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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
活動名稱 家的結構轉變，愛的元素不變 作者 雲林縣東明國中

林芝宇

性平內涵
6-1- Ⅱ -6 認識家庭型態的差異，
以接納自己與尊重他人家庭組成
的多元面貌。

實施年級 國小高年級 ~ 國中

可結合領
域或主題

社會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議題：性別、人權、多元文化 節數 3-4 節課

設計理念

　　社會給的標籤常常若有似無的暗示他們家庭、出身的優劣，而讓許多
孩子陷入自艾自卑的泥淖之中。我想讓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愛的，並看見自
己家庭的獨特美好。《一個家，一個故事：多元家庭物語》，它以孩子的角
度出發，描繪出 15 個不同的家庭樣貌，藉由本書的設計我想告訴孩子家
庭不該侷限於形式，單親爸媽、繼親父母、新住民家庭、性別相同家人，
形式上不一樣，但本質卻相同，只要有愛，就能成為一個幸福的家。

學習目標
/ 重點

1. 認識多元家庭樣貌，每個家庭都不一樣，也沒有所謂完美的家庭形式。
2. 指認出社會對「非典型家庭」的刻板印象與歧視。
3. 發掘各類多元家庭的優點，翻轉既定的刻板印象。
4. 瞭解家庭的「形式健全」絕對比不上「功能健全」來的重要，「愛」才
    是幸福家庭的主要前提。

執行方式

一、課程引導
( 一 ) 教師先請同學到黑板上寫出不同形式的家庭組合，像是：「單親、

        寄養、性別相同、頂客、核心、折衷、繼親家庭、育幼院等」

小撇步：有些家庭名稱，在國一公民課會正式教到，教師可以視
狀況補充說明。

( 二 ) 接著討論：「妳 / 你覺得什麼樣的家庭最幸福？為什麼？」

小撇步：請同學自由回答，沒有標準答案，主要要讓同學知道，
大家對幸福家庭的標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每一種家庭都有優點
跟缺點，沒有十全十美的標準家庭。

二、繼親家庭：以〈白雪公主的新媽媽〉一文為例
〈白雪公主的新媽媽〉一文闡述繼親家庭中孩子對於新成員的恐懼，
最後故事中的孩子從原本的排斥到後來的接納，扭轉世人對於繼親
家庭的刻板印象。

　　教學建議：
（一）在分享故事之前我會先問：「後母、繼父是不是就會欺負沒有
　　　血緣關係的小孩？」

小撇步：老師可以舉出白雪公主被後母虐待的故事，說明故事裡
都流傳著後母的可怕，但是是不是所有沒有血緣的爸媽都會欺
負，或不公平的對待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呢？



 

執行方式

（二）請同學用接力的方式念完〈白雪公主的新媽媽〉，再請同學裡討論文章裡的
　　　新媽媽是不是很壞？家裡有哪些的地方變得不一樣了？
（三）再請同學想一想為何主角這麼排斥她的新媽媽？
（四）如果妳 / 你是那位新媽媽，要踏進一個新的家庭，妳 / 你的感覺是什麼？

小撇步：引導學生須觀察、給予機會，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壞，並讓同學們了解這
些刻板印象的造成是因為民間故事的不斷流傳、恐嚇，反而阻礙了更多家庭幸福
的可能。

三、新住民家庭：以〈開車回台東〉一文為例
　　〈開車回台東〉一文以孩子的口吻，闡述家中有來自泰國的新住民媽媽，因為
語言、文化的不同，與有原住民血統的夫家在溝通與相處上阻礙重重，但新住民母
親仍然握著方向盤，開出自己自信活躍的生命之路。

教學建議：
（一）今天要跟同學介紹一個很了不起的紀錄片導演，她專門拍在我們台灣這塊土
　　  地上不被注意的人，而藉由這些紀錄片，讓我們更能去看見且思考，看完下
　　   面的影片，請告訴我，妳 / 你從這位導演，看見了什麼？

小撇步：引起動機時，請教師先著重在這位導演的貢獻上，而不是身分上。

（二）播放影片：〈幸福新民報〉第三季紀錄片導演──阮金紅

小撇步：影片播完可著重在開頭阮導演對紀錄片上的用心與作品目的，以及中後
段女兒可以以很流利的越南語跟越南家人通電話的部分。

（三）請問這位阮導演的國籍是？她同時也是一位新住民，請問什麼是新住民？

小撇步：老師可趁機引導同學外籍新娘這樣的稱號帶有歧視，用這樣的稱呼也並
不恰當，新住民的稱呼是後來經過統計後，被認為較正面的稱呼方式。

（四）各位同學有發現阮導演的女兒時常打電話給越南的親人嗎？妳 / 你覺得這樣
　　   好不好？

小撇步：提出新住民家庭的優勢，像是語言、文化、飲食、國際觀等多元視野
的拓展。

（五）如果家裡面有人來自不同國家，妳 / 你覺得優點多還是缺點多？為什麼？

小撇步：新住民的困境之一是來自於歧視，除了社會歧視外，家人對東南亞文
化、語言的刻板印象也常令新住民感到不舒服，教師應引導文化、語言沒有優
劣之分，台灣也有不少文化讓外國人不敢苟同 ( 皮蛋、鴨仔蛋 )，也可以介紹

「新南向政策」，強調認識更多文化、語言的前瞻性，翻轉既定印象。



 

