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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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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共有「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法律的位階與內涵」與「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三個部分，建議教師分兩節課教學。

本單元新舊課綱比較說明

單
元

學習主題
對應 108 社會

領綱學習內容

對應 108 社會

領綱學習表現

對應九年一貫

舊綱南一課本

單元

對應九年一貫

舊綱南一課本

學習主題

課文內容新增或刪減

憲
法
與
人
權

2-1 法治與

人治的差異

公 Bf-IV-1 

法治與人治的

差異

公 Bf-IV-2 

憲法、法律、

命令三者為什

麼有位階的關

係？

公 Bg-IV-1

為什麼憲法被

稱為「人民權

利的保障書」

？

公 1a-IV-1 

理解公民知識

的核心概念。

公 1b-IV-1 

比較社會現象

的多種解釋觀

點。

社 2c-IV-1 

從歷史或社會

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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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冊單元 1

法律的基本概

念

現代社會的法

治觀念

1. 增加章首活動，引

起學生學習本課主

題內容的動機與興

趣。

2. 新增法治與人治之

間的比較，並擇例

探討。

2-2 法律的

位階與內涵

第四冊單元 1

法律的基本概

念

法律的意義與

位階

強化憲法、法律、命

令三者位階的關係，

並擇例探討。

2-3 憲法是

人民權利的

保障書

第四冊單元 2

人民的基本權

利與義務

憲法保障的基

本權利

大幅弱化平等、自由

、受益、參政四權敘

述。

。

▲ 　

課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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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社會領域

教
材
準
備

(一) 課本

(二) 可上網之電腦設備

(三) 投影片（含投影機）
單元名稱 單元 2

憲法與人權

教學時間 90 分鐘（2 節課）

教材來源 第三冊社會教科書（南一版）

單
元
目
標

1. 理解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2. 了解法律的位階與內涵。

3. 認識憲法原則並珍視憲法精神。

4. 知道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5. 了解有關人權保障的相關議題，並進行探究。

學
習
表
現

公 1a-IV-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概念。

公 1b-IV-1 比較社會現象的多種解釋觀點。

社 2c-IV-1 從歷史或社會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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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內
容

公 Bf-IV-1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

公 Bf-IV-2 憲法、法律、命令三者為什麼有位階的關係？

公 Bg-IV-1 為什麼憲法被稱為「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教
材
分
析

本單元主要介紹「人治與法治之間的差異」、「法律的位階與特徵」以及「憲法的特

性與影響」，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探討法治與人治的差異以及優缺點 

第二部分了解法律的基本概念，探討法律的位階與特徵

第三部分探討憲法為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用其它法律不行嗎？

單元主題 教　學　流　程 時間 評　量 備註

單元頁

1. 引起動機：小南和 Andy 在家中客廳看古裝

連續劇，畫面為皇帝要徵稅來蓋御花園，

有大臣前來勸阻，被皇上怒斥而遭到流放

；小南爸爸手拿報紙，報紙報導政府首長

因擅自提高稅收，因而遭到人民上街抗議

而取消該政策並下臺負起政治責任。小南

跟 Andy 討論過去專制時代的帝王與現今民

主社會的政府在管理國家的方式與權力的

差別……

約
5
分
鐘

口頭問答

▲ 　

正式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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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提問：

(1) 為什麼現代社會徵稅需要經過人民的同意

呢？ 

(2) 從過去的人治社會到現代法治的社會，在

政策的討論與制定上有哪些轉變？

(3) 承上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請教師引導學生連結過去在歷史課學到中國各

朝代的政治體制為君主制，對照現在的民主政

體有什麼不同？並和學生討論這兩種政治體制

有什麼不同？

2-1 法治與

人治的

差異

1.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人治 ? 

請學生列舉人治的意思與特徵，老師再加

以補述與歸納。

2. 教師說明人治的意義

3. 教師提問：人治社會可能有哪些優缺點 ?

4.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法治 ?

5. 教師說明法治的意義

6. 教師提問：法治社會可能有哪些優缺點 ?

7. 教師總結 : 民主政治強調法治政治，法治與

人治是相對的概念。

約
10
分
鐘

口頭問答

2-2 法律的

位階與

內涵

1. 教師說明法律具有強制力，而且是最低限

度的行為標準，因此往往被視為社會正義

的最後一道防線。

2. 教師說明「法律」分為憲法、法律、命令

3. 教師利用課本的金字塔圖形說明憲法、法

律、命令的特性與特徵。

4. 教師解釋憲法有三種特性：最高性、原則

性、固定性。

5. 教師解釋法律的位階由高而低以及其效力

強弱，讓學生了解法律亦有層級的高低。

～第一節課結束～

約
30
分
鐘

口頭問答

2-3 憲法是

人民權

利的保

障書

1. 教師提問 : 為什麼憲法是人權的保障書呢？

為什麼用憲法而不用其它的法律？

2. 教師可藉由上一節所提到「憲法的特性」

，說明憲法保障人權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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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學生思考憲法的三種特性，對於保護

人權有何幫助 ?

4. 教師複習學生國小學過之自由權、平等權

、受益權及參政權之概念

5. 教師逐一說明我國憲法所列舉的基本權利

內涵，如平等權、自由權、受益權、參政

權等，並配合實例講解。

6. 教師用民法中子女姓氏只能歸父姓的例子

來說明法律牴觸憲法的例子，並且說明法

律具有位階是因為要透過憲法來保障基本

人權。

7. 教師歸納結論：以民法 1059 條的修正來說

明憲法保障人民的平等權，任何法律或命

令都不可違反憲法所保障基本權利的精神

8. 教師說明當憲法不足時，也可以透過釋憲

來保障人民權利。

9. 教師引導學生完成快測驗。

10. 教師歸納憲法是人民權利保障書之理由。

～第二節課結束～

約
45
分
鐘

口頭問答、

重點復習提問

參考網站：

1.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

2. 行政院院會通過「民法」修正草案，子女的姓氏更具彈性（97-10-09 行政院新聞稿）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755ac6d-3e8d-463a-92b7-a29957d7bb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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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府與人民

