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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愛為首，用健康打底—性教育之生活技能學習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邱寵萱、吳凱雯、王鈺虹 

 

戀愛，是需要透過時間慢慢地了解、屢屢地溝通、常常地關懷、深深地負

責與時時地尊重。時常可以感受到越親近越有更多需要覺察、思考、溝通和解決

問題之處。因此，「談」戀愛需要時間，彼此喜歡或相愛的兩人，更應該學習生

活技能(life skills)，覺察自己的感受，並且在長時間相處與互動中理解對方，透過

有效溝通，互通彼此價值觀，進一步確認戀愛的合適性，並在關係中做合適的決

定。  

**教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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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活動主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健體領域健康科的教學內容共有九個次項

目，而此次教學重點介入議題為八年級的「性教育」。此教案主要呈現性教育課

程中健康性價值觀、健康關係建立的議題，能了解「愛」的意涵、在情感發展與

維繫能有效溝通、情感結束時能自我肯定式拒絕，在親密行為抉擇時能做合適的

決定、問題解決及自我肯定式拒絕。 

貳、 教學緣起： 

【「速」時愛情】 

美國電影「真愛挑日子」：「Affection is when you see someone’s strength. Love 

is when you accept someone’s flaws. 」(喜歡，是看到一個人的優點；愛，是接受

一個人的缺點)。 

莎士比亞曾言：「愛情不是花蔭下的甜言，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語，不是輕綿

的眼淚，更不是死硬的強迫，愛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上的。」 

  

現今常有「速」時愛情的戀愛型態，透過快速地認識，神速地投入，然後

飛速地進展，最後光速地分手。在這些過程中，常常不明就裡就經歷戀愛的各個

階段，過程中仍有喜、怒、哀、樂、悲傷、歡喜、忌妒、興奮等情緒。然而戀愛，

是需要透過時間慢慢地了解、屢屢地溝通、常常地關懷、深深地負責與時時地尊

重。因此，「談」戀愛需要時間，看見一個人的亮點和優點很容易，但是真正地

了解自己和他人是費時且需要用心的。此外，也要更多時間覺察自己的感受，並

且在長時間相處與互動中理解對方，透過溝通，互通彼此價值觀，進一步確認戀

愛的合適性。 

 【「談」情「說」愛】 

美國電影「手札情緣」；「相愛絕對不簡單，甚至非常艱難。」 

「相愛容易，相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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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在經過口頭允諾或彼此確認情感後，進入戀愛關係。然而，在關係

中學習親密的互動。時常可以感受到越親近越有更多需要覺察、思考、溝通和解

決問題之處。因此，彼此喜歡或相愛的兩人，更應該學習生活技能(life skills)，進

一步能在自我覺察後，做出合適的決定、妥善管理情緒和壓力，積極正向地解決

問題，有效地溝通和表達自己的感受。如此一來，在親密人際關係中，能感性體

會，理性思考；主觀情感，客觀決定。 

【健康全人感受愛 為生活做決定】 

「人是情感的動物，並不是非黑即白、不愛即恨，情緒與感受是有層次的，

更有不同的深度以及廣度。」(國民健康署婦幼健康組，2021) 

全人教育的性教育是教「人」為「人」的教育，協助學生「建立自尊」與

學習「愛與被愛」。(高松景，2006) 

自尊即為能相信並對自己的能力和價值有信心，在需求理論中，是通往自

我實現舉足輕重的角色。期盼學生能在人生的歷程中，感受、覺察、體會人與人

之間喜歡與愛的感覺與行動，進一步在團體中能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奠定情感

教育的基礎。未來，在學習情感表達與溝通、自我肯定式拒絕、做合適的決定後，

能建立健康的親密人際關係，在關係好好互動相處、在相處中好好溝通與表達、

在覺察後更能透過素養學習，多層面思考、判斷，做任何健康的決定。 

參、 教學活動對象：八年級。 

肆、 教學活動時間：10 節課。 

伍、 教學理念與架構： 

有效溝通技能、自我肯定式拒絕技能是溝通與人際交往能力(人與人)能力中 

重要的生活技能(life skill)。有效溝通技能希望能讓學生透過口語與非口語表達方

式，清楚合宜地自我表態相關的資訊、想法和情緒，並符合當下的情境和文化。

自我肯定式拒絕技能希望讓學生在自我覺察個人想法、感受、對生活影響後，能

在合適的情境中，堅定且真誠地表達自己拒絕的想法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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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架構** 

