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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兒童權利你我他 

 

  



第一屆臺灣婦女、兒童人權教案競賽 

格式範例（主題網＋教案詳案） 

 一、主題網 

 

  



單元／主題名稱 兒童權利你我他 班級/小朋友年齡 中班 

活動名稱 認識兒童權利 活動時間 40~45分鐘/節 

設計者 張茹恩、張佩怡、黃慧欣、郭又慈 

活動緣起 

小朋友是一個獨立個體，不是任何人或家庭的附屬品，因此小朋友的個人權利也

是需要被重視的，但小朋友因年紀小還不清楚自己擁有什麼權利，所以家庭教育

以及教育場所應該去教導小朋友個人權利的認知與觀念。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透過提問、團討的方式，讓小朋友去連結相關的生活經驗，例如：上學，並說出

對於這件事情的相關權利或想法。 

學習指標 

語-中-2-2-2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透過「權利」等較艱難的語詞作為延伸，讓小朋友練習如何清楚的將自己的想法

表達出來。 

教學資源 
大張空白紙(用來繪製主題網)、圖卡、繪本【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柯札

克的故事】、海報紙、色筆 

活動內容與過程 教學提示 

引起動機 

詢問小朋友對於自己擁有的權利知道多少，並由教師引導繪製簡易主

題網，簡單介紹小朋友的個人權利。 

引導句 

(1) 小朋友，你們覺得自己擁有什麼特別的權利嗎，像是我們可以去

上學、可以玩遊戲、可以睡前聽故事睡前抱抱等。 

(2) 那你們知道現在的小朋友和以前的小朋友有什麼不一樣的權利

嗎，像是老師以前都沒有電視可以看，但現在每個人家裡都有一

台電視可以看(此處可以透過圖卡來引導) 。 

 

發展活動 

講述繪本【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 

引導句 

(1) 我們一起來看看好心的國王柯札克，他們那時候的小朋友是怎麼

樣的生活吧！ 

提問句 

(1) 柯札克長大後成為什麼？ 

(2) 戰爭時，小朋友們缺乏了什麼生活的必備品？ 

(3) 他們和我們的生活有哪些不一樣？ 

 

綜合活動 

團體討論繪製差異圖，討論現在與繪本中生活的權利差異，讓小朋友

更清楚說出自己的權利與繪本中的差異，由教師將小朋友的想法繪製

於海報上，使小朋友的想法更加具體視覺化。 

 

簡單介紹每個權利即可，可

使用圖示來代表，如：教育

權用書本代表，並使用貼近

小朋友生活的例子或用詞。 

 

 

 

 

 

 

與小朋友多互動，並隨時注

意小朋友是否有理解，及依

照狀況調整繪本表達的方

式。 

 

 

 

 

 

 

注意每個小朋友是否都有發

言，以及老師在引導當中是

否介入會比重太多。 

 

 



表現標準  

主題教學評分說明 

藉由學習單的情境模擬，讓小朋友知道哪些情境是對的，哪些情境是不對的且會影響到自己的權

利，並透過小朋友回答，了解小朋友對於課程的理解程度 

情境一、二：觀察小朋友對於情境的理解是否適當 

情境三、四：觀察小朋友對於權利的配對是否正確 

評量方式  

口語評量：透過聆聽小朋友的回答或教師、同儕的引導，了解小朋友對於課程內容的學習程度。 

檔案評量：透過各個課程的學習單，觀察小朋友從學期初到學期末的進步程度。 

評量工具(老師可依上課進度來自行判斷學習單的使用方式) 

學習單使用方式 

(1)課堂上或課餘時間完成 

(2)老師先在課堂上帶著小朋友寫一部分，剩下的回家和家人一同完成 

範本內容請看附件一 

 

  



