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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名稱：打開霸凌之眼 時間：16 分鐘 

教師將霸凌分為五種類型，並用其類型將學生分組。 

五類型：肢體霸凌、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反擊霸凌。並向學生解釋何為霸凌。 

活動二名稱：十六宮格對抗賽 時間：25 分鐘 

每組派人參加十六宮格對抗賽，佔領最多格子的人獲勝。每個格子可能是一個霸凌情境的考題、

迷思澄清。 

活動三名稱：霸凌影展 時間：25 分鐘 

觀賞影片《青春發言人｜霸凌者的告白》，並提出問題： 

1.令你覺得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2.針對霸凌的事情，有什麼可以改變的？ 

並總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語氣、相處方式可能直接或間接造成衝突，因此，保持尊重

與友善的態度面對彼此，會對同儕間的相處更有幫助。 

活動四名稱：霸凌人生劇場 時間：20 分鐘 

邀請同學分成三組各自列隊，分別為霸凌者(封同學)、被霸凌者(羅同學)、旁觀者(放火-李同學)。 

教師分成三階段進行情境模擬，並進行省思及討論： 

階段一：只有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互動。 

階段二：旁觀者加入，只有看著。 

階段三：旁觀者加入，做出協助霸凌者的行動。 

階段四：輪轉角色，可邀請整組角色移動到另外一個角色，可以讓學生感受感覺與想法。 

 

 

一、設計理念： 

人際議題經常是青少年的煩惱，往往人際互動中的泥淖、困境被延伸或放大後，會成為難以抹滅

的「霸凌現象」，我們往往會在韓劇、美劇等媒體中看見，青少年期的霸凌議題，變成後來的一

道傷疤，不僅對自己產生影響，甚至會反饋在自己未來的人際互動，因此希望設計教案、及早預

防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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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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科目 輔導活動 設計者 萬志恩 

實施年級 七年級下學期 教學節次 兩節課，共九十分鐘 

課程名稱 在霸凌消失之前… 

教案實施情形 

1.本教案已實際教學實施 

  (1)實施時間：_________________ 

  (2)實施課程名稱：____________ 

■2.本教案尚未實際教學實施，預計完成日期：由於課程安排與職位緣故，不

確定會實施的日期。 

設計依據 

核心素

養 

總綱核心素

養 

總綱核心素養面向：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總綱核心素養項目：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域核心素

養具體內涵 

綜-J-B1 尊重、包容與欣賞他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運用同理心及合

宜的溝通技巧，促進良好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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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IV-1 落實社會服務的關懷行動，以深化服務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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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 Dd-IV-3 多元文化社會的互動與關懷。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目標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 3: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在西

元 2030 年前，透過預防與治療，將非傳染性疾病的未成年死亡數減少三分之

一，並促進心理健康。 

學習主題 
學習主題一：語言、文字與符號的性別意涵分析 

學習主題二：性別與多元文化 

教材來源 「教育部防治校園霸凌專區」網站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網站 

教學設備/資源 霸凌代表照片共五張、白紙一張、彩色筆一組、簡報檔 

小白板、板擦、白板筆 

使用的公視影片 《青春發言人｜霸凌者的告白》 

學習目標 

認知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stainable_Development_Goal_3
https://bully.moe.edu.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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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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課開始--- 

【準備活動】尋找夥伴 

教育部目前將霸凌分為五種，包括肢體霸凌、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網路

霸凌、反擊霸凌。每一種霸凌有一張代表照片，照片剪成各組人數(四至

五片)，學生透過拼圖方式尋找自己的夥伴。 

註：分類依據源自於「教育部防治校園霸凌專區」網頁分類。 

學生找到同一種霸凌類型的夥伴後，請按照拼湊的照片推測是哪一種霸凌

類型，並寫在桌上的白紙上。 

 

【發展活動】 

 

活動一【打開霸凌之眼】 

教師提問：「什麼是霸凌？」 

學生可能的回應，包括肢體上、網路上看到的、曾遇到的情境或新聞事

件。 

教師以「教育部防治校園霸凌專區」的定義說明：於校園內、外，個人或

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

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

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

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對象包括，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

