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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說明



設計理念

本單元實施對象為6年級學生，進入青少年前期的學生，自主意識越來越強烈，對待長輩和

家人，經常出現較為自我的行為，雖然渴望關係卻又不知如何經營關係…

本課程「家庭更圓滿」教案設計，對應家庭教育主題軸一「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學習表現「1-III-2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

「1-III-3 了解族群文化，並分析其對個人與家庭發展的影響」

學習內容「A-III-3  家庭中可預期與不可預期的轉變。」、

「A-III-4  健康、正向的處理家庭變化所帶來的感受。」、

「A-III-5 不同族群的家庭文化與傳統。」



內容重點

本課程設計即是期待透過課程學習，擴展個人視野，學習理性面對家庭問題，尋求正

向的解決策略。

每個家庭有不同生命周期的問題要面對，不論是預期或非預期，都可能改變家庭成員

間的互動模式，使得家庭功能失去了平衡。學習理性溝通、面對問題、省思回饋，可以幫

助學生更認識、同理並接納不同成長背景下的思維，多一點互相體諒來解決問題。

6年級學生，在身心發展上正是面臨挑戰，個人與家庭關係正拉扯，

有時候他山之石可以提醒我們更多—看看他人想想自己。

課程實施以影片、閱讀、體驗活動來讓學生思考正向解決家庭中的問題。



單元架構表



單元評量

貳

內容



設計依據～總綱核心素養



設計依據～
家庭教育



學習目標

1. 能透過案例分析，了解家庭中可預期和不可預期的轉變。

2. 了解家庭變遷所帶來衝擊與壓力，學習健康、正向的態度

及策略。

3. 分辨不同文化帶給家庭的衝擊，進而學習包容和關愛。



活動設計

第一單元 瞬息萬變的人生

活動一 體會與分享

活動二 預期和非預期

回想家人對自己做的一
件溫馨的事情。

說出家庭變故「可預期」
「不可預期」



第一單元

活動一 體會與分享



可預期和不可預期



活動設計

第二單元：愛裡可以更勇敢

一、分享同學的家庭故事

二、影片中的啟示

你的故事中有什麼問題

主角的態度和策略





活動設計

第三單元：文化差異的理解

活動一







小組討論

1、根據這篇文章描述中，
你發現的問題是什麼?

2、這些婚姻中問題，與我
自己家裡的問題，相同的
是什麼?不同的又是什麼?

3、可以建議他們解決的方
法策略有哪些?

閱讀文章後

小結
每個人都有差異，不同
國家不同文化，家庭問題
也會不同。
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去調
整和換位思考，理解與尊
重，省思調整自己說話的
方式，有助於人際關係上
的理解與尊重。



活動設計

第三單元：文化差異的理解

活動二
閱讀文章
不同族群文化婚姻的故事



善用
閱讀策略
畫線提綱要



活動設計

第四單元：能分享愛與關懷

一、影片欣賞

二、演戲狀況題

《我的火星媽媽
》官方微電影

面對孩子和父母衝突的解決



學習單

狀況1  小孩的教養問題中西不同，該聽誰的?

爸爸覺得不需要把小孩逼得這麼緊(西方)，媽媽覺得應該把小孩所有時間
安排學習才藝 (華人)

狀況2  小孩要讀哪個學校一旦衝突，該怎麼辦?

小宇想要留在自己學區讀國中，但是家長卻希望他能去私立的學校甚至
是住宿學校就讀，該怎麼辦?

狀況3  面對家庭習俗，如果自己和家人的態度不一樣，面對不同的價值觀，
應該怎樣解決?

家中家長要求要拜拜(或要求全家回家聚會)，孩子不想要，家長就覺得
孩子不孝順，想想家中會有什麼衝突?





單元評量

貳





附件

參



閱讀文章
 小君是閩南人，在家中被視為掌上明珠。嫁給客家人當媳婦，婆婆已經沒有像是傳說

中家庭中需要媳婦做牛做馬的觀念，但身為媳婦還是要面對許多問題。 

         婚禮在傳統的苗栗舉行，婚禮的心情很複雜。一邊是籌辦婚禮的辛苦和甜

蜜；一邊也想著要嫁進一個家裡面的未知，小君真的想好了這是她要過的生活嗎？一

個人在這陌生的苗栗過生活是她想要的嗎？在忙碌籌備婚禮的那段時間，有許多習俗

不太了解，就隨著婆婆的想法照著辦，婆婆是欣然地接納了小君。在婆家的日子，小

君每天忍耐著與自己不同飲食的客家菜，大家說的客家美食在她看來就是一種折磨，

太鹹太濃的菜色讓每天吃飯成為一種負擔。還好只有在婆家待一段時間，可以趕快回

到台北。 

          老公每兩個星期就要回苗栗一次，不但舟車勞頓，在婆家的日子更是舉目

無親，街坊鄰居、親戚朋友往來幾乎使用客家話在溝通，不懂客家話的小君只能眼巴

巴的看著老公，然而老公也無法每一句都翻譯給老婆聽。許多時候，小君只是陪著笑

臉，完全無法融入他們的話題中，這當中的感受旁人無法體會。 

         當孩子相繼出生，小君生了兩個女兒，婆婆明顯的重男輕女，雖然口裡常說

生女兒也沒有關係，可是卻對大伯的兒子和對自己的女兒有天壤之別，送給大伯兒子

的禮物比較豪華，送給女兒的禮物比較廉價，且要求也不一樣，每次一回到婆家，婆

婆也總會問女兒的成績怎麼樣、功課怎麼樣，造成女兒充滿著壓力，自己也跟著心疼

女兒。 

         還有，對於婆婆要求自己的老公要天天打電話回去，小君也覺得非常不開

心，有時候她甚至覺得老公是屬於婆婆的。在客家人的觀點中，家族祭祀是最重要的

事情，只要是逢年過節都得要全家到齊，一次小君因為工作關係無法回去，後來還是

在老公哀求下，選擇回去婆家過節，可以卻讓小君必須對同事抱歉，因為同事幫她擔

起大部分的責任。 

         婚姻生活是從每一天的柴米油鹽裡累積而來的，經年累月的生活埋怨總會將

原來的愛消磨殆盡，誰能夠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敗中仍能笑容面對呢？ 



反思與回饋
建議

一、學生使用平板表現專心且雀躍，
會不小心刪除其他同學的紀錄。

二、家庭面臨變故問題，多半都能夠
理解，透過教學可以讓學生有事先準
備及心理建設以面對問題，提升解決
問題的因應。

三、學生能認知每個家庭問題各有不
同，最重要的是理解和溝通，才能夠
維繫家人感情。



感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