單元／主題名稱 兒童權利你我他 班級/小朋友年齡 中班 

活動名稱 一起上學趣 活動時間 40~45分鐘/節 

設計者 張茹恩、張佩怡、黃慧欣、郭又慈 

活動緣起 

十九世紀開始就將教育推廣於平民百姓，希望人人都能擁有受教權，直到今

日，小朋友與女性的受教權也大大的推廣與完善，雖然有些小朋友可能會不喜

歡上學、上課，但要讓小朋友知道，教育的權利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因為

只有受過教育，對自己的未來才有更好的幫助。 

課程目標 

認-2-2 整理自然現象訊息間的關係 

藉由闖關活動，讓小朋友將過去所學習到的知識加以整理使用。 

社-1-6 認識生活環境中文化的多元現象 

透過故事提及巴基斯坦的女生不能去上學，藉此讓小朋友思考自己和其他地方

的小朋友生活有何不同。 

學習指標 

認-中-2-2-2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徵間的關係 

透過小組的方式，讓小朋友可以提出自己過往種植綠豆的經驗，並和大家互相

討論，交流想法。 

社-中-1-6-2知道自己與他人相同或不同的生活方式 

透過課程讓小朋友了解到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生活模式可能跟我們不一

樣，例如：我們覺得上學是一件很正常平常的事情，但在其他地區卻可能是一

件很奢侈的事。 

教學資源 
數字編號、小盆栽、泥土、澆水壺、種子、太陽圖卡、黏土、積木、娃娃、牛

奶 

活動內容與過程 教學提示 

引起動機 

詢問小朋友是否有照顧動植物的經驗闖關活動。 

引導句 

(1)小朋友，你們有種過植物或是養過寵物的經驗嗎? 

(2)還記得我們之前有種過綠豆嗎，你們還記得種綠豆需要甚麼東西

嗎? 

 

發展活動: 

活動一：闖關遊戲－綠豆綠豆快長大 

(1) 將全班分成兩組，並給予每個小朋友數字編號。 

(2) 說明遊戲玩法 

第一關－準備種植綠豆的相關物品(小盆栽、泥土、澆水壺、種子、

太陽圖卡)及不相關物品(例如：黏土、積木、娃娃、牛奶) 

詢問小朋友種植綠豆需要準備甚麼物品，並在小組中討論後，請小組

派五位小朋友拿取正確答案給老師看。 

第二關－第一關拿取的東西 

詢問小朋友種植綠豆的流程(在盆栽裡放土→放種子→澆水→曬太陽

或→曬太陽→澆水)，並在小組中討論後，排序答案給老師看。 

第三關－兩組準備不同的情境(例如：下大雨、太過炎熱的太陽) 

詢問小朋友當在這些情境時，會怎麼處理，並在小組中討論後，將討

 

依過往教學內容進行調整 

 

 

 

 

 

若無法準備實際用品可以

用圖卡來代替 

 

 

 

 

 

 

兩組的情境卡可相同、可

不同，亦可讓小朋友自行

挑選情境 

 

 



論結果繪畫出來。 

(3) 說明遊戲規則 

  - 討論中每個小朋友都要參與討論，且尊重每位小朋友的意見。 

  - 每個小朋友都要按照數字編號輪流上台。 

  - 在闖關活動中，要注意安全，不可以推擠或搶奪。 

(4) 遊戲總結－讓小朋友了解因為在學校學習過，所以才知道照顧綠

豆的方法，藉此讓小朋友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並引導小朋友認

識教育權。 

引導句 

(1)小朋友，你們為甚麼會知道照顧綠豆的方法呢? 

(2)果有一天我們都不能上學，不能看書了，你們覺得這樣好嗎，為

甚麼? 

(3)每位小朋友都有教育權，每天來學校上課、學習、玩耍，選擇適

合自己的教育方式都是小朋友的權力之一哦！ 

(4)那在遙遠的一個國家，有一群小朋友是不能去上學的，那我們一

起來聽聽關於這些小朋友的故事吧！ 

 