 

 

 

 

 

 

 

 

 

 

 

 

陸、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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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健康的觀點與立場。 理解體育與保健 

的基本概念，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學習內

容 

Db-Ⅳ-4 愛的意涵與情感發展、維

持、結束的原則與因應方法。 

Db-Ⅳ-6 青少年性行為之法律規

範與明智抉擇。 

 

二、學習目標 

(一) 了解愛的意涵，並能覺察生活中愛的具體行動。 

(二) 在情感發展與維繫的情境中，演練有效溝通技能，學習以同理心表達情

感。 

(三) 在情感結束的情境中，能理解自我肯定式拒絕的重要性，並演練合適的

拒絕方式。 

(四) 了解未成年親密行為對個人的影響，並能善用生活技能做合適的決定。 

 

柒、 教學方法 

一、生活技能教學 (高松景，2019) 

 

(一) 有效溝通：透過情境讓學生演練使用口語和非口語，用適合我們的

方式，表達我們自己的思想、情感、價值觀。 

(二) 自我肯定式拒絕：引導學生透過情境設定，練習演練以下的原則。 

清楚陳述自己的立場與真實意思→提供一個原因。（給予合理解釋）

→瞭解他人的感受，使用正向的語言，態度溫和。（也可提出替代

建議→肯定並維護自己有拒絕的權力。（選擇離開或不予理會） 

(三) 做決定：透過學習未成年未婚懷孕可能的影響，進一步思考不同方

案的合宜程度。練習演練以下的步驟。 

概念形成 概念演練 概念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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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確定你必須作決定→列出所有可能的選擇→列出所有選擇的優

缺點→作出決定→評價決定：這是一個好的決定嗎？ 

二、資訊融入教學 ：嘗試讓學生使用 IPad 完成「愛的照片」任務，練習使

用 Google 平台的共編功能，也一同練習網路使用與學習的規則和尊重。 

 

 

 

 

 

 

 

捌、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歷程 

學習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 

【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 

(一) 健康教育課本(康軒版)。 

(二) 簡報。 

(三) 「欣賞」、「喜歡」、「愛」的小短片。 

(四) 「健康溝通 LET’S GO---個人學習單」、「手分手--好聚好散」學習

單、「做決定」學習單。 

(五) 便利貼。 

二、學生準備： 

(一) 思考或與家人朋友討論對於愛情與戀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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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課前翻閱自己的寶寶手冊或與家人討論關於自己出生的歷程。 

(三) 上網搜尋關於未成年未婚懷孕相關的解決辦法。 

LOVE 愛--Understand it, feel it-- 

(一) 【引起動機】 

一、教師藉由與學生討論「國中生是否

可以談戀愛？」引導學生覺察自己

對於「愛情」、「戀愛」的定義。 

二、教師進一步詢問「父母會贊成國中

生談戀愛嗎？」引導學生延伸思考

或與討論家人對於戀愛的想法。 

 

簡報 

 

10’ 

 

學生是否

能提出自

己的論點 

(一) 【教學活動一】對你來說，什麼是？愛 

一、教師鼓勵學生嘗試用一句話形容

「愛」。 

二、教師藉由閩南語、英語與名人對於

愛情的定義，引導學生思考愛的意

涵。 

簡報 10’ 學生是否

能用一句

話形容

「愛」 

(一) 【教學活動二】欣賞、喜歡、愛 

一、教師透過小短片，循序漸進引導學

生理解欣賞、喜歡與愛的意涵和差

異。(教師於解說中，讓學生思考

講到「欣賞」、「喜歡」、「愛」能想

到身邊的哪些人。) 

二、教師進一步引導學生舉出感受「被

喜歡」、「被愛」的實際行動。 

三、教師解由解析劍橋辭典中「LOVE」

簡報 

小短片 

50’ 學生是否

能舉出感

受「被喜

歡」、「被

愛」的實

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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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連結佛洛姆愛的藝術中真

