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琉球國民中學推動品格教育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一條：國民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

民為宗旨。 

二、依據「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辦理。 

三、依據「民主法治暨人權教育工作計畫」辦理。 

貳、實施目標 

一、增進本校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行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省，進而

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力。 

二、培養學生正確的品德教育理念，有效提升人文的學習環境。 

三、營造有利學生品格發展與溫暖關懷的學習環境。 

四、建立教師輔導學生認識生命的真諦，培養多元價值觀，增進教師落實品格教育的能力。 

五、提昇學生善良品格的實踐力。 

 

參、實施時程 

    自民國九十七年八月一日起。 

 

肆、實施對象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伍、工作組織與職掌 

成立品格教育執行小組（如附件 1），成員包含校長（召集人）、各處室主任、組長代表、

各學年教師代表、學生家長代表。 

    

陸、實施策略 

品格教育包含認知、情意、實踐三個層面，實施策略從以下六個面向著力，俾使教師與

學生家長共同規劃、執行並落實學校品格教育。 

   一、研訂品格教育實施辦法：依據本校地緣特色訂定實施辦法。 

   二、品格教育研習：鼓勵教師參加品格教育相關研習。 

   三、營造品格教育學習環境：塑造優良及最佳學習環境。 

   四、提供品格教育補充教材：蒐集、彙編融入教材，提供師生閱讀。 

   五、加強品格教育宣導活動：落實宣導活動。 

六、檢視品格教育實施成效：於期末校務會議及教學研究會中檢視實施成效。 

 



柒、實施內容 
一、新生始業輔導排入生活、品德教育課程，並利用集會宣導，討論有關生活規範及生

活禮節。 

二、與家長保持連繫，遇有行為偏差學生則通知家長，使家長能及時瞭解學生在校之狀

況，並於寒暑假寄發家長聯繫函，請家長於假期中共同輔導學生之生活。 

三、舉辦反毒宣導及反毒藝文競賽，藉活動使學生有正確的認知並遠離毒害，以維護其

身心健康。 

四、請各領域教師及導師，利用教學隨時啟發學生對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行為準則

有正確的認知。 

五、利用週會時間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就品德方面作專題演講；並利用班會時間訂定

主題進行相關之專題討論。 

六、每學期開學前擬訂中心德目訓練進度及實踐要項，請各班導師輔導推行。（如附件 2） 

七、每學年舉辦模範生選舉活動，透過民主選舉方式選拔模範生，並藉公開表揚，公佈

優良事蹟，涵養榮譽心理，藉以強化品德教育之功能。 

八、導師輔導各班自行訂定班級「生活公約」並督導實踐，以培養自治自律的習慣。 

九、定期舉行公民訓練教育團體活動，加強公民及品德教育，培養術德兼修之良好國民。 

十、配合輔導室辦理感恩活動與生命教育相關活動，使學生心存感恩與惜福，關懷與體

驗生命的可貴，發揚愛德精神。 

十一、利用班會時間進行班級團體輔導，藉由小組討論、腦力激盪的方式，建立正確的

生命、性別教育觀念。 

十二、每年四月訂為教孝月，並辦理教孝月母親卡製作、說故事、書籤創作比賽，藉以

倡導家庭倫理觀念，宏揚孝道精神，結合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之功能。 

十三、配合校內各項藝文活動，以「品德教育」為主題實施競賽，使學生於活動中涵養

高貴的道德情操。 

十四、提倡師生見面打招呼，說早、道好的禮貌習慣。 

十五、實施榮譽制度，激發學生榮譽心，培養其建立良好品格。 

 

捌、經費 

    由學校相關經費勻支。 

 

玖、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提執行小組研議後，請  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擬稿                    審稿                 核定 

 

 

 

 



 

 

附件 1： 

屏東縣琉球國民中學推動品德教育執行小組名單 

職  稱 原  職 姓  名 工作職掌 備註 

召集人 校 長 林俊傑 督導相關事宜  

副召集人 家長會長 洪豪昇 督導相關事宜  

執行秘書 訓導主任 蘇傳桔 策畫相關事宜  

組員 教務主任 王春明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組員 輔導主任 洪明慶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組員 總務主任 陳梅仙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組員 補校主任 陳滿福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組員 訓育組長 吳念慈 執行相關事宜  

組員 輔導組長 蔡芝妤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組員 導師 李秀麗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組員 導師 楊白萍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組員 導師 賴羿潓 配合協助相關事宜  

