同理心之外，再加上性

別以及文化層次的方式，讓他們能夠設身處地的替與自己不同的族群思考，學到如何包容個別差

異。最後以功能論來看見校園空間中所隱藏的性別議題，讓學生討論公平與實用，何者重要？透過

「小小建築師」的活動，讓學生設計出讓校園中的每個人使用上都感到舒適的廁所空間。 

重點三：「自動好」交響樂章： 

「自動好」是新課綱的主要概念，希望從自己出發延伸的人際戶動，最後將這樣的新經驗在帶

回到自身的生活中達到自我實踐的目標。而這個課程也是本著「自動好」的概念為設計，每一堂性

平教育的背後精神都是尊重與包容，但學生真的學到課程所要傳達的概念嗎？還是就只是虛應故

事？設計者有感於學生無法真正的落實尊重包容的態度，因此在每個概念背後都會帶學生重新回到

自己的生活經驗當中思考，將課堂所要傳達的概念與自己做結合，希望讓課程能夠發揮到最大的經

濟效益。 

解決策略：因著設計者的想法，因此在最後一堂課透過寫一封信的方式讓學生透過語文領域中

的寫作能力貫穿本課程自始至末，從對當地社區的多元認識，到對多元性別概念的態度延伸至性少

數的理解尊重最後以 CRC 來貫穿此書信，也能夠透過書信的內容評量學生這個課程的吸收程度以及

對於性平與人權的迷思概念，最重要的是能夠結合語文領域的寫作能力，正可謂一舉多得！ 

三、省思與建議： 

  在性平教育的課程研發路上，教學設計者自覺對於多元性別、同志教育已有相當彈性的尊重與

包容，然每每在同志大遊行看到變裝皇后心裡總會覺得怪怪的，原來那個怪怪的對於「Drag 

queen」而言，其實就是一種歧視的展現，但設計者一直以來都沒有發現。開始面對其實的根源，才

發現原來是因為不理解所帶來的誤會，誤會一直存放著就會變成歧視。教學現場不乏比設計者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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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的前輩，但教學資歷卻有可能成為性平教育這條路上的一顆大石頭，要剷除這顆大石頭，只能

靠著不斷更新資訊，以更多的認識換來對未知的領域的尊重以及包容。 

  「跨性別」（Transgender）其實一直都在教育部頒發的課程綱要中（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只是身處華人文化中，讓跨性別不得不隱形在教學活動

中，設計者也看見許多第一線老師的努力，而這個努力卻往往被外人所誤解，故設計者以自身經驗

說明在實施課程前，可以先與教學系統相關的人員溝通，以期達到本課程的最大效益。以下便針對

學校行政端、家長以及學習者這三方面提出建議： 

（一）學校行政：由於本課程會使用到的繪本並非透過教育部或國家教育院審定後使用，因此

建議教學者，在每學年撰寫課程計畫時，能夠將本課程排於課程計畫中，此外亦可將此繪本送校內

課發會進行審查。在授課前，也需要和校長、各處室主任進行溝通，說明課程實施的必要性為何，

以及透過課程的實施能夠為學生帶來哪些效益。 

（二）家長：教學者並非純粹的教學者，同時也須擔任「社區觀察家」的角色，觀察學校社區

文化對於多元性別的接受程度，在針對家長對於課程實施的擔心進行對話，而最好的對話時機點則

是每學期初的班親會，運用班親會與家長進行溝通，甚至可輔以授課同意書請家長簽名並給予意

見，回收同意書後，針對家長提出的建議與擔心，透過班親會向家長溝通；若家長深思後仍覺得不

妥，也應該要顧及家長監護權與孩子受教權，不得將孩子於課堂教學中應留在教室內，可請行政端

協助（對於不同意的作為，也應該於班親會中一併說明）。 

（三）學習者：在教師養成的這條路上不論是「鷹架理論」或「螺旋式課程」其實都強調著基

礎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在實施本課程之前，我想請老師們先問學生問幾個問題，「你願意知道多元性

別是什麼嗎？」、「你願意聆聽或接納與自己不同意見的聲音嗎？」，最後則是「面對與自己不同的文

化，你願意以理解代替排斥嗎？」，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願意」，那我想再繼續的去討論課

程實施的可能性，因為如果一開始就下猛藥，那我想孩子可能在還沒有心理準備之下，就被迫去理

解與尊重，那換來的或許就只是維持表面和平的假性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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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架構圖： 

五、教學策略與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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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我的性別我作主 設計者 柯仲修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節數 七節課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綜合、英語、語文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域

/ 學

習重

點 

核 心 素

養 

綜-E-A1 認識個人特質，初探生

涯發展，覺察生命變化歷程，激

發潛能，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

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

巧，培養同理心，並應用於日常

生活。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

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

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

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

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

解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參與學

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

息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考

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議題 核心素養 

性A1尊重多元的生理性

別、性別氣質、性傾向與

性別認同，以促進性別的

自我了解，發展不受性別

限制之自我潛能。 

性C2覺察人際互動與情

感關係中的性別權力，提

升情感表達、平等溝通與

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 

性 C3 尊重多元文化，關

注本土的性別平權事務

與全球之性別議題發展

趨勢。 

人A1能從自我探索與精

進中，不僅建立對自我之

尊重，更能推己及人，建

立對他人、對人性尊嚴之

普遍性尊重。 

人A2能思考與分析人權

侵害問題背後之社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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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國際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因素，並能

提出有效之改善策略與

具體之行動方案。 

人C2能覺察偏見並能尊

重差異，而能避免歧視行

為，建立友善與包容之人

際關係，進而在發展社會

參與和團隊合作的素養。 

學 習 表

現 

1a-III-1 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2a-III-1 覺察多元性別的互動方