兩層面，討論法治

的內涵。就政府而

言，應依法立法、

依法行政與依法審

判；就全體人民而

言，除了享有法律

上的平等外，皆應

知法、守法。

　　小南和 Andy 在家中客廳看古裝連續劇，畫面為皇帝要徵稅來蓋御花園，有大臣前來勸阻，

被皇上怒斥而遭到流放；小南爸爸手拿報紙，報紙報導政府首長因擅自提高稅收而遭到人民上

街抗議，在多方壓力下，政府首長宣布取消提高稅收的政策並下臺負起政治責任。

　　小南跟 Andy 討論過去專制時代的帝王與現今民主社會的政府在管理國家的方式與權力的

差別……

說明  單元圖

　　過去在九年一

貫課綱在本單元

分成兩個單元來

授課，主要教學重

點為「法律的意義

與位階」與「法律

的意義與位階」等

主題，同時會特別

介紹「憲法保障的

基本權利」四個權

利（平等權、自由

權、受益權、參政

權）的細部說明。

而在十二年國教課

程綱下，主題要強

調「憲法為何是

人民權利的保障

書？」因此本單元

在內容會聚焦在探

索「人治與法治之

間的差異」以及

「民主國家是如何

透過憲法來保障人

權」內容上。

       學引導說明 單元2
憲法與人權

學習內容

1.理解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2.了解法律的位階與內涵。

3.認識憲法原則並珍視憲法精神。

4.知道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5.了解有關人權保障的相關議題，並進行探究。

小南和 Andy 在家中客廳看古裝連續劇，畫面為皇帝要徵稅

來蓋御花園，有大臣前來勸阻，被皇上怒斥而遭到流放；小

南爸爸手拿報紙，報紙報導政府首長因擅自提高稅收而遭到

人民上街抗議，在多方壓力下，政府首長宣布取消提高稅收

的政策並下臺負起政治責任。

小南跟 Andy 討論過去專制時代的帝王與現今民主社會的政

府在管理國家的方式與權力的差別……

157156

哇！以前的皇帝權力

好大喔！竟然可以任

意徵稅，還能隨意流

放勸阻的大臣！

新聞報導說政府未經在野

黨與民意代表討論就擅自

推行增稅的法案，在引發

民怨後，政府首長為其錯

誤的政策向人民道歉並下

臺負起政治責任！

1. 為什麼現代社會徵稅需要經過人民的同意呢？

2. 從過去的人治社會到現代法治的社會，在政策的討論與制定上有哪些轉變？

3. 承上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想引導

157156

是阿！過去和現代的政府已經不一

樣了！現在的社會主要會以人民的

權利為優先，政府的作為都會受到

人民的監督，任何政策也需要受到

民意的考驗，這就是法治社會和人

治社會不一樣的地方！

朕乃上天之子，豈容

你質疑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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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在位

已 超 過 60 年。

在英國，女王是

國家的象徵，女

王統而不治，其

權力包括批准內

閣、簽署法案、

接受各國使節呈

遞的國書、頒發

勛章、到世界各

國訪問，以保持

英國與其它國家

友好的溝通等。

2. 原沙烏地阿拉

伯阿布杜拉國

王（Abdul lah）

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 過 世， 由

79 歲的沙爾曼

（Salman）親王

繼任。該國國王

是擁有絕對權力

的專制君主。

一個國家的統治者

是世襲的皇帝或國

王，就是不民主的

國家嗎？

不一定。主要是要

看該國的法律是為

了保障何人的權利

才能確定。例如：

英國跟日本的國家

元首是世襲的英王

跟天皇，但該國的

法律是政府跟人民

都要共同遵守，且

政府的組成必須要

獲得人民的授權，

並要對其負責；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家元首雖不是世

襲，但是由中國共

產黨一黨專政，法

律是隨著統治者的

喜好而變動，且無

須對人民負責。

教材 Q&A

1. 因為現代國家大多為「法治」社會，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用來約束政府權力，進而保障人民權

利，因此現代社會中，徵稅都必須要經過人民的同意。（答案僅供參考）

2. 「人治」的社會中，法律並不是從保障人民權利的角度出發，而是從統治者的利益與統治方

便的角度出發來決定；而在「法治」社會中，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用來約束政府權力，進而保

障人民權利，同時強調政府要依法而治，不論是政府與人民都要遵守法律。（答案僅供參考）

3. 「人治」的社會中，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在「法治」社會中，人民可以透過合法

的選舉來賦予政府統治的正當性。（答案僅供參考）

       考答案

單元2
憲法與人權

學習內容

1.理解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2.了解法律的位階與內涵。

3.認識憲法原則並珍視憲法精神。

4.知道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5.了解有關人權保障的相關議題，並進行探究。

小南和 Andy 在家中客廳看古裝連續劇，畫面為皇帝要徵稅

來蓋御花園，有大臣前來勸阻，被皇上怒斥而遭到流放；小

南爸爸手拿報紙，報紙報導政府首長因擅自提高稅收而遭到

人民上街抗議，在多方壓力下，政府首長宣布取消提高稅收

的政策並下臺負起政治責任。

小南跟 Andy 討論過去專制時代的帝王與現今民主社會的政

府在管理國家的方式與權力的差別……

157156

哇！以前的皇帝權力

好大喔！竟然可以任

意徵稅，還能隨意流

放勸阻的大臣！

新聞報導說政府未經在野

黨與民意代表討論就擅自

推行增稅的法案，在引發

民怨後，政府首長為其錯

誤的政策向人民道歉並下

臺負起政治責任！

1. 為什麼現代社會徵稅需要經過人民的同意呢？

2. 從過去的人治社會到現代法治的社會，在政策的討論與制定上有哪些轉變？

3. 承上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想引導

157156

是阿！過去和現代的政府已經不一

樣了！現在的社會主要會以人民的

權利為優先，政府的作為都會受到

人民的監督，任何政策也需要受到

民意的考驗，這就是法治社會和人

治社會不一樣的地方！

朕乃上天之子，豈容

你質疑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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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政府權力不

受限制，依靠執政

者的賢明來治理國

家的方式和理論主

張，其理想化的最

佳政治模式是「賢

人政治」。 人治

是一個用來特意表

明跟法治相反情況

的詞彙，當用抽象

的講法，說法治是

法律在人之上，則

會說人治是有人在

法律之上。

　　在法治社會

中，無論統治者與

人民皆須依法行

事，法律可保障人

權與人性尊嚴。法

治的內涵有：

1. 法律之前，人人

平等；2.罪刑法定：

定罪、科刑皆須有

法律明文規定；

3. 審判獨立：司法

不受干擾，依法審

判；4. 依法行政；

5. 法律位階的確

立；6. 依法享權利

與盡義務。

人治1

法治2

公 Bf-IV-1 法治與

人治的差異。

       綱學習內容

A： 法治國家：中

華民國、美國

、英國等。 

人治國家：中

華人民共和國

、北韓、沙烏

地阿拉伯等。

該國的法律是

否用來約束政

府權力與保障

人民權利為主

。（答案僅供

參考）

       與思參考答案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 人治

有無法律的存在 一定有 通常會有

制定法律的依據 人民或民意代表 統治者依自己喜好

誰需要遵守法律 政府與人民 人民

特色

淤保障人權

于立法過程及修改過程較為繁瑣、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淤法律為統治者方便統治國家而存在