 

 

 
 

  

 

 



附件 2： 

屏東縣立琉球國中國中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班會討論主題 

宣 導 月 週次 日 期 討 論 主 題 中 心 議 題

新學期新氣象—班規及生活公約 生活教育宣導 8 月 

品德教育 

宣導月 
１ 8/29

如何提升生活禮貌及維護秩序常規 生活教育宣導 

２ 如何提昇班級讀書風氣 環境教育宣導 

３ 
9/12

如何落實資源回收工作 環境教育宣導 

４ 如何防治登革熱傳染及如何因應 環境教育宣導 

9 月 

春暉教育 

衛生保健教

育宣導月 

(無菸拒檳

宣導月) ５ 
9/26

如何預防菸、檳榔與毒品的危害 春暉教育宣導 

6 如何做好防火防災工作 安全教育宣導 

８ 
10/17 

智慧財產權知多少？ 智慧財產權宣導

９ 如何促進法律正義 民主法治教育 

10 月 

防火防災民

主法治教育 

宣導月 
10/4-11 日 

祖孫週 

１０ 
10/31 

家有一老，如有一寶，如何關懷尊敬老人？ 重陽敬老學習教育

１１ 要如何作一個父母或老師心中的好孩子？ 生命教育宣導 

１２ 
11/14 

如何做到關懷弱勢、保障基本人權 生命人權教育 

１３ 我的身體質量指數與如何建立正確的飲食觀？ 健康教育宣導 

11 月 

能源教育 

宣導月 

人口教育宣

導月 

(健康體位

宣導月) １４ 
11/28 

如何當個有禮貌的好公民？ 人權與品德教育

１５ 運動會：如何促進運動家精神 生活教育宣導 

１６ 
12/12 

如何加強上下學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宣導 

１７ 如何讓異性欣賞你？ 性別平等教育 

12 月 

交通安全教

育 

宣導月 

１８ 
12/26 

如何平等看待同性戀族群？ 性別教育宣導 

１９ 何謂家庭暴力？遇到時該如何因應？ 性別教育宣導 

２０ 
1/9 

何謂性騷擾？遇到時該如何因應？ 性別平等教育 

２１ 你最想感謝的是誰？為甚麼？ 生命教育宣導 

1 月 

性教育 

宣導月 

 
 

夢想未來，你的興趣是甚麼？ 安全教育宣導 

 



*程會程序： 
(一)班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三)幹部工作報告(四)一週生活反省與檢討 
(五)中心議題討論(六)臨時動議或建議事項(七)選舉下次主席、記錄、司儀 (八)老師講評 
備註：第七週為國慶假日 

屏東縣立琉球國中國中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班會討論主題 

宣 導 月 週次 日 期 討 論 主 題 中 心 議 題

１ 訂定班級生活公約。 品德教育 能源教育

宣導月 ２ 
2/15 

如何改進自己的學習習慣。 生活教育宣導

３ 如何落實資源回收工作？ 環境教育宣導

４ 
2/29 

如何做好防火防災工作？ 安全教育宣導

５ 預習及複習對學習的重要性。 班級經營 

防火防災

教育、民

主法治教

育宣導月 
6 

3/14 
如何走出心中的情緒低潮？ 生命教育宣導

７ 如何向毒品說不？ 春暉教育宣導

８ 
3/28 

禮貌和人際關係有何關係？ 品德教育宣導

９ 如何預防登格熱？ 環境衛生教育

春暉教育 

品德教育

宣導月 

１０ 
4/11 

我對愛滋病的認識有多少？ 春暉教育宣導

１１ 如何建立我的理想家庭？ 人口教育宣導

１２ 
4/25 

何謂家庭暴力？遇到時應如何處理？ 性別教育宣導

１３ 何謂性侵害？遇到時應如何處理？ 安全教育宣導

教孝月宣

導月 

１４ 
5/9 

你最想感謝的人是誰？為什麼？ 生命教育宣導

１５ 
你認識那些幫助弱勢團體的組織？他們的工
作有何意義？ 

人權教育宣導

１６ 
5/23 

如何預防可怕的車禍發生。 交通安全教育

１７ 暑假打工有那些陷阱，應如何預防？ 安全教育宣導

１８ 
6/13 網路交友有何危險？如何預防自己成為性侵

害的受害者？ 
性別教育宣導

１９ 海邊活動應如何保持安全？ 安全教育宣導

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

月 

２０ 
6/27 

期末總檢討 生活教育宣導

 



