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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設計、實施促進國小學童利社會行為的課程，以觀察學童之利社會行為的轉變情形，並發展教師的專業成

長。以行動研究法進行研究，實施對象為五年級的學生，男生13人，女生13人。用質與量的方法蒐集資料，研究結果顯示

： 一、利社會行為課程方案之設計與實施 (一)利社會行為課程採豐富、多元及循序漸進之課程設計。 (二)不斷的引導與價

值澄清，促使更進一步的反省。 (三)良好的學習氛圍、仿同效應，促進利社會行為的表現。 二、利社會行為課程方案對學

童認知觀念的影響 (一)分享行為有助於友誼的提昇、人際關係的改善。 (二)主動釋出善意，關照行為並非難事。 (三)相互合

作，運作更有效率。 (四)在楷模學習的影響下，救助在學生內心萌芽。 三、研究者之收穫與成長 (一)提昇研究者課程設計

與Ｅ化資訊教學之能力。 (二)培養敏銳的觀察力，與發現問題的能力。 (三)同儕教師與師生溝通管道更加暢通，彼此關係

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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