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尋光校園》臉部平權國小計畫－高年級教案 

一、 課程背景： 

教案名稱 曙光方程式 

教案設計者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教學對象 高年級 授課節數 一節課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領域 

設計理念 

我們的社會當中，有一群人因著外貌的不同時常受到他人的歧視、嘲笑、

排擠甚至謾罵，他們可能是天生的顏損或是後天意外造成的傷害，生理上

要忍痛重建外表同時心理層面要接受別人異樣的眼光，但陽光相信每張臉

都與眾不同，卻一樣獨一無二，因此陽光基金會希望在台灣努力推動一個

「臉部平權」的社會，無論顏面外觀如何，每個人都應該被尊重及公平對

待。 

此教案以「互動式影片」創作，想要討論學生在面臨校園人際互動情境

時，當作為一個選擇者/旁觀者（非顏損者）時，會選擇什麼樣的方式與顏

損者相處，同時，也透過轉換視角的影片結尾設計，使學生作為一個被選

擇者/當事者（顏損者）來面對自己作的選擇，在作為不同角色時的感受及

選擇背後的衡量，以及轉換視角後是否會影響學生回顧自己作為選擇者時

的選擇，進而有所改變。 

教學目標 
1. 90％受宣導者對燒傷顏損者處境與不便之處有更多認識。 

2. 90％受宣導者更認識燒傷顏損者，並能同理與關懷尊重之。 

主題軸 社會參與 

核心素養 人際互動、社會關懷與服務 

能力指標 
3-3-1-1 與人相處時能發現自己與別人有不同的特質，並尊重其差異。 

3-3-3-3 關懷與接納不同族群的意見與想法。 

學習表現 1a-III-1 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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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 理解尊重和包容的重要性，認識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都一樣

「不一樣」而都享有相同的權利。 

2. 了解臉部平權的概念，明白為什麼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外貌。 

3. 發展人際互動的方式，可以跟顏損者如何互動。 

教案道具表 課程內會進行「影片觀看」，請準備適量的「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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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課程架構圖 

 

三、 教學活動設計流程簡述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資源 時間 學習評量 

一、引起動機【開場與設置】 

1. 開場說明內容： 

生活當中我們每天都在做出選擇，「早餐吃什麼？」、「等

一下走哪條路上學？」、「要穿體育服還是制服？」……等，

在遇到各種面臨選擇的情境時，我們做出的每一種選擇都

根據我們不同的生命經驗及想法，也因此可能出現不同的

結果。今天要來做一堂特別的體驗課程，不是將重點放在

討論誰對或誰錯，而更看重與理解當我們面對真實生活情

境時，我們處在什麼樣的感受當中，又是否存在過猶豫，

最終，是什麼想法或原因讓我們做出那個選擇。」 

2. 安排平板使用： 

包含平板帳號登入、網路連線。 

簡報 

影片 

電腦 

投影 

音響 

５min - 

二、發展活動❶ - 互動式影片：【影片體驗】 

1. 建議與說明： 

(1) 在學生正式掃描 QRcode 進入影片前，可先播

放掃描後進入的第一段曙光方程式的影片

「Start」，並在最後跳出兩個選擇時，向學生說

明進行以下提醒，提醒完成後，始讓學生開始

掃描進行影片觀賞。 

平板 

投影 

電腦 

音響 

15min - 

課程名稱：

曙光方程式

一、開場引

導（5分鐘）

二、互動式影片

（15分鐘）

三、影片討論

及認識臉部平權

（15分鐘）

四、總結

（5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N_HZA7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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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醒學生每段影片最後出現兩個方格時即

可點入進去不同的劇情。 

B. 提醒學生每一個不同的選擇都會影響後續

劇情以及結果的不同。 

C. 提醒學生做「自己可能會做的」或「較符合

自己的個性」選擇。 

D. 提醒學生記錄下自己選了哪些選項，以利

後續討論。 

E. 提醒學生影片最後有重新回到第一部影片

的選項，可以鼓勵學生若想要重新選擇。

（平均 10 分鐘可以至少看到一個結局，老

師可自由思考要不要讓學生多體驗幾個結

局，或玩到一個結局後即開始討論。） 

(2) 進行方式可以「個人」或「分組」進行，分組又

可分「雙人」或「整班」共同影片進行，因此，

依據進行的方式不同，學生可能是個別思考，

亦可團隊共同討論、選擇。 

(3) 影片分為兩個部分： 

A. 第一部分為「選擇部分」，學生作為「選擇

者/旁觀者」去面對遇到顏損者時的各種生

活情境，而自己會選擇什麼樣的應對方式。 

B. 第二部分為「被選擇部分」，學生作為「被

選擇者/當事者」去感受身為顏損者的各種

生活當中被對待的情境，而省思自己有什

麼樣的內在感受。 

(4) 影片在兩個部分的轉折上並非「報應」而來的

結果，僅作為身份角色的切換用途，使學生能

感受自身的選擇發生在顏損者身上可能是什麼

樣的感受。因此，請提醒學生，影片並非暗示

「做好的選擇或不好的選擇」可能會使自己因

報應而受傷，選擇與受傷與否並非因果關係。 

三、發展活動❷ -【影片討論】 

1. 建議與說明： 

(1) 進行方式可以「分組」或「全班」進行。 

簡報 

影片 

電腦 

15min 
口語評量 

能針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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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選擇「單題」或「多題」進行討論。 