 

 

推動「品格教育」之具體作法                

參閱文宣資料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變遷快速、多元價值和開放的社會，每一個人應該具備正確的核心價

值，否則很容易迷失。品格教育的實踐是從生活經驗和平時日常生活言談舉止的身教中奠基，

從文化與教育活動中啟發、成長和深化，最後在實踐和日常生活中表出它的光明和價值。品

格教育實施的年齡層愈早愈好，要從生活中學習正確規範，要愛而不寵，學習通情達理，並

作即時的教導。這是人生的基礎，更是目前國民教育階段的國中學生該有的德育要則。學校

鑑於學生日常生活所表現的道德力，以尊重、禮貌、自律、關懷、友誼、勤奮、勇氣、效力、

誠實、謙和、孝道、信仰等，都是透過生活體驗和陶冶出來的，不是由打罵或訓誡得來的。 

貳、具體作法： 

    一、重視道德陶冶－學生需要一套道德價值和生活準則，用以判斷是非善惡，諸如誠實、

友愛、負責、正義、信仰和對生命的珍愛等等。他們也需要具體易懂的基本生活規範，做為

發展自律的基礎。這些作息、待人、學習、工作和娛樂的好習慣，若在童年之前沒有形成章

法，未來他的人際關切、情緒和自尊的發展，將受到阻礙。 

    品格教育是透過生活經驗、習慣和認知建立起來的心智力量。下列三個必須把握的要領：

1.在實際生活中發現或建立規範。2.身體力行，父母師長要以身作則。3.學生表現出來的善行，

要予以肯定、欣賞或獎勵。 

    孩子們張著眼睛在看，豎起耳朵在聽，大人們怎麼做，孩子怎麼學。父母自私，待人冷

漠，孩子學會的就是短視和淺薄；父母一天到晚打牌，不務正業，生活作息不正常，孩子的

行為自然失序。或者父母一味求好心切，嚴格管教，經常用嚴苛話語諷刺、批評和責罵，孩

子沒有學會道德規範，卻學會憤怒和敵意。 

    二、在日常生活中孕育品性－孩子日常生活的行為，待人接物的態度，一旦固定成習，

就成為性格的一部分。它影響學校生活、讀書習慣、人際交往和品德的發展。 

    別小看日常生活的教養，它簡直是孩子的命運。那些疏忽的生活教育，不重視禮貌、責

任和尊重的家庭所培養出來的孩子，既不會友愛別人，也不會自愛。所以由以下四個面向著

手：1.教孩子要從居家生活開始，要學習尊重別人。替自己想，也要替別人想。2.生活習慣影

響一生。別輕忽關門、開門、走路、作息這些的生活小事情，草率和魯莽，不但養成不愛物、

不惜福的作為，更會因為粗心而造成無可彌補的災難。3.縱容孩子所得的歡笑，是一種假幸

福；如果你以縱容稚情為樂，則無異是飲鴆止渴。4.沒有教養的孩子，往往得不到好人緣；

在班上得不到同儕的接納和肯定，以致自我價值感低落，造成更多偏差行為。 

    三、愛而不寵壞孩子－孩子們行為的偏差或心理上的失調，有許多來自失和或者是破碎



的家庭。也有一些部分孩子，他們的父母親很和睦，家庭生活安定，卻也出現偏差行為或適

應困難。孩子要能教得好，有如下作法：首先是把孩子擺在第一位，以孩子為家庭生活的中

心，孩子就會自我中心，不懂得考慮別人的立場。父母處處順著孩子，哄得他高興；溺愛太

過，孩子需求的也多，衝突和不聽話的機會就大大提高。其次，迷信民主的家庭教育。在家

裡，如果凡事都要徵得孩子同意，不敢勉強孩子做該做的事、遵循該遵守的生活規範，孩子

的生活沒有章法，便容易跟同學和家人起衝擊，其人際互動亦較差。第三是怕孩子受到挫折。

許多父母親相信，挫折會造成壓力，或者因此而失去信心，因而努力保護孩子，使其免於受

到挫折。結果，孩子反而怕挫折，缺乏再接再厲的毅力。長大之後，稍有不如意便想逃避。

許多青少年經不起挫折和挑戰，整天賴在家裡，不敢面對現實，實肇因於受保護太過。第四，

玩具和物質獎勵太多。父母太疼愛孩子，希望他高興，從小便用玩具討好他。結果孩子越來

越依賴討好，發展使自己快樂的活動的主動性減少，自製玩具或自創遊戲的興致也下降。 

    四、指導通情達理－為人處事，最重要的是通情達理。簡單的說，一個明白事理的人，

容易跟別人合作，人際關係較好，心情穩定，對事情的判斷也比較正確。因此，要教導孩子

講理，甚於任何知識。講理的孩子會藉口跟你嘔氣，找理由敷衍責任，他的心智是健康的。

為了孩子的幸福，避免踏入邪惡、失敗和心理疾病，身為父母或教師者務必由日常實務中培

養孩子講理。 

    五、及時的管教－孩子的不受教，是長時間所養成的習慣。孩子在語言、智力、情緒上

的發展如受到限制，爾後的行為如不聽話的傾向會越來越強，偏差和犯罪的傾向亦越見明顯。