愛的要素。 

(一) 【評量與總結】愛的任務 

一、教師解說愛的任務：拍出心中充滿

愛的照片並簡單描述原因。 

二、教師透過自身及學長姐照片引導

學生完成任務。 

三、待學生完成之後，給予學生上台分

享及相互評量。 

四、教師總結：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了解愛的意涵

後，對於國中生是否可以談戀愛的

議題，是否有建立新的觀點。 

簡報 

 

10’ 

 

 

30’ 

 

20’ 

 

5’ 

學生是否

能結合照

片和愛的

意涵說

明。 

互動不難  唯尊與愛 

(二) 【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自己認為適宜

的情感發展歷程。 

二、教師詢問學生認為的完美情人是

什麼。 

三、教師說明在團體中可以了解一個

人的多元面貌。 

簡報 

 

5’ 學生是否

能表達自

己認為適

宜的情感

發展歷程 

(二) 【教學活動一】 

一、教師藉由圖片引導學生思考團體

活動、團體約會、單獨約會、固定

對象的方式與影響。 

簡報 

「健康溝

通 LET’S 

GO---個人

20’ 學生是否

能完成學

習單中

「能成



10 
 

二、教師讓學生思考並寫下「能成長、

能感幸福的愛情公式」。 

三、待學生完成後，與小組討論完並提

出三個必要條件。 

四、教師歸納與整理班級共同認為的

愛情公式要素。 

學習單」 長、能感

幸福的愛

情公式」 

學生是否

能於討論

後提出三

個要素 

(二) 【教學活動二】 

一、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感情交往三兩

事。 

二、教師聚焦於「有效溝通」。 

簡報 5’  

(二) 【教學活動三】 

一、教師透過「角色卡」和「情境卡」

的配對，讓學生練習運用有效思考

原則寫出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感受

和想法。\ 

二、教師請學生分享。 

簡報 

「角色

卡」 

「情境

卡」 

「健康溝

通 LET’S 

GO---個人

學習單」 

20’ 學生是否

能完成學

習單中

「角色

卡」和「情

境卡」配

對後的表

達內容 

(二) 【教學活動四】 

一、教師藉由解說愛情中有效溝通包

含「自我表露」和「分享情感」，

並透過兩段告白短片讓學生思考

對於兩人關係的影響。 

簡報 

小短片 

「健康溝

通 LET’S 

GO---個人

25’ 學生是否

能完成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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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進一步請學生思考若為角色

阿拓學長，藉由有效溝通的技能嘗

試向小嵐告白。 

三、教師抽籤，請學生分別站在角色椅

後，扮演阿拓學長及小嵐，透過告

白對話，感受是否能合宜地接收訊

息。 

學習單」 

(二) 【評量與總結】 

一、教師請學生找到不同性別的同

學，根據自己寫的對話，給予想法

和感受的回饋。 

二、教師總結：在情感發展中，有效溝

通常是我們認為愛情的重要元

素，因此嘗試學習用合適的方式表

達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是十分重要

的。 

簡報 

「健康溝

通 LET’S 

GO---個人

學習單」 

15’ 學生是否

能於學習

單中給予

他人回饋 

勇敢表達不傷人   自尊接納不傷己 

(三) 【引起動機】 

一、教師透過三個不同層次的情境，詢

問學生會如何拒絕他人。 

(生活情境→道德評估和友情→告

白和人際關係) 

二、教師透過猜拳活動讓學生體驗拒

絕與被拒絕的人的感受。 

 

簡報 15’ 學生是否

能參與活

動 



12 
 

(三) 【教學活動一】我不願意我拒絕 

一、教師解說並舉例「自我肯定式拒絕

的好配件」。 

二、教師引導學生透過小嵐拒絕阿拓

學長的情境，演練不同拒絕方式。 

三、透過不同拒絕方式的優缺點，了解

自我肯定拒絕的合適性。 

簡報 20’ 學生是否

能提出不

同拒絕方

式的問題 

(三) 【教學活動二】被拒絕我接受 

一、教師詢問學生日常被拒絕的感

受。(例如：想打球被拒絕、想要

加分被拒絕……。) 