(3) 為使學生的答案或思考少一點「符合正確」的思

考，在未造成班級混亂或明顯造成歧視的情況

下，盡量以「不評價」與「不檢討」的方式進行

討論，此教案避免將學生的選擇連結或集中討論

到個人是否「良善或邪惡」、「好或不好」、「正確

與否錯誤」，更多先引導學生分享個人感受與如

何看待他所面對到的情況。 

(4) 可參考⟪附錄一⟫提供之影片討論內容 

2. 情境問題討論： 

(1) 是什麼想法或原因讓你做這個選擇？ 

(2) 你曾經在哪個選項當中猶豫過嗎？如果有，你當

時的考慮是什麼？ 

(3) 當你的選擇成為你所需要承擔的結局，那是你希

望的結果嗎？還是你覺得你有想到不同的選

項？ 

投影 

音響 

情境提供思

考後的回應

與討論。 

四、總結： 

1. 口頭引導結尾參考： 

我們的每一個選擇，都與自己身處的世界有關，也可

能決定我們的世界會長成的樣子。當看見有人因某個

不一樣的特質或條件受欺負，我們可以試著勇敢做到

挺身而出，但同時也要允許因為擔心挺身會遭致不好

的結果發生在自己身上，因而有所害怕與軟弱。所以， 

縱使無法挺身而出，也至少擁有能拒絕傷害別人的勇

敢，不會加入加害人的行列，成為共犯。 

臉部平權期待大家「不以貌取人、不歧視排擠」更期

待能夠「尊重差異、看見獨特」大家都能不因外表而

被差別對待，且能獲得公平的保障。然而，要知道人

際中什麼是友善而正確互動方式很容易，但可能有各

種原因影響我們沒有這麼做，甚至做出相反的行動，

在別人眼裡就被貼上「不好」或「邪惡」的標籤，但

今天的影片討論就是弄清楚我們的選擇其實都有背

後衡量的原因。 

所謂的「同理」跟「尊重」並非說出來的，而是慢慢

簡報 

影片 

電腦 

投影 

音響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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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出來的。學會理解他人的處境，站在對方立場思

考是一種需要長時間訓練跟被提醒的事情，而了解到

每個人都有差異，並能夠真正的尊重多元族群的存

在，需要有相互認識的過程，絕非一開始、第一眼就

能做到。最終，善良與平等的友善社會能真正實現，

皆是大眾身體力行後實踐後才能得來的結果。 

五、延伸討論： 

另外，可用「臉部平權-從心認識篇」的影片進行延伸討

論，針對以下層次的問題逐一引導學生回應，點出在生

活當中我們都「對人有第一印象」，也可能因為這樣的印

象判斷而誤解或做出人際互動上不同的選擇，但這當中

可能是各種經驗當中累積而成的「刻板印象」的影響，仍

須透過實際的交流與相處才能知道。 

(1) 影片當中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可將影片停留在 00:46，並與學生們互動嘗試

去判斷影片當中的人物職業、身份、年齡……

等，並詢問學生原因，使學生意識到若在相

同情況下，我們也同樣有著刻板印象在判斷

這些人。 

(2) 他們所描述的這些對象與他們認為的是否一

樣？是什麼原因讓過程中有這樣的差別？（引導

至生活經驗當中給予我們的刻板印象。） 

(3) 若我們僅透過刻板印象去認識他人，可能會造成

什麼樣的情況？（引導至會造成「誤解他人」以

及「錯過與他人人際交流的可能」。） 

此處，可以回顧互動式影片的討論重點，即我們對他人

的判斷以及互動上的選擇可能因著許多「不熟悉、不知

所措而來的擔心」以及「忽略他者狀態的過度關心與探

索」，而有可能使雙方有所誤解或彼此都抱持著委屈。因

此，人與人相處需要交流而不僅是第一時間用外表來評

斷他人，更需要換位思考用心去理解他人的處境。 

   

(後有附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xgfpWBJQCM&list=PL2o88DbzL_gqvmb8jAksH2UPNeTgjaBjJ&in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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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影片討論 

 

