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 

PTS MOVE│人權教育教案設計表格 

一、設計理念、課堂簡介 

  烏俄戰爭方興未艾，透過公視專業的影音，與生動的桌遊，搭配校訂的難

民課程，希望讓學生學習換位思考，進而發展出對於國際社會關心與行動的能

力。 

 

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影片觀賞－戰爭下的烏克蘭，人民該何去何從？ 

從影片帶學生認識戰爭下的烏克蘭。 

活動二：如果台灣人也成為難民？ 

二-1 逃難包要帶些甚麼？ 

二-2 逃難路徑 

活動三：難民心境圖卡 

難民心境轉折，從體驗難民的處境來設想自己如果遭遇類似情境的心情。 

活動四：校園目擊者桌遊 

從桌遊培養孩子關心周遭事物的能力。 

活動五：論台灣需要難民法嗎？ 

先介紹國際間保護難民的法律與及意義，運用象限思考法帶領學生思考台灣需

要難民法嗎？ 



 

 

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 / 科目 公民 設計者 鄭淳方 

課程名稱 烏俄戰爭 實施學校 三和國中 

實施年級 8年級 教學節次 2 

實施日期 3月 

設計依據 

總綱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綱核心素養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

民主素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

社會公益活動。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社 2a-IV-1 敏銳察覺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淵源 

學習 

內容 

公 Aa-Ⅳ-1 什麼是公民？ 

公 Aa-Ⅳ-2 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哪些基本的德性？為什麼？ 

議

題

融

入 

議題 人權教育 

學習 

主題 

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 

內涵 

J6 正視社會中的各種歧視，並採取行動來關懷與保護弱勢。 

教材來源 國中七年級公民課本第一課、三和國中校本課程－難民議題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影片 

使用的 

公視影片 

《獨立特派員｜戰火下的烏克蘭，人民該何去何從？》 

學習目標 

1. 知道什麼是難民？ 

2. 能夠同理難民的處境 

3. 願意關心難民議題 

4. 能從法制面思考難民議題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引起動機 

一-1 公視影片觀賞：戰爭下的烏克蘭，人民該

何去何從？ 

 

二、發展活動－如果台灣人也成為難民？ 

情境：一夜之間，桃園機場、總統府、市政府

等地方，因敵軍入侵佔領，陷入一片火海。台

北之外的城市地區，也都受到波及，許多人已

經在逃難的路上。我的親戚鄰居也都紛紛逃

亡。曾經有發表過任何批判新政府的政治意見

者，也都將被逮捕入獄。今晚我決定搭上在大

稻埕捷運站外的逃亡巴士，前往能讓我安全的

地方。 

 

二-1 逃難包要帶些甚麼？ 

準備：教師準備 iPad以及事先教導 ChatGPT及

Google Map協助學生查詢地點與相關的背景知

識與地理資訊以增進逃跑的規劃涉及學生對區

域的了解，教師可透過小組討論或事先引導確

認學生學習認知。 

● 

要實現世界和平，友善包容的願景。 

(1)和學生共同討論在逃亡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帶

些甚麼？背包有限，只能帶十樣物品。 

（錢、急救藥品……） 

(2)討論為什麼帶這些東西？ 

(3)看看烏克蘭難民帶了甚麼？ 

 

二-2 逃難路徑 

(1)討論要逃往哪裡？ 

 日本 美國 中國 韓國 

距離 近 遠 近 近 

保護難

民 

有 有 不明 有 

文化 說日文 

大至接

近 

說英文 

重視人

權 

說中文 

人權較

無保障 

說韓文 

大至接

近 

建議可以列出表格來比較，也可以增列其他

國家。 

 

(2)能否受到該國庇護？可能會遭遇那些困難？

成為難民後生活會有什麼變化？ 

5’ 

 

 

 

 

 

 

 

 

 

 

 

 

 

25’ 

 

 

 

 

 

 

 

 

 

 

 

 

 

15’ 

 



 

 
 

三、綜合活動 

完成難民心境圖卡 

搭配上述故事情境，並根據下列心境座標圖，

換位思考想像自己心境的變化。 

 

一、引起動機 

如果台灣覺得自己非聯合國成員而不願意收留

其他國家的難民？我們未來成為難民時也不會

有人幫助我們。 

 

二、發展活動 

二-1 介紹校園目擊者桌遊 

(1)播放阿宇的故事前導影片 

(2)介紹校園目擊者桌遊規則 

(3)帶學生玩桌遊（事先分好組） 

因桌遊整體進行與難民議題有一定落差，建

議使用部分牌卡，教師可以擷取有關轉學生

或交友問題的牌卡進行討論。 

(4)解讀遊戲結果 

 

二-2 反思活動 

(1)我們這組的活動結果：得分數，關注卡剩餘

數。 

得分數高的話代表同學願意關心班上發生的

事情 

關注卡剩太多的話，代表同學可以花多一點

心思來關心身邊發生的校園事件。 

(2)全班的活動成果是什麼？這個結果你滿意

嗎？ 

跟你們班的實際情況像嗎？ 

(3)如果世界就是一個班級，我們可以怎麼做來

協助難民呢？ 

 

三、綜合活動 

三-1 介紹有國際間難民的法律 



 

三-2 討論台灣需要難民法嗎？ 

運用象限思考法 

 
 

三-3 教師小結 

台灣也曾發生過如來自東南亞難民的問題。

1951年我國尚為聯合國之成員時，曾簽署難民

公約、亦於 1967年簽署難民議定書。然而，之

後我國離開聯合國而為成為正式締約國。我國

呼籲制定「難民法」的聲浪已經有許多年了，

雖已擬定難民法草案，但是尚未正式通過立

法。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1. 學生在選擇逃難包物品時很熱烈，也能提出很多很貼近實際狀況的意見。 

2. 在正式課程中比較少會提到難民，學生能夠藉此課程進一步思考台灣人與難

民的關係與成為難民的可能性，進而思考到難民法的重要性。 

其他參考資料： 

1. 2020世界難民日展覽《疫起呼吸──穿透邊界的聲音》──《與難民找

路》 

2. 三和國中彈性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