二、教師引導學生透過阿拓學長被小

嵐拒絕後的心境與想法，體會不同

思考方式可造成的影響。 

三、透過被拒絕後不同的思考，了解理

性思考與建立自尊的重要性。 

簡報 15’ 學生是否

能提出不

同思考造

成的影響 

(三) 【評量與總結】 

一、教師藉由「手分手—好聚好散」學

習單，讓學生透過短片，為男主角

擬定自我肯定式拒絕戀愛關係的

情境。 

二、教師讓學生扮演女主角，回應同學

寫出的拒絕對話。(看到時的感受

以及回應) 

三、教師讓學生拿回自己的學習單，看

簡報 

「手分

手—好聚

好散」學

習單 

40’ 學生是否

能完成學

習單 

學生是否

能給予他

人學習單

回饋 

學生是否

能從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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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同學的感受和回應後，自我評估

自己的拒絕是否合適與自己的感

受。 

四、教師總結：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願

是我們的權利，尊重不傷害別人是

我們的義務。 

回饋中描

述自身感

受 

孕氣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四) 【引起動機】 

一、教師透過學生已學習過的余光中

文章「母難日」，感受懷孕是喜悅

且充滿期待。 

簡報 

 

10’  

(四) 【教學活動二】 

一、教師解說生命形成的歷程。 

二、教師引導學生上台畫出印象中懷

孕的樣貌及可能遇到的徵狀。 

三、教師對照學生繪圖，解說孕期的甜

蜜辛勞，引導學生感受孕期諸多的

變化與狀態。 

簡報 

 

20’ 學生是否

能畫出印

象中懷孕

的樣貌及

可能遇到

的徵狀 

(四) 【教學活動三】那一聲啼哭   那一生

牽掛 

一、教師詢問學生是否了解自己的出

生方式。 

二、教師解說自然產與剖腹產。 

三、教師透過母親的信與照片經歷，引

導學生了解懷孕生產後母親及家

簡報 

便利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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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轉變。 

四、請學生寫下當自己在媽媽的子宮

裡，想跟媽媽或其他家人說的話。 

 

學生是否

能於便利

貼中寫出

對家人說

的話 

(四) 【教學活動四】他們準備好了嗎？ 

一、教師透過不同情境的懷孕經驗，引

導學生思考媽媽與家人是否是準

備好的狀態。 

二、教師透過「依莉的娃娃」繪本與「早

熟」剪輯短片，引導學生理解未成

年性行為的可能風險與影響。 

三、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若遇到繪本和

短片中的情境，身為朋友的我們可

以協助思考未成年懷孕的解決方

案。 

四、教師透過學習單列出不同方案，帶

領學生演練做決定的技能，並請學

生為短片中的女主角選擇一個最

適合她的決定。 

簡報 

學習單 

 

15’ 

 

 

30’ 

 

 

 

25’ 

 

 

 

 

 

 

 

 

 

 

 

 

學生是否

能演練做

決定的歷

程 

 【總結】 

教師說明：戀愛、結婚與生育雖然

並非人生必經歷程，但對於準備好的人

簡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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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是充滿幸福感且能感受愛與被愛

的歷程。期許學生在課程後，未來都能

在覺察個人自身感受與狀態後，了解戀

愛、孕期、孕後的可能情況，進一步做

合適的決定、體驗生活，創建幸福人生。 

玖、 教學評量 

一、教學評量對應學習目標檢核表 

領域核心素養 具體指標內涵(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達成 

是 否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 

與健康情境的 

全貌，並做獨立 

思考與分析的 

知能，進而運用 

適當的策略，處 

理與解決體育 

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J-B1 

具備情意表達 

的能力，能以同 

理心與人溝通 

互動，並理解體 

育與保健的基 

本概念，應用 

於日常生活。 

1. 了解愛的意涵，並能覺

察生活中愛的具體行

動。 

□學習單 

□課堂活動參與

度與心得 

ˇ  

2. 在情感發展與維繫的情

境中，演練有效溝通技

能，學習以同理心表達

情感。 

□學習單 

□線上健康教育

手冊     

ˇ  

3. 在情感結束的情境中，

能理解自我肯定式拒絕

的重要性，並演練合適

的拒絕方式。 

□學習單 

□線上健康教育

手冊 

ˇ  

4. 了解未成年親密行為對

個人的影響，並能善用

生活技能做合適的決

定。 

□學習單 

□線上健康教育

手冊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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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評量工具使用說明 

