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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運用教育部的「防制校園霸凌法治教育」動畫，實施研究者自行設計的反霸凌統整教案，強調

以「價值澄清法」 進行教學，了解對學生反霸凌法治認知、生活態度與行為改變之成效，以及研究者對教學歷程的覺知與

因應措施。 本研究係採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方式，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台中市某國小六年級七班學生 29 人為

研究對象。本研究之反霸凌法治統整教學，主要是每次二節課（共 80 分鐘），五次十節，共400分鐘。 課程架構設計分為

兩部分，第一部分：預備單元「反霸凌宣導與法律概念」教學，讓學生對於霸凌、如何終結霸凌與法律有基本的認識；再

進入第二部分：防制網路誹謗、言語侮辱、剝奪行動自由、人格侵害之「網路黑白講、天使的吻痕、體育課拘禁事件、小

饅頭的眼淚」四大主題教學，以增進學生反霸凌法治之知能。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其資料蒐集的方式有觀察、文件分析及

訪談紀錄等。資料分析採內容分析法，並以「方法的三角檢核」、「資料的三角檢核」、「人員的三角檢核」三種檢核方

法，來提高研究之信效度。研究結果依研究目的顯示以下： 一、反霸凌統整教案設計與實施 1.運用反霸凌統整教案來推動

反霸凌，具「可行性」。 2.多元教學活動設計，吸引學生學習興趣。 3.以學生為中心的教案設計，切合學生需求。 4.「價

值澄清教學法」討論歷程促進學生價值觀念建立。 5.除了反霸凌教育有明顯的成效，學生在生活表現方面，也是進步很多

。 二、教案教學實施成效 1.提升學生對反霸凌法治之正確認知、正向態度及行為表現。 2.有學生中年級時曾被霸凌→開導

正向面對問題及學會處理。 3.大陸轉回學生，處理事情的改變：以暴制暴→懂得溝通。 4.學生在做任何事之前，會先思考

：是否有法律責任。 5.引發同理心，能將心比心，懂得體貼，有助於班級氣氛融洽。 三、研究者的專業成長與省思 1.提升

教案設計方面的能力。 2.親師生三方關係更和諧，學校的教學更受到家長的肯定。 3.學生更能以同理心去看待每一件事，

班上的糾紛減少許多。 4.研究者資訊能力增強不少，尤其以多媒體運用進步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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