于容易淪為獨裁、專制，傷害人民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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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知道的現今國家中，有

哪些國家是屬於法治國家？

有哪些國家是屬於人治國家

呢？你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快測驗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

　　單元頁的古裝電視劇中，皇帝可以不顧人民的意願

就隨意增加稅收，而大臣想要勸阻卻被皇帝流放。為什

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

　　過去，在「人治」的社會中，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

的權力，法律並不是從保障人民權利的角度出發，而是

從統治者的利益與統治方便的角度出發來決定，法律只

是用來治理人民的工具，要求人民守法，卻不強調政府

或統治者要遵守法律，對於法律的解釋，也會隨著統治

者的利益或偏好而有所不同。

　　而在現代的「法治」社會中，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用

來約束政府權力，進而保障人民權利。人民可以透過合

法的選舉來賦予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同時強調政府要依

法而治，不論是政府與人民都要遵守法律。因此「法治」

與「人治」是相對的概念 。

　　現今許多民主的法治國家，會將規範政府與人民行

為內容明定於憲法之中，要求政府與人民遵守，以避免

出現政府濫權，人民權利遭到侵害之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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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又稱北韓。北韓為世界上少數獨裁專制的國家之一，但理論上北韓擁

有憲法，且該憲法的第五章就賦予北韓公民多種自由，包括言論、新聞、示威、結社、宗教信仰、

就業和旅行自由，但實際情況是北韓政府不允許國民隨意表達他們的思想，會將批評制度的民眾

拘捕送往集中營勞動改造。

1.	根據上文所簡介的北韓，你認為是屬於法治國家還是人治國家？你的判斷標準又是甚麼呢？

     

2.	大家比較熟知的南韓和北韓這兩個國家在政治上有何異同？

     

人治國家。因為北韓的法律是為了統治者的利益與統治方便的角度而設計。（答案僅供參考）

南韓是民主政治，是法治國家；北韓是獨裁政治，是人治國家。（答案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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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律的位階與內涵

　　在法治國家中，政府與人民的一切活動都不可以違

反法律的規定。為何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會將重要的規範

條目制定於憲法之中？單靠憲法就能治理國家嗎？

 「法律」可以分成三個位階，層級由上而下分別為

憲法、法律、命令，以下分別介紹這三個法律的內容：

憲法

　　憲法主要有三種特性：「最高性」、「原則性」及

「固定性」，為何憲法會有這三種特性呢？

　　因為憲法是位階最高的「法律」，法律和命令的制

定皆須依照憲法，且不可以牴觸憲法，否則無效，此為

「最高性」；而憲法條文通常簡明扼要，至於詳細規定

與實施方法，則另在法律或命令中作進一步的規範，此

為「原則性」；同時為了維持法律秩序的穩定，讓政府

及人民有所依循，因此憲法的修改程序較為複雜與困

難，此為「固定性」（圖 3-2-1）。根據上述三個特性，

因此憲法又稱為萬法之源、眾法之母（圖 3-2-2、3-2-3）。

● 圖 3-2-2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在我國擁有最高
位階的法律權力。

● 圖 3-2-1　我國憲法修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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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Bf-IV-2 憲 法、

法律、命令三者

為什麼有位階的關

係？

       綱學習內容

法律位階（109）

       屆會考考點

1. 憲法的特性有三

項， 其 中「 固

定性」又稱為

「穩定性、安定

性」，皆是指憲

法的修改程序較

一般法律複雜且

困難（但非不能

更動）。

2. 緊急命令須在

《憲法》明文授

權下，行政部門

始有發布權限，

與課文中所指稱

的命令位階不

同。課文陳述的

命令，偏向法規

命令與行政規

則，前者可視為

行政機關對外部

大眾所發布的命

令，須有法律授

權；後者為行政

機關基於職權對

內部組織、事務

等規範所發布的

命令。

　　教師詢問學

生：在法治國家

中，政府與人民的

一切活動都不可以

違反法律的規定。

為何多數的民主國

家都會將重要的規

範條目制定於憲法

之中？單靠憲法就

能治理國家嗎？

       起動機

憲法的制定與修改

制定完成 民國 35 年 12 月 25 日 ( 制憲國民大會 )

公　　布 民國 36 年 1 月 1 日

實　　施 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

修憲模式 不變更憲法本文的前提下，以增列條文的方式進行

修憲次數 民國 80 年至今，共 7 次

修憲程序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

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

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

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

2-1

6

9

12

15

18

21

24

15

18

21

24

你所知道的現今國家中，有

哪些國家是屬於法治國家？

有哪些國家是屬於人治國家

呢？你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快測驗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

　　單元頁的古裝電視劇中，皇帝可以不顧人民的意願

就隨意增加稅收，而大臣想要勸阻卻被皇帝流放。為什

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

　　過去，在「人治」的社會中，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

的權力，法律並不是從保障人民權利的角度出發，而是

從統治者的利益與統治方便的角度出發來決定，法律只

是用來治理人民的工具，要求人民守法，卻不強調政府

或統治者要遵守法律，對於法律的解釋，也會隨著統治

者的利益或偏好而有所不同。

　　而在現代的「法治」社會中，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用

來約束政府權力，進而保障人民權利。人民可以透過合

法的選舉來賦予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同時強調政府要依

法而治，不論是政府與人民都要遵守法律。因此「法治」

與「人治」是相對的概念 。

　　現今許多民主的法治國家，會將規範政府與人民行

為內容明定於憲法之中，要求政府與人民遵守，以避免

出現政府濫權，人民權利遭到侵害之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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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又稱北韓。北韓為世界上少數獨裁專制的國家之一，但理論上北韓擁

有憲法，且該憲法的第五章就賦予北韓公民多種自由，包括言論、新聞、示威、結社、宗教信仰、

就業和旅行自由，但實際情況是北韓政府不允許國民隨意表達他們的思想，會將批評制度的民眾

拘捕送往集中營勞動改造。

1.	根據上文所簡介的北韓，你認為是屬於法治國家還是人治國家？你的判斷標準又是甚麼呢？

     

2.	大家比較熟知的南韓和北韓這兩個國家在政治上有何異同？

     

人治國家。因為北韓的法律是為了統治者的利益與統治方便的角度而設計。（答案僅供參考）

南韓是民主政治，是法治國家；北韓是獨裁政治，是人治國家。（答案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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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律的位階與內涵