(一) 「健康溝通 LET’S GO---個人學習單」學習單 

    

 

 

 

 

 

 

 

 

 

 

 

【概念形成】了解是否

符合有效溝通的原則。 

【概念演練】實際寫出

一段符合有效溝通的

內容，並包含自我表達

和分享情感。 

透過同學的回饋，進一

步了解學生是否學習

有效表達自我與確認

對方的感受。 

【概念演練】讓學生實

際扮演情境中的角色，

並詢問對方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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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分手--好聚好散」學習單 

 

 

  

【概念演練】學生是否能清

楚表達、提出理由、了解對

方感受並關注自己的情緒

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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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做決定」學習單 

 

  

【概念演練】在課程引導與學習懷孕

期及孕後可能的身心變化，進一步思

考影片中未成年未婚懷孕的可能影

響，最後演練做決定技能，為女主角

做出合適他的決定。 



19 
 

三、學習評量標準 

【健康知識】 

**參考心測中心評量標準** 

次主題/等

級 

A B C D E 

健康知識 

能理解全人

健康概念與

其多層次意

義，明白行

為與健康之

間的關聯性

與提出看

法，完整地

瞭解健康議

題的知識內

涵。 

能說明全

人健康概

念與其意

義，描述行

為與健康

之間的相

關性，正確

地瞭解健

康議題的

知識內涵。 

能認識基

本的健康

概念與其

意義，大致

地明白行

為與健康

之間的相

關性，簡要

地瞭解健

康議題的

知識內涵。 

能有限地

認識健康

概念與其

意義，粗略

地瞭解健

康議題的

知識內涵。 

未達 D

等級。 

本評量 

評分指引 

能完整且正

確地描述愛

的定義。 

能正確地

描述愛的

定義。 

能簡要地

描述愛的

定義。 

能粗略地

描述愛的

定義。                                                                                                                                                                                                                                                                                                                                                                                                                                                                                                                                                                                                                                                                                                                                                                                                                                                                                                                                                                                                                                                                                                                                                                                                                                                                                                                                                                                                                                                                                                                                                                                                                                                                                                                                                                                                                                                                                                                                                                                                                                                                                                                                                                                                                                                                                                                                                                                                                                                                                                                                                                                                                                                                                                                                                                                                                                                                                                                                                                                                                                                                                                                                                                                                                                                                                                                                                                                                                                                                                                                                                                                                                                                                                                                                                                                                                                                                                                                                                                                                                                                                                                                                                                                                                                                                                                                                                                                                                                                                                                                                                                                                                                                                                                                                                                                                                                                                                                                                                                                                                                                                                                                                                                                                                                                                                                                                                                                                                                                                                                                                                                                                                                                                                                                                                                                                                                                                                                                                                                                                                                                                                                                                                                                                                                                                                                                                                                                                                                                                                                                                                                                                                                                                                                                                                                                                                                                                                                                                                                                                                                                                                                                                                                                                                                                             

無法描

述愛的

定義。 

說明 

能針對照

片，清楚描

述了解、尊

重、關懷與

責任四個向

度。 

能針對照

片，清楚描

述了解、尊

重、關懷與

責任中任

三個向度。 

能針對照

片，清楚描

述了解、尊

重、關懷與

責任中任

一至兩個

僅能針對

照片，大約

描述了

解、尊重、

關懷與責

任中任一

無法針

對照片

描述了

解、尊

重、關

懷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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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至三  

個向度。 

任中任

一個向

度。 
 

 