式與情感表達，並運用同理心增

進人際關係。 

3c-III-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3-III-7能看懂繪本故事的主要內

容 

9-III-2能將事件依故事的發展加

以排序。 

9-III-3能綜合相關資訊作簡易的

猜測。 

5-III-6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

策略，擷取大意。 

6-III-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

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

品。 

學習主題 

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

特質與性別認同多樣性

的尊重 

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 

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 

性別與多元文化 

人權的基本概念 

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權重要主題 

學 習 內 Aa-III-1 自己與他人特質的欣賞 實質內涵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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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及接納。 

Aa-III-2 對自己與他人悅納的表

現。 

Ba-III-1 多元性別的人際互動與

情感表達。 

Cc-III-1 不同族群的優勢與困

境。 

Cc-III-2 與不同族群相處的態度

和禮儀。 

Cc-III-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

賞與關懷。 

Ae-III-2 繪本故事、兒童短劇。 

D-III-2 故事發展的排序。 

D-III-3 依綜合資訊作簡易猜測。 

Ad-III-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

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Cb-III-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

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

群的關係。 

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

同的多元面貌。 

性 E9 檢視校園中空間與

資源分配的性別落差，並

提出改善建議。 

性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

情感表達與人際互動。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

表達情感的能力。 

性 E13 了解不同社會中

的性別文化差異 

人 E1 認識人權是與生俱

有的、普遍的、不容剝奪

的。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人 E6 覺察個人的偏見，

並避免歧視行為的產生。 

人 E8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

利的需求。 

人 E10 認識隱私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人 E11 了解兒童權利宣

言的內涵及兒童權利公

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維

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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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描述並指出社區族群文化及其特色，並以校園活動結合國際盛事藉此發現多元性

別的意義與內涵，透過閱讀文本中跨性別兒童的處境並輔以相關政策來指認出文

本中兒童應有之權利與資源，並以生活情境中所隱含的性別權力，改造屬於自己

的空間，接著透過角色扮演比較文本中角色處境與真實情境的差異，並將這些發

現透過詮釋向跨性別者提出疑問，最終以創作展現對多元性別的尊重並真實的實

踐於日常生活中。 

教學資源 

性別麵包人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一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回顧多元族群 

請各小組討論文本內容，討論台灣社會目前

的族群 

二、發展活動： 

生活搜查線—異中求同 

根據小組剛剛討論的文本內容，列出幾個在

生活周遭和自己文化不同的內容（飲食、風

俗習慣、穿著、流行文化），並說明為什麼會

有如此的不同。 

接著請從小組成員所列出之不同，試著去找

出他們的共通點，回到文化脈絡本身，理解

該文化形塑的原因。 

回到自身，理解文化脈絡後，說說看自己的

多元文化觀點，是如何重新看待與自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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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想到哪些和自己自身文化不

同的都可以提出來，但必須提醒學

生，在談到與自身文化不同的時候，

不可以帶有評價的視角；並請他們思

考該去玉之所以會型塑出該文化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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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這個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三、綜合活動： 

多元的存在： 

透過文本內容分析，讓學生將文本內容知識，

透過自身經驗看見存在於自己生活周遭的文

化差異，並回到該文化脈絡中去發現形塑的

原因，也因為理解最後能夠看見自己的轉變，

以增進自己的多元視角。 

多元的培養： 

讓學生透過「多元視角」的開啟，紀錄生活

中與自己不同的人事物。 

課程預告： 

性別光譜：預告學生下一堂課學習目標，會

看見自己內在的多元，讓學生回家思考，自

己身上曾經存在著與這個文化所不同的是什

麼？而自己又曾經看待這個不同？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多元文化搜索線 

請各小組簡單的像成員分享關於自己所覺察

到的多元文化，以及自己在了解到多元文化

的意義之後，和之前的自己有什麼不同？ 

教學者透過校園園遊會，結合單元主題「多

元文化」，介紹台灣各地的遊行以及世界各

地的嘉年華會，同時也介紹同志大遊行。 

請小組針對老師所介紹的遊行，找出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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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的原因在於透過事前的觀察，讓

學生理解到性別無所不在 

 

 

 

 

 

藉由學校每年會舉辦的運動會進場，

連結到台灣的遊行活動以及風行世

界各地的嘉年華會， 

 

 

讓學生透過多張圖片的方式從中找

出共通點，但如若學生無法精確的說

出其共通點，老師也毋須沮喪，可從

旁提示讓學生理解到尊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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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點（學習者如果沒有辦法看到這些遊行

的相同點，老師可提出問題引發思考，請學

生從這些遊行的主題及訴求去觀察 

二、發展活動 

老師請學生分享他們小組所觀察到的遊行共

通點，最後並做整理。這些遊行的主題都是

希望政府能夠聽見少數人的意見，遊行的訴

求有環保意識、愛護地球及尊重少數。「尊

重少數」，正好是我們這一個單元的核心，

並以上一堂課的多元文化為例，帶領學生看

見除了二元性別以外的其他可能。 

先請學生試著從上圖，用自己的方式解釋「性別

認同」、「性傾向」、「生理性別」及「社會性別

（性別表達）」。（教學者利用組間巡視觀察小組

在討論時，對於性別的迷思，用來引發後續的全

班討論。 

生理性別：學生比較不容易混肴的，醫生在協助

產婦接生之後，首先會檢查的就是這項，也順便

帶入「性別被別人決定」的觀點，讓學生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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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性別麵包人的方式，讓學生先以

自己理解到的方式說明性別認同」、

「性傾向」、「生理性別」及「社會性

別（性別表達）」。這四個概念的意義，

老師則可從旁觀察討論時所產生的

迷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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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被別人決定自己的性別，自己可不可以接