　　在法治國家中，政府與人民的一切活動都不可以違

反法律的規定。為何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會將重要的規範

條目制定於憲法之中？單靠憲法就能治理國家嗎？

 「法律」可以分成三個位階，層級由上而下分別為

憲法、法律、命令，以下分別介紹這三個法律的內容：

憲法

　　憲法主要有三種特性：「最高性」、「原則性」及

「固定性」，為何憲法會有這三種特性呢？

　　因為憲法是位階最高的「法律」，法律和命令的制

定皆須依照憲法，且不可以牴觸憲法，否則無效，此為

「最高性」；而憲法條文通常簡明扼要，至於詳細規定

與實施方法，則另在法律或命令中作進一步的規範，此

為「原則性」；同時為了維持法律秩序的穩定，讓政府

及人民有所依循，因此憲法的修改程序較為複雜與困

難，此為「固定性」（圖 3-2-1）。根據上述三個特性，

因此憲法又稱為萬法之源、眾法之母（圖 3-2-2、3-2-3）。

● 圖 3-2-2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在我國擁有最高
位階的法律權力。

● 圖 3-2-1　我國憲法修改程序

159憲法與人權  ●  單元 2158 公民  ●  民主國家的法治政府

單元 2　憲法與人權 79

2
課
中



　　制憲國民大會是中華民國為了完成《中華民國憲法》而召開的會議，會議舉行於民國 35

年 11 月至 12 月的南京國民大會堂。該會議代表由民選和遴選方式產生，其主要參與政黨為中

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

　　此次制憲國大代表臺灣分配有 18 名，其中 8 縣各 1 人，臺北市 1 人，婦女代表 1 人，高

山族代表 1 人，農會代表 2 人，工會代表 2 人，商業代表 2 人，僑選 1 名，至今制憲國民大會

是影響中國近現代史及兩岸的重大歷史事件。

制憲國民大會3

法律的意義 

（97）

法律的強制性原

則（97）

法律的一般功能 

（98）

憲法的意義 

（99）

憲法的特性 

（99）

「依」法而治還

是「以」法而治

？（100）

       充資料提示

法律名稱

1.  法： 屬 於 全 國

性、一般性或長

期性事項之規

定。

2. 律：屬於戰時軍

事機關之特殊規

定，如已廢止的

《戰時軍律》。

3. 條例：屬於地區

性、專門性、特

殊性或臨時性事

項之規定。

4. 通則：屬於同一

類事項共通適用

之原則或組織之

規定。

命令的種類

1. 法規命令：法規

命令所規範的對

象係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而且對

外發生法律效

果。

2. 行政規則：行政

規則所規範的對

象為機關內部之

事務，故以對內

生效為原則。

160

● 圖3-2-3　法律的位階

快測驗

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施

行細則這兩種法律分別屬於

什麼位階？你是如何區分

的？

     

     

     

法律

　　憲法只做原則性規定，不易說明清楚，因此法律制

定的目的，主要在具體實現憲法的內涵，這裡專指由立

法院依立法程序通過，經總統公布後生效的法律。例如：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立

法院則依據此憲法條文制定國民教育法，規範政府辦理

國民教育的方法。

命令

　　由於法律無法鉅細靡遺的對某些較技術性或細節性

的事項加以規定，所以會授權行政機關發布法規命令，

由行政機關訂定修改。例如：立法院制定國民教育法，

授權教育部訂定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以便能更加詳盡

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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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命令的名稱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

或通則；命令依其性質稱為

規程、規則、細則、辦法、

綱要、標準或準則。

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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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法屬於法律位階；國民教育法施

行細則屬於命令位階。國民教育法是依據

憲法而制定，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是依

據國民教育法而延伸設立。

2-3

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上一節有提到多數的民主國家會將人民的權利明文

規定在憲法中。為何要用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呢？

 為了維護人性尊嚴，讓人人享有自由並免於恐懼和

匱乏的生活，民主國家會將人民的權利規定在憲法是因

為憲法具有「最高性」原則，法律和命令都不能違反憲

法的規定，以確保這些權利不會因為執政者的更迭而任

意改變；當人民權利受到侵害，也可依法尋求救濟，所

以憲法又被稱為「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例如：我國憲

法主要保障人民的平等權、自由權、受益權以及參政權

（圖 3-2-4）。

● 圖3-2-4　我國憲法對於人民權利之保障

參政權

參政權中的創制權是指人民

主動提出立法原則或制定政

策的權利；複決權是指人民

針對法案或政策，表達同意

或反對的權利。

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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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憲法》保

障的平等，是實

質的平等，即機

會平等或立足點

的平等

2. 強 調「 等 者 等

之，不等者不等

之」，即「相同

的事物應相同處

理，不同的事物

應不同對待」，

允許合理的差別

對待。

　　祕密通訊自由

是指個人在傳達意

思時，可以祕密的

方式為之，不受政

府公權力或私人的

侵犯。然而，《民

法》第 1084 條明

定父母對於未成年

子女，有保護及教

養之權利義務。換

言之，父母基於盡

保護與教養之責，

必要時是可拆閱子

女的信件。惟學校

師長拆閱學生信

件，則有可能觸犯

《刑法》第 315條：

「無故開拆或隱匿

他人之封緘信函、

文書或圖畫者，處

拘役或 3,000 元以

下罰金。無故以開

拆以外之方法，窺

視其內容者，亦

同。」故學校師長

需注意此界線。

實質平等4

祕密通訊自由5

　　受益權中的生存權、工作權與教育權，同時也屬於社會權的範疇。受益權與社會權都是積

極保障生活利益的權利，然而受益權是由人民的角度出發，向政府請求權利；社會權則是政府

主動作為，保障人民獲得合乎人性尊嚴的相關權利。

受益權與社會權6

參政權的種類7

參政權

應考試 服公職

考試院

選舉 罷免

對人

創制 複決

對事

公 Bg-IV-1 為 什 麼

憲法被稱為「人民

權利的保障書」？

       綱學習內容

憲法保障人民的

權利（107、108）

       屆會考考點

● 圖3-2-3　法律的位階

快測驗

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施

行細則這兩種法律分別屬於

什麼位階？你是如何區分

的？

     

     

     

法律

　　憲法只做原則性規定，不易說明清楚，因此法律制

定的目的，主要在具體實現憲法的內涵，這裡專指由立

法院依立法程序通過，經總統公布後生效的法律。例如：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立

法院則依據此憲法條文制定國民教育法，規範政府辦理

國民教育的方法。

命令

　　由於法律無法鉅細靡遺的對某些較技術性或細節性

的事項加以規定，所以會授權行政機關發布法規命令，

由行政機關訂定修改。例如：立法院制定國民教育法，

授權教育部訂定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以便能更加詳盡

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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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命令的名稱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