【生活技能】 

**參考心測中心評量標準** 

次主題/等

級 

A B C D E 

生活技能 

能流暢地演

練自我調

適、人際溝

通互動、決

策與批判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題的完整能

力。 

能正確地演

練自我調

適、人際溝

通互動、決

策與批判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題的基本能

力。 

能大致正確

地仿照自我

調適、人際

溝通互動、

決策與批判

的技能，展

現解決健康

問題的基本

能力。 

能有限地

仿照自我

調適、人際

溝通互

動、決策與

批判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

題的部分

能力。 

未達 D

等級。 

本 評 量 評

分指引 

能流暢地演

練有效溝通

的技能，展

現解決健康

問題的完整

能力。 

能正確地演

練有效溝通

的技能，展

現解決健康

問題的基本

能力。 

能大致正確

地仿照有效

溝通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題

的基本能

力。 

能有限地

仿照有效

溝通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

題的部分

能力。 

無法仿

照有效

溝通的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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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告白情境中

包含分享情

感與自我表

露，並能給

予對方空間

思考。 

告白情境中

包含分享情

感與自我表

露。 

告白情境中

包含分享情

感或自我表

露。 

寫出告白

情境，但未

包含分享

情感或自

我表露。 

未達 D

級 

 

【生活技能】 

**參考心測中心評量標準** 

次主題/等

級 

A B C D E 

生活技能 

能流暢地演

練自我調

適、人際溝

通互動、決

策與批判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題的完整能

力。 

能正確地演

練自我調

適、人際溝

通互動、決

策與批判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題的基本能

力。 

能大致正確

地仿照自我

調適、人際

溝通互動、

決策與批判

的技能，展

現解決健康

問題的基本

能力。 

能有限地

仿照自我

調適、人際

溝通互

動、決策與

批判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

題的部分

能力。 

未達 D

等級。 

本評量 

評分指引 

能流暢地演

練自我肯定

拒絕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題

能正確地演

練自我肯定

拒絕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題

能大致正確

地仿照自我

肯定拒絕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能有限地

仿照自我

肯定拒絕

的技能，展

現解決健

無法仿

照自我

肯定拒

絕的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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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能

力。 

的基本能

力。 

題的基本能

力。 

康問題的

部分能力。 

說明 

1-1、2-1、2-2

能寫出 3 個

完整的敘述

或感受。 

1-1、2-1、2-2

能寫出至少

2 個完整的

敘述或感

受。 

1-1、2-1、2-2

能寫出至少

1 個完整的

敘述或感

受。 

1-1、2-1、

2-2 僅能大

略寫出 1-3

個的敘述

或感受。 

未達 D

級 

 

【生活技能】 

**參考心測中心評量標準** 

次主題/等

級 

A B C D E 

生活技能 

能流暢地演

練 自我調

適、人際溝

通互動、決

策與批判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題的完整能

力。 

能正確地演

練 自我調

適、人際溝

通互動、決

策與批判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題的基本能

力。 

能大致正確

地 仿照自

我調適、人

際溝通互

動、決策與

批判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題

的基本能

力。 

能有限地

仿照 自我

調適、人際

溝通互

動、決策與

批判的技

能，展現解

決健康問

題的部分

能力。 

未達 D

等級。 

本評量 

評分指引 

能流暢地演

練做決定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能正確地演

練做決定的

技能，展現

解決健康問

能大致正確

地仿照做決

定的技能，

展現解決健

能有限地

仿照做決

定的技

能，展現解

無法仿

照做決

定的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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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完整能

力。 

題的基本能

力。 

康問題的基

本能力。 

決健康問

題的部分

能力。 

說明 

能清楚寫出

四個方案的

優缺點及後

果，並選擇

一個合適決

定。 

能清楚寫出

三個方案的

優缺點及後

果，並選擇

一個合適決

定。 

能清楚寫出

一至二個方

案的優缺點

及後果，並

選擇一個合

適決定。 

能有限地

寫出一個

至三個方

案的優缺

點及後

果，但無法

選擇一個

合適決定。 

未達 D

級 

 

壹拾、 教學實施 

一、教學活動歷程 

  

圖片說明：教師藉由劍橋辭典中 LOVE

的定義，連結佛洛姆愛的定義學習。 

圖片說明：教師藉由讓學生分組思考喜

歡與愛的不同，了解學生的先備概念。 

  

圖片說明：資訊融入教學，學生嘗試使用 IPad 配合雙語課程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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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透過電影短片剪輯情境，學生分析有效溝通的概念，進一步演練有