所以遇到孩子有不當舉止行為、暴力語言、態度惡劣等等，身為教師則需及時的制止及輔導

管教。 

參、結論：  

    孩子的品格教育要越早教導越好，不能等到長大才予以教導，那就太遲了。品格的陶冶

與腦力、人格發展相輔相成。及早注射孩子生活習慣、文化活動、待人接物的道德體驗，不

但使他們變得聰明、在品德及待人接物上，也會有良好的表現。 

    尤其是品格教育的實施，不是藉由打罵訓誡教得出來，因為那只是壓抑錯誤行為和衝動

而已。誠實、友愛、負責、正義、信仰和對生命的珍愛等等。的養成必須透過生活體驗、習

慣養成、愛而不寵、及時引導等陶冶過程，才能教的好。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道德能力，

包括尊重、禮貌、自律、關懷、責任、友誼、勤奮、勇氣、效力、誠實、忠誠、謙和、孝道、

信仰等等，都要透過陶冶級習慣養成，才能表現出來。 

    品格教育與學生潛能的開發、心理健康和人格發展，有著不可分的關係。我們務必重視

它，而且要用心去拓展這方面的教材以便融入教學方法內，使學生藉以實踐當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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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尊重 

目標：如何被尊重 

行為準則： 

 對待別人要將心比心。 

 要謙恭有禮。 

 別人講話要仔細聆聽。 

 不要辱罵或嘲笑別人。 

 不要欺負或找別人麻煩。 

 了解一個人之前，勿下斷語。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學校有什麼大家互相對待的方式你不喜歡？你知道哪些有失尊重的行為？

試著描述一下。對這樣的行為你有什麼看法？ 

 在學校裡，你最喜歡大家如何互相對待？這跟尊重有什麼關係？ 

 欺負同學是不是有失尊重的行為？為什麼？ 

 如何避免打架，以禮待人？ 

 和同學在一起時，他們說什麼或做什麼會讓你覺得很舒服或覺得不舒服？ 

作業練習： 

 寫下你曾有的校園暴力經歷。你是施暴者還是受害者？或者你只是旁觀？事

情的經過為何？你覺得如何？ 

 有沒有同學喜歡找你麻煩或捉弄你？這麼做是針對你的什麼（身高、體重、

外表、口音、能力、膚色或其他）？你認為他們的想法是什麼？你自己的看

法？ 

 想像一個欺負同學的人，並寫信給他。告訴他你不喜歡他的行為，以及為什

麼不喜歡？並且告訴他該如何改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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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責任 

目標：如何成為負責任的人 

行為準則： 

 要可靠，答應做的事就要做到。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不要讓別人幫你收拾爛攤子。 

 要對自己的作為負責，不要找藉口或怪罪別人。 

 三思而後行，要想到行為的後果。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做事不負責任會如何傷害有一？做事負責如何讓你變為一個更好的朋友？ 

 當一個人被認為有責任感，這表示什麼？ 

 你認為自己是個負責任的人嗎？為什麼？從哪些方面可以看出？ 

 你不在乎別人認為你是負責或不負責的人？為什麼？ 

 別人不負責任十，你感覺如何？對於有責任感的人，你感覺如何？ 

 做一個負責的人，有什麼好？ 

作業練習： 

 根據上面的行為準則自我評估。每一項以一到五分給自己打分數。對每項行

為準則不論有沒有做到都舉個親身實例，並提出可以改進的地方。 

 想出自己非常不負責任的作為，並仔細描述。它為何發生？當時的感覺如

何？它是否影響其他人？給你帶來什麼麻煩？你現在怎麼看這件事？從中

學到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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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 