師、職員、工友、學生對學生。(摘錄自網頁) 

 

活動二【十六宮格對抗賽】 

每組派人參加十六宮格對抗賽，佔領最多格子的人獲勝。每個格子可能是

一個霸凌情境的考題、迷思澄清。 

 

 

8 分鐘 

 

 

 

 

 

 

 

 

 

8 分鐘 

 

 

 

 

 

 

 

 

 

 

25 分鐘 

 

 

 

 

 

 

 

1-1 學生能理解並說出霸凌的定義。 

1-2 學生能說出不同角色的看法。 

情意面:  

2-1 幫助學生能換位思考，各自角色的感受。 

技能面:  

3-1 學生學習面對霸凌情況的應對之道。 

3-2 學生學習與他人團隊合作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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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宮格挑戰賽題目 

 請問「出言恐嚇他人」屬於哪種霸凌類型？答：言語霸凌。 

 請問「受到霸凌後，反倒去霸凌更弱勢者」稱之為哪種霸凌類型？

答：反擊霸凌。 

 請問「傳播最快速、效果影響可能最高的」霸凌類型為？答：網路霸

凌。 

 情境題「小淵透過 Instagram 嘲笑隔壁學校的同學」，請問是否為校

園霸凌？原因是？答：是，不同校學生也算。 

 情境題「小評在班級群組中不斷騷擾隔壁座位的同學，同學不理會小

評，小評還會聯合大家一起孤立該同學。」，請問這符合哪幾種霸

凌？答：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 

 情境題「小賀因為國小被霸凌，升上國中後就欺負班上人際關係比較

不好的同儕。」，請問是哪種霸凌類型？答：反擊霸凌。 

 是非題「霸凌只會發生在學校裡，在校車上或福利社中不算。」答：

錯，校外也列為校園霸凌。 

 是非題「霸凌求助專線為 1980。」答：錯，霸凌求助專線為 1953。 

 是非題「假冒他人網路身分、散播個資」屬於反擊霸凌。答：錯，此

屬於網路霸凌。 

 是非題「當感受到被霸凌時，我會建議被霸凌者直接報復回去，才能

以牙還牙。」答：不建議用直接報復，可能會惡性循環。 

 開放題「我可以和誰討論霸凌的事情。」答：家人、師長、朋友。 

 開放題「當我的朋友受到霸凌並向我傾訴，我可以做些什麼？」答：

傾聽與陪伴；陪伴朋友向師長求助。 

 開放題「如果你看見霸凌行為發生，在校園中可主要求助於哪個單

位？」答：學務處、教官室。 

 開放題「設想遭遇霸凌的人，心中可能的情緒與感受是什麼？」答：

難過、生氣、傷心、無助。 

 開放題「和同學間的相處，可能會因為什麼互動方式發生衝突？」

答：溝通不清楚、態度不好。 

 開放題「分享一件與同學互動好的經驗？」答：開放回答。 

 

小結 

協助學生統整比賽後的想法、感受。 

學生可能會對於需要站出來幫助同學、擔任旁觀者而感到緊張或擔心，教

師可進行回應，或引進輔導室與導師資源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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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數，最高分者優勝可獲得獎勵。 

 

【綜合活動】 

透過今天的活動，大家清楚霸凌的定義、類型與可能遇到的困難，比賽過

程中也讓大家發現，會產生衝突其來有自，未來當你遇到疑似霸凌的情況

時該如何應對，邀請大家下節課能更深入了解。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準備活動】霸凌影展 

