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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名稱： 何謂校園霸凌? 時間：45 分鐘 

教師先引導學生思考何謂「校園霸凌」及校園霸凌的種類，並利用公視《青春發言

人｜校園霸凌壓垮青少年的致命稻草?!》片段影片引導學生思考，哪些讓他們印象深

刻？並請同學們分組討論，並上台分享。 

活動二名稱：青春不卡關-霸凌相關法律常識 時間：25 分鐘 

教師提供學習單，請同學找出在國中時期最容易衍生出的校園霸凌行為樣態，以及

教導學生了解不同霸凌行為應負的法律責任。引導學生從實際案例中省思自己是否

曾經有過觸法行為而不自知？可以如何調整？ 並互相討論。 

活動三名稱：影片討論 時間：20 分鐘 

 

一、設計理念： 

根據自殺防治中心統計,台灣超過 300 萬人曾有被霸凌的經驗，一半發生在 10-

14 歲，地點大多在學校,約有 30 多萬人曾因霸凌想自殺。衛生署亦公佈除了老年人

之外，青少年是最容易自殺的高危險群。尤其令人憂心的是青少年自殺有不斷增加

的趨勢，且有群體仿效作用。 

本校因地處工業區，許多學生家庭社經條件不佳，有六成以上學生均屬弱勢家

庭，家長因忙於生計，導致家庭功能不彰。學生在面臨挫折困難時，大多數家長無

法扮演從旁輔助關懷的角色，導致許多學生因與家長溝通不良。從國小起，就習慣

性地用自我傷害來解決心裡的傷痛，而班級中也常因好朋友的自傷行為引起同儕間

仿效,令人深感憂心。 

有鑑於此，故設計一系列的課程，透過講述、觀看影片及學習單的設計，希望

從校園霸凌的議題切入，引導學生思考自己對待他人行為是否適切？或是已經觸法

而不自知？經過課程學習後，也懂得使用正確健康的方式來調節負面情緒，學習更

多元、有彈性的方式尋找問題解決之道，促進身心健康發展，降低自傷自殺風險。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 

「改變教室的風景」教案徵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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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公視《青春發言人｜校園霸凌壓垮青少年的致命稻草?!》片段影片，從主角角

度，進一步討論霸凌最嚴重的後果、被霸凌後被忽視的狀況，及朋友可以給予的幫

助。 

活動四名稱：跟情緒做朋友 25 分鐘 

學生以不記名的方式，寫下心情不好時，曾用過哪些方法來讓情緒冷靜？並將便利

貼貼到黑板上，老師將便利貼在黑板上進行分類（健康 vs 不健康）並邀請學生一起

參與討論。 

活動五名稱：統整活動 20 分鐘 

教師講述大腦如何控管情緒、上層腦下層腦如何分工合作、當上層腦被掀開時要怎

麼辦？由教師歸納總結：任何情緒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不需要刻意避開負面情緒，

但要找到正確又健康的方式消化掉，進而引導學生學習健康調節情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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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領域 設計者 莊菁怡 

實施年級 七年級 教學節次 共 3 節課( 135 分鐘) 

課程名稱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傷 

教案實施情形 

■1.本教案已實際教學實施 

  (1)實施時間：利用新生訓練進行 (111.08.17) 

  (2)實施課程名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傷 

2.本教案尚未實際教學實施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

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域核心

素養具體

內涵 

綜-J-A2 釐清學習目標，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主

學習的能力，運用適當的策略，解決生活議題。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d-IV-1 覺察個人的心理困擾與影響因素，運用適當策略或資

源，促進心理健康。 

學習內容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慣與態度的培養。 

輔 Da-IV-2 重大心理困擾與失落經驗的因應。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生 J5 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飲食運

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

道。 

學習主題 價值思辨 

教材來源 網路資源、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投影機、簡報、簡報筆、便利貼、影片、學習單 

使用的公視影片 《青春發言人｜校園霸凌壓垮青少年的致命稻草?!》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認識校園霸凌的定義、種類，能進一步了解並區別各種霸凌種類的樣態。 

2. 經由教師實例說明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常出現的霸凌行為，與其行為應負的法律責

任，學生能藉此思考並重新調整自己的不適當行為。 

3. 由教師上課教導「情緒」相關課程之後，學生能思考用正確健康的方式來尋求解

決之道，降低自傷自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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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動一：認識「校園霸凌」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先引導學生思考標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傷，讓學生舉

手自由發表他們認為此處所指的「傷」是什麼？讓學生自由發

言，聚焦談的主題為「霸凌」後，再由教師破題說明主題。 

2. 教師運用美國影集《漢娜的遺言》中台詞：「你永遠不知

道,自己對別人做的事，將如何影響他的一生。」在此提醒學

生自己有意無意中的話語、動作、眼神...等，可能都會造成他

人一生的心理創傷，而自己卻不自知。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一：說一說你所認知的「校園霸凌」，讓學生舉手

