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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設計理念

　　家庭是我們生活和成長的地方，帶領學生

從認識家庭的照顧、保護、情感等功能，體會

家庭對個人的重要性。

　　認識家庭活動，了解家庭與自身的密切關

係，體會家人對自己的照顧和關懷，除了做好

自己分內的事之外，也能夠為家庭付出小小心

力。

　　在家庭生活中，與親人的互動往來相當重

要，透過熟悉親屬的稱謂，進而學習互動關

係。

班級經營重點 

透過該單元，了解與掌握學生的家庭狀況。

教
學
節
數
共

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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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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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

P51

政令宣導事項

防範一氧化碳中抚

一氧化碳別來犯：五要原則保安康

颖��一要「通風」：陽臺保持通風，避免違規

加裝門窗，假性擴增為室內空間。

硬��二要「品牌」：購買貼有國家標準檢驗合

格 CNS 標章的熱水器。

映��三要「型式」：屋外式熱水器應裝置於通

風良好的地方；室內型熱水器應裝設排氣

管。

哟��四要「安裝」：由合格燃氣熱水器承裝業

技術士安裝，並張貼施工標籤以示負責。

拥��五要「檢修」：請合格技術士定期檢修或汰

換熱水器。

（整理自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網站）

家暴防治

在家中，如果有人對你的身體、精神或經濟上

有騷擾、威脅與控制等不合法的行為發生，就

是家庭暴力。面對此，先要保護自身安全，並

撥打 110 請警察到場遏止暴力，蒐集罪證以便

保護令申請與法院提審之用。

（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網站）

P.27 P.27 P.27

P.27

P.28 P.29 P.29

P.28

P.33 P.33

P.32

P.34 P.35

P.34

P.37 P.37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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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 ，等我一下！

每天可以看見奶

奶真好 ，我要等

到寒假才能跟她

相聚……

1第第 課課 家家庭庭與與我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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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

教
學
節
數

節
1

引起動機

透過才藝課下課時家長接送的情境，引導學生

發現不同的家庭組成，並認識自己的家庭成員。

教學重點

理解家庭有不同的組成方式及價值，澄清自己

在家中的角色，珍視自己的權利並具備責任感。

�圖中提到「每天可以看見奶奶真好……」，

請問說這句話的小朋友可能跟誰住在一起

呢？

答：�可能跟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等。�(答

案僅供參考 )

提問小技巧

從圖中前方兩位男同學的

對話可發現差異：第一位

是看見奶奶來接他、第二

位說要到寒假才能看到奶

奶，進而來討論家中成員

的不同。

最左邊的男同學可能是跟

爺爺、奶奶住，也有可能

只跟奶奶住等。中間的男

同學確定平日沒有跟奶奶

住在一起，那天天跟他住

在一起的成員會有哪些？

可以從討論中讓學生理解

各個家庭組成不同。

教學小技巧 1

來接右後方女同學的是他

的哪位家人？可能是爸爸

、哥哥、伯父、姑丈等，

透過討論可以讓學生理解

各種家庭組成的可能性。

教學小技巧 2

家庭與我
1'53

引導動畫

20

 

國
小
社
會
三
上 

教
師
專
用
課
本

2
第

單
元

課
本



家庭的組成

還有哪些不同的
家庭成員呢 ？

每一個家庭成員組成都不相同，有

些人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有些由爺

爺、奶奶或其他親人一起照顧，有些由

爸爸或者媽媽獨自養育，也有一些孩子

是在育幼院生活與成長。

我和爸爸媽媽

住在一起。

謝謝爺爺奶奶

陪我長大。

大家一起

在育幼院

生活。

爸爸獨自

養育我，

非常辛苦。

配合習作第8、9頁 21

在本學習階段只讓學生理解

各種家庭的組成，不去刻意

強調專有名詞，例如：大家

庭、單親家庭等。

教學補充 1

現今社會家庭多元組成，可

試著向學生說明同性組成家

庭及重組家庭，重組家庭是

指：夫妻至少有一方是帶著

之前婚姻或感情當中所生的

兒女一起組成新的家庭。

動動腦

圖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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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幼院
1'22

補充動畫家庭的組成
0'45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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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提供我們生活所需，透過平日

