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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_二_學期 _二年級：『人權/家政教育』融入教學 

 

教學 
週數 

 單元名稱 2-2 經營我的家庭關係 

達成學習領

域能力指標 

6-3-2 肯定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價值，願意建立正

向而良好的人際關係。 

6-3-4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

際關係。 

達成重大議題 

能力指標 

人權教育 

家政教育 

       課前準備 

一、教師：搜尋並下載婦女

資訊網—家庭暴力專題

網站相關資料。 

二、學生：各自蒐集本月份

報紙有關家庭暴力的報

導。 

教材來源 課本 

教學實施對象 國二生 

設計者 李芝嫻 

教學節數 2 

教學 目 標 

一、認識家庭的種類與功能，並探討家庭對個人發展的影響。 

二、認識心理親屬的意義，與了解其具有家庭功能的屬性。 

三、學習增進良好家庭關係的方法。 

四、認識家庭暴力的發生與其因應原則。 

 
 

教 學 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一、教師說明人際關係不只是在外面、在家庭裡也需要，說明見參考

資料一。 

二、教師依課文前言，說明家庭的重要性。 

多面貌的家庭多面貌的家庭多面貌的家庭多面貌的家庭    

一、 家庭是社會的小單位，快樂成長的孩子是社會安定進步的力量；

每個人在家庭的成長經驗，也會影響其未來的發展。 

二、 教師依課文，說明家庭的意義。 

三、 配合課本，教師說明心理親屬的意涵，特別在現今社會，近鄰互

動比遠親還密切；另外資訊普及，大家可藉由接近各式書籍、媒體等，

接觸古今中外人物，和他們產生心靈上的互動。 

四、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課本「尋找自己的心理親屬」活動。 

5’ 

 

 

 

20’ 

 

 

 

 

 

 

 

 課前準備 

實作及表現 

紀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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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五、 等學生完成表格後，引導學生完成步驟二，並提醒學生將步驟一

表格中出現越多次的人，將他填在互動程度較強的區域，而出現較少

次的人，則填在互動程度弱的區域。 

六、 請學生對照自己的心理親屬圖和隔壁同學有什麼不同，彼此分享

心得後，並邀請幾位學生發表。 

七、 教師總結心理親屬對我們的意義，同時提醒學生班上同學長時間

一起相處，就像一個家庭，所以同學間應相互照顧、相互關懷、彼此

學習。 

讓家庭關係更緊密讓家庭關係更緊密讓家庭關係更緊密讓家庭關係更緊密    

一、 配合課本，教師強調欲改善家中的人際關係，可從生活的小地方

開始做起，不要以為全部都是父母的責任，或認為那是一件困難的事

而放棄，鼓勵學生只要開始做，家裡的氣氛、關係就會不一樣。 

二、配合課本，教師介紹讓家庭關係更緊密的策略。 

㈠ 表達對家人的關懷：教師宜特別說明不要以為家人「理所當然」會

彼此關懷，請學生自由發表，可使用什麼方法或小技巧讓家人關係更

融洽。 

㈡ 家人「一起」從事活動：教師說明家人在一起的重要，可以讓學生

回想小時候，喜歡父母陪我們睡覺的情形，其實並不是睡覺，而是要

父母和我們在一起的感覺。 

㈢ 共同分擔家庭任務：強調共同參與的重要。 

㈣ 塑造良好的家庭氣氛：教師說明應用人際關係的技巧，在家庭中開

放的溝通，多參與彼此的生活及家庭的事務。 

㈤ 巧妙處理家庭衝突：教師說明家庭內的衝突有時比同學間的衝突更

尖銳，而且更難逃避，所以要善用前一章所學解決衝突的方法。 

（第一節結束） 

 

 

 

 

 

 

 

20’ 

 

 

 

 

 

 

 

 

 

 

 

 

 

 

 

 

扭曲的家庭關係扭曲的家庭關係扭曲的家庭關係扭曲的家庭關係－－－－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知多少 

㈠ 請學生事先整理所收集的一個月內報章雜誌所報導的家庭暴力事

件，並將同學蒐集的簡報張貼在黑板上。 

㈡ 配合課本，教師說明家庭暴力為何。 

㈢ 介紹家暴案例一，母親面對吵鬧的兒子，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毆

打年幼兒子致死，此例中母親應學習有效又不傷人的處理情緒壓力方

法。可請學生討論或角色扮演面對此情境，母親可以怎麼作？ 

㈣ 介紹家暴案例二，高社經的家庭也會發生家庭暴力，一般人常有迷

思，以為家暴事件只會發生在弱勢家庭，實際上在社會各階層都可能

發生；家暴受害者一味以隱忍的態度面對家暴，是不正確的，施暴者

可能一犯再犯，為了幫助施暴者及受害者，家人應積極的面對及處理

家暴問題發生的的原因，必要時應求助於專家。 

㈤ 教師依課本說明施暴者的情緒問題。 

㈥ 教師依課文說明每個人應對自己情緒、行為問題負責，施暴者也是

如此。 

二、面對家庭暴力時怎麼辦 

㈠ 配合課本，教師特別強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要勇敢的面對、並說出

問題，這樣的舉動並不是背叛家庭；同時藉由資訊站的資料，提醒學

生孩提時有受虐經驗的父母，其虐待子女的可能性較高。所以受害者

45’  課前準備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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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要勇於對外求救，不只幫助自己，也幫助施暴者走出惡性循環。 

㈡ 教師介紹資訊站的婦幼保護專線：113 及婦女資訊網站。 

㈢ 針對「父母帶子女自殺的行為」，請學生自由發表意見；教師並引

導學生討論誰可以決定孩子的生死？孩子是不是一個獨立的人？父母

帶著子女自殺是不是犯了謀殺罪？藉以讓學生了解要尊重每個人的人

權。 

㈣ 教師依課文說明，處於家庭暴力下的孩子，常認為自己要對為家庭

暴力負責，其實有些家庭暴力起因於夫妻間的問題十分複雜，不是孩

子可以解決，暴力的責任也應該是施暴者要承擔。有時這是超越個人、

家庭能力所能解決的，所以要有社會的公權力介入協助。 

三、和家庭暴力有關的法律 

㈠ 教師依課本內容說明，若發生家暴事件時，受害者可循法律途徑處

理，根據施暴情形的不同，施暴者應負的法律責任。 

㈡ 另外，受害者還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保護受害者之人身安全。 

四、 教師總結本章的重點，不管是自己的原生家庭，或是心理家庭都

應珍惜，並且採取積極的參與態度，改善家庭的關係，面對家庭暴力

的不幸問題，也要主動關心，不要以為那是別人家的「家務事」，坐視

不管。 

滋潤家庭關係滋潤家庭關係滋潤家庭關係滋潤家庭關係．．．．你我共同努力你我共同努力你我共同努力你我共同努力    

一、 教師帶領學生思考，可以怎麼做讓家庭關係更美好？並請學生分

享個人的想法。 

二、 教師總結，家庭關係是需要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用心經營，不是

單靠一個人就能維持的。 

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家庭故事 

 

▊無  □學習單或補充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