自由發言，並從學生說出的答案中進一步引導及歸納，統整出

校園霸凌的定義。 

2. 教師提問二：「校園霸凌」有哪些常見的種類？讓學生舉手

自由發言，並從學生說出的答案中進一步補充與說明，將六大

種類（肢體霸凌、言語霸凌、性霸凌、關係霸凌、反擊霸凌、

網路霸凌）一一與學生說明並解釋其具體樣態。 

 3. 教師提問三：回想你的校園生活，從小到大你曾經有過

「霸凌別人」或「被霸凌」的經驗嗎？同學舉手自由發言。 

 4. 教師播放影片（00 分 00 秒~01 分 30 秒）：公視《青春發

言人｜校園霸凌壓垮青少年的致命稻草?!》 

5. 教師提問四：看完影片後，引導學生思考影片中學生所說的

話哪些讓他們印象深刻？為什麼?請同學們分組討論,並派代表

上台分享。 

 

三、統整活動 

1. 教師帶領學生複習重點，一邊提問，答對同學可以加分。學

生根據上述學習到的知識,完成活動一學習單內容。 

2. 教師歸納：從影片中同學的分享，及同學們分組討論後的結

論，你們都已經聽到大家心裡的聲音了。而霸凌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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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多大?因人而異,但別忘了造成的心理的傷害是不可逆

的，而傷害的程度可大可小，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預設別

人的感受。不管是你以前是否有曾「霸凌別人」或「被霸

凌」，老師都希望你們看完影片之後，能夠設身處地、易地而

處為他人想想，多了一份體貼的心意，或許很多的誤會衝突就

可以避免掉了。我們下一節課會更深入地再往下討論，尋求解

方。 

 

活動二：青春不卡關—霸凌相關法律常識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先複習前一節課內容，加深學生對「校園霸凌定義與種

類」的印象。 

2. 教師提問：同學有沒有想過自己曾經有不小心做過霸凌別人

的事？但是自己卻渾然不覺？讓學生舉手自由發言，開放討

論。 

 

二、發展活動 (35 分鐘) 

1. 教師引用臺灣高等檢察署法律宣導資料：青春不卡關-不可

不知的法律 100 題中，找出在國中時期最容易衍生出的校園

霸凌行為樣態，以及教導學生了解不同霸凌行為應負的法律責

任。引導學生從實際案例中省思自己是否曾經有過觸法行為而

不自知？如果可以重來的話，要怎麼調整？請同學分組討論，

聽聽別人、想想自己，找出更多、更好的解決之道，強化解決

問題的方式絕非只有單一種方法，是彈性且多元的。 

2. 老師指示學生完成活動二學習單第一部份後，帶領學生進行

答案正確與否的判斷，並進一步對於同學的疑惑加以解釋。 

3. 老師播放影片（01 分 40 秒~03 分 45 秒）：公視《青春發

言人｜校園霸凌壓垮青少年的致命稻草?!》 

4. 老師從影片中西西的故事切入，帶領同學進一步討論霸凌最

嚴重的後果，可能會引發被霸凌者的自傷或自殺風險，提醒同

學一定要重視，不可不慎！ 

5. 教師指導學生完成活動二學習單第二部份後，請同學們分組

討論，並派代表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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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師播放影片（03 分 46 秒~08 分 13 秒）公視青春發言人

《校園霸凌,壓垮青少年的致命稻草?!》 

7. 觀看完影片後，老師從影片中同學們的現身說法進一步提

問,引導同學思考以下問題:  

(1)同學曾經有「被邊」的經驗嗎？ 

(2)從影片中小翰被霸凌卻被忽略的例子，他選擇斷食、斷

水、甚至不睡覺，你有何看法？如果是你會怎麼做？ 

(3)影片中的霸凌者分享他們為何想要欺負別人的原因：欠缺

朋友（想要跟別人交朋友，所以一起霸凌別人）、覺得好玩、

怕被排擠...，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為了交朋友而去欺負別人這件

事是否正確？如果想要交朋友應該如何做才恰當？ 

(4)影片中的小餘從霸凌者到後來變成被霸凌者，從他自身的

反省，帶給我們什麼省思?  