根據陽光的服務發現，許多燒傷、顏損者在生活情境當中遇到比較多是「B」的選

項，即多數社會大眾在面對顏損者可能會做出的反應。 

往往在溝通的過程當中，民眾會驚訝地覺得：「我明明是關心，為什麼卻被說是不

夠尊重？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才好？」 

因此，這部影片期待學生能因為討論而有更多的理解，並知悉發自內心的關心有時

候可能來自於個人的想像，而非對方當下真正的需要。在這些影片的討論當中，並非為

了指責或批評那些難以避免的人之常情，或者否定社會大眾對於顏損者的善意初衷，而

是提醒同理、平等與尊重的表現，會需要理解他人情緒、處境與刻意練習。 

 

● 討論一： 

 

 

A. 問一下他旁邊有沒有坐人 

B. 他臉上好奇怪，我先離遠一點。 

 

A. 既來之則安之，總是要有人先開口 

B. 天啊！太尷尬了… 

  在這兩個情境當中，主要想跟學生討論在「平常心看待顏損者」這件事情上通常會

面臨什麼樣的選擇，當中，我們可能又存在什麼樣的感受，以下提供兩個選擇可能學

生會抱持著的想法，在學生並非開玩笑或明顯歧視性用語的情況下，可透過下列提供

的想法，比對學生的回答去分析並點出學生的狀態，進而引導學生認識自己的選擇。

以下分成「選Ａ」與「選Ｂ」兩個部分： 

1. 我們如何而能做到Ａ，可能是因為： 

(1) 同理心：對他人的感受非常敏感，理解顏損者可能會因為外觀不同而感到孤

立，若他人因著對自已的外表就下了解讀，甚至以忽視的態度面對，將使自

己感到同樣的心情。 

(2) 無偏見：清楚地意識到外觀並不影響一個人的價值和友誼，並且很自然地選

擇與他交流，無論他的外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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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善良與友善：習慣主動與人交朋友，並且對所有人都展現出友善的態度，不

會因為對方的外觀特徵而有所不同。 

(4) 自信與開放：對自己與他人建立聯繫的能力有信心，並且願意認識不同的

人，無論他們看起來是否有明顯的特徵不一樣。 

(5) 個人經歷：曾經歷過被誤解或排斥的情況，因此你更能體會這位同學可能的

感受，並主動表達關心和接納。 

 

2. 我們可能會因為什麼原因選Ｂ，當中的猶豫與擔心可能有： 

(1) 不確定如何表達關心：擔心不小心說錯話或無意中讓對方感到不舒服，因此

選擇保持距離，以避免尷尬的情況。 

(2) 缺乏經驗：過去很少遇到類似的情況，可能會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因此選擇

先觀察再行動。 

(3) 害怕被誤解：擔心如果主動接觸，會讓對方或其他同學認為你是出於同情或

好奇，而不是因為真正想要建立友誼。 

(4) 社交焦慮或害羞：在新的環境中，可能感到緊張或不安，特別是在面對外觀

上有明顯特徵的同學時。這可能讓你猶豫是否要主動接觸。 

(5) 團體壓力：可能在觀察其他同學的反應，並且不想做出與他們不同的行為，

尤其是在你還不確定班級的間不同團體的人際互動情況時。 

 

● 討論二： 

 

A. 滿好聊的，繼續聊 

B. 有點好奇他臉上那是什麼？ 

 

A. 也沒什麼嘛～只不過有留疤在臉上 

B. 他臉這樣好可憐 

  在這兩個情境當中，主要想跟學生討論在「同理心/同情心看待顏損者」這件事情

上通常會面臨什麼樣的選擇，當中，我們可能又存在什麼樣的感受，以下提供兩個選

擇可能學生會抱持著的想法，在學生並非開玩笑或明顯歧視性用語的情況下，可透過

下列提供的想法，比對學生的回答去分析並點出學生的狀態，進而引導學生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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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以下分成「選Ａ」與「選Ｂ」兩個部分： 

1. 我們如何而能做到Ａ，可能是因為： 

(1) 看重內在而非外在：本來就認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取決於外表，而是內在的品

格和行為。因此，自然不會將焦點放在對方的外貌特徵上。 

(2) 高度自信與成熟：擁有很強的自信和成熟度，能夠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

的經歷和外貌，且不應該成為判斷他人的標準。 

(3) 理解與尊重差異：有著懂得尊重且能理解彼此差異的態度，認為每個人都應

該被平等對待，而不應該因為外貌的不同而受到特殊關注。 

(4) 個人經歷或信念：曾經或認識其他人有類似的經歷，使自身深刻理解外貌並

不代表一個人的全部，因此選擇忽略這些表面上的差異。 

(5) 重視真誠的交流：認為真正的交流應該超越外在的差異，專注於與對方建立

真誠的連結。因此，更關注對話的內容，而非對方的外貌。 

 