或傷病時的照顧，我們感受到親情的溫

暖與陪伴，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與家人共

同學習。

家人努力工作賺錢 ，提
供生活所需 。

1 生活中彼此支持、陪伴 ，

使情感更加溫 。
2

生病時 ，有家人的細心
照顧 。

3 透過休閒活動 ，彼此共
同學習 。

4

家庭的功能

22

1

2

颖�認識家庭的功能有哪些。

硬�認識家庭成員的變化，接納並珍惜在身邊

相處的家人。

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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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

P9

教
學
節
數

節
1.5

提供生活所需在此是

指有形的生活用品及

無形的情感關懷。

教學補充 1

與家人的活動，例如：一

起閱讀、露營、戲劇觀賞

、參觀觀光工廠等，皆是

共同學習。

教學補充 2

圖像重點

圖片呈現是小吃店，可以

試著與學生討論家人的工

作類型，例如：公司主管 

、專業人員（醫師、技術

人員）、種植果樹、捕撈

魚蝦等。

教學小技巧 1

家庭的功能
1'46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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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要當姐姐了，

好期待呀呀!

我當姐姐了！要

幫忙照顧妹妹。

新生兒的出生與家人的死亡，會使

得家庭人數改變，當家庭有重大變化時，

家人一同面對、彼此陪伴，我們也要學

習分擔家中的事務，共同承擔家庭責任。

除了出生和死亡之外，結婚及離婚

也會造成家庭成員的變化，不管家庭成

員如何變化，我們都要接納及珍惜身邊

與我們相處的家人。

家庭成員的變化

爺爺會一直活在

我們的心裡，永

遠陪著我們。

23配合習作第8、9頁

1 2 3

颖�上方圖中小女生抱著小嬰兒，是家庭成員

有什麼樣的變化？

答：�家庭成員增加了。

硬�小女生提到「我快要當姐姐了，好期待呀�

！」期待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答：�可能是可以當姐姐照顧妹妹，或者是

有人可以陪伴等。（答案僅供參考）

映�當家人生病時，我們會有什麼感覺？

答：�感覺很難過。（答案僅供參考）

提問小技巧

哟�某個家人生病時，負責照顧的家人如爸爸、

媽媽會忙進忙出時，我可以做哪些事幫忙

家人？

答：幫忙分擔家務等。（答案僅供參考）

拥�當所愛的人「不在了」、「離開了」，我

們和家人可以怎麼做？

答：�理解彼此心情，相互陪伴。( 答案僅供

參考 )

教師透過提問了解學生是否有

家人死亡的經驗，進行討論使

其他學生能理解其感受。

教學補充 2

關於「離婚」與「再婚」使得家庭成

員產生變化是實際存在的，例如：重

組家庭等，可以多花些時間與學生討

論，也呼應課本 21 頁動動腦「還有

哪些不同的家庭成員呢」？

教學補充 3

教師可提問學生是否有

相關經驗，也有學生並

非期待弟弟或妹妹的到

來，進而提問來理解其

心情。

教學補充 1

 
配
合
教
師
手
冊 

P37

～

P38

圖像重點

家庭成員的變化
2'57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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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的親人 ，

我到底要怎麼稱

呼呢 ？

祖 父
（爺爺 ）

祖 母
（奶奶 ）

姑 姑

表 弟

姑 丈

表 妹

伯 伯 伯 母

堂 哥 堂 姐

叔 叔 嬸 嬸

堂 弟 堂 妹

親人的稱謂

親人
稱謂表

爸爸的親人

24

 

配
合
習
作
附
件 

親
人
稱
謂
桌
遊
卡
牌

教
學
節
數

節
1

認識親人的稱謂，能說對稱謂，是禮貌的表

現，也是表現對親人的在乎及重視。

教學重點

�每到過年或節慶時，就有好多親戚回來或

到訪，這些親戚要怎麼「叫」、怎麼「稱呼」

呢？是不是覺得頭上一堆問號滿天飛？

答：�對，可能因為很少見面或不太熟悉，

所以每次都不知道該如何稱呼。（答

案僅供參考）�

不會啊，因為我的親戚都很常聚在一

起，所以都很熟。（答案僅供參考）

提問小技巧

可利用提問引導學生 

先理解稱謂的意義及 

重要性，進而利用教 

師手冊之「家族歌」 

及習作附件親人稱謂 

桌遊卡牌讓學生熟悉。

教學小技巧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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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親人，親人的稱謂各有