效溝通技能。 

 

  

圖片說明：學生先自己思考愛的要素。再透過小組討論後，貼出能感到幸福且

有成長的愛情公式。 

  

圖片說明：互動不難，唯尊與愛課程中讓學生練習透過角色卡和情境卡的搭

配，思考如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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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說明：透過日常情境演練有效溝通之情境卡與角色卡 

  

圖片說明：學生能透過短片情境，在告白場景中，演練有效溝通技能，並透過

同學的回饋，理解對方是否正確接收到自己想要表達的。 

  

圖片說明：勇敢表達不傷人、自尊接納不傷己課程中，演練自我肯定式拒絕，

在同學的回饋中能了解他人感受，且持續維護自己拒絕的權利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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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透過三個不同深度的拒絕情境，思考平時會回應的話語，教師再

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其合宜性。 

                   

圖片說明：學生練習分析四個方案的優點、缺點及後果，最後選擇一個合適女

主角的方案，並向同學說明。 

壹拾壹、 教學成果 

一、量性成效 

LOVE 愛--Understand it, feel it--「愛的任務」之成效報告 

等級 A B C D E 

比率 29% 37% 30% 3% 1% 

大部分的學生皆能達到 C 等級以上標準，亦即能從找到或拍攝的照片清楚

描述至少一個向度。 

二、質性成效： 

⚫ 「健康溝通 LET’S GO---個人學習單」學習單、「手分手--好聚好散」

學習單、「做決定」學習單三份學習單，因學生自行完成率較低，故後

來轉為「教學用學習單」，由教師引導後演練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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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學生學習單撰寫內容： 

(一) 愛的任務： 

1. 約 3 成的學生會尋找家中的照片或拍攝覺察到之愛的畫面，而大部

分的學生會從網路上尋找相關的照片。 

2. 從學生尋找的內容也能發現，關於電玩、手遊、網路遊戲中愛情層

面的畫面有增加的趨勢。 

3. 學生大多能從親情、友情中描述愛的意義，而佛洛姆描述愛情中的

真愛定義，學生一開始雖不能立即體會，但後續透過影片剪輯及同

學分享，漸漸能於健康教育手冊表達對愛的定義之理解。 

(二) 「健康溝通 LET’S GO---個人學習單」學習單： 

1. 於教師解說阻力和助力的意義後，學生能於兩個剪輯影片中分析告

白對於兩人關係的助力和阻力。 

2. 透過簡報(圖片 1)說明，學生能藉由角色及情境，寫出告白的話語

內容，進一步能於課堂中演練。 

 

 

 

3. 藉由學習單互相觀摩與回饋，可以了解自己的告白話語是否能讓他

人感受合適與尊重。大多數學生給予接受程度高分都是因為告白的

話語很清楚，能讓人了解告白者的情感和想法， 

(三) 「手分手--好聚好散」學習單： 

學生對於 1-1 及 1-2 表達方式較為不能理解，需要說明「面對面」是最

能觀察、理解對方想法的方式，但有鑑於現今社會的多元聯繫方式，給

予學生思考溝通方式的機會。 

 

圖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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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做決定」學習單： 

於課程說明後，學生大多善於分析四個方案的優點及缺點，唯對於「後

果」的描述需要教師示範及引導。最後，幾乎都能選擇一個合適影片女

主角的方案，但具體的分析及說明，需要多一些時間討論和引導。 

壹拾貳、 省思與建議 

一、省思—學習者角度：(健康教育手冊：線上版課程回饋與個人省思) 