 

三、統整活動(5 分鐘) 

1. 教師歸納，進行總結提醒： 

(1)萬一真的發生霸凌了，那事後的省思也很重要，「霸凌別

人」的人如果有看不順眼人/事/物時，該怎麼解決調整？或

「被霸凌」的人，受到傷害或委曲了，可以怎麼解決調整？當

你是霸凌事件的「旁觀者」時，衡量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哪些

事呢？ 

(2)許多事情的處理方式不只一種，可以選擇更多元有彈性的

方法來應對,，而非用習慣的方式一直對待別人。 

(3)留意班上需要多關心的同學，盡可能地對他們表達善意，

用關心取代排擠。 

(4)平時應多留意身邊的親友，有任何細微的改變或不一樣，

都要多一份留心。 

(5)強化學生只要平時多一句善意的關懷、問候、眼神、甚或

是一個小小的動作，都可能會對處於負面情緒的人有很大的安

慰作用。 

(6)聽到其他人的想法與做法，可以見賢思齊，將好的方法學

習起來，以後有機會時就可以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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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跟情緒做朋友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重點提示，加深學生在上一節課所歸納出的結論。 

2. 教師用「腦筋急轉彎」這部影片引發學生興趣，提問學生：

情緒從何而來？讓學生舉手自由發言。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當你面對令你覺得不開心或不舒服的人/事/物

時：你通常會怎麼做來調節你的負面情緒呢?它是否有效？或

是你可以試著想想有其他更好的點子或方法嗎？接著進行下面

小活動。 

2. 教師發給每位學生數張便利貼，用不記名的方式請每個人把

自己心情不好時，曾用過哪些方法來讓情緒冷靜呢？待學生書

寫完畢後，將便利貼貼到黑板上，老師將收集到的便利貼在黑

板上進行分類（健康 vs 不健康）而分類的過程，學生們可參

與討論，一起共同把便利貼貼到適當的分類下方。 

3. 教師歸納：教師檢視黑板上分類的結果，對學生們習慣使用

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讓學生一起參與舉手發言

說明原因。進一步引導學生如何健康調節情緒，接下來的課程

將進行說明。 

 

4. 教師進利用講述教學進行簡報說明： 

(1)大腦如何掌管情緒 

(2)上層腦下層腦如何分工合作 

(3)當上層腦被掀開時要怎麼辦? 

(4)學習健康調節情緒的方式 

三、統整活動 

1. 請同學將黑板上歸納的討論結果，填寫至活動三學習單中，

並完成學習單上的問題。 

2. 教師引導學生發現：任何情緒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不需要刻

意避開負面情緒，但要找到正確又健康的方式消化掉。但若時

常負面情緒太多、太滿時就不太健康，一定要懂得找健康的情

緒調節方式來適時抒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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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果：  

1. 透過活動一課程，學生大都能認識校園霸凌的定義、種類，能進一步了解並區別

各種霸凌種類的樣態。經過老師提問後，大多均能正確回答問題。 

2. 在活動二課程中，透過老師引導，學生能思考自己過往行為是否出現的霸凌行

為，透過小組討論後，了解其造成的傷害。在瞭解其行為應負的法律責任後，並

願意重新調整自己可能習慣使用而不自知的霸凌行為，以促進同儕間人際互動的

和諧。 

3. 透過活動三課程，老師能引導學生覺察自己的情緒，透過活動歸納出健康與不健

康的調節情緒方法，促進心理健康，強化學生使用正確健康的心態來面對問題，

並發現問題解決的可能性。透過小組討論，看看別人想想自己，透過典範學習，

分享情緒調節的成功經驗，藉由同儕間正向經驗的學習，降低自傷自殺風險。 

教學心得與省思： 

1. 教學過程中，大量運用提問的方式，學生可能一時之間會抓不到問題核心，需

要教師進一步引導及適時說明。 

2. 執行小組討論任務時，因小組成員的組成有所差異，討論狀況較差的小組，需

要教師從旁引導協助。 

3. 學生所書寫的情緒調節方式便利貼，在進行彙整時，某一種方式可能會出現極

高的重複性，需要靠教師進行補充其他更多的可能，以引導學生更多元、更彈

性的情緒調節方式。 

4. 教師希望不斷觀摩同儕間不同的情緒調節方式，讓學生看到更多元、不同於自

己的、且是正確健康的情緒調節方式。希望能藉由此課程強化學生健康情緒的

調節，並經由同儕間好的方式學習仿效，破除原先存在已久的不健康情緒調節

方式，達到降低自傷自殺風險。 

5. 未來後續課程想針對自傷較高風險的學生，利用觀察記錄表方式，讓學生觀察

自己在一段時間內，針對自己引發情緒的事件，能記錄下來當時事件狀況、使

用何種方式調節情緒、未來可以怎麼做會更好？未來若有機會也希望能針對個

別觀察記錄表的結果，與學生進行一對一關懷，進行更細部的討論、強化他們

做得好的部份給予正增強，並了解他們的難處給予適時建議。 

參考資料：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兒福聯盟、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臺灣高

等檢察署、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