或通則；命令依其性質稱為

規程、規則、細則、辦法、

綱要、標準或準則。

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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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法屬於法律位階；國民教育法施

行細則屬於命令位階。國民教育法是依據

憲法而制定，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是依

據國民教育法而延伸設立。

2-3

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上一節有提到多數的民主國家會將人民的權利明文

規定在憲法中。為何要用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呢？

 為了維護人性尊嚴，讓人人享有自由並免於恐懼和

匱乏的生活，民主國家會將人民的權利規定在憲法是因

為憲法具有「最高性」原則，法律和命令都不能違反憲

法的規定，以確保這些權利不會因為執政者的更迭而任

意改變；當人民權利受到侵害，也可依法尋求救濟，所

以憲法又被稱為「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例如：我國憲

法主要保障人民的平等權、自由權、受益權以及參政權

（圖 3-2-4）。

● 圖3-2-4　我國憲法對於人民權利之保障

參政權

參政權中的創制權是指人民

主動提出立法原則或制定政

策的權利；複決權是指人民

針對法案或政策，表達同意

或反對的權利。

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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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環保運動，故要求政府正視問題、積極立法。

2. 我國保障資訊權的相關法律例示：

 甲、 《行政程序法》第七節為「資訊公開」，保障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乙、 《政府資訊公開法》建立政府資訊的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

障人民知的權利。

身分證按捺指紋爭議

　　立法院在民國 84 年通過的戶籍法第 8 條第 2、3 項，訂定未來民眾請領國民身分證時，需

捺指紋並錄存，未捺指紋者則不予發放的規定。行政院決定在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換發國民身

分證。但有立法委員認為這樣的規定違憲，因此聲請憲法解釋。大法官在民國 94 年 9 月 28 日

釋字第 603 號解釋宣告戶籍法強制按捺指紋錄存的規定違憲，立即失效。

       養萬花筒

 行政院院會通過

「民法」修正草

案，子女的姓氏

更具彈性（101）

       充資料提示

　　被解釋的法規

是勞動基準法第

49 條 第 1 項， 其

條文規定：「雇主

不得使女工於午後

十時至翌晨六時之

時間內工作……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

且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

全衛生設施。二、

無大眾運輸工具可

資運用時，提供交

通工具或安排女工

宿舍。」

釋字第 807
號

8

憲法保障的人權

　　除了人格權與

環境權外，大致可

包括社會權、抵抗

權、知的權利（資

訊權）、和平權、

發展權、弱勢族群

的權利等，其中也

有學者將環境權視

為一種社會權。

1. 環境權：第二次

大 戰 後， 各 國

致力於發展經

濟，忽略了生態

環境的維護，學

者專家警覺生態

環境被破壞的嚴

重性，開始要求

各國立法保護。

此外，環境相關

的法規與人民的

日常生活接觸是

最直接、最迫切

的，容易激起群

體意識，形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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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法律規定子女只能從父姓，但這樣就違反了憲

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牴觸了憲法「最高性」原則。因

此我國立法院於民國 99 年通過民法 1059 條子女姓氏條

文修正案，父母雙方得以書面約定讓子女從父姓或從母

姓（圖3-2-5），且子女成年後可決定是否改姓（圖3-2-6），

使民法能落實平等權的精神。

　　上述可知，憲法為法律位階中最高層級，因此民主

國家會透過憲法來保障人權，以避免政府濫權，落實保

障人民基本權利。

● 圖 3-2-6　子女姓氏條文修法
立法院於民國 99年通過民法
親屬編修正案，自此成年人將
來可以自己決定要從母姓或從
父姓，不需再經父母同意。

修法前 修法後

●

 圖 3-2-5　子女姓氏條文修法前後

感謝老婆為我們陳家
添了一個男丁，就叫
他陳功吧！

老婆生孩子你
最辛苦，孩子
跟誰的姓氏給
你決定吧！

真的嗎？孩子是我
懷胎十月辛苦生
的，希望孩子能跟
我一樣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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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法官於民國 110年 8月 20日做出釋字第 807號解釋，針對勞動基準法第 49條第 1項規

定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已形成差別待遇，認為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違反憲法保障性別平等，

牴觸憲法「最高性」原則，因此判定該法條違憲。

而勞動部表示，該項自宣布日起已失效力，但引用我國憲法第 156條關於母性保護，女性若因健

康因素或是妊娠、哺乳期，仍不得執行夜間勤務。多數學者專家的見解一致認同該規定，因此具

有共識。

好實例

快測驗

過去以兩性為主的婚姻制度被大家視為主流文化，經過民間爭取性別平權相關的社會團體努力下，大

法官於民國 106年解釋憲法，認為民法有關婚姻的規定違反了憲法保障人人平等與婚姻自由的權利，

因此要求相關機構兩年內修法或制定新法。民國 108年 5月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

施行法」，達成對同性婚姻的平等保護，並使我國踏出了性別平權重要的一步。

1.	文中大法官的釋憲，主要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哪些權利？

    平等權、自由權。 

     

2.	文中立法院通過的專法應屬於哪種位階的法律？

    法律 

3.	當我們發現有侵害到人民權利或未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律時，我們有哪些方式可以保障自身的權利不

受侵害？

    1.相關單位修法、2.制定新法、3.釋憲（答案僅供參考）  

     

　　隨著時代變遷，權利的內涵也不斷增

進，因此除了上述四類基本權利之外，

我國憲法第 22 條也規定：「凡人民之其

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使得憲法對權利

的保障更加完全（圖 3-2-7、 3-2-8）。

　　雖然憲法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而存

在，可是隨著社會不斷的變遷，法律也必

須與時俱進，來因應社會的需要，但由於

憲法有固定性，不易修改，因此若是憲法

有所不足或是法律或命令有牴觸憲法之疑

慮時，則可透過大法官來審查該法是否違

憲，進而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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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7　環境權
環境權是指人民在自然生態環境中，享有充足生
活條件的權利。圖為 2021年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舉辦「青年抗暖大遊行之畢業典禮抗疫中」，揮
別過往仰賴高碳排產業的經濟模式，邁向下一階
段的低碳轉型，以保障人民的環境權。

● 圖 3-2-8　文化權
文化權是指人民能參與文化活動、發展文化創造、
擁有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圖為卑南族巴布麓族
人於 2014年前往臺東縣政府向監察委員陳情，
爭取原住民族文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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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同性婚姻