播放公視《青春發言人｜霸凌者的告白》學生就上一節課的五組入座觀看

影片，並在影片後邀請學生們以小白板回答。 

ORID 討論 

影片中你看見了什麼？ 

學生可能的回答：Youtuber 也曾有類似的經驗；國中被霸凌。 

令你覺得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學生可能的回答：霸凌的行為；旁觀者的意義。 

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令你有什麼感觸嗎？ 

學生可能的回答：如果當時 Youtuber 放火有做一點事，其實那個人不會

那麼難受；原來受到霸凌的人，其實回頭想一想也覺得自己有可以調整的

地方。 

未來，針對霸凌的事情，我們有什麼可以改變或不一樣的？ 

學生可能的回答：身為旁觀者，如果我可以做點事情，或許被霸凌的人不

會那麼難受。 

教師回饋 

有時，我們能夠理解當下旁觀者會有擔心、害怕也和受霸凌者一樣的感

覺，所以不敢出手幫忙，因此，當下可以衡量自己的情況，覺得能力所及

時再出手相助。 

受霸凌者在影片中的回顧也提醒了我們，其實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雙向

的，語氣、相處方式可能直接或間接造成衝突，因此，保持尊重與友善的

態度面對彼此，會對同儕間的相處更有幫助。 

 

【發展活動】霸凌人生劇展 

就青春發言人的影片，邀請班上同學分成三組各自列隊，分別為霸凌者

(封同學)、被霸凌者(羅同學)、旁觀者(放火-李同學)。 

 

 

4 分鐘 

 

 

 

 

 

 

 

7 分鐘 

 

18 分鐘 

 

 

 

 

 

 

 

 

 

 

 

 

 

 

 

 

 

 

 

1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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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前提說明，當前僅以影片中的描述進行，請同學不可使用在其他生活

情境中。 

分成下列三個階段進行 

階段一：只有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互動。 

注意使用霸凌者的使用詞彙。 

帶上角色名牌，可使學生明白目前是以角色演出，並非真人情境。 

演出一至兩分鐘後，向雙方提問感受與想法。 

階段二：旁觀者加入，只有看著。 

演出一至兩分鐘後，向三方提問感受與想法。 

詢問旁觀者當下的感受，並來回與受霸凌者對話。 

階段三：旁觀者加入，做出協助霸凌者的行動。 

演出一至兩分鐘後，向三方提問感受與想法。 

詢問旁觀者當下的感受，並來回與受霸凌者對話。 

階段四：輪轉角色，可邀請整組角色移動到另外一個角色，可以讓學生感

受感覺與想法。 

去角色化 

邀請學生說出「我現在是某某某，我不是剛剛演出的角色某某某」，讓學

生能離開情境、行為與感受。 

教師回饋 

當下的感覺與想法可能會很強烈與真實，在生活中、未來可能會遇到上述

的情境，身處不同角色時不妨停下來想一想自己的行動，可能會帶給他人

何種感受與想法。 

示意圖 

 

活動紀錄 

教師以半張活動學習單提供學生紀錄感覺與想法。 

【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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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節課對於霸凌定義與種類的理解，直到今天透過影片、實地角色演

練，可能更感受到身處不同角色的感覺與想法，希望大家能將此記錄下

來，未來當你遇到狀況發生時，你可以有選擇的做出適切、合宜的行動。 

實施成果： (預計會有的實施成果) 

尚未實施成果，但期待看見學生有以下幾個面向的呈現： 

一、希望學生能從生活情境中省思自己的所作所為、無論網路上、現實生活中的行動，小小的一

丁點都會對他人產生影響，無論微小或巨大。 

二、擔任各個角色者(霸凌者、被霸凌者、旁觀者)的情緒會有所變化，更能感同身受、換位思考不

同處境下的情緒與想法，推己及人、未來的人際互動中也能實用今日所學所想，實踐於生活中的

人際互動。 

教學心得與省思：(教師引用教學完課程後預計的教學心得) 

一、學生在過程中進入角色時務必提醒「僅為角色所用」，請學生勿套用演練時的台詞、對該位

角色的言語延用至平日互動中。 

二、學生的情緒必須隱維觀察，可能會觸發過往的人際經驗，因此挑選角色必須恰當且經過當事

人同意，前置作業可透過主動邀請與願意的學生進行，且必須在課堂後追蹤輔導至少三次晤談。 

參考資料：  

「教育部防治校園霸凌專區」網站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網站 

 

https://bully.moe.edu.tw/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