活動二：聆聽馬拉拉的故事 

故事分享：馬拉拉是一位出生於巴基斯坦的女生，在巴基斯坦女生是

不可以上學的，但因為馬拉拉的爸爸是一位老師，所以馬拉拉可以像

其他男小朋友一樣讀書上學，但在某一天，馬拉拉的村莊來了一個叫

塔利班的組織，他們禁止女生上學，就算馬拉拉的爸爸是老師也一

樣，因此為了保護自己和朋友的教育權，馬拉拉決定反抗他們，在這

過程中馬拉拉受傷了，被送去英國看醫生，這件事情讓很多人知道，

馬拉拉為了捍衛自己的教育權，做了很多努力，因此馬拉拉得到了諾

貝爾獎。 

綜合活動 

(1) 詢問問題: 

a. 小朋友，你們覺得故事中哪個地方讓你印象最深刻呢? 

b. 小朋友，你們覺得馬拉拉有勇氣去爭取屬於她和她朋友的權利

是因為有誰在背後支持她呢? 

c. 小朋友，你們覺得在故事中的塔利班不讓女生去上學是對的

嗎，為甚麼? 

d. 小朋友，請問有人可以阻止你上學嗎? 

(2) 總結 

a. 有些小朋友可能因為沒有錢或其他原因所以沒辦法讀書，那你

們覺得那些小朋友，可以怎麼跟大人講說讀書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呢? 

b. 小朋友，我們下一次要學習有關身體隱私的權力喔，請各位小

朋友可以回去觀察看看，爸爸媽媽都說哪些身體部位是不能隨

便給別人看或碰的呢，下次上課時，請小朋友分享一下。 

 

 

 

 

 

 

 

 

 

 

 

 

 

 

 

 

 

 

 

 

 

 

 

 

 



表現標準  

主題教學評分說明 

透過繪製在學校可以做的事情或是可以學習到的知識，藉此再次提醒小朋友學習是一件很珍貴的

事情，所以要好好把握自己可以透過很多方式學習的權利！ 

評量方式  

口語評量：透過聆聽小朋友的回答或教師、同儕的引導，了解小朋友對於課程內容的學習程度。 

檔案評量：透過各個課程的學習單，觀察小朋友從學期初到學期末的進步程度。 

評量工具   

學習單使用方式(老師可依上課進度來自行判斷學習單的使用方式) 

1. 課堂上或課餘時間完成 

2. 老師先在課堂上帶著小朋友寫一部分，剩下的回家和家人一同完成 

請小朋友畫出他們可以在學校做甚麼或學習到甚麼，藉此提醒小朋友，在學校可以學習到很多東

西，所以要好好把握自己可以到學校學習的權利 

範本內容請看附件二 

 

  



單元／主題名稱 兒童權利你我他 班級/小朋友年齡 中班 

活動名稱 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 活動時間 40~45分鐘/節 

設計者 張茹恩、張佩怡、黃慧欣、郭又慈 

活動緣起 

除了身體隱私之外，在生活中有許多部份都是可能會忽略的隱私權益，需要我

們去多多注意，即使是大人也會不小心侵犯到別人的隱私權，因此若能從小教

導小朋友相關的知識，也能夠提升小朋友對於他人隱私權的尊重。 

課程目標 

社 1-3 覺察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透過課程讓小朋友覺察生活環境中存在的社會規範（包括人際禮儀、品格規

範、活動規則）。 

學習指標 

社 1-3-1 辨別生活環境中能做或不能做的事 

透過課程讓小朋友了解，在社會中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例如:侵犯他人隱

私或做出他人不舒服的事情。 

教學資源 繪本【我的好朋友被我惹哭了】、情境圖卡、黏黏球 

活動內容與過程 教學提示 

引起動機 

提及先前進行的【身體紅綠燈】遊戲或生活經驗(換衣服)，藉此讓小

朋友想起先前教導過的隱私權內容。 

引導句 

(1) 小朋友，你們還記得我們昨天進行的【身體紅綠燈】遊戲嗎，身

體哪些地方是屬於紅燈呢？ 

(2) 小朋友，換衣服的時候，你會把門關起來再脫衣服，還是會打開

門脫衣服呢？為什麼？ 

 

發展活動 

活動一：講述繪本【我的好朋友被我惹哭了】 

引導句 

(1) 小朋友，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有關身體隱私的部分，有些時候我

們可能也會不小心侵犯到別人的隱私，那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這

本繪本中的小朋友發生了什麼事吧！ 

提問句 

(1) 小朋友，故事中的小天會好多好多的事情，那你們有沒有覺得班

上有哪位小朋友像小天一樣，像老師覺得 ooo跟小天一樣看到同

學被欺負時，都會幫忙同學，老師覺得很厲害哦。 

(2) 當我們好奇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經過對方同意，就隨

便去用對方的東西嗎? 