不同。例如：爸爸的姐妹是姑姑，媽媽

的姐妹是阿姨。爸爸的兄弟稱為伯伯、

叔叔，媽媽的兄弟稱為舅舅。

祖 父
（外公 ）

祖 母
（外婆）

爸 爸

我

媽 媽

妹 妹

姨 丈 阿 姨

表 哥 表 妹

舅 舅 舅 媽

表 弟 表 姐

配合習作附件  親人稱謂桌遊卡牌

自己在家裡
是如何稱呼
這些親人的
呢？

媽媽的親人

不同的族群會有不同的稱謂名稱，以
「祖母」為例，在閩南族群中稱為 「

阿嬤」 ，在客語族群有些稱「阿婆」 ，

能正確稱呼親人，是禮貌的表現 。

25

爸爸的爸爸叫什麼？爸爸的爸爸叫爺爺。

爸爸的媽媽叫什麼？爸爸的媽媽叫奶奶。

爸爸的哥哥叫什麼？爸爸的哥哥叫伯伯。

爸爸的弟弟叫什麼？爸爸的弟弟叫叔叔。

爸爸的姐妹叫什麼？爸爸的姐妹叫姑姑。

媽媽的爸爸叫什麼？媽媽的爸爸叫外公。

媽媽的媽媽叫什麼？媽媽的媽媽叫外婆。

媽媽的兄弟叫什麼？媽媽的兄弟叫舅舅。

媽媽的姐妹叫什麼？媽媽的姐妹叫阿姨。

（詳見教師手冊第 38~39 頁）

 
配
合
教
師
手
冊 

P38

～

P39

教師可依學生所屬族群

請學生發表各個稱謂，

透過本頁使學生學習尊

重原有母語，達到多元

並存。

小提醒

圖像重點

教學補充

我在家會叫爺爺為「阿公」。

（答案僅供參考）

動動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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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先一起

切媽媽喜歡吃

的水果吧 ！

好無聊 ！爸爸媽媽

可不可以陪我玩 ？

先讓我把事情做完

再陪你好嗎 ？

你想做什麼

呢？

2第第 課課 家家庭停活活動動

26

多數學生在週末或假期期間，大多是沉浸在手

機遊戲中，本課希望藉由情境「當我們覺得好

無聊時」，表達想法或提議做法讓家人能進行

共同的家庭活動。

引起動機

教
學
節
數

節
1

颖�情境圖的場景曾經發生過嗎？有對家人說

過「好無聊嗎」？

答：�有，像星期六、日整天都在家就會跟

家人說。（答案僅供參考）

硬�當我們覺得「好無聊」時，我們可以怎麼

做讓家人一起有活動、一起「不無聊」呢？

答：�介紹今天在學校玩的親人稱謂桌遊後，

再一起進行遊戲。（答案僅供參考）

提問小技巧

家庭活動
1'27

引導動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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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連假去臺東縣

蘭嶼看飛魚和大船

下水， 好不好？

我想看大船

下水。

我想去臺東縣 綠島

泡朝日溫泉。

家庭活動的安排

每個家庭安排的活動不盡相同，在

活動安排前，需要先考量家人的時間、

喜好。

透過和家人討論，了解

彼此的想法，共同規畫活動。

27

透過和家人討論，了解彼此的想法後一起規畫

活動，能讓活動更順利進行，並尊重每一個家

人的喜好及興趣。

教學重點

1

本頁透過角色扮演實際演

練家中對話，在演練後透

過教師提問，讓學生理解

：「在規畫家庭活動時，

要考量共同的時間、預算

，並尊重每一個家人的喜

好及興趣。」

教學補充 1

圖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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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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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

～

P41

家庭活動的安排及參與
1'25

補充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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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我們可以和家人一起進行哪些

活動，彼此互動分享，使感情更好呢？

豐富的家庭活動

分享學校生活點滴 。1

討論假日到自家果園
採水果 。

2

分工合作一起做家事 。3

28

 

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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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