受。 

性傾向：大多數學生看到愛心，都可以聯想到是

喜歡、戀愛這一方面，教學者運用學生已知進行

說明，和學生說明這個是你看到什麼性別的人會

有「心臟砰砰跳」的感覺。教師進一步讓學生反

思「可不可以喜歡和自己不同性別的人」還是

「一定要」喜歡和自己「不同」性別的人。 

社會性別（性別表達）：有學生看到那一圈虛

線，認為是保護自己的防護罩，也有學生覺得是

想要讓自己呈現的樣子。教師可結合兩種說法，

向學生說明社會性別就是為了保護自己，所以透

過自己的方式呈現在大家面前。教師詢問社會性

別從出生到死亡，只會有一種方式嗎？而這種方

式是大家決定你要呈現的樣子。 

性別認同：大多數學生認為與大腦有關係，老師

進一步說明，大腦告訴你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就

像大腦在中午會告訴你肚子餓了要吃午餐。（以

知名網紅小Ａ辣為例，近一步讓學生了解性別認

同的意思） 

三、綜合活動 

我的性別我作主：帶著學生一起檢視完性別

麵包中的四大護法後，結合第一節課的多元

文化概念（一個小小的社區，就有可能有許

多種不同的文化與族群），就如同性別一

樣，會有許多種可能性，另外透過「身體自

主權」的概念讓學生知道要讓自己呈現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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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一堂課會談到 Call Me Max 因此

在統整的時候，可以透過提問的方式

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讓他們去思考出

生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若不相同的

情況有沒有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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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是可以自己決定的，而不需要透過他

人甚至文化來告訴你應該要是哪種人。 

尊重與包容：透過看見多元的文化、美食、

族群進而看見多元性別，讓學生透過親自觀

察的方式來發現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多元，讓

多元不再僅僅停留於書本之中，也回到自己

身上，看見自己性別的多重樣貌，來重新認

識自己，也透過尊重並喜歡自己現在的樣

子，進一步的讓學生理解面對多元（面對與

自己的不同）可以有哪些方式來達到尊重人

權的必要。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繪本 PPT 

事先請英文老師帶著學生導讀繪本，一開始

先帶著學生回憶這本繪本的故事內容。 

二、發展活動 

性別認同與出生指定性別： 

透過上一堂的的性別麵包人，讓學生能夠跨

性別族群指的是性別認同與出生指定性別不

同，透過 Max 也能夠知道這個不同，讓跨

性別者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難的處境以及

不方便。 

結合閱讀理解策略：小組透過平板中老師所

提供的繪本簡報，依照學過的閱讀理解策

略，指出跨性別的定義為何？並整理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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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前面幾堂課所學，讓學生理解到

與自己不同的文化相處可以透過哪

些方式來理解。 

 

 

 

 

 

 

 

 

 

 

 

 

 

 

學生能藉由藉由出生指定性別與性

別認同不相符的狀況，理解跨性別的

概念。 

 

 

 

依照語文領域所習得的閱讀理解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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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在性別自我認同的歷程中，生活周遭

的親朋好友是如何看待「ㄊㄚ」，他在生活

上遇到哪些不方便以及解決辦法。 

三、綜合活動 

互動的方式： 

Max 的老師是學校裡第一個採用 Max 想要

的名字稱呼他，並且針對這個新名字沒有做

太多的反應，就僅僅點頭並寫在點名簿上，

讓學生理解到在社會上的性少數族群，其實

要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單純，就如同書中的

Max 一樣，他其實要的就只是大家用「ㄊ

ㄚ」喜歡的方式來和他互動。 

看見主體性： 

繪本的最後，Max 提到了一句話，正好可

以拿來解釋他在追尋性別自我認同過程中，

所面對到的困擾，在這個過稱中，也發現到

了更重要的事情。一開始還是難以離開男女

二元化分的框架，但最後發現到其實性別並

不是一直困擾他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夠輕鬆

自在的做自己，包含了上哪一間廁所，穿哪

種衣服，玩哪種遊戲，以及叫什麼名字。透

過 Max 的發現，讓學生知道其實很多時候

一直在追尋的意義並非表面所呈現的樣子，

而是在追尋的過程中，慢慢地看見自己的需

要，而看見之後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來爭

取。 

第三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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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從書中找出並歸納這些問題的答

案。 

 

 

 

 

 

 

以 Max 的老師在點名時，聽見了 Max

要改名字的需求，而沒有多做反應，

這個方式請學生思考老師做與不做

回應，對 Max 會造成什麼影響？ 

 

 

 

以繪本的最後一句話，也是 Max 告訴

自己的那一段話做為結束，讓學生慢

慢的學習在生活中看見自己內在的

需求。 

 

 

 

這個部分先不以 CRC 讓學生說出最

明確的權利，而是讓學生回到他們自

己身上會是什麼權利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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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延續上一堂課程內容，Max 去學校最擔心

的的是上廁所，於是他盡量水喝少一點以減

少上廁所的次數。老師透過基本的人權概

念，詢問孩子 Max 的何種權利受到損傷？ 

二、發展活動 

壓迫無所不在： 

和同學宣布，學校決定從今天開始，下課時

間，只要你是男生，就不能夠待在教室裡，

要到遊戲場玩球類遊戲；同樣的，女生也不

能夠像之前那樣可以和男生一起玩躲避球或

鬼抓人，女生必須要安安靜靜的待在教室

裡。宣布完之後，請學生將自己當下最真實

的想法與感受寫在便利貼上，然後貼到黑板

（老師事先將黑板分成兩個區塊，贊成學校

做法；反對學校做法） 

立場與權利的拔河： 

將學生分成兩組，並依照國語課學過的辯論

方式，針對剛剛的問題，進行辯論，正反兩

方可使用上一個活動同學所提供的便利貼以

及老師事先準備的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作

為辯論的佐證資料。 

三、綜合活動 

無關乎性別： 

不論是 Max 的如廁問題，亦或是遊戲的情

 

 

 

 

5 

 

 

 

 

5 

 

 

 

 

 

 

 

 

 

 

 

 

20 

 

 

 

 

 

 

 

 

 

 

 

 

 

 

 

依照國語課學過的辯論方式，讓學生

分成兩組，並依照辯論的規則進行辯

論，在辯論的時候，必須依照事實陳

述，不可做情緒性的溝通，老師則從

旁評量學生在辯論所使用的語言是

否能夠以多元性別尊重的角度出發。 

 

