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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心得與省思（含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反思、學生學習成效分析、未來教學的修正建議等） 

一、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反思 

(一)設計歷程：本教案從【我有一點點動心】的起心動念談起，不管是自己或他人都能【避開恐怖

情人】，進而學習【練習當一個好情人】的合宜表達情感技能，透過【愛情練習題】感性思考

與理性決定。 

 
 

 (二)教學實踐反思 

1.善用科技平台發表的匿名性、即時性，讓學生願意發表： 

高年級的學生討論愛情這個議題仍是很害羞，請學生公開分享看法、心得或案例，得到的答案往

往是：『還好啊！都可以。因人而異。沒有要說的。』除了改變提問的句型，如「請挑出你可以

接受的一到三種行為說說看為什麼？」學生不願意分享，但是句子換成「如果有人送你 1克拉鑽

戒要和你成為愛人，但是你不喜歡他，你接受嗎？為什麼？」評論的是他人，就有 2、3位學生

發表。然若想要得到全班學生的想法，那麼善用電子白板的匿名性、即時性可讓學生安心發表，

則是一個好方法。在教學當中，不記名使用電子白板，每個學生都願意上線發表分享。 

 

2.建立匿名、保密的約定，讓學生安心交流：設計初衷是希望學生透過分享討論去探討愛情，然而

在實際教學中並不順利，因此，教學中師生不斷透過對話協商，讓學生在覺得安心的情境中進行

分享討論。其中有：在學生以匿名書寫看法與感受時，教師須遵守規定不能行間巡視不論是用便

條紙或是電子白板。學生願意在信任的同儕間討論，用小白板寫下內容，分組的依據是有信賴感

的同學。在寫表白信或拒絕信這部份，學生都不願意公開書信內容，教師必須保密，所以在第 4

節課做分享的範例，以挑選出的作業進行改編，尊重學生的隱私。師生都必須共同遵守約定，不

批評、不糾正、尊重每個人的不同想法。 

 

3.從直覺認知的答案，到情感真實思考的轉變：在課程中，填寫學習單時，學生常有東張西望，看

看別人的表情，有的彼此對望搖搖頭，有的微微笑，有的對著學習單苦思……顯然，這堂課，他

們都有點「找不到標準答案」的感覺。老師再三強調，沒有標準答案，要學習「認真思考」自己

的感受，尊重他人的感受，學習思考，如何接受、拒絕或被拒絕。教學設計以生活中的案例為文

本，運用ＯＲＩＤ討論法、以文本脈絡提問的方式，拋問題讓學生思考與討論，確實能協助學生

思考與整理自己對交友戀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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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愛情沒有標準答案，合宜表達感情是需要練習的：我們透過環環相扣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從「喜

歡」開始思考愛情這件事，從跟騷法的八個樣態從反面思考如何避免危險保護自己的安全，再從

正向的合宜語言表達進行討論與練習，用螺旋式課程設計的概念，可加深加廣學生對於合宜表達

和保護自己的知能。 

 

5.追求愛情需要勇氣，被拒絕也需要勇氣面對：真的不喜歡，才會說出口：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

追求者會為了追求喜歡的人，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的陪伴ㄧ定能感動他/她」；因此正視對

方拒絕的訊息，不喜歡就是不喜歡，這才是現實生活中的情感樣貌。不論憤怒還是溫柔都可以被

接受，處理情感的方式，因情況多元，應對方式也不同。面對朋友，我可能委婉表達，以維護友

誼，並為對方保留尊嚴。若委婉拒絕後，仍持續追求，嚴正表達表達憤怒，也是合宜的表達。拒

絕，因人、情境樣貌不同，帶領學生思考各種可能後果，再做決定，來解決被過度追求。 

 

6.強化聚焦學生合宜表達與保護自己的學習目標：本課程採多元面向進行設計，每次上課前教師須

做簡要的學習流程與目標是必須的，以第 4節課為例，它是本課程的總複習和總結性評量，先從

愛情限時批裡面的密碼，複習關於不同的追求樣態要學會合宜表達與保護自己，然後透過愛情需

要編劇的故事接龍評量學生是否學會合宜表達與保護自己。學生要從衝突的發生處開始接寫，創

作之前必須再次提醒「合宜的表達」與「保護自己」是重要元素，這樣的創作才能檢視教學的成

效。最後，透過閱讀與分享摘要重點做結束。這樣，學生才能有目標的進行學習和練習。 

 

