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範面面觀



社會放大鏡 博愛座給誰坐？

第一課 生活中的規範

第二課 生活中的法律

規範面面觀三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Oyh7lsuiOqpCr8RjApG0XXvwJpSUDov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Oyh7lsuiOqpCr8RjApG0XXvwJpSUDov


規範是什麼？

「規範」是社會大眾共同認可與遵守
的行為標準。由於人們都希望在和諧、有
秩序的群體中生活，因此透過規範指引、
約束個人的言行舉止，保護大家的權益不
受他人侵害。

生活中有各種規範，包含風俗習慣、
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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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產生

法律規範

生活中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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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中的規範如同運動比
賽，要有共同的規則，才
能順利運作。

2 依據交通法規，當行人專用時相的
小綠人亮起時，四方車流都得停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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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俗習慣是人們受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影響，長期累積下來的生活方式
。例如:中式婚禮會準備聘禮贈與結婚對象；除夕時，家族會團圓吃年夜
飯、發紅包等。

宗教信仰規範 倫理道德規範除夕圍爐 除夕團圓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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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倫理道德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規範。例如:華人社會受儒家思想影響，
重視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手足等觀念，如果違反容易受到社會大
眾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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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信仰源自人們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透過閱讀經典、遵守誡律等方
式，規範個人的言行。



現代規範的演變

隨著時代演進與社會變遷，有些傳統
規範已經無法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甚至
出現衝突。例如：傳統社會多認為子女只
能冠父姓，但現代社會逐漸重視性別平權，
政府為能符合民意與實際需求，因此修訂
相關法律，讓夫妻雙方透過協商決定子女
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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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與自我判斷



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應該遵守規
範，但如果規範已經不合時宜，我們可以
先了解它產生的背景、緣由，透過適當的
方式尋求調整，以符合實際的社會需求，
讓人與人的互動更和諧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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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以下這些場景有衝突或不合時宜
的地方嗎 ?

場景1

場景2

場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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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香燒紙錢拜拜。

廟會遊行，燃放鞭炮，造成車輛塞
車。

捷運電扶梯的標語現為「緊握扶手
，站穩踏階」，民眾還是習慣右側
站立，左側通行。



想一想，以下這些場景有衝突或不合時宜的地
方嗎 ?
場景4

場景5

場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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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偷拍高中生坐在博愛座，並上傳至
社群媒體。

民眾在車站大廳席地而坐。

家長當眾責罵吵著要買玩具而哭鬧的小
朋友。



場景1 不合時宜，民間信仰活動應該考量現代社會規範。
場景2 請依據學童反應引導，例如「不適宜，因為會影響行人」。
場景3 符合時宜，因為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規範。
場景4 不合時宜，即使家長有權管教子女，但因考試成績而過當處

理，非合適的管教方法。
場景5 符合時宜，汽機車駕駛人及行人遇到救護車等執行公務車輛

應禮讓優先通過。
場景6 不合時宜，隨意窺探他人隱私，已經觸犯刑法等相關法律。

P47
答案

http://t.qq.nani.cool/teacher/?range=1101eso5p47
http://t.qq.nani.cool/teacher/?range=1101eso5p47


法律的意義

國家公權力的執行以法律為後盾，因
此法律是具有強制性的社會規範，同時也
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被他人非法侵害。
例如：憲法規定國民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
利與義務，政府因此制定國民教育法等相
關法律，不僅保障我們的受教權，同時也
強制每個人都必須到學校學習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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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法律 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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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規範民眾使用道路的權利
，與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的義務，圖中行人違規穿越
馬路可能會造成交通阻塞，甚
至發生意外。

2 我們可以到學
校求學，接受
國民教育，是
受到憲法的保
障。



法律如何產生

法律既然是具強制性的社會規範，因
此制定法律的過程必須相當嚴謹。法律制
定完成後，政府和人民都必須共同遵守，
即使因時間或環境而必須改變法律內容，
也要依據相關程序才能進行調整。

目前，我國法律提案過程是經由法定
程序產生，並交付立法院討論與表決通過
後，由總統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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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定的程序



提案

討論、
表決

公布
實施

提案來源
• 政府機關提案
• 立法委員連署
• 人民請願

立法院各委員會討
論，院會表決。

立法院通過，報請
總統公布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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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規範行為

法律是社會正義與秩序的最後一道防
線，除了規範哪些行為違法，也明定處罰
的方式與範圍；除了嚇阻與懲處犯罪行為，
也有教化犯罪者的功能。例如：霸凌、偷
竊、下載沒有經過授權的音樂或遊戲等都
屬於非法行為，法律對此皆定下必要的處
罰或矯正手段，以防止這些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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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法律