和學生一起思考「空間與性別」的關

係以及對生活的影響程度。（空間是

有性別的嗎？以廚房常見的配置高

度引發學生思考，是配置影響使用者

的性別，抑或是社會期待影響著試用

者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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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辯論問題，學生都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現應

該關注的議題是功能而非性別，更重要的部

分是，需要讓學生理解到在不影響他人權利

之下，看見自己的需求也是重要的因素之

一；此外若透過性別來決定，那麼就與

CRC 的內容相牴觸了。 

兒童表意權：透過辯論的方式，學生也學到

了面對不同意見的聲音，不能夠用排斥的方

式拒之門外，而是要像剛剛辯論會一樣，先

聽對方說，再說出自己的看法。此外老師也

在提供學生一種矯正性經驗，讓孩子知道自

己也是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 

第四節課結束 

第五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在黑板上放置投票區，請學生投下自己在校

園生活中，感到最困擾的部分，而這些部分

是繪本中 Max 遇過的事情，分別為穿衣服

的選擇權、不能用自己想要的名字、上廁所

的困擾、遊戲的困擾，讓學生透過圓點標籤

進行投票，接著依據投票構思出校園內可行

的改進策略。 

二、發展活動 

性別投票所：投票結果顯示大家都認為上廁

所的困擾是班上大部分女同學會有的，請投

該項目的同學分享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的人

都表示因為女廁有時候要排很久，所以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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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透過 CRC 公約內容，讓學生

除了理解到跨性別在生活中的不方

便之外，也能讓學生理解到身為兒童

的他們享有哪些權利？ 

 

 

 

 

 

 

 

 

 

 

 

 

 

 

 

投票結果的分享，會影響接下來的活

動，所以老師必須能夠依照不同的設

施想出不同的活動。而在這則是要請

學生將這些需求都納入廁所改建的

想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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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下課，或者是要跑到另外一邊的廁所，

讓他們覺得很不方便。 

小小建築師：針對投票結果，老師則讓學生

透過討論的方式，規劃出一間以功能為主的

廁所，而不再是以性別為主要考量；發下每

組一張廁所空間規劃圖，並給予馬桶區、小

便斗區的個別面積及廁所的總面積，接著和

學生說明，馬桶區與小便斗區的總和不能超

過廁所總面積，並同時要分享數量規劃的想

法。 

三、綜合活動 

性別與空間：老師帶著學生從 Max 的困境

看見了學生自己所處的環境也有類似的困

境，而讓學生覺察到性別無所不在，讓孩子

從廁所出發，從自己出發，讓學生看見自己

的困境之後，有能力為自己的困境做改進；

也讓男生理解到，原來女生對於上廁所如此

的要求，背後也有隱含的權利／力議題，之

後也能夠透過更為尊重的視野看待不同族群

上廁所的擔心。 

性別人我尊重：在小小建築家的活動中，讓

男生也能夠聽／看見，女生在上廁所的不方

便，女生也能夠聽／看見男生會有如此想法

僅是因為沒有經驗過那種不方便，雖然這種

不方便與 Max 的不太類似，但雙方都能夠

以理解對方的想法為出發點，提出改進的策

略，近一步的也能夠去延伸到與他們不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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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能結合性別概念以及數學面

積概念的想法去設計簡單的廁所空

間。 

 

 

 

 

 

 

 

空間有時候也蘊含著權利，就像老師

的講台在教室的正前方的正中央，而

廁所所隱含的性別權力，也可以和說

明。 

 

 

 

 

 

 

透過實踐改善生活的方式，讓學生能

夠將自己的需求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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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不變之處，透過理解雙方的方式讓學生

學到在人際互動中，不要以自己的經驗套用

在他人的行為上，而是應該透過互動中的溝

通來理解雙方的互動模式。 

第五節課結束 

第六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跨性別者提問單 

學生準備：跨性別者提問單 

二、發展活動： 

當地特色介紹：全班學生將第一堂課所參觀

到的多元文化與美食運用簡報的方式呈現給

到訪的跨性別專家，向他們介紹多元文化。 

小小記者會：透過事先請學生填寫好的跨性

別者提問單，由各組依序向跨性別者以招開

記者會的方式訪問「ㄊㄚ」們 

三、綜合活動： 

交流與回饋： 

邀請跨性別者給予學生簡單的回饋；教師發

下學生一人一張小卡，請學生寫下今天這堂

課看見跨性別者，以及和「ㄊㄚ」們近距離

接觸之後的感受與回饋，並將這些、饋轉交

給來訪的貴賓。 

真實呈現的尊重： 

透過真人圖書館及小小記者會的方式，除了

讓學生實際的接觸到繪本中和 Max 相似的

族群之外，也透過小小記者會的方式，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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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一堂課實地踏查所觀察到在地

多元文化透過簡報呈現。 

 

請學生事先準備好提問單，像性別專

家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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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際的運用合宜的溝通能力，不帶有任何

性別權力的溝通方式與「ㄊㄚ」們提出自己

對於跨性別者的相關問題，而不是透過老師

這位中介者的發言，能實際的將課堂所學遷

移到自己的行為表現上。 

第六節課結束 

第七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回憶過去：請學生分享前面六堂課，最讓他

們有感覺的部分。先在小組內分享，接著請

各組於全班面前分享。(導師也可在分享的

同時，觀察學生對於跨性別課程的接納程度

以及是否仍有迷思概念。 

二、發展活動 

  繪製心智圖：請學生完成心智圖，透過

心智圖的描繪，更可以讓學生回憶這系列課

程中，所強調的「多元尊重，理解包容」，也

透過心智圖，讓學生以「寫一封信給 Max」

一文，從自己出發，以尊重的態度與 Max 建

立起跨國友誼的橋樑，和「ㄊㄚ」表達了自

己在知道跨性別族群、CRC 相關權利後的感

受，最後則是邀請 Max 有機會能夠到台灣來

參觀學校附近的多元文化。 

 Max 的一封信：透過認識社區的多元以及

性別的多元，也知道了 Max 在學校曾經遇到

的困難，透過解讀最近全球所關注的 CRC，

最後也知道了台灣跨性別者在成長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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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真人圖書館實際的走到學生的