二、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一）多元評量：檢視學生課程進行時的學習回饋 

1.學生體驗「拒絕」的立場與感受：關於寫情書這部分的練習，拒絕信部分：有 5位有寫出對方

姓名，有 2 位是寫給同性的，其餘 18 封未寫姓名或是寫給自己。表白信部分，收回四封，2

封是寫給自己的，1封是寫給異性的，1封是寫給同性的。因為學生都不願意公開，所以只與

學生討論為甚麼很多人都寫拒絕信給自己，學生的理由最多是，年紀還小，媽媽說不能早戀，

又不想傷害追求者，只好寫給自己。有的人說，沒人喜歡不知道要拒絕誰，寫給自己最安全。 

2.學生思考問題解決的方法：透過跟蹤騷擾防治法的立法緣由與八種樣態的介紹，思考因應防制

的探討，確實能讓學生知道保護自己的多元方法，而且學生在解決問題時變得有層次性，並且

勇於表達感受。 

   
3.學習「反應式對話」、「我訊息」的表達方式，當個「剛剛好」情人：第 2節從反面教材不當

追求--跟蹤騷擾的八種樣態與防治方法入手，延伸到第 3 節用語言做合宜表達的練習，希望

透過反、正、合的思辨練習，讓學生面對戀愛議題時，能理性、平等表達感受和期待，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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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確實能讓學生用正向的態度更細心的思考表達情感的方式。如第 1 節課討論遇到跟蹤

騷擾時該怎麼辦？學生的答案有出現攻擊性的語言，如，「你變態啊！」「給我滾！死變態，

小心我告你。」但是到了第 4 節課討論拒絕表白時，學生不再出現攻擊性的語言，能以較溫

暖的方式回應，如，「謝謝你喜歡我，但是我們不可能，你這樣我很不舒服。」「我不會喜歡

你，祝福你找到更好的人。」「你沒做錯事，只是時機不對，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4.用「愛情編劇」練習面對情感衝突與解決問

題：以故事接龍的分析，主要聚焦在處理衝

突時，是否能夠合宜表達和保護自己，我們

要編寫的劇本是偏正向、圓滿的。票選 5組

劇本最高票是「為愛奉獻」，它是變形自「用

自己來愛你」，學生給的結局是女主角另尋

歸處，男主角也知道對方難處給予祝福，最

後自己也有好姻緣。學生認為愛情當中要

有自己的幸福，而且兩個人都有，才是好

的。面對不當追求，先尋求表達溝通，再來

才是報警處理。面對暴力要勇敢求助，堅決

分手。當愛情漏接時，要學會放下。當自己不小心做了不當追求者，要虛心改過。這些劇情的

共通點是都會試著與對方溝通。 
 

（二）前測與後測：學生問卷分析 

1.學生問卷前測與後測結果呈現： 

 前測 後測 
說明 

 同意 同意 

1. 當我發覺被人跟蹤騷擾，我會告訴家人、老師或報警 100.0% 88.0% 2-(1) 

2. 如果我喜歡的人，會情緒失控打人，我知道是不對的 100.0% 96.0% 2-(2) 

3. 如果我喜歡的人拒絕我，我會持續寫情書傳紙條給他 8.0% 0.0% 2-(3) 

4. 我喜不喜歡一個人由我決定，別人的意見只是參考 92.0% 84.0% 2-(4) 

5. 我能明確表達自己的感覺讓對方知道 88.0% 92.0%  

6. 偷偷跟著心儀的對象，是適合的追求方式 8.0% 8.0%  

7. 如果收到不喜歡的人告白，我會委婉明確的拒絕對方 100.0% 96.0% 2-(5) 

8. 我知道跟蹤騷擾的行為有哪些樣態 100.0% 100.0%  

9.在戀愛的時候，對方的手機和信箱，我都能自由翻看 4.0% 4.0%  

10.在情感人際互動過程中，男生必須主動，女生只能被動 12.0% 12.0%  

11.只要有人向我表白，我就應該接受 12.0% 8.0%  

12.因為談戀愛，所以行動自由被對方限制是應該的 4.0% 8.0% 2-(6) 