P11

教
學
節
數

節
1

颖�課本內提到的室內家庭活動有哪些？

答：�與家人分享學校點滴、分工一起做家

事、一起討論假日活動。

硬�除了課本提到的活動外，還有哪些在室內

可進行的家庭活動？

答：�一起玩桌遊、拼圖等。（答案僅供參考）

提問小技巧

颖�認識各式各樣的家庭活動，並了解家人一

同參與各類活動，可擁有共同回憶，更能

增進彼此情感及向心力。

硬�本頁是以討論家庭可「共同」進行的室內

活動為主，透過提問使學生能多元思考。

教學重點

如何規畫家庭活動
2'32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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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休或國定假日時，可以安排哪些

戶外的家庭活動呢？

家人一同參與各類家庭活動，彼此

擁有共同回憶，不僅能增進家人間的情

感，更提升對家庭的向心力，家人互相

協助讓家庭氣氛更和樂。

與家人逛市集、 購物。1 參加原住民族部落活動。2

野外露營、 登山、 健行。3 參觀觀光工廠、手作DIY。4

配合習作第10、11頁 29

圖像重點

透過教師提問，學生

分享更多種類的戶外

家庭活動。

教學補充 1

颖�課本提到戶外的家庭活動有哪些？

答：�出門逛市集、參加原住民族部落活動、

登山健行、參觀觀光工廠等。

硬�除了課本提到的活動外，還有哪些在戶外

可進行的家庭活動？

答：�進行志工服務，例如打掃社區、關心

社區獨居老人等。（答案僅供參考）

提問小技巧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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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畫 家 庭 活 動 ，我 可 以 問 ¨̈¨歸  畫  家  停  活  洞    我  可  以  問

你想去哪

裡玩呢 ？

爸爸 、媽媽，

我們連假出去

玩好嗎 ？

好哇！

品睿和爸爸媽媽正在討論連假是否

出門旅遊。

30

1. 教師可以使用角色

扮演的方式，讓孩

子模擬品睿和爸爸

媽媽的對話。

2. 並請學生想像，如

果媽媽說這次連假

我們不出門，品睿

如何體會爸爸媽媽

的心情，追問何時

可以出門？或如何

說服媽媽呢？

3. 學習良好溝通，是

與家人建立和諧關

係重要的課題。

教學小技巧 1

颖�透過參與家庭活動規畫的情境，了解自己

在家庭中的角色，學習與家人進行良好互

動。

硬�知道可依「何人」、「何地」、「何物」、

「如何」等上位概念，選擇封閉式或開放

式的問題，以獲取自己需要的答案。

教學重點

颖�請回顧課本 p.26 ～ 29，平日我們可以和家

人一起做家事、一起運動、聊天等，讓彼

此感情更好，那麼除了平日可以一起做的

事，還有哪些是需要長一點的假期一起做

的呢 ?�

答：�出去旅遊。（答案僅供參考）

硬�教師提問：「有沒有和家人一起規畫旅遊

活動的經驗呢 ?」�

答：�有，有一起規畫去澎湖玩的行程。( 答

案僅供參考 )

提問小技巧

1

2

這樣的問題讓回答的人在

範圍內選擇答案，以節省

時間，屬於「封閉式」問

題。

教學補充 1

這樣的問題可以獲得更多

的資訊，屬於「開放式」

問題。

教學補充 2

教
學
節
數

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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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連假要去
哪裡旅行呢？

爺爺 、 奶奶會跟
我們一起去嗎？

除了泳衣、
泳帽，還要
帶什麼呢 ？

當我們在規畫家庭旅遊的交通時 ， 可

以問什麼樣的問題呢？請你寫下來。

綠島

……

臺東

蘭嶼

交通？

用品？

會

人？

不會

品睿用問問題幫助自己參與家庭旅

遊的規畫，請你跟著他想一想，還可以

問哪些問題呢？

地點？

31

引導學生利用「何

人、何時、何地、

何物、如何」等上

位概念的鷹架去思

考問句。

教學小技巧 2

颖�請學生先讀過「人」、「地點」、「用品」

的示範問句後，想一想還可以問什麼問題，

幫助家庭旅遊的規畫呢？

答：�「可以邀請表妹他們家一起去玩嗎？」、

「我好想去可以游泳的地方，去哪裡

好呢？」、「需要自己帶睡袋嗎？」�

（答案僅供參考）

硬�請學生練習以「交通」的上位概念，問個

規畫家庭旅遊可以問的問題。

答：�「我們要自己開車嗎？」、「搭火車

提問小技巧

3

5

4

1. 答案出現「會、不

會」、「是、不是」

、「可以、不可以」

等可以節省時間的

問題，也是屬於 

「封閉式」問題。

2. 關於「人」的問題

，你還想問什麼 ?