生活圈中，讓學生理解到性少數並非

不存在，只是他們也擔心被主流文化

發現才透過自己的方式隱藏起來。 

 

 

 

 

 

 

 

讓學生回想前面六堂課的重點回顧 

 

 

 

 

 

 

先請學生繪製這一封信中所要陳述

的內容，並將這些內容繪製成心智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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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到的問題，讓學生結合這些知識，寫一

封信給 Max，在信中將想要和「ㄊㄚ」說的

話和「ㄊㄚ」說，最後則是邀請他來體驗社

區的多元文化。 

三、綜合活動 

  「尊重包容號」啟航：帶領學生回到第

一堂課，從社區的多元文化看見性別的多元，

接著透過繪本知道跨性別族群的困境以及他

們如何透過自己的力量讓大家理解，接著透

過 CRC 來認識自己的權利以及繪本中主角

可以得到的求助資源，也以目前阿富汗的局

勢，學到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一些事件，最

後為了讓課本中的知識走進大家的生活，也

邀請了真人圖書館中的跨性別者進到教室，

讓學生與跨性別者直接面對面的互動，達到

「以理解化解誤會」真正的讓孩子更知道跨

性別者的世界。 

第七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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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一封信並非要在這一堂課完成，而

是透過引導的方式，讓學生在課堂就

能夠先想好信件的內容，因此教學者

並不用急著在這一節課將信件完成。 

 

 

 

 

 

最後帶著學生回到最初的第一堂課，

從社會課本的多元族群出發，延伸到

多元性別，並認識了跨性別，以及透

過 CRC 公約更清楚的知道身為兒童

的自己享有的權利及權利受損可尋

求的資源，也透過活動經驗因為性別

所造成的不方便，並將這些不便透過

空間設計來改善，並且也實地的接觸

到跨性別者，並將內心的疑問提出

來，透過一來一往的實際互動，更能

知道 Max 在追尋自我認同中所面臨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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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2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教案徵選 

教學課程摘要表 

教學課程名稱：情緒 DIY 

一、教學課程發展的動機與目的： 

（一）動機： 

   1. 依據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8 條第二項」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 

至少四小時。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以提升學 

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2. 從恐慌情人、詐騙事件、情緒勒索、PUA（Pick Up Artist，搭訕藝術家）、校園暴力 

   等曾出不窮的社會案件去反思情感教育，發現加害人沒有合宜的表達方式，也沒有被 

   拒絕的耐挫力，且存有性別權力不平等關係。若可以引導覺察自己與他人的情緒，提 

   供舒緩方式與求助管道，或許能減少此類案件，以及減少苦於受精神折磨的人。 

 

   3. 常聽到最想解決的是：孩子情緒不好、時常發脾氣；孩子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容易 

   爭執吵架；擔心孩子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身心；或受傷害時不敢說出口。情感教育 

   追根溯源，需要先從小扎根情緒教育。 

 

（二）目的： 

  1.透過故事情境、角色融入、圖像創作、引導表達、案例演練，為孩子提供的不只是性平 

     教育，還增添孩子社會情緒學習（SEL)能力的裝備： 

   (1)腦-判斷的智慧： 

       認識感覺情緒種類，學會自我管理。（認知-分辨情緒） 

   (2)心-柔軟的心態： 

     覺察人我互動關係，學會尊重包容。（情意-人際互動） 

    (3)身-堅硬的盔甲： 

     發展身體意象概念，學會自我保護。（技能-保護自己） 

   (4)腳-積極的行動： 

     選擇適合應對決策，學會求助他人。（技能-負責行為） 

  2.傳統制度下，對「愛」與「喜歡」的感受較隱諱，不敢說出口。但是每個人都值得好 

 好被愛，好好被對待，也希望能不因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情感關係中的性別權力影響， 

皆能勇於表達情感、平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進而提升人際互動關係。 

 

  3.情感教育博大精深，先從不同性別間的情緒教育著手，以長遠展望來說，欲發展系列課 

   程或微型課程，讓更多教育者皆可上手，發揮影響力，使之教育意義更深遠。 

 

 

 

 



二、教學演示重點(或問題)及解決策略簡述 

（一）重點一：辨識不同性別間表達情緒的方式，覺察人際互動關係。 

      解決策略：ORID，即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 

     藉由教學者提供的情緒圖片、繪本故事，讓孩子觀察這些情境的外在客觀、事實 

   （O-Objective）。喚起情緒與重視內在感受、反應（R-Reflective）。 

     再連結生活經驗、詮釋意義和價值（I-Interpretive）。最後，做出決定和行動 

   （D-Decisional）。 

 

（二）重點二：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不同性別間皆能表達對事件的真實感受。 

      解決策略：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 

     教學者運用無文字敘述的圖片喚起孩子學習動機與複習情緒、性格的舊經驗；孩 

   子們藉由同儕之間搭鷹架，進行協同學習；最後由教學者安排更難一點的內容，讓孩 

   子得以「伸展跳躍」與追求卓越的機會。 
 

（三）重點三：選擇適合的應對策略，學會自我情緒管理與求助他人。 

      解決策略：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英文：Design For Change，簡稱 DFC） 

     從設計思考出發的教學法，每個孩子都可以是問題的解決者！「感受」：從觀察 

   自己的感受開始，發現問題，同理他人與挖掘需求，清楚表達困擾他們的問題及原 

   因。「想像」：透過腦力激盪，想出最適切的解決方法。「實踐」：善用資源、擬定 

   並付諸行動。「分享」：用創作定位板的方式呈現，並分享、感染他人，擴大影響 

   力。 

 

