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領域─人權保障──社會規範的起源及種類 

動物保護教材前導學校課程實踐 
創意教學方案設計格式 

參酌十二年國教課綱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 
壹、教學活動 

單元名稱 
動物保護教育融入《公民與社會》第二章〈人權保障〉壹〈社會規範的起源及種

類〉 

設計者 吳易聰 指導者 （無則免填） 

教學對象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高一學生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材來源 龍騰文化《公民與社會》、《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初稿四版 

教學資源 課本、網路資訊、講義、學習單、投影機、電腦 

學生 

條件 

分析 

1. 在文明的臺灣，學生從小無論是在教學現場或生活實況中已經多有接觸動物保

育議題。 

2. 部分學生在校園中曾見流浪貓狗、部分學生家中曾飼養動物。 

教學 

準備 

1. 投影片製作。 

2. 影音資料蒐集整理。 

總綱 

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公 1a-V-2 釐清公民知識的核心概念。 

公 2a-V-1 關注社會生活相關課題及

其影響。 

公 2c-V-2 珍視並願意維護重要的公

民價值。 

公 3b-V-2 分析並運用公民與社會生

活相關資料。 

公 3d-V-2 落實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

的行動並反思與修正。 

領

綱

核

心

素

養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

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

析、批判、統整與後設思考 的

素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 題

的可能策略。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

題，具備反省、規劃與實踐的素

養，並能與時俱進、創新應 變。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

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

養，健全良好品德、提升公民意

識，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

公共事務。 

學

習

內

容 

公  De-V-1 當代人權保障面臨哪些重

大的爭議? 

公 Df-V-1 為什麼社會的不同群體，對

於「公平正義」的理解與追求會有衝突? 

學習目標 

1. 說明社會規範的意義，理解不同社會規範的概念。 

2. 理解風俗習慣的改變，能妥善處理犬貓遺體。 

3. 反思動物權利，並培養動物保護的道德觀。 



4. 能有領養丶終養丶不棄養的概念，並營造友善對待動物的環境及福祉。 

學習目 

標代號 
教學歷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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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若車上都無人坐博愛座，你會坐

嗎？引導同學思考博愛座爭議，進而導入

社會規範的主題。 

 

二、教學活動 

(一). 說明社會規範的意義、功能及種類。 

(二). 介紹習俗的意義。 

1. 舉例各地民俗。 

2. 以犬貓遺體的處理為例，介紹習俗的改

變，並討論如何妥善處理犬貓遺體的方

式。 

(三). 介紹宗教的意義。 

1. 介紹世界主要宗教。 

2. 以清真食物，省思葷食動物的生前飼養

狀態及宰殺方式。 

(四). 介紹道德的意義。 

1. 以澳洲賽狗的影片討論動物權議題的兩

個主張（動物權利論、動物福利論）。 

2. 化妝品安全試驗以動物進行實驗是否符

合道德？ 

(五). 介紹法律的意義及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

比較。 

1. 以非法動物繁殖場說明違反法律的結

果，進而引導學生學習領養代替購買、

領養、終養、不棄養等動物保護觀念。 

三、綜合活動 

(一). 複習本節上課重點。 

(二). 回饋時間︰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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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投影機 

學習單 

 

 

 

 

 

 

 

 

 

 

 

 

 

 

 

學習單作業 

參考 

資料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初稿四版︰第五章流浪犬貓與校園犬貓（第六單

元流浪動物的生命盡頭）、第六章飼主與同伴動物的生命關懷（第三單元安置後

事）、第七章動物倫理與福祉。 

 

 

 

 

 

 

 

 



貳、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 

  

二、學生作品 

  

 

參、教學省思 

  第一次進行動物保護教育議題融入教學，雖然時間倉促，但有國教署、中教大、

動保團體所提供的教材指引，在資料蒐集、教案設計皆可以很順利的進行。 

一個國家的進步不是每個城市都要高度都市發展，國家的進步是政策與人民如何處

理人權、弱勢、環境與動物保護，很高興也很榮幸可以與國家一起進步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