 

活動二：『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 

(1) 準備五~六個不同權利的情境圖卡(例如：上廁所時，從門縫看別

人、偷看別人的東西、不上課、不吃東西)，並準備權利卡片(例

如：隱私權、教育權)貼在白板上或固定在某個地方 

(2) 將小朋友們分成兩組，並給予每個小朋友數字編號。 

(3) 說明遊戲方法 

如果小朋友說不記得昨天

的課程，可以再簡單的帶

過一次。  

 

 

 

 

 

 

 

 

 

 

 

 

 

 

 

 

 

 

 

進行活動二時需要講解情

境圖卡的內容。圖卡數量

可依小朋友人數進行變

動。 

 

 



a. 老師說明情境圖卡，例如：小名看到了小華的書包，因為好

奇，就去打開來看，請問小朋友，小名違反了哪個權利呢，是

隱私權還是教育權呢，小組討論一下，討論完後，請數字編號

一的小朋友上來找老師拿黏黏球。 

b. 請小朋友站到線後面，並跟小朋友說明，當老師數到三時，將

球丟到權利圖卡上，而丟到正確答案的小朋友，老師可以給予

口頭獎勵。 

(4) 說明遊戲規則 

a. 球只能丟圖卡，不能拿來丟人。 

b. 每個小朋友都要按照數字編號輪流上台。 

c. 當小朋友在丟球的時候，台下的小朋友要乖乖坐好並幫丟球

的小朋友加油。 

 

綜合活動 

(1) 請小朋友上台分享玩遊戲的心得 

a. 小朋友，剛剛的遊戲中，你最喜歡哪個部分呢，為甚麼? 

b. 小朋友，剛剛小組討論的時候，最讓你記得的是哪個部分

呢，為甚麼? 

(2) 提醒小朋友求救的方法(告訴大人、趕快離開現場、告訴對方自

己不喜歡...等) 

a. 小朋友，如果我們遇到有人侵犯到自己的隱私權，或沒有經

過同意摸自己的身體時，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3) 預告下次的上課內容 

 

 

 

 

 

權利圖卡使用圖示來代

表，如：教育權用書本代

表。 

 

 

表現標準  

主題教學評分說明 

藉由【我是小偵探】的遊戲，讓小朋友能夠接觸到更多不同的情境，學習去判斷這樣的行為是否

正確或是否會侵犯到他人的權利，同時也可以讓小朋友在適當的時機中，適時的表達自己的想

法，並了解可以尋求他人的幫助 

評量方式  

口語評量：透過聆聽小朋友的回答或教師、同儕的引導，了解小朋友對於課程內容的學習程度。 

檔案評量：透過各個課程的學習單，觀察小朋友從學期初到學期末的進步程度。 

評量工具  

我是小偵探大富翁 

將全班分成若干組，請小朋友輪流抽卡，每個卡片上都會有一個情境，例如 A小朋友抽到亂翻別

人抽屜，此時 A小朋友要告訴大家這個行為是否正確及原因，回答正確完後，可以前進卡片上的

數字步數。最後還有一張學習單，讓小朋友繪畫在遊戲中印象最深刻的卡片，並讓小朋友說出為

何選擇此情境的原因，並由家長或老師幫忙使用文字紀錄。範本內容請看附件三 

 