釋憲案

　　正式名稱為「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又稱「

同性二人婚姻自由

案」是中華民國司

法院大法官對於民

法婚姻章，未讓同

性別二人，得以經

營共同生活為目的

，成立具親密性和

排他性永久結合關

係，是否違反中華

民國憲法所進行的

解 釋。2019 年 5

月 17 日三讀通過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2019 年 5 月 22 日

經總統蔡英文公布

， 並 於 同 年 5 月

24 日生效。此次

釋憲結果讓中華民

國成為亞洲第一個

全域性以法律保障

同性婚姻的國家。

       養萬花筒

　　我國《憲法》

對於人民基本權利

保障兼採列舉式與

概括式，其中第 7

條至第 18 條，以

及第 21 條，是以

列舉的方式來保障

人民的基本權利，

另外第 22條：「凡

人民之其他自由

及權利，不妨害社

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均受憲法之保

障。」則是以概括

方式來補充列舉人

權保障的不足。

新興人權

環境權 指人民在所處的自然生態與環境中，享有充足生活條件的權利

文化權 人民能參與文化活動、發展文化創造、擁有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

隱私權 個人生活不受他人所干涉

人格權
指做為一個具有價值與尊嚴的人所應有的權利，包括生命、身體、健康、名譽、信

用、隱私、姓名等

社會權
政府主動採取積極作為以保障人民生活能合乎人性尊嚴，例如：生存權、工作權及

受教權等

 新興人權（109）

       充資料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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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法律規定子女只能從父姓，但這樣就違反了憲

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牴觸了憲法「最高性」原則。因

此我國立法院於民國 99 年通過民法 1059 條子女姓氏條

文修正案，父母雙方得以書面約定讓子女從父姓或從母

姓（圖3-2-5），且子女成年後可決定是否改姓（圖3-2-6），

使民法能落實平等權的精神。

　　上述可知，憲法為法律位階中最高層級，因此民主

國家會透過憲法來保障人權，以避免政府濫權，落實保

障人民基本權利。

● 圖 3-2-6　子女姓氏條文修法
立法院於民國 99年通過民法
親屬編修正案，自此成年人將
來可以自己決定要從母姓或從
父姓，不需再經父母同意。

修法前 修法後

●

 圖 3-2-5　子女姓氏條文修法前後

感謝老婆為我們陳家
添了一個男丁，就叫
他陳功吧！

老婆生孩子你
最辛苦，孩子
跟誰的姓氏給
你決定吧！

真的嗎？孩子是我
懷胎十月辛苦生
的，希望孩子能跟
我一樣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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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法官於民國 110年 8月 20日做出釋字第 807號解釋，針對勞動基準法第 49條第 1項規

定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已形成差別待遇，認為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違反憲法保障性別平等，

牴觸憲法「最高性」原則，因此判定該法條違憲。

而勞動部表示，該項自宣布日起已失效力，但引用我國憲法第 156條關於母性保護，女性若因健

康因素或是妊娠、哺乳期，仍不得執行夜間勤務。多數學者專家的見解一致認同該規定，因此具

有共識。

好實例

快測驗

過去以兩性為主的婚姻制度被大家視為主流文化，經過民間爭取性別平權相關的社會團體努力下，大

法官於民國 106年解釋憲法，認為民法有關婚姻的規定違反了憲法保障人人平等與婚姻自由的權利，

因此要求相關機構兩年內修法或制定新法。民國 108年 5月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

施行法」，達成對同性婚姻的平等保護，並使我國踏出了性別平權重要的一步。

1.	文中大法官的釋憲，主要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哪些權利？

    平等權、自由權。 

     

2.	文中立法院通過的專法應屬於哪種位階的法律？

    法律 

3.	當我們發現有侵害到人民權利或未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律時，我們有哪些方式可以保障自身的權利不

受侵害？

    1.相關單位修法、2.制定新法、3.釋憲（答案僅供參考）  

     

　　隨著時代變遷，權利的內涵也不斷增

進，因此除了上述四類基本權利之外，

我國憲法第 22 條也規定：「凡人民之其

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使得憲法對權利

的保障更加完全（圖 3-2-7、 3-2-8）。

　　雖然憲法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而存

在，可是隨著社會不斷的變遷，法律也必

須與時俱進，來因應社會的需要，但由於

憲法有固定性，不易修改，因此若是憲法

有所不足或是法律或命令有牴觸憲法之疑

慮時，則可透過大法官來審查該法是否違

憲，進而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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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7　環境權
環境權是指人民在自然生態環境中，享有充足生
活條件的權利。圖為 2021年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舉辦「青年抗暖大遊行之畢業典禮抗疫中」，揮
別過往仰賴高碳排產業的經濟模式，邁向下一階
段的低碳轉型，以保障人民的環境權。

● 圖 3-2-8　文化權
文化權是指人民能參與文化活動、發展文化創造、
擁有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圖為卑南族巴布麓族
人於 2014年前往臺東縣政府向監察委員陳情，
爭取原住民族文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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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奧戰爭發

生 於 1866 年， 原

因是奧地利與普

魯士爭奪統一德

意志的領導權。

普魯士的勝利令

它稱霸德意志，

最後完成統一大

業。在德國和奧地

利，此戰稱為德意

志之戰（Deutscher 

Krieg）。

　　全名：威廉‧

腓特烈‧ 路德維

希‧馮‧普魯士，

普魯士國王。1871

年就任德意志帝國

第一任皇帝。由於

他主導德意志的統

一，因此被尊稱為

「威廉大帝」。

　　1871 年 德 意

志帝國成立時成為

德意志帝國宰相，

直至 1890 年辭職

告終。他曾在議會

發表「鐵血演說」：

「當代的重大問題

不是通過演說和多

數派決議所能解決

的，而是要用鐵和

血來解決！」從此

俾斯麥被冠上了

「鐵血宰相」的綽

號。

普奧戰爭9

威廉一世10

奧托‧馮‧

俾斯麥
11

縣人犯蹕

　　張釋之當任廷尉。漢文帝出巡經過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跑出來，驚動文帝的車馬。文帝便

逮捕並交給廷尉。張釋之向文帝報告判決為這個人違反了管制交通的命令，應判處罰金。文帝

生氣的說：「這個人驚動我的馬，幸虧我的馬溫馴，若是其他馬，豈不就摔傷我了嗎？而廷尉

竟然只有判他罰金！」張釋之說：「法令，是天子和天下所有人民應當共同遵守的。現在法

令規定如此而陛下卻要加重他的罪，這樣法律便不能取信於民……廷尉是天下執行法律的標

準，一有偏差天下執法的官員就會因此或輕或重，這樣執法不公人民要如何做才好？望陛下明

察。」文帝說：「廷尉的判決是正確的」。

       養萬花筒

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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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前 