(一) 了解真愛的意涵： 

「我覺得好的愛情主要關心跟了解居多，但我覺得還有很多因素考量 把外

表列為一個造就美好愛情的條件，我個人感覺不太妥當，但確實我也會覺得

有一個相貌良好的伴侶是一件好事。」學生 001 

「我了解了愛是了解，尊重，關心跟負責，也學到很多英文單字。」學生

002 

「上課老師帶我們了解其實｢喜歡、愛、欣賞」這三者間是有差別的，對於

我來說:我愛我的家人、我喜歡我的朋友、我欣賞我的偶像五月天。」學生

003 

(二) 確認自己對於戀愛的想法： 

「原來愛有責任關懷尊重……..所以事實証明。國中生不適合談戀愛，或是

談了卻大部分以失敗收場。」學生 004 

「有提到感情是需要長時間培養的，而國中階段比較缺乏這段培養的時間。」 

學生 005 

「上次上完這堂課後，雖然之前我會覺得國中生可以談戀愛，但如果可以了

解並具備談戀愛所需要的條件，會對彼此都更好。」學生 006 

(三) 學習愛的意涵後，學生的改變： 

「上課時講解了人們發覺自己真的喜歡別人的過程，會很想靠近他、很想知

道他在做什麼事情。透過一系列的影片，讓我更能了解喜歡人的情緒、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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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大家對於「喜歡」這件事情，也不再抱持起鬨、嘲笑的心態。」學生

007 

(四) 學習有效溝通的技能： 

「青少年時期喜歡異性是很正常的，而青少年也正在探索如何和異性相處以

及學習如何表達。」學生 008 

「我學到要如何和別人溝通，也學到不同的告白方式會帶來不同的感受。」

學生 009 

「今天老師教了有關您溝通的方法，如何告白又不讓人有壓迫感，對於我們

這個年紀還挺適用的。」學生 010 

「這堂課我們這組的問題：當我受到老師罵人的話傷害時，我能怎麼做。 謝

謝老師在課堂上時鼓勵我回答問題，也來我們這組和我分享一些想法，讓我

能抓到回答這個問題的重點方式。」學生 011 

「其實對我來說溝通其實並不難，原本我覺得只要把自己想要講的話說出來

而已，但經過今天的活動我發現溝通跟我想的不一樣」學生 012 

(五) 學習自我肯定式拒絕的技能： 

「我覺得老師問的那三個題目實在太真實了，尤其是把別人拉走那題，明明

不想去，卻不知如何拒絕，真讓人困擾！」學生 013 

「今天主要是在練習如何拒絕別人。說真的，我很不會拒絕別人，因此常常

被逼著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今天的練習得到了不錯的評價，給了我信心。

下次真的遇到就可以這樣拒絕。」學生 014 

「我學到了如何委婉的拒絕朋友的請求，也知道要清楚的表明你拒絕的原因，

不然有可能被誤會。」學生 015 

二、省思—教學者角度：(依素養導向教學方向省思) 

(一)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此份教案希望學生不只是了解愛的意涵、有效溝通、拒絕和做決定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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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是願意建立正向的態度，實際演練生活技能，並透過延伸生活情

境、電影畫面，進一步結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學習。 

(二)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七年級進行性教育教學時(圖片 2)，透過自我覺察的概念教學、技能演

練，學生奠定生活技能學習的基礎， 

以便於八年級性教育課程所需之生 

活技能學習時，能新舊學習串連， 

脈絡化地學習。 

透過故事、影片剪輯情境，進一步 

引導學生感受模擬事例，學習演練生活技能。 

(三) 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 

除了性教育的核心概念與知識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學習的策略與方法，

讓學生能建立健康的性價值觀與態度，並且能學會相關的生活技能，更

期盼能延伸應用於生活之中。 

(四) 實踐力行的表現 

性教育的學習需要個別化的思考與覺察，進一步在安全的情境下完成學

習單，並能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去敏感化地演練生活技能。此外，第

一單元課後與英文老師合作，配合英語彈性課程，透過 Nat King Cole

的歌曲 L-O-V-E 引導學生體會愛的意涵，然後再讓學生練習藏頭詩(L 0 

V E)的練習，引導學生轉化知識的學習於英語課程中(圖片 3)。 

 

 

 

 

 

圖片 2 

英語科 王老師 

圖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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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一) 性教育的教學需在健康態度的情境下，引導學生學習，然而，每一位學

生的先備知識與技能不同，需在不斷地引導、確認、互動中，了解學生

的學習情況，進一步能隨時地調整學習的步調與情境。 

(二)  三年生活技能的學習需建構在不同的議題(廣度)與不同的層面(深度)

之上，因此，教師須妥善安排三年課程地圖與架構，方能促進性教育課

程螺旋型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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