P50



此外，有些行為雖然不構成犯罪，但
如果影響他人的權利，法律也會針對這些
行為加以明文規範，給予必要的處罰。例
如：夜晚大聲喧譁、隨意丟棄居家垃圾而
造成環境髒亂等。

亂丟垃圾和半夜喧鬧怎麼辦？

如果有人亂丟垃圾，造成環境髒亂，可依廢棄物清理
法處理；如果有人半夜大聲吵鬧，可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或噪音管制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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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規範的結果 法律規範－噪音擾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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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未成年者的重要法律

由於未成年者在身、心、知能各方面
的發展尚未成熟，沒有能力保護自己不受
到侵害，因此國家對未成年者特別制定相
關法律給予保障，並加以規範，以維護他
們的身心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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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
簡稱兒少法）保障對象為未滿十八歲的兒
童及少年，目的是規範家長對兒少有保護
及教養的責任，也要求政府、公私立機構
及團體協助提供健全兒少身心發展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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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眾運輸提供兒童優惠乘
車的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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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需規範兒少合理使用
電子類產品的時間，以保
護他們的視力健康。

3 任何人均不得供應菸、酒給未
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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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遊戲、電影、出版品等應有分級制度，避免
未成年人接觸到有害身心發展的內容。



（二）少年事件處理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
考量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的少年身心尚
未成熟，有時不了解自己的言行已經屬於
犯罪行為，因此，少事法藉由調整少年犯
罪者的成長環境，並矯正其性格，讓他們
有改過向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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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行為偏差的少年在家庭失能、欠缺
社會支援的環境成長，未能受到適當的教養
方式。因此以「輔導先行，司法後盾」的原
則，透過嚴加管教、轉介安置機構、立悔過
書、對被害人道歉及負賠償責任等方式，讓
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能走回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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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觸法，家長要負責 觸法少年就得一生汙點嗎？

5 當有校園霸凌、言語恐嚇、肢體攻擊、在網路上毀壞他人名譽等
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時，會依案情性質送交少年法院，處以保護
或刑事處分。

http://t.qq.nani.cool/teacher/?range=1101eso5p53
http://t.qq.nani.cool/teacher/?range=1101eso5p53


許多來到臺灣的外國觀光客，對於公
車或捷運的便利，總是豎起大拇指，讚譽
有加。但是，有時乘客很多，公車或捷運
上的博愛座反倒沒人坐，卻也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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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座，給誰坐？



其實，在臺灣討論「博愛座要不要讓？」
曾引發熱烈迴響，例如有乘客質疑坐博愛座
的人不具備資格，而在車廂破口大罵。一時
之間，什麼人坐博愛座、需不需要設博愛座？
變成一道廣受議論的道德與法律問題。

博愛座的設計觀念，最早來自北歐國家
「無障礙環境」的概念，希望讓身體不便的
人，能擁有正常搭乘運輸工具的權利。只是，
讓坐與否屬於自願，並非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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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人家坐在捷運的博愛座上。

2 臺鐵在通勤列車等車廂設置博愛
座或優先席，提供給需要的民眾
使用。



後來，人們認為博愛座是為老弱婦孺設
計的專屬座位，如果不是這些身分的人去坐，
往往會招致眾人側目、規勸或指責，導致多
數人在外表看不出來，而需要這個位子的人，
寧可站著，也不敢坐在博愛座。

隨著社會共識，人們使用博愛座的想法，
已改變為「提供給有需要的人」的新觀念。
臺北捷運為營造友善乘車環境，將「非老人、
孕婦、行動不便及小孩者請勿占用」調整為
「請讓坐給有需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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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果車廂上出現有需求的人，
在有愛的社會，每一個位子是否都可以成
為博愛座？如果車廂上沒有出現有需求的
人，為了服務更多人，乘客是否可以坐任
何一個位子呢？下次在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時，不妨仔細觀察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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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北捷運提供「好孕貼紙」和「博愛識別貼紙」
給需要座位但不好意思開口的民眾使用，同時也
提醒乘客能主動讓座。

4 高雄捷運提供「禮讓貼紙」，讓
懷孕的乘客有一個貼心的乘車環
境。



當你搭乘捷運時，如果只剩下博愛座是空位，
你會去坐下嗎？為什麼？

我不會坐下來，因為博愛座應該留給有需要
的人來坐；如果我身體不舒服，我就會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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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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