教學補充 3

這樣的問題可以獲得比較

多的資訊，屬於「開放 」式

問題。關於「地點」，課

本 P.27 問：「我們連假去

臺東縣蘭　嶼看飛魚……好

不好？」，就是屬於「封

閉式」問題。所以，我們

會試想獲得怎樣的答案來

決定問哪一類的問題。

教學補充 4

有些問句會先出現肯定

的答案，再利用排除法

來追問： 「除了……還

要……?」

教學補充 5

後轉什麼客運呢？」、「需要搭船

嗎？」（答案僅供參考）

 
配
合
教
師
手
冊 

P42

～

P43

當天會搭什麼交通工具去呢 ?我們會自行開車還

是坐火車呢 ?( 答案僅供參考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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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曉茹報導熱水器裝室內內入 

吸入一氧化碳 險送命

基隆市 暖暖區有一女子洗澡時

突然暈倒，緊急送醫急救。經消

防人員調查 ， 她家中熱水器裝

於室內內入， 因天冷門窗緊閉 ， 空

氣未能流通 ， 使一氧化碳濃度

過高， 導致意外事件發生。

生活小常識

如何預防

一氧化碳中毒

1、 環境要通風

2、 安裝要確實

3、 平時要保養

4、 使用強制排氣    

熱水器

   消防局關心你

3第第 課課 居居家家安安全全

32

教
學
節
數

節
2

依據消防法第 15 條

之 1 第 4 項規定：「

熱水器應裝設於建築

物外牆，或裝設於開

口且與戶外空氣流通

之位置；無法符合者

，應裝設熱水器排氣

管將廢氣排至戶外 」。

教學補充 1

瓦斯本身不會讓人中 ，

但若因瓦斯爐或熱水器瓦

斯燃燒不全時，就會產生

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屬無

色、無味、無臭、無刺激

性之氣體。

教學補充 2

一氧化碳中 怎麼辦？當

感覺到頭暈、頭痛、噁心

、嘔吐或全身無力時，可

能就是一氧化碳中 。應

立即打開門窗使空氣流通

、撥打 119 尋求支援。

教學補充 3

1

2

3

透過新聞報導，引導學生認識家庭生活中常發

生的危險，以及帶來的影響。

引起動機 氧化碳中抚 ，發生危險。

映�瓦斯熱水器所導致的一氧化碳中抚 為什麼

在冬天特別容易發生呢？

答：�不管任何季節，只要在密閉不通風的

空間燃燒瓦斯、木炭等，都有可能因

為燃燒不完全，而造成一氧化碳中抚

。冬天時，由於天氣冷，許多人常將

門窗緊閉，使得室內空氣不流通，因

此較其他季節更容易發生一氧化碳中

抚 事件。

哟�若遇一氧化碳中抚 ，如何自救？

答：�要冷靜的先將瓦斯關閉、打開門窗，

並慢慢走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

颖�前陣子學生朝會，消防局來學校宣導了什

麼呢？

答：�家中裝設瓦斯用熱水器，應安裝在室

外，如果安裝在室內，應加裝強制排

氣設備。

硬�為什麼裝在室內的熱水器要加裝強制排氣

設備呢？

答：�因為瓦斯可能會燃燒不完全，導致一

（以下答案僅供參考）提問小技巧

居家安全
3'10

引導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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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我們熟悉的地方，卻也暗藏許

多危險。例如：捉迷藏躲衣櫃容易窒息，

玩遊戲跳沙發可能撞傷，意外一旦發生，

不僅個人受傷，更讓家人擔心與難過。 

家中暗藏的危險

站在陽臺的板凳看
風景 。

1

將煮好的熱湯端至
飯桌上 。

3 一條延長線插座上
有許多電器用品 。

4

在溼滑的浴室中
玩水 。

2

圖中哪些行為潛藏著危險？ 該如
何預防呢 ？請想想後再打開。

自學
小視窗

33

 
配
合
教
師
手
冊 

P44

～

P47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1 條規定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