參考資料：郝廣才，今天，臺北，格林文化，

2014。

　　1866年普奧戰爭結束後，大獲全勝的普

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圖 3-2-9）沉浸於普奧戰

爭勝利所帶來的巨大喜悅和榮耀中。當他在波

茨坦的宮殿裡俯瞰宮殿周圍的風景時，突然他

看到了一座有礙風景的磨坊，於是威廉一世命

令手下去詢問這座磨坊的主人是誰，以便買下

這座磨坊後予以拆除。

　　但是磨坊主人拒絕了威廉一世高價收購磨

坊的提議，威廉一世只好強行拆除磨坊。結果

磨坊主人一狀把威廉一世告上法院。

　　普魯士法院受理告訴且公開審案。經過法

庭審理後，法官做出裁判：「被告威廉一世因

擅用皇權，侵犯原告的財產權，事證確定。違

反帝國憲法第 79條，判決被告在原地立即重

建一個一樣的磨坊，並賠償損失及訴訟費用，

共 150馬克。」 判決威廉一世要在磨坊原址

上，重建一座新的磨坊還給磨坊主人。威廉一

世最後決定接受和服從法院的判決。

　　威廉一世是個軟柿

子嗎？絕對不是，他的

首相是人稱鐵血宰相的

俾斯麥，依普魯士的憲

法，首相只要聽命國

王，不受議會限制；而且他在普法戰爭中大敗

法國，成為德意志的皇帝，所以他不是軟弱的

人。但他知道「守法」的重要，如果國王不守

法，人民怎麼守法呢？這一起象徵著普魯士司

法獨立的案例，最終是以磨坊主勝訴而告終，

而本案的被告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也以遵守和

服從法律，而被後人所稱道，這種人人守法的

精神，就是德國與歐洲之所以能領導文明的基

石。

● 圖 3-2-9　威廉一世
(Wilhel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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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可以發現普魯士的憲法具有下列哪些功能 ?（複選）

 □保障人民權利

 □規範政府職權

 □落實君主意志

 □限制政府權力

2. 威廉一世遵守和服從法律的精神和下列哪些成語最為相關？（複選）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法律之內人人自由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牛刀小試

菁

菁

菁

菁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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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廟玉環竊案

　　張釋之當任廷尉。有人偷了漢文高祖廟中座前的玉環，文帝很生氣，交犯人給廷尉治罪。

張釋之按照法律規定偷盜宗廟所用的器物之罪判他死刑。文帝大怒說：「這種人無法無天，竟

敢偷盜先帝宗廟的器物，我交付廷尉治罪的意思，本來是想使他滅族，而你卻按法律來奏上，

這與我恭敬奉承宗廟的本意完全不合！」張釋之磕頭謝罪說：「按照法律，這樣處斷就已經足

夠了。況且即使其罪相等，也要視其順逆程度的不同而分別量刑。若盜取宗廟器物就判族誅，

萬一將來有愚民挖取長陵一抔土，陛下又如何加添其罪行呢？」文帝和太后商談過，才同意廷

尉的判決。張釋之因而譽滿天下。

       養萬花筒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

罪：

　　解釋為只要觸

犯法律，即使是天

子，也要和平民接

受同樣的罪刑。意

謂法律之前人人平

等。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法律之前人人

平等為一句表示任

何人不論其身分地

位為何，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而不

會因為其身分地位

而獲有差別待遇的

諺語。《世界人權

宣言》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決議通

過的一份世界性人

權保障文件，其中

的第7條規定：「法

律之前人人平等，

並有權享受法律的

平等保護，不受任

何歧視。人人有權

享受平等保護，以

免受違反本宣言的

任何歧視行為以及

煽動這種歧視的任

何行為之害。」

：

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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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前 

參考資料：郝廣才，今天，臺北，格林文化，

2014。

　　1866年普奧戰爭結束後，大獲全勝的普

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圖 3-2-9）沉浸於普奧戰

爭勝利所帶來的巨大喜悅和榮耀中。當他在波

茨坦的宮殿裡俯瞰宮殿周圍的風景時，突然他

看到了一座有礙風景的磨坊，於是威廉一世命

令手下去詢問這座磨坊的主人是誰，以便買下

這座磨坊後予以拆除。

　　但是磨坊主人拒絕了威廉一世高價收購磨

坊的提議，威廉一世只好強行拆除磨坊。結果

磨坊主人一狀把威廉一世告上法院。

　　普魯士法院受理告訴且公開審案。經過法

庭審理後，法官做出裁判：「被告威廉一世因

擅用皇權，侵犯原告的財產權，事證確定。違

反帝國憲法第 79條，判決被告在原地立即重

建一個一樣的磨坊，並賠償損失及訴訟費用，

共 150馬克。」 判決威廉一世要在磨坊原址

上，重建一座新的磨坊還給磨坊主人。威廉一

世最後決定接受和服從法院的判決。

　　威廉一世是個軟柿

子嗎？絕對不是，他的

首相是人稱鐵血宰相的

俾斯麥，依普魯士的憲

法，首相只要聽命國

王，不受議會限制；而且他在普法戰爭中大敗

法國，成為德意志的皇帝，所以他不是軟弱的

人。但他知道「守法」的重要，如果國王不守

法，人民怎麼守法呢？這一起象徵著普魯士司

法獨立的案例，最終是以磨坊主勝訴而告終，

而本案的被告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也以遵守和

服從法律，而被後人所稱道，這種人人守法的

精神，就是德國與歐洲之所以能領導文明的基

石。

● 圖 3-2-9　威廉一世
(Wilhel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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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可以發現普魯士的憲法具有下列哪些功能 ?（複選）

 □保障人民權利

 □規範政府職權

 □落實君主意志

 □限制政府權力

2. 威廉一世遵守和服從法律的精神和下列哪些成語最為相關？（複選）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法律之內人人自由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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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布日：