目標：如何成為公正的人 

行為準則： 

甲、對待別人要將心比心。 

乙、讓別人也有機會。 

丙、說實話。 

丁、遵守遊戲規則。 

戊、要想到自己的行為會影響別人。 

已、以開放的心胸聆聽別人。 

庚、自己的錯誤不要怪別人。 

辛、不要佔別人便宜。 

壬、不要搞小圈圈。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你有沒有說過「那不公平」？你怎麼知道那件事不公平？ 

 有沒有可能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人都很公平？為什麼？ 

 公平的對待別人是什麼意思？公平是不是表示每個人都得到相同的等份？

或是表示即使會輸掉比賽，也要強迫每個人都遵守一樣的規則？ 

 如果別人對你很不公平，你要怎麼對他？ 

 公平如何影響你跟別人或朋友的關係？舉例說明。 

作業練習： 

 描述一個你佔人家便宜的狀況。不公平的地方在哪裡？你的感覺為何？從這

次經驗中你學到什麼？ 

 公平和尊重別人、誠實、可靠這些美德有什麼關聯？ 

 想想什麼是你認為很不公平的現象，仔細描述，並寫下你認為應該做些什麼

事來改變這個現象，琪中你能做的又是什麼？ 

 你知不知道幾乎你做的每個決定都會影響別人？想想幾個你做過的決定，並

寫下這些決定如何影響別人？ 

品德教育教學指南  
四、值得信賴 

目標：如何成為值得信賴的人 



行為準則： 

 誠實：不要撒謊、作弊或偷竊。 

 可靠：說到做到、有始有終。 

 有勇氣：認為對的事就去做，即使它很困難。 

 當好朋友：不要背叛朋友對你的信任。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如果有人對你說謊，你會有什麼感覺？ 

 撒謊會不會破壞友誼？你有沒有碰過這種事？ 

 如果有人撒謊、作弊或偷東西，你還會信任他嗎？ 

 你怎麼知道你可以信任那個人？ 

 你認為自己是個誠實的人嗎？為什麼？ 

 值得信賴的人是個怎麼樣的人？ 

 你認為自己是個值得信賴的人嗎？從哪些方面可以看出來？ 

 爸媽信任你嗎？你做哪些事會讓爸媽對你失去信任？ 

 當你發現朋友送你的禮物是偷來的，你會怎麼辦？ 

作業練習： 

 根據根據上面的四項行為準則做自我評估，每一項以一到五分給自己打分

數。每項行為準則不論有沒有做到，都舉個親身實例，並提出可以改進的地

方。 

 寫一篇作文，描述有關自己曾經不誠實的行為，例如說謊、作弊或偷東西。

為什麼會發生？你怎麼看這件事？當時你的感覺如何？這件事有沒有影響

你跟別人的關係？它有沒有給你帶來麻煩？現在你的感覺如何？從這件事

你學到什麼？ 

 描寫一個你信任的人，並寫出你為何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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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懷 

目標：如何成為有愛心的人 

行為準則： 



 待人寬大厚道。 

 幫助有需要的人。 

 對別人的感受敏銳。 

 絕不刻薄或傷害別人。 

 想到自己的作為將會如何影響別人。 

 永遠記住：我們從做好事中變成好人。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如果人家說你是個很有愛心的人，那是什麼意思？什麼是有愛心的人？ 

 你會做什麼事，或曾經做了什麼事來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有人表現真的關心你時，你感覺如何？ 

 你認為自己是個有愛心的人嗎？從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作業練習： 

 描述一件別人對你做過最好心的事。你的感覺如何？這件事對你產生什麼影

響？ 

 透過一個簡單的舉動，你就有讓別人心情愉快的力量。想想能做些什麼或說

些什麼讓別人高興，然後去執行，並試著寫下別人的感受以及你的感覺。這

件事值得去做嗎？如果每天你都認真去做一件類似的事，會怎樣？如果你曾

經參與過社區服務，寫下你的經驗以及學到的東西 

 

如果有人給你一大筆錢，但必須全部用來幫助別人，你會如何用這筆錢？為什

麼？這會帶給受你幫助的人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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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民責任 

目標：如何成為一個好公民？ 

行為準則： 

 盡自己的一份力，讓你的學校、社區和這個世界變得更好。 



 對身邊的事物盡一份責任。 

 參加社區服務。 

 幫忙照顧環境。 

 做個好鄰居。 

 尊重他人。 

 遵守家庭、學校和社會的規定。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英雄是指什麼？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誰？為什麼你認為他是英雄？ 

