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活動領域六下第四單元教案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 設計者 劉雅玲

實施年級 六下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4-2欣賞的魔力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a-III-1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總綱

與領

綱之

核心

素養

綜-E-A1認識個人特

質，初探生涯發展，

覺察生命變化歷程，

激發潛能，促進身心

健全發展。

學

習

內

容

Aa-III-1 自己與他人特質的欣賞及接納。

Aa-III-2 對自己與他人悅納的表現。

融入

議題

與其

實質

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情感表達與人際互動。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人權教育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E2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

E6同理分享。

․生涯規畫教育

E1了解個人的自我概念。

與其他

領域/

科目的

連結

無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綜合活動第八冊〔六下〕第四單元



教學

設備/

資源

․電子書及播放設備、素養評量單。

․名人的照片、「特質很『正』、擁抱自己的特質、讚美接龍」、「讚美實踐

表」評量單。

學習目標

1.透過參與活動，發現自己與他人特質之異同。

2.覺察特質對生活的影響，除了肯定正向影響，也能針對負向影響找出調整改善的方

法。

3.面對不被肯定時，能自我接納並欣賞。

4.以好奇的態度，重新解讀生活中他人的行為動機。

5.能接納自己的特質跟優點，並設定目標去調整。

6.能辨識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展現合宜的特質。

7.能以欣賞的眼光，找出他人的優點（態度或行為表現）。

8.了解自己與人互動時，是抱持欣賞或是評判的態度。

9.能以多元的方式展現對他人的欣賞之意。

10.參與欣賞自己與他人的活動，體會被欣賞的愉悅感受。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評量方式

【活動 2：欣賞的魔力】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幾位特質鮮明人物的圖片，詢問學童對其印象及

評價，例如：戴資穎（毅力、認真）、伊隆‧馬斯克（特立獨行、

創意十足），進而讓學童了解每個人身上都有獨特且較鮮明的特

質，只要好好觀察就可以發現。

二、發展活動

(一)優勢的特質

1.教師說明「如果我們將特質用在對的地方，將會對生活加

分。」詢問學童自覺生活中有哪些情境是自己喜歡或他人讚

許的？當下展現的特質為何？

2.教師：「如果用動物來代表自己，你會選擇哪一種？為什

麼？」、「在家人、朋友的心中，他們覺得你比較像哪種動物？

每個人的看法相同嗎？為什麼？」主要目的是引導學童投射

說出自己的特質，例如：像樹懶──慵懶輕鬆、像猴子──

活潑好動、像貓頭鷹──喜歡思考、像螞蟻──喜歡合作並

團體行動……。

3.教師請學童觀察課本第67頁的三個情境，並思考在情境當下

需要展現哪些合宜的特質例如：

⑴過馬路的時候：細心、謹慎、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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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面對誘惑的時候：理性、有主見的……。

