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埔鹽國中 110 學年度觀議課三部曲 

表 1、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林嘉宏       任教年級：8       任教領域/科目：公民 

回饋人員：邱世宏       任教年級：8       任教領域/科目：歷史                  

教學單元：第三課刑法與刑罰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111 年 3 月 31 日 地點：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111 年 4 月 11  日 地點：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一)、學習表現： 

公 1a-IV-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概念。 

社 1b-IV-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社 2c-IV-1 從歷史或社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處境及自主性。 

社 2c-IV-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願意付諸行動。 

社 3a-IV-1 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題，並進行探究。 

 (二)、學習內容： 

公 Bi-IV-1 國家為什麼要制定刑法？為什麼行為的處罰，必須以行為時的法律有明

文規定者為限？ 

公 Bi-IV-2 國家制定刑罰的目的是什麼？我國刑罰的制裁方式有哪些？ 

 (三)、學習目標： 

1.認識刑法制定的目的與精神。 

2.認識刑罰目的與種類。 

 (四)、核心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環

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法 J3 認識法律之意義與制定。 

法 J8 認識民事、刑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延續國小社會科，國中憲法與人權，民法與民事訴訟……..等法律體系的概念，



啟動比較法律體系的異同。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老師藉由學生的經驗與想法，慢慢引導學生進入違法與犯罪的概念。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教師請學生分組，以「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異同」為題材，請同學選擇一個網路

上的案例，說明案例中隱含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地方，並進一步去分析行為能力

與責任能力的相同相異點。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剪貼時事、小組討論。 

六、觀察工具：觀察紀錄表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 111  年  4 月  21 日        地點：    教室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8 年級公民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節數：共 3 節 

單元名稱 第三章刑法與刑罰 授課日期 4/11 

教材來源 翰林版二下社會 教師 林嘉宏 

月 日 節 教學重點 

  一 一、為什麼要制定刑法 

  二 二、刑罰目的與種類 

  三 二、刑罰目的與種類 

教學準備 
一、教師：準備教材內容。 

二、學生：請同學事先預習課本內容。 

教學資源 

 

（參考網站、書

目） 

一、翰林版教師手冊 

二、參考網站： 

 1.【港版國安法】黎智英接受 NHK 專訪： 不會因國安法噤聲 

 2.德媒關切黎智英被捕 憂心香港言論自由遭打壓 

核心素養與議題融入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項目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

素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 

 

議題融入 

【法治教育】 

法 J3 認識法律之意義與制定。 

法 J8 認識民事、刑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公 1a-IV-1 理解公民知識

的核心概念。 

社 1b-IV-1 應用社會領域

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

社會現象。 

社 2c-IV-1 從歷史或社會

事件中，省思自身或所屬

群體的文化淵源、處境及

自主性。 

社 2c-IV-2 珍視重要的公

民價值並願意付諸行動。 

社 3a-IV-1 發現不同時空

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題，

並進行探究。 

公 Bi-IV-1 國家為什麼要

制定刑法？為什麼行為的

處罰，必須以行為時的法

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公 Bi-IV-2 國家制定刑罰

的目的是什麼？我國刑罰

的制裁方式有哪些？ 

學習目標 

1.認識刑法制定的目的與精神。 

2.認識刑罰目的與種類。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評量方式 

第一節課 

為什麼要制定刑法 

一、引發動機：老師請學生分享玩線上遊戲時，被盜取帳號或虛擬寶物的經

驗，請學生分享這樣的情形是否違法。 

二、違法與犯罪： 

1.違法：違反任何法律規範，違法不一定是犯罪。 

2.犯罪：行為觸犯到刑法的相關規定，犯罪行為一定違法。 

三、刑法： 

刑法是規範何種行為構成犯罪，以及犯罪之後應該受到何種刑罰的法

律。由於犯罪行為可能對於法律所保護的國家、社會與個人的法益造成

嚴重的侵害(圖 3-3-2)，因此國家必須採取較嚴厲的方式來處罰，以確保

社會的秩序與安全。 

四、罪刑法定原則： 

 

 

5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一、老師藉由學生的經驗與想

法，慢慢引導學生進入違法

與犯罪的概念。 

 

 

 

 

 

 