年的人，不得使兒童獨處

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

境；對於 6 歲以下兒童

或需要特別看護的兒童及

少年，不得使其獨處或由

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不

適當之人，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亦屬其中之

一，所以 10 歲的姐姐照

顧 5 歲的弟弟也屬違法。

教學補充 4

4

學生能反思與預想家中環境與住家以外的公共

空間，哪裡較危險，又會因為什麼樣的行為表

現，讓風險增加。

教學重點 圖 3端剛煮好的熱湯，若鍋子裡的湯

裝太滿，可能打翻導致被燙傷。�

圖 4 因為吹風機與電暖器都屬於高耗

能的電子產品，若都插在同一個延長

線上可能導致跳電，甚至電線走火。

硬�承上題，該如何預防呢？

答：�圖 1 避免在陽臺站上板凳看風景，也

可以選擇在室內或是請家長陪同。�

圖 2 浴室保持乾燥，禁止在浴室玩耍。�

圖 3 請家長熱湯盛至八分滿即可，以

及在端熱湯時，記得做好隔熱措施。�

圖 4 避免同時使用一條延長線。

颖�圖中哪些行為潛藏著危險

答：�圖 1 在陽臺上站在板凳上看風景，可

能會因為沒有站穩從板凳上摔下來，

頭撞到欄杆或女兒牆而受傷。�

圖 2 在浴室相互潑水，使地板溼滑，

若遊戲動作太大，可能無法站穩，而

導致摔傷。�

（以下答案僅供參考）自學小視窗

圖像重點

常見的家庭危險
1'22

補充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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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住戶共同參與消防演練 ，

加強安全防護能力 。

居家的生活安全，不僅僅限於住家

之內，更包含住家以外的社區公共空間。

例如：地下停車場應加強照明，確

保人車安全；消防設備應定期檢查與更

新，以備不時之需；公共區域保持清潔、

不潮溼以防治病媒蚊。

守護家庭生活安全

1

2 雜物不可堆放在公

共走道 ，以龥影響

居民逃生 。

34

教
學
節
數

節
1

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3 條，社區公共空間

指的是「公寓大廈專有

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

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

，而供共同使用者。」

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9 條 第 2 項「 住 戶

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

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

方法為之。但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花園不

可以用作球場，停車場

不可當作倉庫使用。

教學補充 1

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本

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

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

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

安全設備。」因此，管委

會應定期委請專業人士檢

查公共空間之消防設施，

確保消防設備之妥適性。

教學補充 2

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住戶不得於私設通

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

放空間、退縮空地、樓梯間、

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

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

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

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

道妨礙出入。」

教學補充 3

1

2
3

颖�學生能反思與預想家中環境與住家以外的

公共空間，哪裡較為危險。

硬�學生能體悟生活一時的方便可能會帶來危

險，唯有謹慎才能降低風險。

教學重點

颖�地下停車場為何會是比較容易發生危險的

地方？�

答：�有些人可能因為趕時間所以開車開得

比較快；地下停車場陰暗的角落比較

多，所以可能會有壞人躲藏；地下停

提問小技巧

車場如果燈光比較灰暗，我們個子比

較小，開車的人可能看不到我們。

硬�為什麼住家跟學校一樣，都要進行消防演

練呢？�

答：�火災隨時都可能會發生，平常多練習，

才會知道消防設備要怎麼用，不僅能

自己救自己，也可以救別人，在消防

隊抵達之前先行撲滅較小的火源，如

果發生大火，也會知道如何安全的逃

生。

保持通道暢通
2'12

補充動畫小強教您如何火災逃生
5'39

影片

( 答案僅供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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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忽危險或不安全的習慣往往是意

外發生的原因，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多一點謹慎、多一些留意與防備，生命

才能獲得保障。

家裡離學校很近，

不戴不會怎麼樣，

別浪費時間了。

我的安全帽呢？

有繫上安全帶，很不錯！

搭乘交通工具，如果我們貪圖一時
方便，可能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

35

 
配
合
教
師
手
冊 

P47

～

P49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汽車行駛於道路上，

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

處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

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未戴安全帽與未繫安全帶，除了可能會造成人身危險之外

，還有觸法的可能，切勿以身試法、涉險。

教學補充 4
4

4

根據 107 年警政署統計，沒繫安全帶的

致死率，是繫安全帶的 21.41 倍。根據

106 年交通部統計，未戴安全帽致死率為

戴安全帽致死率約 8.88 倍。所以搭乘交

通工具應遵守交通規則，保護自己也是

展現自我負責的態度。( 答案僅供參考 )