三、省思與建議： 

  現代人生活不易，承受諸多壓力，看到身邊友人受於情緒之苦，以及社會案件層出不

窮，底層邏輯來自於情感教育的缺乏，情感教育的前端是情緒教育，需要從小培育。因為這

樣的起心動念，終於生成教案雛型，並實踐於課堂上。有賴這次的教案甄選，讓筆者可以設

計出結合性平與情緒之教學活動，參考坊間種種課程，希望設計出不是流於形式，而是真正

可以實用的課程內容。透過這樣的研究，過程中也幫助到自己，看見自己在不同性別權力間

或刻板印象所引發的情緒，進而自我對話，梳理出解決模式方案，更懂得求助他人。期盼這

樣的「體現」，可以帶著孩子一起體驗並實踐。 

 

  本課程設計需要同儕協作、團隊合作、對話討論、創作情緒定位板，教學者可以給予孩

子更多創作的彈性空間，不限定顏色、情緒名稱，必要時，再給予參考範例，發現孩子會自

己參考其它生活中的經驗，長出更多經驗的創意。也需要提供更多學習時間，討論梳理思維

脈絡。另外，由於教學對象為低年級，認知邊界有限，所能提供的問題解決方式尚淺且雷

同，建議教學者提供正確的解決方案給孩子參考，藉由實際案例，帶孩子使用情緒定位板，

並夥伴間實境預演，練習辨識自己與覺察他人情緒，如何不陷於情緒，立下一個安全自我保

護的箴言（準則或步驟）。最後，藉由全班深入探討，層層歸納出學習概念。 

 

  期待各年級的教學者能延伸發展適合各年齡層的情感教育，期許完善系列課程ˇˇ「情

緒八部：辨識－覺察－應對－求助－人際－情感－挫折－平靜。」歡迎共同響應、交流、分

享教學策略，一起來提升性別平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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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教學設計 

 

單元名稱 情緒 DIY 設計者 蔡幸吟 

實施年級 二年級 節數 4（共 160 分鐘）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課程實施時

間 

■領域/科目:國語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心素

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 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通 

及互動的目標。 

議

題 

核心素

養 

性 C2 

覺察人際互動與情感關係中的

性別權力，提升情感表達、平

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

力。 

學習表

現 

1-Ⅰ-3 能理解話語、詩

歌、故事的訊息，有適切

的表情跟肢體語言。 

2-Ⅰ-3 與他人交談時，

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

答，並分享想法。 

學習主

題 

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 

學習內

容 

◎Bb-I-1 自我情感的表

達。 

實質內

涵 

性 E10 

辨識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

力。 

學習目標 

（一）觀察： 

認識感覺情緒種類，發現自已的情緒變化。 

（二）感受： 

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下，個體情緒變化與情感互動方式所引發的感 

受。（例如：不舒服、挫折、反抗、煩惱……） 

（三）覺察： 

  1.辨識不同性別間表達情緒的方式，覺察人際互動關係。 

    2.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不同性別間皆能表達對事件的真實感受。 

（四）行動： 

  1.用不受性別框架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 

    2.選擇適合的應對策略，學會自我情緒管理與求助他人。 

 



教學資源 

（一）教材用具： 

  簡報、「菲力的 17 種情緒」繪本、「彩色怪獸」繪本、自製情緒定 

  位板與學習單、彩色筆、書寫文具、便利貼、圓點貼、串珠、魔帶、 

  白紙、膠水。 
 

（二）科技融入： 
   Canva 

 

（三）繪本參考： 

    1.迪迪耶‧李維（2023）。菲力的 17 種情緒。臺北市：米奇巴克。 

    2.安娜‧耶拿絲（ 2019）。彩色怪獸。臺北市：三采文化。 

 

（四）網路資料： 

  1.如何用繪本幫助孩子認識情緒 

      https://otwu4302.pixnet.net/blog/post/220227369 

    2.新北市家庭教育課程教材 

file:///C:/Users/s6785/Downloads/1%E5%B9%B4%E7%B4%9A%E6%95%99%E5

%AD%B8%E7%B0%A1%E5%A0%B1-

%E6%83%85%E7%B7%92%E8%90%AC%E8%8A%B1%E7%AD%92.pdf  

    3.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垮領域閱讀教材ˇˇ情意發展主題教材

https://priori.moe.gov.tw/upload/file/download_resource_material

/%E6%83%85%E6%84%8F%E7%99%BC%E5%B1%95%E4%B8%BB%E9%A1%8C%E6%95%99

%E6%9D%90(%E5%AE%8C%E6%95%B4%E7%89%88).pdf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ˇˇˇˇˇˇˇˇ【第一節開始】ˇˇˇˇˇˇˇ 

 

壹、引起動機 

 一、我們對不同事件而引發不同感覺，這種感覺 

   有個名詞，稱它為「情緒」。 

 

 二、角色扮演： 

 （一）讓各組孩子用白紙寫下老師扮演的心情、 

        感覺或情緒。 

 （二）詢問孩子如何判斷所說的答案。 

    自己也有這些情緒過嗎？ 

    還有沒有其他老師沒演出來的情緒？ 

 （三）各組腦力激盪寫出情緒詞語。（附件一） 

 

貳、發展活動 

 一、引用繪本——「菲力的 17 種情緒」 

 （一）情緒配對：每組一張學習單、五張情境 

    圖，分別貼上對應的情緒。（附件二） 

 

 

 

10 分 

 

 

 

 

 

 

 

 

 

 

 

10 分 

 

 

 

 

 

 

 

 

 

 

 

 

 

 

 

 

 

 

參考圖片的素材帶孩子

去認識： 不同性別間的

情緒表達可以不受傳統

刻板印象而影響。 



  （二）小組分享。 

      1.同一情境，大家的感受一樣嗎？ 

      2.男生一定要勇敢、不能哭泣嗎？ 

       

 二、繪本介紹——「彩色怪獸」 

 （一）提問： 

      1.書中出現哪些顏色？ 

        （黃色、藍色、黑色、紅色、綠色） 

      2.這些顏色給人什麼感覺？          

      3.分別聯想出什麼情緒？ 

        （快樂、傷心、害怕、生氣、平靜） 

  

