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教學計畫（自編） 

                                               設計者：三年級學年教師 

學習

領域 

綜合活

動 

課程

模式 

【v 】單元主題 

【 】主題統整 
教學模式 

【 】大班【 】分組 

【v 】各班教學【 】其他 

【 】學校層級活動課程【v 】學群合作教育活動【】班級經營教育活 

【 】校本課程【 】銜接教材【 v】補充教材【 】其他       

主題課程名稱 
不是我的錯 

（品格教育-正

義） 

單元數 共分【 1 】單元 

總節數   【 3 】節 

時  間     【 120 】分鐘 

單元活動名稱 不是我的錯 教學時間 【 3 】節【 120 】分鐘 

教學者 三年級學年教師 合作教學者 無 

對應之學校願

景 

【】多元學習【 】快樂和諧【】服務人群 

教學具體目標 

1. 老師指導學生了解繪本故事

的意涵。 
2. 老師指導學生了解暴力待人

所產生的負面結果。 
3. 老師指導學生發 現同學間不

理性或暴力的行為時，不應袖

手旁觀。 
4. 老師指導學生不應盲從他人

不理性的行為。 
5. 老師指導學生能尊重並包容

他人不同的行為習慣。 
6. 老師指導學生能面對自己錯

誤的行為並承認錯誤。 

融入之校本課程分段

概念或十項指定內

涵、或六大議題 

生命教育 

人權教育 

人際關係與溝通活動 

危機辨識與處理活動 

主要領域 

能力指標 

1-3-1 欣賞並接納他人 

1-3-2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2-3-3 規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需

要的策略與行動。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社會6-2-4 說明不同

的個人、群體( 

如性別、種族、階層

等)與文化為何應 

受到尊重與保護，以

及如何避免偏見 

與歧視。 

1-2-2 關心弱勢並知

道人 

權是普遍的、不容剝

奪的 

1-2-4 舉例說明生活

上違反 

人權的事件，並討論

發生的原因 

 

教學活動流程 

一、  引起動機  

1.  根據「黑板上的○」，教師問：「你看到的是什麼呢？」（小朋友可

能有各式各樣的答案）  



2.  引導小朋友要知道同一個東西，從不同的角度往往有不同的看

法。許多事情由於立場不同，難免會有一些差異。常站在別人的

立場，更容易體會他人的難處，也會有更大的接納和包容。  

二、  發展活動  

（一）故事呈現 :教師利用投影片，講述繪本【不是我的錯】。  

一個小男孩掩頭哭泣地出現在故事的扉頁中，在書中，他站在前頭，

而有一堆可能是他同學的小朋友在他身後站著。「不關我的事喔！」、

「不能怪我喔！」、「我什麼都不知道！」、「雖然我只打了一下，可是

大家也都有打啊！」、「他很古怪！」。在本書的前十六頁作者用黑白

的簡單線條勾繪出孩子的世界中常有的摩擦，但是無論如何「這不是

我的錯！」、「這不關我的事！」。一直到這裡，我們看到的是生活週

遭常常上演著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到第十七頁，全黑的書頁上頭躺

著斗大的白色字體，寫著「和我沒有關係嗎？」接下來，幅幅令人怵

目驚心的黑白照片，戰爭、車禍、屠殺、飢荒，這些活生生的照片。

真的「和我沒有關係嗎？」 (因繪本後面的照片較為血腥，教師可是

學生狀況做講述內容的調整 ) 

（二）內容提問  

1. 這一班有一個男生雙手摀著臉、掉下眼淚，你認為他發生了什

麼事呢？  

2. 接著，同學一一出場說話，哪個人心裡的話讓你印象最深刻？

為什麼？  

3. 「這不是我的錯！」、「這不關我的事！」你心裡的感覺是如何？  

4.照片中說的是什麼事情 ?（空氣污染、核子戰爭、飢荒）  

5.看到這些照片，你有什麼感覺呢？應該怎麼辦？  

  （三）延伸討論  

  1. 如果這樣的故事就發生在你身邊，你會怎麼做？  

  2. 看到不合理的事，如果不去處理，事情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或影

響 ? 

  3. 如果你是這個班級的第 17 位學生，你會如何做呢？  

  4. 當你與別人發生衝突時，你的心情是如何？你會怎麼表達當時

的情緒？可不可以「掉眼淚」呢？  

三、  綜合活動  

（一）戰爭大調查 :將學生分組，請學生利用白報紙寫下小組的討

論內容 : 

1.  你是否曾經跟班上的同學吵架或打架過？  

2.  你最不喜歡同學的哪些行為？  

3.  你覺得在學習環境內最容易發生那些爭執或是衝突 ? 

4.  你覺得這些衝突的發生原因是什麼 ? 

5.  你覺得有那些方法可以解決衝突？  

6.  小組上台分享，老師指導學生面對衝突的時候必須冷靜，最好

的方式是不讓衝突發生或擴大，不要主動挑釁別人。同學之間

會因為觀念、行為等方面的溝通而產生誤會，要彼此以同理心



相處，才不會讓衝突產生。  

（二）角色扮演  

1.  採學生自願方式，表演一種衝突情境及其解決之方式。  

2.  讓自願的學生表演他面對衝突時的情緒表達方式。  

3.  老師指導學生 :每個人都必須適時抒發自己的感受與情緒，但應

以不傷害他人或自己為原則。適時流淚不代表軟弱，但不能以

流淚來解決所有事情。動不動就發怒，表示幼稚得「還無法駕

馭自己」。必須克制情緒，不慌不亂，理出一條路來，「情緒」

是可以學習的。  

4.  老師找導學生 :一個人的「情緒」和「心境」，會影響自己的品

格與學習發展。  

（三）學習單   

1.老師指導學生完成學習單。  

學習評量要點 

1. 學生能針對繪本內容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學生能對於延伸討論內容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3. 學生能盡力參與小組討論。 

4. 學生能完成學習單。 

 
 
 
 
 
 
 
 
 
 
 
 
 
 
 
 
 
 
 
 
 
 
 
 
 
 



106-1三年級綜合領域品格教育課程學習單 

                                                年    班    座號(    )  姓名：         

 

 

 

1. 這個故事中，每個人都表達「不是我的錯」，但是他們卻全都打了那位小孩，你認為他們有錯嗎？

為什麼？我認為他們 【  】沒有錯；【   】有錯；【  】有的有錯、有的沒錯 

 

因為：                                                                                 

 

                                                                                        

2. 如果是你看到有同學正一個人孤伶伶的哭，你會怎麼做呢？你的做法是： 

 

                                                                                        

 

                                                                                        

3.                     他們說，是別人先打那個同學後，他們兩個才跟著欺負那一個同學的，所         

                       以不是他們的錯。如果換成你，你也是這樣覺得嗎？ 

                       他們【   】沒有錯； 【   】有錯 

我的理由是： 

                                                                                         

 

                                                                                          

4.                 說是因為那個同學太古怪了，所以活該被打。你認為古怪是什麼意思？如果 

                   遇到行為古怪的人，你會怎麼做？你的做法是： 

 

                                                                                        
 
                                                                                        
5.當你情緒不好的時候，你有哪些方法可以讓自己冷靜下來?請寫出兩個方法。 

 

                                                                                        

 

                                                                                        

6.你在家中有沒有會與家人有衝突的時候呢?大部分是發生什麼事情?你的情緒表現如何?請你的家人

給你一點回饋吧!(請一位家人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