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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合作夥伴，晚安。謝謝您持續關注期末班上的大小事。 

 

1. 將於兩週之內結束本學期課程，進入複習週： 

時間過的真快，我們主科課程的進度已經進入倒數階段，尤其在數學方面，已

經教導孩子乘法的概念，有些速度較快的孩子，已經熟記九九乘法。導師也將

乘數、被乘數和積的練習，陸續列入回家的練習功課，九九乘法歌曲也在班網

上，爸媽可多放給孩子們聽，讓他們在開心的唱跳活動中，學習乘法觀念。 

 

接著，我們會在今年底完成國語第十四課，從 2018 新年連假，開始執行期末的

讀書計畫，好的讀書習慣，是一次一次的陪伴，慢慢建立起來的。先感恩爸媽

們從一月上旬的兩週，抽空陪著孩子完成、修正與執行讀書計畫，請相信這些

能力會被逐漸培養起來，當養成好習慣時，就能逐漸放手孩子的學習歷程了。 

 

2. 關於每日閱讀： 

帶領孩子們進入閱讀的領域已經有一陣子了，有些孩子進步神速，少數孩子對

於閱讀則是顯出興致缺缺，這讓導師重新思考帶領孩子們的方式。於是，我開

始回到閱讀的基本：短篇的朗讀、聆聽，每天都接觸。也因此先暫停了作文的

輸出寫作，將引導孩子們的重點拉回啟蒙閱讀。每天一小篇，我在學校念給孩

子們聽，回家後再自己念一次並完成小測驗，持之以恆直至本學期期末。 

 

同時顧及到孩子們不同的程度，也開始進行橋梁書：到海邊去。意外的受到孩

子的歡迎！課堂上以不同語調念給孩子們聽時，一頁接著一頁，聽得是欲罷不

能，孩子們因為提早預讀，更能預測故事發展，讓故事討論得更熱烈。 

 

3. 關於班上的性別平等教育與身體權概念： 

近來社會性侵案件層出不窮，對於在教育現場的自己總是唏噓不已，總是想在

事發之前，多給孩子一些力量來保護自己，希望他們都能平安的化險為夷。學

期中，我接到班上家長分享的一張性平學習單，提到孩子對於自己身體權的覺

知。我正積極融入孩子的生活教育中，也與爸媽們分享。 

 

身體權的概念，大概在孩子兩、三歲就可以開始引導，自此之後孩子如有主張

身體權說「不」的時候，家長、身邊的大人就要尊重並收手。而不是當孩子說

不時，大人挖苦說「阿姨只是摸一下你的頭，你幹嘛那麼小氣」，如此會混淆孩

子的身體權概念。 

 

心禾診所心理師駱郁芬說，「身體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身體權是指每個

孩子都有權力，決定自己的身體要不要被碰觸，像是背部、臉部跟頭部這些地

方，如果感到不舒服，不管哪個部位，都要教導孩子積極主動的大聲拒絕。 



 

在台灣現行法律規定下，身體被侵犯的「當下」有沒有拒絕非常重要，會影響

後續判決，有些人當下沒有馬上拒絕，並不是因為同意，而是愣住了。愣住這

件事情，若能從小灌輸孩子身體權概念，遇到事情即時勇敢的反應非常關鍵。 

 

關於紅、黃、綠燈身體界限，也提供一個「紅燈、黃燈跟綠燈」的身體界限辨

識法：綠燈像是「握手」，朋友間的開放區，甚至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也會有所

接觸。黃燈像是「肩膀」、「手臂」等，跟熟悉朋友偶爾會攬肩膀打招呼一下。

紅燈就是「穿泳裝會遮起來的身體部位」，即使是最親密的家人、都要經過允許

才可以碰觸。 

 

爸媽們從小就要給孩子隱私權，尊重孩子的身體與生活空間，而父母平常對彼

此的尊重，更是給孩子無形的教育跟示範。有些兒少性侵情況是加害者提供小

孩糖果、點心，「來，我給你這個」，「你不要說出來，不然你會很丟臉」。 

 

 

加害者都會把罪惡感歸之於受害者，「都是因為你，才會發生這件事」，「你特別

糟糕，所以才會被選上」。以前我們會跟小孩說「不能跟陌生人走」，但遺憾的

是，性侵的加害人，有一半以上都是受害者熟識的人，因此，我們更該教導孩

子，如果任何人做出任何讓你不舒服、你感到不對勁的的事情，不要猶豫、馬

上拒絕。 

 

我仍會持續推動相關議題，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生活得更美好，我們一起努力。 

 

4. 期末的聖誕祝福： 

 

孩子們真得很幸福！每年的聖誕節或是新年，都會聽到收到了哪些禮物，心裡

很開心。隨著孩子漸長，導師選擇帶領孩子看見不一樣的世界，看見我們可以

給予、而非被給予的平衡點。 

 

透過寒冬送暖，送已不能穿但狀況良好的衣服或是鞋子給孤兒院或是非洲小鎮

的孩子，或是帶著孩子收集家裡還未對獎的發票，給新竹創世基金會等，都讓

孩子感受這些感恩的節日，不是歡慶日，而是體現我們有愛人的能力，能貢獻

更多的愛與溫暖給這個世界。活動持續中，歡迎爸媽們的參與協助！ 

 

多多海豚班 導師 Lillian 敬上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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