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課-資料整理或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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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教師教學與呈現 說明：教師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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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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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相關法律對於未成年的兒童和少年的禁止與保護。上到

本單元時，就可以在中年級自治與安全的基礎上繼續認識法

律在生活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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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相關圖片解說及法律條文的呈現，讓學生了解政府為了

照顧年齡較小的兒童與少年，制定兒童與少年福利與權益與

保障法透過禁止與保護的方式，照顧兒童及少年的身心健康。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
容。 

1.請學生觀看圖片，說明為什麼未滿十八歲的人不能喝酒?因

為喝酒會影響發育、因為法律有規定不可以販售酒類給未滿

十八歲的人。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政府為什麼要設專法來保障兒童與少

年？因為兒童及少年的年紀較小，需要保護及照顧他們的身



心，因此制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3 除了禁止販售菸酒給兒童與少年，法律還規定了哪些內容，

來保護兒童與少年？提供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等。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在討論完課本 P26 頁的圖片，適時歸納未成年除了酒以外菸、

檳榔亦是不能販售給未成年。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ˇ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
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
作。 

1.課前教師將學生分組，請學生收集資料，看在那些地方看過

禁止販售酒、菸給未成年的圖片或標語。學生回答:大賣場、

超商、電視廣告及戲劇的警語。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 
      略的指導。 

1. 使用提示教學法，在電影分級中請學生觀察１２＋，１５

＋，分別是限制幾歲的孩子觀賞。學生透過老師的提示能正確

回答１２＋是滿１２歲能觀賞，１５＋是須滿１５歲才能觀

看。 

２.教師提醒學生：閱讀觀察課本第 P26、27 頁的課文與圖片，

並回答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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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注意到某位學生注意力較不集中，直接走到該生座位附

近講課，並提問問題，讓他能注意到現在上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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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1.透過分組討論，觀察學生學習狀況並加以澄清。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1.教師提問：在那些地方看過禁止販售酒、菸給未成年的圖片

或標語。學生回答:大賣場、超商、電視廣告及戲劇的警語時，

適時給予學生讚美和鼓勵。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
（適時）調整教學。 

1.學生提出對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內容感興趣，老

師能適時補充該保障法的條文內容給學生，讓學生能了解。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1. 透過新聞(便利商店店員賣菸給未成年的新聞)，讓學生思考貼近學生的

生活經驗，並適時給予回饋。 

2.讓學生去回想並討論生活中還有哪些是政府為保障兒童極少年所規定的

事情，並分享加深學生印象。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1.教學者能多元應用媒體，並讓學生做媒體識讀，可以更豐富教學。 

2.讓學生自行討論出答案而不是直接給學生答案，可以讓學習更深刻。 

個人省思 

現在學生因為網路發達，生活經驗和以往學生更不同，可以藉由學生自己的生活經歷（例

如：超商、大賣場購物經驗、收看電視電影經驗）來體現課本中所提及的法律（兒童與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範，更能讓學生深刻理解法律和自身息息相關，也能更遵守法律規

範。 

在課堂中學生提及自己也曾在家中觀賞過１２＋、１５＋，甚至是限制級影片，老師提出問

題和學生討論:政府規範電影業者要遵守相關法令，但兒童及少年的保護是所有人的責任，

在家中則需要家長配合，讓學生更清楚知道法律是每一個人都要需遵守，才能讓社會秩序更

加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