參、整合歸納 

  一、提問思考： 

 （一）情緒有沒有分好壞？ 

        男生可不可以哭泣？  

        女生一定要乖乖聽話嗎？ 

        不生氣的人才是乖寶寶？ 

  （二）怎麼辨識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二、歸納總結： 

 （一）情緒不分好壞，但是情緒引發出來的行為 

    就有分好壞。對自己有哪些好壞的影響， 

    跟對他人有哪些好壞的影響。 

 （二）可以從表情、肢體動作辨識自己與他人的 

    情緒變化。 

 （三）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不同性別間皆能表達 

    對事件的真實感受。 

  

 

ˇˇˇˇˇˇˇˇ【第一節結束】ˇˇˇˇˇˇˇ 

 

ˇˇˇˇˇˇˇˇ【第二節開始】ˇˇˇˇˇˇˇ 

 

壹、引起動機 

 一、回顧「彩色怪獸」中提及的顏色與情緒。 

 

 二、介紹自己的情緒顏色，並記憶大考驗，了解 

   與尊重組員的情緒顏色代表。 

 

貳、發展活動 

 一、情緒寶貝 DIY：製作專屬的情緒定位板。 

   （附件三） 

 （一）選擇最常出現的五種情緒，並畫出「情緒 

    寶貝」的表情與圖像意義。 

 （二）塗上情緒的代表顏色。 

 

 

 

 

15 分 

 

 

 

 

 

 

 

5 分 

 

 

 

 

 

 

 

 

 

 

 

 

 

 

 

 

 

 

 

 

 

5 分 

 

 

 

 

 

 

 

 

15 分 

 

10 分 

1.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2.要辨識自己跟別人的

情緒，除了自我覺察， 

也要懂得讓別人知道。 

 

 

 

 

 

 

 

 

 

 

 

 

 

 

 

 

 

 

 

 

 

 

 

 

 

 

 

 

 

 

 

 

 

 

 

1.「情緒定位板」不侷

限情緒名稱，隨個人的

想法繪製。 

2.五格表情自己設定位

置、塗上想要的代表顏

色。 



 （三）挑選喜歡的串珠顏色，穿過魔帶，在打洞 

    處對摺固定。 

   

參、整合歸納 

  （一）每個人最常出現的情緒各有不同，且對情 

    緒的意象也有各自意義。 

 （二）尊重每個人情緒的代表顏色都不一樣。 

 （三）欣賞彼此獨一無二的「情緒寶貝」。 

  

 

ˇˇˇˇˇˇˇˇ【第二節結束】ˇˇˇˇˇˇˇ 

 

ˇˇˇˇˇˇˇˇ【第三節開始】ˇˇˇˇˇˇˇ 

 

壹、引起動機 

 一、組間分享「情緒寶貝」與回饋： 

 （一）組員口頭發表： 

   1.我的「情緒寶貝」有＿＿＿＿＿的顏色。 

      2. ＿＿＿＿顏色代表＿＿＿＿＿的情緒。 

      3.我畫了＿＿＿＿＿＿＿，因為有＿＿＿＿  

        情緒時，我會想到＿＿＿＿＿＿＿。 

      4.我還設計了＿＿＿＿＿＿＿。 

 （二）組員回饋並找出共通點或相異點； 

   1.我們一樣/不一樣的地方是＿＿＿＿＿。 

      2.我欣賞你的＿＿＿＿＿＿＿＿＿＿＿。 

 

貳、發展活動 

 一、提問： 

 （一）情緒有沒有分好壞？男生可不可以哭泣？   

    女生一定要乖乖聽話嗎？不生氣的人才是 

    乖寶寶？ 

 （二）怎麼辨識自己的情緒？ 

 （三）怎麼讓自己的情緒不會影響到自己和別 

        人？有哪些舒緩情緒的做法？ 

 （四）怎麼求助？可以找誰？ 

 

 二、在不同顏色的便利貼上分別寫出第（二）、 

  （三）、（四）的做法。 

 

 三、發給每人紅、藍、綠圓點貼，貼在自己欣賞 

   做法的便利貼上。 

 

  四、發表最多圓點貼的答案。 

 

參、整合歸納 

  一、欣賞並尊重每個人的「情緒寶貝」。 

5 分 

 

 

5 分 

 

 

 

 

 

 

 

 

 

 

10 分 

 

 

 

 

 

 

 

 

 

 

 

 

15 分 

 

 

 

 

 

 

 

 

 

 

 

5 分 

 

 

5 分 

 

 

5 分 

3.光譜彩虹顏色自由創

作。亦可參考刻度、電

池能量等方式呈現。 

4.欲增添精緻感，可以

護貝，再打洞，重複第

貳、一、（三）步驟。 

 

 

 

 

 

 

 

 

 

 

 

 

 

 

 

 

 

 

 

 

 

 

 

 

 

 

 

 

 

 

 

 

 

 

 

 

 

 

 

 



 二、要辨識自己跟別人的情緒，除了自我覺察，  

   也要懂得讓別人知道。 

 三、意識到影響自己和別人的行為。 

 四、懂得求助信賴他人。 

 五、選擇適切的做法。 

 

 

ˇˇˇˇˇˇˇˇ【第三節結束】ˇˇˇˇˇˇˇ 

 

ˇˇˇˇˇˇˇˇ【第四節開始】ˇˇˇˇˇˇˇ 

 

壹、引起動機 

 一、回想最近發生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二、運用「情緒寶貝」定位板表示出當下的情緒 

      感受。 

  三、組員間透過「事實-感受-影響-方法」敘事 

   脈絡與夥伴分享對話。。 

 