民國 109 年 10 月

28 日

規範目的：

　　教育部為協助

學校依教師法規

定，訂定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

並落實教育基本法

規定，積極維護學

生之學習權、受教

育權、身體自主權

及人格發展權，且

維護校園安全與教

學秩序，特訂定本

注意事項。

　　國民教育法是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第 158 條「 教 育

文化，應發展國民

之民族精神、自治

精神、國民道德、

健全體格、科學及

生活智能。」之規

定， 以 養 成 德、

智、體、群、美五

育均衡發展之健全

國民為宗旨而訂定

本法。

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

12

國民教育法13

臺灣校園的髮禁歷史

　　髮禁是指對人的頭髮外型訂立一定的限制，並且以懲罰和強制力要求其遵從的一種規範，校園髮禁的情形依各國規

定有所不同。臺灣在日治時期即就有學生髮禁，如平頭和清湯掛麵髮式，而在國民政府遷臺後繼續延續校園髮禁，髮禁

的年代男學生只能留平頭，女學生必須是西瓜皮，雖然教育部到了民國 76 年不再規定中學生髮型，交由各校自訂，髮

禁仍普遍存在，直到民國 94 年才全面解除髮禁。

       養萬花筒

剃髮易服

　　剃髮易服或薙髮易服是指清帝國統治者強令其統治下的漢族及其它少數民族的男子改剃滿族髡髮髮型的「剃髮

令」，又稱「薙髮令」，以及改著滿族服飾的政策。這些政策涉及民族文化認同，政策實施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區別服從

者和反抗者，方便統治。剃髮令一下達後在各地便引起漢人強烈的反對與抵抗，結果反抗者皆遭致清帝國的鎮壓。

看議題

166

髮
禁

法律位階來探究 

1. 校規的位階低於教育法規。

2. 命令及法律都不能夠牴觸憲法保障的人權。
線索

1.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二十一條：「除為妨害學生安

全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學校不得限制學生髮式，或以此處罰，以維護

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2.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註：大法官釋字 588 號對憲

法第八條的解釋人身自由就是身體的行動自由，以及對身體的不法侵害。

3. 憲法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憲法之保障。

4. ○○國中校規：男生頭髮必須理平頭髮型，女生頭髮不能超過肩膀，不能燙

也不能染。

5. 國民教育法第七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國民

生活教育為中心，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為目標，並注重其連貫性。

法律

相關

學完了法律位階的概念，你是否真的能了解位階的意義及精神呢？

以下是與校園有關的法律規範，請依據線索完成題目。

167

解
禁

1.	請將上述五項法律代號填入金字塔的位階中。

 

 

2. ○○國中校規：男生頭髮必須理平頭髮型，女生頭髮不能超過肩膀，不能燙也不能染，依

據文章的線索來判斷這個校規有無牴觸以上相關法律呢 ?並寫出是否牴觸的原因。

 　 

 　 

 　 　

3. 若○○國中校規牴觸其他法律，你覺得怎麼修改才能夠符合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若無牴觸，

請說明你認為沒有牴觸的理由。

 　 

 　 　

Q問題

（　　　　　　）

（　　　　　　）

（　　　　　　）

高位階

中位階

低位階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二十一條提到不得限制學生髮式，因此牴觸此法。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 :人民身體自由應予保障。註 :大法官釋字 588號對憲法第八條的解釋人身自

由就是身體的行動自由，以及對身體的不法侵害。→頭髮屬於身體自由應受保障。（答案僅供參

考）

有牴觸其他法律，校規應修改為「男女頭髮以整齊合宜為主。」才符合憲法所保障的權利。

沒有牴觸其他法律，學校校規僅寫出原則，並沒有依此為處罰。（答案僅供參考）

2、3

5

1、4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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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髮禁政策

　　在已前許多學校規定，男生髮型必須是「平頭」、女生頭髮僅能在肩上 3 公分，而現今大

多數學校已解除「髮禁」。但讓人沒想到是北韓也有髮禁，男性僅有 14 種可以選擇，女僅多

一種。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芬蘭記者馬可萊南在推特表示，在北韓理髮廳看見「髮型海報」

得知，北韓男性僅有 14 髮型可以選擇，女性則有 15 種。並指出，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髮

型，沒有在海報上，可能是身為領導人擁有特殊權力。

　　馬克萊南也實際嘗試了一個在北韓最受男性歡迎的髮型，並開玩笑說「最受歡迎的髮型，

不像金正恩」，更大讚理髮店技術和服務表示「北韓的理髮店沒有太多先進設備，但是技術與

服務都相當好。」

參考資料：國家髮禁？北韓男性僅能剪這 14 種髮型，女性僅多一種，三立新聞網，2017。

       養萬花筒

平等權的意義 

（101）

平等權與平等原

則（102）

各種平等權 

（102）

人身自由的保障

（103）

學校生活中的人

身自由問題 

（106）

居住與遷徙自由

（106）

意見自由（表意

自由）（107）

祕密通訊自由 

（108）

信仰宗教自由 

（108）

集會結社自由 

（108）

請願權與訴願權

（109）

行使基本權利時

應注意的原則 

（111）

       充資料提示
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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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位階來探究 

1. 校規的位階低於教育法規。

2. 命令及法律都不能夠牴觸憲法保障的人權。
線索

1.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二十一條：「除為妨害學生安

全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學校不得限制學生髮式，或以此處罰，以維護

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2.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註：大法官釋字 588 號對憲

法第八條的解釋人身自由就是身體的行動自由，以及對身體的不法侵害。

3. 憲法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憲法之保障。

4. ○○國中校規：男生頭髮必須理平頭髮型，女生頭髮不能超過肩膀，不能燙

也不能染。

5. 國民教育法第七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國民

生活教育為中心，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為目標，並注重其連貫性。

法律

相關

學完了法律位階的概念，你是否真的能了解位階的意義及精神呢？

以下是與校園有關的法律規範，請依據線索完成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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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將上述五項法律代號填入金字塔的位階中。

 

 

2. ○○國中校規：男生頭髮必須理平頭髮型，女生頭髮不能超過肩膀，不能燙也不能染，依

據文章的線索來判斷這個校規有無牴觸以上相關法律呢 ?並寫出是否牴觸的原因。

 　 

 　 

 　 　

3. 若○○國中校規牴觸其他法律，你覺得怎麼修改才能夠符合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若無牴觸，

請說明你認為沒有牴觸的理由。

 　 

 　 　

Q問題

（　　　　　　）

（　　　　　　）

（　　　　　　）

高位階

中位階

低位階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二十一條提到不得限制學生髮式，因此牴觸此法。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 :人民身體自由應予保障。註 :大法官釋字 588號對憲法第八條的解釋人身自

由就是身體的行動自由，以及對身體的不法侵害。→頭髮屬於身體自由應受保障。（答案僅供參

考）

有牴觸其他法律，校規應修改為「男女頭髮以整齊合宜為主。」才符合憲法所保障的權利。

沒有牴觸其他法律，學校校規僅寫出原則，並沒有依此為處罰。（答案僅供參考）

2、3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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