2.學生問卷前測與後測結果差異，教學者於後測後與學生個別訪談進行探究，發現： 

(1)題 1：「當我發覺被人跟蹤騷擾，我會告訴家人、老師或報警。」後測有學生表示「不同意」，

學生的想法是，會選擇先試著溝通與了解，不行再告訴大人或報警。 

(2)題 2：「如果我喜歡的人，會情緒失控打人，我知道是不對的。」有一位女同學在後測表示

「不同意」，學生的想法是：她以為題目的意思是他也喜歡我，喜歡就不會動手，所以對問

卷的敘述不同意。【顯示學生對愛情的想像還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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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題 3：「如果我喜歡的人拒絕我，我會持續寫情書傳紙條給他。」經本單元教學後，學生已

全部瞭解：如果被拒絕後，會尊重他人的想法，不會持續。 

(4)題 4：「我喜不喜歡一個人由我決定，別人的意見只是參考。」有學生表示不同意，原因在

於，爸媽是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爸媽的意見比愛情重要；一個人的思慮有限，重要他人真心

的建議會納入考慮。 

(5)題 7：「「如果收到不喜歡的人告白，我會委婉明確的拒絕對方。」選擇不同意的學生，認

為拒絕會傷人，他會先採取冷處理讓對方冷靜冷靜。 

(6)題 12：「因為談戀愛，所以行動自由被對方限制是應該的」，有一位女學生從不同意轉為

同意，探究：她認為對方限制的理由合理，就會接受，比如告訴對方行蹤讓他安心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一直打電話報告就不可以。【學生對於行動被限制與告知行蹤，可能有所誤解。】 

3.情感教育開啟學生對多元感情樣貌的思考脈絡：綜觀學生在問卷前測與後測結果差異分析，發

現從政治正確的前測結果，到學會「停、看、聽」，思考各項情感樣貌，體認做出合宜的決定

需要時間思考，情感教育也需練習題，透過練習以因應突如其來的未知。至於後測結果與前測

產生差異，經由與學生個別訪談、教學後的介入，學生呈現對問卷提供的敘述情境，已有自己

的思考脈絡，顯示此單元課程的教學，已對學生產生情感教育發酵。 

 

（三）課程評量規準：課程總體評量 

1.學生總體評量結果呈現： 

2.學生受教育的過程中，情感教育不能缺席：由觀課教師的總合評量可以知道，在每一個評量向

度中，學生的優、良表現佔了 2/3，還有 1/3需要加油。我們希望這樣的教學單元是個起點，

未來在國中相關領域，延伸有關情感互動的課程，讓學生能夠點滴成長。 

 

三、未來教學的修正建議 

1.信任、安全、民主的氛圍很重要：在進行教學之前，教師宜先培養學生尊重他人發言、安靜傾聽

的習慣，小組討論需有領導的組長並要求每個人都要發言，上台分享每個人都要參與，教師也要

常用平等溝通的方式做示範。 

2.真實與虛擬共構愛情場，可微調增加網路交友的練習：檢視學生的回應發現，關於喜歡和追求這

一件事：參與喜歡的人的日常生活，如聊天、看電影。送東西、解決困難、創造機會接近對方、

寫情書、直接告白(跟對方說)、表現最好的一面給對方知道、告訴別人讓大家知道、默默喜歡、

網路上 po文、留言、網路社群追蹤、傳簡訊。網路虛擬世界也是學生生活的一部分，需加入教

學當中。 

3.合宜的語言表達需要練習：在第 3 節課「反應式對話-同理心的練習」學生對於用語言惡魔方式

的反應較熟悉，用語言天使做反應相對顯得生疏或錯用，有 4位完全沒寫，這樣的結果可讓學生

意識到合宜表達是需要練習的。「我訊息」的練習，採個人分享和小組討論的方式，關於擊擊用

折斷翅膀方式證明愛，學生大多能體會菲菲的震驚，卻都建議菲菲應該嫁，這是需要再深入討論

的地方。 
 

    等 級 

向 度 
優 良 

尚

可 

加

油 

能思考、整理自身對交友戀愛議題的看法 13 4 5 3 

能認識跟縱騷擾行為樣態與因應防制知能 11 7 6 1 

能知道合宜表達情感的方式與促進平等良好的溝通表達模式 9 8 5 3 

能學習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 11 8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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