單元／主題名稱 兒童權利你我他 班級/小朋友年齡 中班 

活動名稱 我也想玩遊戲！ 活動時間 40~45分鐘/節 

設計者 張茹恩、張佩怡、黃慧欣、郭又慈 

活動緣起 

遊戲是小朋友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因為小朋友可以透過遊戲去學習，也能培養

與他人互動的能力。現今社會對於融合也越來越重視，如何讓特殊生與一般生

一起共同享受遊戲的權利是重要的一個議題，而對於共融遊戲並不局限於大人

的事情，教導小朋友發現、覺察與包容、共處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課程目標 

社-2-2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藉由故事的分享讓小朋友理解到遊戲權的重要性，並透過繪本介紹共融遊戲

場，讓小朋友知道可以如何去與特殊生一同玩樂 

學習指標 

社-中-2-2-2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展現同理或關懷的行動 

藉由課程，讓小朋友了解到，有些小朋友沒辦法像我們一樣在外面自由的跑跑

跳跳，因此在課程的最後，透過設計一個可以跟身心障礙兒童一起玩樂的共融

遊戲設施，讓小朋友學習去了解他人的需求。 

教學資源 
影片-兒童權利公約宣導-遊戲權、繪本【就是要玩】、圖卡、A4紙、繪畫用具 

活動內容與過程 教學提示 

引起動機 

請小朋友分享假日時會做些什麼，或是會和誰一起去哪裡玩？ 

引導句 

(1) 小朋友，還記得老師上次請你們回去紀錄你們假日時都在做甚麼

事情嗎，那我們現在就邀請幾位小朋友上台分享一下吧。 

(2)  

發展活動 

活動一：介紹遊戲權 

影片觀賞：https://youtu.be/zJ0dNyYFA_8 (大約播到 0:20即可) 

引導句 

(1) 剛剛有很多小朋友分享假日做的事情，那我們現在來看一段小影

片吧。 

提問句 

(1) 小朋友，請問在剛剛的影片中，提到遊戲權有哪三種呢?(休閒、

休息、玩樂) 

故事分享：櫻花是一個四歲的小朋友，平常放學後，她都還要去才藝

班上課，連假日都還要在家裡寫作業，雖然媽媽都說她認真寫功課很

厲害，但是她每天都覺得好累好累，她也想像隔壁的呱呱一樣，下課

後可以跟著大家一起去公園玩、騎腳踏車。 

引導句 

(1) 相信看完剛剛的影片後，小朋友對於遊戲權已經有一點點的了解

了，那我們現在來聽聽櫻花小朋友的故事吧 

提問句 

(1) 故事中的櫻花小朋友，放學後都在做甚麼呢? 

(2) 你們覺得櫻花小朋友在放學後真正想做什麼事呢？” 

可以預先請家長提供小朋

友假日活動照片等紀錄，

以利老師上課時引導。 

 

 

 

 

 

 

詢問完後，老師需簡單說

明遊戲權的定義(每一位小

朋友都有權利去從事適合

自己年齡且安全、快樂的

遊戲與休閒娛樂活動的權

利) 。 

 



(3) 請問小朋友你們放學後都在做甚麼呢? 

(4) 請小朋友想一想，如果放學後不能出去玩，而是要待在家裡寫作

業，你的感覺會怎麼樣呢? 

 

活動二：我也想玩遊戲！ 

講述繪本：身心障礙聯盟立體童書《就是要玩》 

引導句 

(1) 小朋友你們喜歡玩遊樂設施嗎，剛剛有提到每個小朋友都有遊戲

權，但有些小朋友的身體比較不靈活，沒辦法像我們一樣在外面

跑跑跳跳，為了這些小朋友也可以跟我們一樣在外面開心地玩

耍，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出現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運用圖卡向小朋友介紹現在已經有的共融設施，並詢問小朋友，共融

設施和我們平常看到的遊樂設施有哪裡不一樣。 

引導句 

(1) 小朋友，剛剛的繪本中是不是有一些遊樂設施，有沒有發現這些

遊樂設施和我們平常看到的有點不一樣呢，這邊還有一些很特別

的遊樂設施要跟小朋友們分享唷！ 

提問句 

(1) 小朋友，繪本中有哪些遊樂設施？ 

(2) 這些遊樂設施跟我們平常看到的有哪裡不一樣呢？ 

(3) 小朋友，圖卡中的遊樂設施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4) 為什麼會有這些不一樣的地方呢？ 