 怎樣才能算一個好公民？你覺得自己是個好公民嗎？舉些實際例子。你覺得

還可以做些什麼讓自己成為更好的公民？ 

 是什麼讓你的鄰里社區成為居住的好所在？你可以做些什麼讓這裡變得更

好？ 

作業練習： 

 寫一個你心目中的英雄。 

 你認為他是英雄的主因是什麼？ 

 他還有沒有做過其他好事？ 

 你欣賞他的哪些特質？ 

 他克服了哪些困難？ 

 他冒了多大風險？ 

 他改變了什麼？如何改變？ 

 你對他有什麼感想？ 

 他對你有什麼啟發？ 

 找出社區需要處理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什麼？ 

 為什麼它是個問題（有哪些不好的事情因它而發生）？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做哪些事？ 

 這是屬於誰的責任？ 

 解決了這個問題會帶來哪些好的結果？ 

 把這些寫成信寄給社區報紙。 



 從報章雜誌電視上，找一個你認為是好公民典範的代表。寫封感謝信給他，

描述他的作為，並寫出你的感想。 

 想出一些你可能想做的志願工作。描述這些工作，並說明你想做的原因，以

及哪些人會受到幫助或哪些事會得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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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省──生命教育 

行為準則： 

1. 世間沒有不凋謝的花，也沒有不死的生命，不過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

活得有價值、有意義，讓生命的來去更安寧，過一個有尊嚴的人生。 

2. 因為關愛，所以生命變得莊嚴。 

3. 因為不計較人、我是非高下，所以生命提得起、放得下。 

4. 所謂看開人生，不是悲觀而是積極、樂觀，不是看破而是看遠。 



5. 一個人若能發揮生命力造福人群，其慧命就會增長。 

6. 生命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 

7. 把握當下，發揮生命的良能，使人生更有意義。 

8. 不要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9. 人生無常，不論在何時、何地，都要泰然面對終點。 

10. 多一分感恩，少一分抱怨。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1. 你認為什麼樣的「教室」可稱作「天堂」？ 

我們又該如何努力讓教室成為「快樂的天堂？」 

2. 「生時麗似夏花，死時美如秋月」，請問: 

人世間有哪些事是：「得時要把握，去時無罣礙」呢？請與大家分享. 

3. 讓我們「對生命擁抱希望」從現在起，我們應如何以樂觀的態度來面對困境？ 

4. 你曾否思索過：「人活著究竟為了什麼？」請說出你的想法。 

5. 假設你不幸成了身心障礙（殘障者），你將如何走出陰霾呢？ 

你可曾需要別人的協助？ 

6. 現在社會的身心障礙（殘障）同胞，他們是否有得到妥善照顧？ 

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7. 若身邊的親人或好友，他們的生命即將消逝，將會對你帶來什麼樣的衝擊或

影響？ 

8. 對於臨終病人，大家都希望給予最好的身心照料，目的是什麼？ 

9. 在成長過程中，你是否也曾年少輕狂？請自我剖析，或談談現代新新人類的

想法？ 

10. 你身邊是否有朋友或親人曾經有過自殺念頭？當時他們是處於怎樣的心境

和情境？你又如何幫助他走出陰霾？請與大家分享 

品德教育教學指南  
反省──生命教育 

作業練習： 

1. 從今天起，把自己「最糟的缺點」列出來，再寫出對治的方法，用毅力去改

進，一段時間之後，與大家分享。 

2. 請分享：你的生活經驗，曾發生「良性循環」和「惡性循環」的實例。 

3. 你接觸過傷殘的人嗎？你認為身心障礙（殘障）者最需要的幫助是什麼？ 

4. 如果你有能力幫助別人，你最想成就的好事是什麼？ 



5. 人生難免對某些人、事產生愛執與不捨，你認為該用什麼樣方式來「自我解

套」或讓自己釋懷？ 

6. 如果生命將走到盡頭，你會如何規劃餘生？ 

7. 「築夢要踏實」，在你還有生命的使用權時，你最想完成什麼夢 

8. 當你碰到困難或逆境時，你會採用什麼方法來解決？ 

9. 在生活中當你遇到不如意時，你會如何轉換心念？請與大家分享。 

 

 

 

 

 

 

 

 

 

 

 

 

 

 

 

 

 

 

 

 