貳、發展活動 

 一、情境 1： 

 （一）故事引導： 

      1.圖中可能是一個男孩還是女孩？ 

      2.他喜歡什麼顏色和物品？ 

   3.他遭受什麼樣的對待？ 

  （二）情境預演： 

      1.情緒感受： 

        如果我是小志，我有（           ） 

    的情緒感受。 

      2.方法： 

        可能會出現（   ）的行為。  

        怎麼讓自己的情緒不會影響到自己和 

        別人？ 有哪些舒緩情緒的做法？ 

      3.求助 SOS： 

        怎麼求助？ 

        可以找誰？ 

      4.行動： 

        我聽到更好且適合自己的做法是 

        （                      ）。 

   二、情境 2： 

    （一）故事引導： 

    同學叫我給他玩具玩，當我不想答應同學 

    的請求時，同學說我不答應就叫全班不要 

    跟我當好朋友……。 

    （二）情境預演： 

   1.情緒感受： 

        如果我遇到這樣情形，我有（       ） 

 

 

 

 

 

 

 

 

 

 

 

5 分 

 

 

 

 

 

 

 

10 分 

 

 

 

 

 

 

 

 

 

 

 

 

 

 

 

 

 

 

20 分 

 

 

 

 

 

 

 

 

 

 

 

 

 

 

 

 

 

搭配「情緒寶貝」定位

板實際運用。 

 

事實-客觀事實現象 

感受-自己或別人的感受 

影響-影響自己或他人 

方法-提出解決方式 

 

 

改編葉永鋕的故事，透

過ＡＩ繪製出一位喜愛

粉紅色及洋娃娃的小男

孩，在學校被取笑和遭

受排擠對待。 

 

 

 

 

 

 

 

 

 

 

 

 

 

 

可列舉班上最常發生、

最想要解決的問題情

境。以影片、故事情

境、角色扮演等方式引

導。 

 

可多找夥伴分享彼此間

的想法與做法。 



    的情緒感受。 

      2.方法： 

        可能會出現（   ）的行為。  

        怎麼讓自己的情緒不會影響到自己和 

        別人？ 有哪些舒緩情緒的做法？ 

      3.求助 SOS： 

        怎麼求助？ 

        可以找誰？ 

      4.行動： 

        我聽到更好且適合自己的做法是 

        （                      ）。 

 

參、整合歸納 

 一、情緒不分性別、好壞，每個人都有權力好好 

   表達情緒。 

 二、我能發現自己的情緒表現，並且辨識自己的 

   情緒種類。 

 三、我會選擇適當舒緩情緒的方式。 

  四、當我無法處理自己的情緒時，我知道可以找 

   誰求助。 

 五、Jump：更厲害的是可以覺察別人的情緒，進 

   一步協助他人。 

 

 

ˇˇˇˇˇˇˇˇ【第四節結束】ˇˇˇˇˇˇˇ 

 

 

 

 

 

 

 

 

 

 

 

 

 

5 分 

 

 

 

 

 

 

 

 

 

 

 

 



附件一： 看圖寫下情緒 

  

  

  



 

附件二：「情緒配對」學習單學習成果 

  

  

  

  

 

 

 



附件三：「情緒寶貝 DIY」定位板 

  

  

  



 

上課簡報精華版 

  

  

  

  

 

 

 



 

上課簡報精華版 

  

  

  

  

 

 

 



 

上課簡報精華版 

  

  

  

  

 

 

 



 

教學實務紀錄 

照片說明：孩子觀察圖片後，開心的寫下所

感受的情緒。 

照片說明：各組討論老師擷取「菲力的 17 種

情緒」中圖片的情緒，並分類。每個人的感

受不一樣，學習辨識自己與他人的情緒變

化。 

  

照片說明：不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不同

性別皆能好好表達情緒，情緒不分正負，但情

緒所引發的行為就有對錯。老師藉由「情緒怪

獸」來引導常見的情緒種類，並自製「情緒

寶貝」定位板，讓孩子將抽象的情緒具體

化。從中看到孩子參考電池或其他刻度上所

做的變化，很吸睛、實用！ 

照片說明：孩子寫下辨識情緒的方法、應對

方式、求助對象，欣賞彼此的想法後，投票

並全班歸納總結。從中培養批判、鑑賞能

力。透過運用「情緒寶貝」，以及「事實-感

受-影響-方法」的對話脈絡，班上明顯減少

紛爭，大家更接納彼此的想法，相處更融

洽。 

  

 

 

 

照片說明：班級像個小型自治會，每個人都

有專長可以貢獻。孩子主動協助班上打洞。 

照片說明：感動的是本來抗拒當班長不想付

出的孩子竟主動說要協助護貝（教師在旁注

意安全）。 
  



 臺南市 112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教案徵選報名表 

學校名稱(全銜)：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             學校電話 06-2794570 

作者姓名：蔡幸吟 

教學課程名稱：情緒 DIY 

參加類組： 

□幼兒園組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組             □特教主題組 

學習主題：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 

作者基本資料：（第一位為主要聯絡人）（往後訊息通知將以 e-mail 為主，務請詳填） 

編

號 
姓名 服務學校 行動電話 E-mail 

1 蔡幸吟 仁德國小 0910768053 s6785753@tn.edu.tw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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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臺南市 112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教案徵選 

「智慧財產切結書暨授權書」 

校名(全銜)：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 

 

作品名稱：情緒 DIY 

   本教學者(團隊)參加臺南市 112 學年度『精進教學計畫』性別平等教育教案徵選」計

畫，其所選拔之作品未涉及抄襲，如有抄襲情事，得由主辦單位取消參選及得獎資格，並收

回所得禮券及獎狀，本人無任何異議，並不再主張任何相關權利。 

   此外，就本作品授與主辦單位一免授權金、全球性之永久權利，為宣傳活動或產品，得

於重製、編輯、改作、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列、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重新

格式化、散佈或使用參賽作品，並得轉授權。據此，授權者同意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其指定

協助單位可選擇將此作品，張貼於相關的網站供人點覽或於各媒體或公開場所公開播送、公

開上映、公開傳輸或散布。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立書暨授權人（一）：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含里鄰）： 

立書暨授權人（二）：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含里鄰）： 

立書暨授權人（三）：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含里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