⑶表演的時候：大方、有自信……。

4.教師引導學童思考，同樣的情境如果是用相反的特質去應

對，會發生什麼事情？例如：過馬路時分心、隨興、衝動，

可能面臨怎樣的狀況？從中讓學童發現，在不同的情境下要

做合宜的應對。

(二)看見你的好

1.請學童觀察生活中有哪些人的特質令人欣賞？他的行為表

現對他人有哪些正向的影響？（可以嘗試從不同的生活場域

去思考，例如：家庭、學校、社團或新聞、書籍……看過的

例子）

2.教師讓學童討論課本第68頁的例子：

⑴教師細心指導學童功課，幫助其學習。

⑵導護志工願意無酬，熱心的協助學童過馬路，守護大家的

安全。

⑶爸爸的個性友善、爽朗，跟同事之間的相處，讓同事感到

窩心。

3.教師引導學童思考周遭的例子，可邀請每生分享一至兩個例

子（家中跟學校各一）。

4.教師透過課本第69頁中的範例引導學童：當你看到同學有好

表現時，當下你會怎麼回應？為什麼？每個人的反應會相同

嗎？

5.教師統整分享，引導學童發現：每個人的反應不大相同，有

人帶著欣賞的眼光，心情會是正向愉悅的；如果是批評、嫉

妒的角度，往往自身也是負向的感受。

6.請學童想一想：最近什麼時候誇讚或欣賞過別人？說了什

麼？對方反應如何？例如：跟同學說今天穿的便服很漂亮、

肯定對方的幫忙……，對方感到很愉悅。

7.教師歸納：「學童肯定的他人的面向，例如：正向的特質（助

人）、態度（越挫越勇、不放棄……）、優良的表現（學業表

現……）、外表……，並指出當我們給他人正向的肯定，多

半能獲得對方善意的回應。」

8.教師引導學童觀察課本第70頁分別呈現哪些情境？例如：拾

金不昧被表揚、奶奶向他人讚賞孫女的貼心孝順、同學回饋

他因為你的貼心、善良感覺窩心、做報告時不落單，因為自

己認真、負責、守信用……。教師請學童思考自己是否有雷

同的經驗？當下被讚許表揚的感受如何？

9.教師：「面對被讚美，你通常會如何回應？為什麼？」

※指導要領：有些學童的經驗可能是否認，例如：哪有啦！或

是沉默，可能跟長輩傳統教育觀念有關，常耳提面命學童不

要得意忘形。教師可引導學童了解長輩叮嚀的好意，另外學



習接納讚美的新方式。

10.教師歸納：「當別人真心讚美我們，可以微笑並感謝。除了

謝謝對方的欣賞之外，同時也可以肯定自己，要避免過度謙

虛而否認對方的讚許。」

※指導要領：教師可以舉反例說明有些人有好表現時，會大聲

炫耀或是出言不遜「這麼簡單的事情，沒什麼啦！」這就會

引起同學的反感。因此，要多留意說話的語氣跟應對方式，

避免弄巧成拙。

11.教師舉例說明生活中的觀察，除了具體的表現也可以是抽

象的態度。全班一起玩「讚美接龍」遊戲，每個人都必須被

讚美一次，直到每個人都被讚美完後遊戲結束（發言者可以

重複）。

12.教師說明「讚美接龍」的遊戲規則，分組後開始進行，活

動結束後請學童根據手中的讚美表發表心得。

13.教師分享遊戲中的發現：有些人善於讚美他人，並能夠以

具體的事件來補充說明，被讚美的人看起來都很開心；有些

人被讚美時則會感到不好意思而急著否認……。

14.教師歸納統整：「大家都喜歡被欣賞，除了可以由別人來表

達，也要常常提醒自己。面對被稱讚時也要練習，只要開心

的接納，不需要不好意思的否認，時時提醒自己要帶著欣賞

的眼光，並勇敢的給別人回饋。」

※指導要領

‧讓學童知道即使不完美，但是只要學習態度良好，一樣值

得肯定。

‧教師可以示範肯定班上比較被忽略的學童，並讚賞願意給

他人肯定的人。

‧教師可建議學童被讚美時，只要點頭並感謝，不需要否認，

若有疑惑，可詢問讚美他的人，了解被讚美的理由。

(三)欣賞大聲公

1.教師引導學童思考：

⑴想要表達對他人的欣賞，有哪些方式？

⑵他人表達對你的欣賞的方式有哪些？例如：拍肩膀、豎起

大拇指比讚、公開表揚、請你吃東西、送小禮物……。

2.教師宜提醒態度的面向「當表現好時，我們希望被讚美；在

我們已經盡力卻未能完成任務或無法做到完美時，是不是也

希望別人對我們的努力表達肯定？」

3.教師提問引導「要讓人感受到真誠態度，口語、表情、肢體

上分別要注意什麼？」教師應盡量鼓勵學童發表，並適時給

予肯定與鼓勵。

⑴口語表達：說話禮節、語調、語速、具體性……。

⑵肢體表達：拍肩膀安慰、豎大拇指稱讚……；但要注意，

面對關係不同的人，做法也要有所調整。



⑶表情態度：專注的眼神、同理心與尊重的態度……。

4.教師引導學童思考「想一想，你想讚美哪些人？如何讚美

他？」教師先給學童3分鐘的時間思考一下，並請學童在「讚

美實踐表」評量單寫下想讚美對方的理由，教師巡視時提醒

學童要寫出「具體的表現內容」。

5.等學童完成評量單，教師引導學童：找到你想讚美的人時，

除了讚美的話，也要表現出適當的表情及肢體動作等；受讚

美者也要在被讚美後給予回饋。教師巡視其間，對於不知如

何表達或是欠缺表情、動作者加以指導。

6.教師請讚美者與受讚美者分享活動後的心得。

※指導要領

‧活動中遇到較內向或不善表達的學童，教師應盡量鼓勵他

參與活動。

‧教師應提醒學童勿以開玩笑的心態參與活動。

三、總結活動

教師統整：「讚美與肯定可以促使人不斷的進步，平時我們

與他人互動時，就需隨時隨地運用，並以真誠的態度來表達，

才能讓人與人互動間充滿溫暖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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