品德教育教學指南  
關懷—社區服務 

行為準則: 

1. 生命無價，您是否願意給生命增添一個機會？ 

2. 救人之難，「即時」與「誠心」最重要。 

3. 你好、我好.、大家好，長情大愛少不了。 

4. 不深入苦難，實在無法了解何謂苦難。 

5. 運用智慧與愛心，協助需要幫助的人。 

6. 讓需要幫助的人重拾失去的信心。 

7. 昂首闊步再創昔日的歡樂。 



8. 傳達大愛至誠的關懷，燃起生命的一線曙光。 

9. 乏人照顧的人淒涼歲月，最需要的是溫暖的手和源之不斷地關懷。 

10. 起發心中的愛與感恩來美化人生。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1. 你曾經參加過志工或義工的行列嗎？過程如何？請與大家分享。 

2. 在志工或義工的行列中，你是否曾遇到困難？如何克服？ 

3. 「團結就是力量」「人多力大、福也大」請就這二句話分享周邊生活經驗，體

悟難行能行？難忍能忍？ 

4.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觀念，請思考下列相關問題  

    並分享 

(a) 如果各人的「門前雪」都掃不完，還要管他人的「瓦上霜」嗎？為什

麼？ 

(b) 如果你家的「門前雪」掃完了，你願意清理鄰家的「瓦上霜」嗎？為

什麼？ 

(c) 如果鄰家的「瓦上霜」你都能視若無睹，那麼你家的「門前雪」會有

人在乎嗎？為什麼？ 

(d) 如果你家的「門前雪」和鄰家的「瓦上霜」都互相產生「滾雪球」的

影響，分不清「你的」「我的」你會怎麼做？為什麼？ 

(e) 繁榮、互動密切的人際關係中，你是否相信「在利他中才能利己」嗎？

為什麼？請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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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社區服務 

作業練習 

1. 你認為一個家庭的組成，應該具備那些要件才是幸福的家庭？ 

   請依你所看重的價值寫出三項並與家人分享。 

 

2. 想像你住在一個極為貧窮、落後且髒亂不堪的地方，此時生活會有那些影響？

面對這些影響你要如何自助？如何尋求協助？ 

 



3. 歡樂的時光特別令人回味，而悲慘的事件總是不堪回首，對於他人的苦難，

我們或許有一時的同情，卻難有永遠的慈悲。 

試問：一個人要如何培養承擔苦難的勇氣？ 

      請提出具體方法與大家分享。 

 

4.「救急容易救窮難，救人容易救心難」當志工或義工都會有此感觸，但儘管

困難重要，只要用愛和慈悲的角度去做，何嘗不是一種歷練和學習。請你將

當志工或義工時所遭遇的難題或考驗依序列出與大家分享。 

 

5.如果你有一位同學(朋友)在學期間就誤入岐途，這是誰的責任？ 

  如果要他迷途知返，你認為誰最該承擔起責任？ 

  要如何做才能成效？試申己見。 

 

7.什麼是「愛的循環」？請舉一個例子來詮釋。 

 

8.「得到了再給出去」在施與受之間，你會如何讓它具體落實，請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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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溫馨活動 

行為準則: 

1. 能以感恩處理人事，做到時時感恩，天天快樂。 

2. 懂得報答別人對我們的恩惠。 

3. 臉上長帶笑容，嘴上常說謝謝。 

4. 從感恩、善解中，可以學習到愛的真諦。 

5. 若遇不如意事來考驗，要秉持感恩心並加以善解包容。 

6. 真正的少慾，是知足之外還有感恩心。 

7. 感恩心來自歡喜，歡喜心來自感恩心。 

8. 以感恩心對周遭事物，可以化惡緣為善緣。 



9. 忘功不忘過，忘怨不忘恩。 

10. 面對紛亂的氣氛，只要抱持感恩心，就不會感覺煩躁。 

11. 以感恩心處理人事，持之以恆，必能日日歡喜自在。 

12. 人生的價值以感恩心發揮生命使用權。 

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問題 

1. 為什麼我們幫助別人脫離苦難時，心中會充滿了歡喜，甚至充滿了感恩？ 

2. 當一個好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錯，請想出一個令他不再犯錯的好方法？ 

3. 如何學習「雪中送炭」的精神？ 

4. 想一想:周遭同學曾經為班上犧牲奉獻，讓全班同學好感動、好感恩？ 

5. 想一想:以我們的年齡，該如何運用自己靈活自如的身體，做些什麼事，去發

揮生命的使用權？ 

6. 在日常生活中，不管是遇到逆境或順境時，你曾經用感恩的心來看待 

 嗎？怎麼看待？結果如何？請與大家分享。 

7. 今天老師生氣了，請大家用〝感恩和善解〞的心想一想，為什麼老師會生氣？ 

8.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不如意時，「將我心比他心」，你將如何用善解和感恩的

心，讓心中常保歡喜？ 

9. 一個富有的人他俱足了〝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請問你是否有俱足了？

與大家分享。 

 