動動腦

圖像重點

颖�上下學時，坐車與坐機車需要留意什麼呢？

答：�搭車年齡逾四歲至十二歲以下或體重

逾十八公斤至三十六公斤以下之兒童，

應坐於車輛後座並妥適使用安全帶，

以保障兒童乘車安全(非乘坐安全椅)。

硬�課本當中所說，如果來不及了，可以不戴

安全帽坐上機車嗎？

答：�為了一時之便不戴安全帽，即便路途

不遠，但還是有發生車禍的風險。

（以下答案僅供參考）提問小技巧

映�上學遲到與不戴安全帽準時上學，哪一個

會比較好呢？

答：�生命危險與違反校規，理應選擇違反

校規會好一些，所以寧願上學遲到，

也要回頭拿安全帽，畢竟時時皆有風

險，但是早些起床，從容出門才是較

為正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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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手臂

怎麼都是

傷？

沒事啦 ！昨

天我不小心

摔傷的 。

別擔心 ，老師

會幫助你的 ，

我陪你一起去

找他 。

學習保護自己

但是 ，上

個星期我

也看到同

樣的傷痕 

36

教
學
節
數

節
1

 

配
合
習
作 

P12

～

P13

1

身體層面的家庭暴力方

式，包含了鞭、毆、踢

、捶、推、拉、甩、扯

、摑、抓、咬、燒、扭

曲肢體、揪頭髮、扼喉

或使用器械攻擊等方式

。所以教師對學生，或

同學對同學，若觀察到

學生有不明傷痕就應經

由導師向輔導室通報。

教學補充 1

面對家庭暴力，學生能知道如何自我保護。

教學重點

學生施以較為不正確的管教方式，教

師會告訴輔導處請輔導組長通報社工，

相關政府機關將會派員訪查，以保護

學童，再者班級導師是學生很重要的

照顧者與教育者，教師會以較為適合

的方法幫助學生及保護學生。( 答案僅

供參考 )

颖�你覺得課文中的小女孩，為何一開始不敢

跟同學說？

答：�可能擔心如果說了，父親對她會有更

嚴厲的責罰。( 答案僅供參考 )

硬�圖中的小男孩為何選擇將小女孩的情形報

告老師呢？�

答：�教師具有通報職責，如果家中有人對

提問小技巧

學習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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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我們最熟悉的地方，住在一起

的家人，緊密的陪伴著我們，但是當他

們情緒不穩定時，我們要學習保護自己，

避免造成傷害。

如果遭受家庭暴力，一定要說出來，

主動求助親人、鄰居或師長，必要時撥

打「113保護專線」 ，將會有社工人員幫

助你，若有立即危險，馬上撥打110報警。

最近， 爸爸常喝酒， 我勸

他少喝點， 就被打了。

服務對象

服務時間

服務內容

全國民龥

24小時全年無休

兒童少年保護及性侵害、性騷擾

事件通報或求助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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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
教
師
手
冊 

P49

～

P51

4

2

3

當家人情緒不穩時，應盡量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安靜習

寫作業或看書，盡可能不要發出聲音，以免激怒家人。

教學補充 2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規

定「家庭暴力：指家庭成

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

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

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

教學補充 3

若不敢或不知如何說出家

庭暴力情節，可用書寫班

級日記的方式告訴老師，

或寫信投遞到輔導室信箱

，均會有專人為學生服 務。

教學補充 4

圖像重點

�你覺得何時適合撥打 113 保護專線呢？

答：�113 保護專線成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需

要保護的人，但如果事態不是很嚴重

或很緊急，可以先跟老師說，由老師

代為協助處理。因為老師比起社工或

其他政府機關人員更為了解學生，處

理起來會更方便與適切，但如果事態

較為緊急需要立即性的協助，也可以

撥打 110 尋求協助。( 答案僅供參考 )

提問小技巧

保護兒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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