進行團討，討論出小朋友想要設計的一種遊樂設施，以及怎麼設計才

能讓所有的人都能夠遊玩。 

引導句 

(1) 看到這麼多特別的遊樂設施，我們也一起來設計一個可以讓不同

小朋友都能玩的遊樂設施吧！ 

提問句 

(1) 如果可以設計一種遊樂設施，小朋友你們想設計什麼遊樂設施跟

行動不方便的小朋友一起玩呢？ 

(2) 要跟行動不便的小朋友一起玩遊樂設施，我們有哪些地方需要注

意呢？ 

(3) 小朋友們設計了哪些特別的地方，為什麼要設計這些地方呢？ 

 

綜合活動 

(1) 請小朋友共同繪畫出剛剛討論的共融遊樂設施，並分享這項設施

和一般的遊樂設施有哪裡不一樣以及為什麼要設計不一樣呢。 

(2) 貼心小叮嚀 

雖然我們有遊戲權，但我們已經長大了，所以要學會控制自己，

像是到了睡覺時間，就要睡覺，不能因為自己有遊戲權就跟爸爸

媽媽說你還想要繼續玩，我們要有健康的身體才可以去體驗更多

不同的事情。 



表現標準  

主題教學評分說明 

透過學習單上的情境介紹，讓小朋友複習玩遊戲是他們的權力之一，同時了解到不是每個小朋友

都可以自由地玩樂，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而無法開心的玩遊戲，並試著將自己聽完情境後的想法

說出來。 

評量方式  

口語評量：透過聆聽小朋友的回答或教師、同儕的引導，了解小朋友對於課程內容的學習程度。 

檔案評量：透過各個課程的學習單，觀察小朋友從學期初到學期末的進步程度。 

評量工具  

學習單使用方式(老師可依上課進度來自行判斷學習單的使用方式) 

1. 課堂上或課餘時間完成 

2. 老師先在課堂上帶著小朋友寫一部分，剩下的回家和家人一同完成 

總共有六個情境，一次講述兩個情境(左右兩邊)後，詢問小朋友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並讓小

朋友說出為何選擇此情境的原因，並由家長或老師幫忙使用文字紀錄。 

範本內容請看附件四 

 

  



附件一 

 

  

認識兒童權利學習單 

題組一:權利知多少圈圈叉叉(可以○、不可以×、不知道△) 

情境一：小名的媽媽常常不給她吃飯，請問小名

的媽媽這樣做是可以的嗎? ○   ×   △ 

小朋友回答： 

情境二：小美的爸爸不讓小美去上學，請問小美

的爸爸這樣做是可以的嗎? ○   ×   △ 

小朋友回答： 

題組二:權利知多少圈圈看 

情境三 : 我們可以快樂的在遊戲場玩是屬於哪個權利呢? 

 

    

 

情境四 : 我們有舉手發言表達意見的機會，那是屬於何者權利呢 

 

    

 

教育權   健康權    生存權 遊戲權 

   生存權 

情境四 : 我們有舉手發言表達意見的機會，那是屬於何者權利呢 

教育權   健康權 遊戲權 



附件二 

 



附件三 

我是小偵探－地圖範本(老師可依課程內容或小朋友程度進行調整) 

 

我是小偵探－卡牌範本(老師可依課程內容或小朋友程度進行調整) 

 

 

 

 



附件三 

我是小偵探－紀錄範本(老師可依課程內容或小朋友程度進行調整) 

 



附件四 

我也想玩遊戲 

請問小朋友，哪些是正確的遊戲權益？請在正確的打勾。 

小朋友一整天有不同的學習要學 合理分配時間邊玩邊學 

小朋友回答： 小朋友回答： 

晚上準時睡覺 不管時間，就是要玩遊戲 

小朋友回答： 小朋友回答： 

非共融的一般遊樂場 一起遊玩，共融遊樂場 

小朋友回答： 小朋友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