品德教育教學指南  
感恩—溫馨活動 

作業練習 

1. 你能默默地為幫助過你的人，做它的「小天使」每天為他做一件好事，並隨

時回報他。 

2. 誰曾經救助過你或幫助過你，帶給你平安快樂呢？想一想，你該如何報恩？ 

3. 你是不是曾說過:「我討厭他，他曾經……。」因為你心中忘不了對它怨恨，

所以想到他就不高興。想一想你曾怨恨過誰？是為了什麼事？ 

4. 你是否曾經被好友冤枉，被誤觧，你能用感恩的心來處理這件事嗎？怎麼處

理？靜思後與大家分享處理方式。 

5. 你是否曾經因犯了貪念，發生了不可思議的事？或因為執意而摩擦過什麼



事？當時你的心情如何？ 

6. 如果想過快樂，富有的生活，你覺得該俱足什麼？要怎麼做呢？ 

7. 你能每天用感恩的心為父母分憂解勞嗎？請舉例？ 

 

 

 

 

 

 

 

 

 

 
 

 

 

 

 

 

 

生命教育學習網    智慧寶庫 ─ 智慧睿語 

 

◎ 想要擁有好東西，就要先學會把好東西給人。 

◎ 真誠與慈悲是發展我們自信與意志力的關鍵。 

◎ 遇到困難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失敗，也可以看成是成功必須要的「因」。 

◎ ㄧ個人能否獲得喜悅與快樂取決於個人的心境如何。 

◎ 最重要的藥方就是溫柔的愛與關懷的心。 

◎ 容忍與耐心不是軟弱的象徵，它們是一種力量的表現。 

◎ 最具有慈悲胸懷的付出是不要回報，是發自於對他人的真誠關懷。 



◎ 要改變世界先改變自己。─甘地 

◎ 耐性、了解和同情能幫助別人同時幫助自己。 

◎ 愛是一條簡單的道路，只要你願意就可以啟程。 

◎ 人類真正重要的是心靈、心智方面的提升。心智需要長遠的陶冶、教育，才

能漸次深入，所以道德教育非常重要。 

◎ 學校應協助學生心靈成長，而不應該放任其心靈自由發展，否則學生容易迷

失在物質世界而不自覺。 

◎ 把教室當作行善的園地，教學生涯快樂無比。 

◎ 孩子像一張紙，看你如何去教育他，教育的結果可以成為千古流傳的一幅名

畫，也可能成為丟在垃圾桶裡的廢紙。─日常志法師 

 

◎ 我們追求一個更好、更和平的世界旅程中，「教育」是一個有利的武器。教育

不僅限於知識與技能的傳遞，而是為了擴大孩童的視野，使他們認識到他人

的需要與權益。善良的心是人類偉大的資產，純粹的知識則不是。 

◎ 教育的課程在啟發心智；教育的要訣在觀機逗教；教育的基礎在生活習慣；

教育的目的在完成人格。 

◎ 有德，人必尊之；有功，人必崇之；有容，人必附之；有量，人必從之－星

雲大師。 

◎ 為人要有品德，做事要有品質，立業要有品格，生活要有品味－佛光法語。 

◎ 真正的力量來自助人之心，這是正面與真實的－達賴喇嘛。 

◎ 肯定自己，才能向前；尊重別人，才能助緣。 



◎ 一個人心量有多大，事業就有多大；一個人心能容多少，成就就有多少。 

◎ 投入才能深入，付出才能傑出，平凡才能不凡，磨練才能熟練。 

◎ 真正的戰場是在內心，真正的敵人是我們的瞋怒、驕傲與競爭的心。 

◎ 教育是條漫長的道路，榜樣是條捷徑－古羅馬‧賽內加。 

◎ 善心是從不失敗的投資－梭羅。 

◎ 教育是人類升沉的樞紐－日常老法師。 

◎ 人的升沉是依靠教育，而教育最重要的核心是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