2. 我們可能會因為什麼原因選Ｂ，當中的想法或感受可能有： 

(1) 好奇心：對同學的情況感到好奇，想了解他的故事或背景。這種好奇心也許

沒有惡意，但有時可能會讓對方感到不自在。 

建議：引導同學運用同理心，了解及尊重「每個人都有不想別人知道的事

情或隱私」，也可以教導學生真的想知道的替代方法，例如可以先禮貌詢問

對方：「我可以問你這個問題嗎？」讓對方能選擇是否回答。 

(2) 缺乏社交經驗：沒有察覺傷病是敏感的隱私話題，無意中問了過多個人隱私

問題，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是有可能會使對方感到不適。 

建議：保持敏感度和尊重對方的意願非常重要。如果你發現對方不願意多

談，可以尊重對方，改找其他更輕鬆的話題，讓彼此感到舒適。 

(3) 出於憐憫：「這樣好可憐」是人們對燒傷顏損者很常見的反應，然而若直接

表達出同情憐憫給對方，可能會帶給對方負面感受以及難以回應的尷尬。 

建議：多數人常直覺的將燒傷顏損者視為「弱勢」或有負面刻板印象，練

習「以同理代替同情」，生活上先透過日常的相處觀察再下判斷。 

(4) 試圖建立關係：希望通過了解他的經歷來找到話題，或者試圖與他建立更深

的聯繫，讓他感覺到有人關心。 

建議：引導同學了解，朋友之間最重要的是互相關心，而不是探詢對方的

個人問題。可以用其他輕鬆的話題建立友誼，表現友愛。 

(5) 好意想要幫忙：想要了解他的狀況以提供幫助他的方式。 

建議：對方可能未必有需要，或當下不一定想討論他的傷病，建議先透過

相處觀察，或詢問對方是否需要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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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三： 

 
A. 他們怎麼這樣，過分欸！ 

B. 沒我的事，我還是別說話… 

在這兩個情境當中，主要想跟學生討論在「面對霸凌時，是否挺身而出或沈默以對」這件

事情上通常會面臨什麼樣的選擇，當中，我們可能又存在什麼樣的感受，以下提供兩個選

擇可能學生會抱持著的想法，在學生並非開玩笑或明顯歧視性用語的情況下，可透過下列

提供的想法，比對學生的回答去分析並點出學生的狀態，進而引導學生認識自己的選擇。

以下分成「選Ａ」與「選Ｂ」兩個部分： 

1. 我們如何而能做到Ａ，可能是因為： 

(1) 強烈的正義感：擁有非常強的正義感，無法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公正或欺凌行為，

因此本能地站出來保護遭受不公對待的對象。 

(2) 對霸凌的零容忍：對任何形式的霸凌都持有零容忍的態度，並且相信只有立即制

止才能有效防止局勢惡化。 

(3) 同理心：能夠深切地感受到這位同學的痛苦和不安，並且想要協助他避免進一步

的傷害，這份同理心驅使自身用行動表示自身態度。 

(4) 過往經歷：曾經親身經歷過或見過類似的情況，深知被欺負的感覺，因此不願讓

他人經歷同樣的痛苦。 

(5) 具自信、勇氣與智慧：具足夠的自信和勇氣去面對衝突，並且擁有發聲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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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有能力且能有效地制止霸凌行為。 

(6) 領導傾向：具備天然的領導能力，能夠在緊急情況下迅速做出決策和行動，引導

他人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2. 我們可能會因為什麼原因選Ｂ，當中的猶豫與擔心可能有： 

(1) 社會性懈怠：這是一種心理現象，當在群體中時，可能會認為其他人會採取行

動，因此感到自己不必介入，這種情況在大群體中特別常見。 

(2) 不確定該如何反應：可能對這種情況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並且不確定自己應該

怎麼做，或者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改變現狀。 

(3) 害怕成為目標：可能擔心如果挺身而出，自己也會成為被欺負的對象，因此選擇

保持低調，避免引起注意。 

(4) 權威依賴：可能習慣於依賴教師或其他權威人物來處理這類問題，因此期望有人

會來干預，而不是自己主動行動。 

(5) 自我保護：可能擔心介入後會引發更多的衝突，或是讓自己陷入尷尬的局面，因

此選擇觀望，希望情況會自然解決。 

(6) 低自信或害羞：本身性格較為內向或缺乏自信，可能會感到自己沒有能力有效地

阻止這樣的情況，因此選擇不採取行動。 

(7) 對群體動態不熟悉：可能還在觀察和理解班級的社交結構，因此不敢立即介入，

以免做出錯誤判斷。 

 

這些原因並不意味著學生對他人的困境漠不關心，而是反映出在某些情境下，可

能會因各種考量而選擇暫時不介入。然而，意識到這些原因後，可以幫助他們在

未來遇到類似情況時做出更積極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