 

議題討論 



行為的處罰，以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電腦病毒的行為，即

使經社會大眾認定不道德，國家仍不能以刑罰來處罰，急需透過立法加

以規範。所以 2003 年立法院在刑法增訂「妨害電腦使用罪」，往後這樣

的行為就構成犯罪，且能依法處罰。由上述案例可知，為了保障基本人

權，避免隨意陷人於罪，因此犯罪行為的成立必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

這也是刑法最重要的精神。 

第一節結束 

教師可以「國安法與黎智英被

捕」此議題為例，請學生思考罪

刑法定主義的重要性，以此說明

香港法治與台灣的不同，請依發

言情形斟酌評分。 

 

第二節課 

刑罰目的與種類 

一、刑法的目的： 

1.處罰： 

藉由刑法明文規定犯罪行為的懲處，對於做出侵犯法益的犯罪行為人，

給予適當且應有的刑責，以伸張正義(圖 3-3-4)。 

2.預防： 

藉由對犯罪行為人執行刑罰，做為一般社會大眾的前車之鑑，以產生威

嚇的效果，達到預防犯罪目的(圖 3-3-5)。 

3.矯正： 

藉由受刑人在監獄中接受矯正及教化的過程，使其有改過向善的機會，

並透過監獄的技能訓練，學習一技之長，將來重返社會後，能過正常生

活，不要再犯罪(圖 3-3-6)。 

二、刑罰的種類： 

1.主刑： 

法院可以單獨科處的刑罰，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

金。 

2.從刑： 

須附加於主刑科處的刑罰，例如：褫奪公權。立法院於刑法中設立「沒

收」專章，使其具有獨立性，只要確認是不法所得，即使未判決確定，

也可以單獨宣告沒收。 

第二節結束 

 

 

15 分鐘 

 

 

 

 

 

 

 

 

 

 

 

30 分鐘 

 

 

活動設計 

教師請學生分組，以「行為能力

與責任能力的異同」為題材，請

同學選擇一個網路上的案例，說

明案例中隱含行為能力與責任

能力的地方，並進一步去分析行

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相同相異

點。 

第三節課 

刑罰目的與種類 

一、責任能力： 

1.完全責任能力： 

年滿 18 歲且精神健全者，一旦犯法，必須接受刑法制裁。 

2.限制責任能力：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因為年紀尚輕，判斷能力有限，若有犯罪行為，

得減輕處罰。另外，滿 80 歲以上者及瘖啞人，也屬於得減輕其刑的範圍。 

3.無責任能力： 

未滿 14 歲者，由於心智尚未成熟，若有犯罪行為，不以刑法處罰。 

第三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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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埔鹽國中 109 學年度觀議課三部曲 

表 2、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林嘉宏      任教年級：   8   任教領域/科目：   公民       

回饋人員：  邱世宏      任教年級：   8   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教學單元：第三課刑法與刑罰 

教學節次：共 3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觀察日期：   111 年   4 月 11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Ｖ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有效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引發與維持

學生學習動機。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Ｖ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二項具體事實摘要）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運用口語、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適時在教室走動關照弱勢學生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Ｖ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能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目標 

能運用評量規劃課程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授課教師：  林嘉宏      任教年級：   8   任教領域/科目：   公民       

回饋人員：  邱世宏      任教年級：   8   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教學單元：第三課刑法與刑罰 

教學節次：共 3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觀察日期：   111 年   4 月 11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V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班級上課井然有序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V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布置或安排有助學學生學習的環境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彰化縣立埔鹽國中 109 學年度觀議課三部曲 

表 3、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林嘉宏   任教年級：8     任教領域/科目：公民 

回饋人員：邱世宏   任教年級：8     任教領域/科目：歷史 

教學單元：第三課刑法與刑罰 

教學節次：共 3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111 年 4 月 21 日     地點：教室 

請依據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 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1.能明確告知學生應學的單元重點目標。 

2. 觀念重點講述清晰。 

3. 對於學生的回應給予正面的鼓勵及讚美。 

4. 班級常規及秩序良好。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建議教學活動的時間可以再拉長一些，可讓學生有多一些時間思考。 

 

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利用教學活動來統整教學內容，較能幫助孩子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