執行方式

( 六 ) 妳 / 你覺得為什麼大家會歧視新住民？

小撇步：有同學會說，新住民都會寄錢回家鄉，老師可以引導每個人都無法捨棄
自己的原生家庭不顧，如果自己原生家庭有困難，本來就會設法幫助，如果換作
是自己，難道不會這麼做嗎？為何選擇離開自己熟悉的土地，一定有很多不得已
的苦衷，換作是自己，還不見得能像這些新住民媽媽們這麼堅強、勇敢。教師也
可舉出自己跟新住民互動的正面例子，譬如有很多新住民媽媽很照顧孩子，或是
多才多藝等等。

( 七 ) 思考一下「有哪些身分的人容易被歧視？」、「這些人他們的優勢又是什麼？」

小撇步：性別、階級、種族，都有可能被歧視，可以舉出新聞事件，如「台北車
站大廳圍紅龍」，或是「菲律賓移工阮國非身中九槍」新聞事件等。

( 八 )「如果下次看到有人被歧視，我想對她 / 他說？」
          下圖為學生學習單作品：

四、單親家庭：以〈媽媽的香水百合〉一文為例
　　〈媽媽的香水百合〉描寫孩子目睹每天開心送自己上學的媽媽在家中猝逝的經
過，故事中的孩子從不願意跟別人說，到後來因為老師的協助與同學的關心下，
能更坦然地面對母親的離開。

       教學建議：
（一） 課程之初，教師可以先告訴同學生老病死是一件自然的事，每個人都會遭遇
          到，差別只是時間的不同，但是當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時，如何好好面對跟
          處理情緒，需要大家的陪伴與幫助。

小撇步：教師倘若願意，可分享自身的經歷，讓學生了解這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
過程，而且即使是老師，當下也不見得能冷靜地面對。

( 二 ) 播放影片：法國巴黎壽險廣告：爸爸給女兒的一封信

小撇步：看完影片，可以請大家分享影片給自己的感覺，主要引導，爸爸雖然身
體不在了，但是爸爸的精神其實一直都在，他的陪伴跟關心也一直都在。

( 三 ) 請同學以接力的方式念完〈媽媽的香水百合〉的內容，再請同學想一想為何
         主角不希望別的同學知道媽媽過世的事情？



 

執行方式

( 四 ) 如果妳 / 你是主角的老師，妳 / 你會怎麼做？為什麼？請同學提出作法，
        並一起討論作法中的優缺點。

小撇步：可強調每個人抒發情緒的方式不一樣，需要被安慰的方式也不一
樣，需要尊重並了解對方的需求。

( 五 ) 請同學分享自己是否也有自己親人、寵物離開的例子，並說明心情，以
         及自己如何抒發或是希望別人怎麼安慰妳 / 你。

小撇步：採自願發言，有些同學可能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也有些同學不見
得已經面臨過親人死亡的經驗，但可以分享自己難過時希望別人怎麼安慰
你，這樣妳 / 你的好朋友才會知道這個時候可以怎麼做 。

( 六 ) 在課程結束後發下學習單，請同學畫下或寫下想對離開的人或寵物說
         的話。

小撇步：有些同學不見得在課堂上發言踴躍，但是在學習單上卻有很多話想
說，藉由書寫的過程，也是自己對生命、情緒的一種整理或宣洩。

五、課程後可思考
( 一 ) 想一想為何書名要叫做《一個家，一個故事》？
( 二 ) 妳 / 你的生命中，有看過或聽過哪些家庭的樣貌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妳 / 你覺得他們的快樂或困難是什麼？
( 三 ) 妳 / 你覺得一個家最重要的組成因素是什麼？為什麼？

教學資源 /
教材

書本：一個家，一個故事：多元家庭物語。作者：王儷靜、劉育豪、林慧文
　　　（2011）。台北：女書。
影片：〈幸福新民報〉第三季第二集紀錄片導演──阮金紅特輯。
　　　法國巴黎壽險廣告：爸爸給女兒的一封信。

教師個人
準備

可事先閱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 78 期：〈多元家庭的教與學〉P131–135。
作者：林芝宇。

可延伸之

主題或其

他建議

　　課程中應留意，每一篇談的家庭樣貌並不一樣，所以引導的方式也不同，但
最重要的是，不要讓課堂中的孩子覺得自己被貼標籤，如果有同學在發言時說出
對單親、繼親、不同性傾向、新住民等負面形象時，一定要舉出正面的例子，可
以用教學者自身的經驗，或是請同學舉出正向的例子來顛覆刻板印象。
　　延伸主題：教師可介紹「歧視」從何而來，以及如何影響我們去看待別人。
推薦書籍：李淑菁（2016）反歧視教育。多元文化課程轉化。載於劉美慧、游美
惠、李淑菁（編），多元文化教育（頁 167-189）。台北市：高等教育。

給現場教師的一段話

　　學生的家庭從來都不是只有一種形式，但是多元型態的家庭，卻很少在教科
書中被描繪和討論。非典型家庭越來越多，但是我們卻未讓孩子喜愛自己家庭的
獨特，反而在標籤後，預測他可能比核心家庭的孩子有著更多的問題：因為少了
一位媽媽或爸爸，所以一個家長要身兼二職，容易出現教養問題；因為隔代教養
或新住民母親，所以孩子缺少文化刺激，落後一截。身為教師的我們，除了該提
醒自己避免落入刻板印象中，還可以設法引導「典型家庭」出身的學生理解差異，
發展同理，也能引導來自「非典型家庭」的學生看見自己家庭的美好，自信的成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