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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理念 

「老師，A同學在網路上留言罵我！」「B同學把 C同學的照片用修圖軟體換

成動物的頭，還上傳到網路上，害 C 同學哭了。」隨著 3C 與網路的盛行，在教

育現場，有時會看到學生因法律素養不足，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攻擊他人、非法下

載圖片、音樂使用等，在網路言論、智慧財產權等方面觸犯法律。不僅如此，生

活中也有許多情境與法律相關，像是同學打架、保護隱私、家庭暴力等，法律是

公平正義的體現，唯有了解法律規範的內容，才能讓公平正義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因此，為了加強學生的法治觀念，明辨法律界限，設計「法律小學堂」此一主題

課程，課程設計理念如下： 

1. 議題融入模式的跨域主題課程：法治教育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中，

屬於「社會參與」的面向，是建立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的一環，本課程

以法治教育為主要議題，並延伸融入人權教育、閱讀素養教育、性別平

等教育等重要議題，結合社會、語文領域進行跨域學習。 

2. 運用閱讀策略進行讀報活動：教師引導學生使用六何法、心智圖、九宮

格等摘要策略，將法律相關的報導內容進行摘要，提升學生閱讀摘要的

能力。 

3. 以科技輔助學習：在課程進行中，讓學生以平板、網路等輔助學習，尋

找合適的法律題材進行討論，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4. 鼓勵小組合作學習：課程的進行需要分組合作，賦予每位組員任務和職

責，讓小組以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習，並共同完成課程任務。 

5. 推動體驗式學習：安排學生實際參訪法院，藉由旁聽法官審理案件，讓

學生感受法律對生活的影響與重要性。 

透過上述的課程設計理念，設計「法律小學堂」此一主題課程，希望藉由課

程的實施，引導學生認識與生活相關的法律問題，思考如何解決糾紛，或避免誤

觸違法行為，以建構正確的法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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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設計說明 

單元名稱 法律小學堂 

教學對象 國小五年級學生 教學時間 360分 

教學目標 

1. 能認識憲法，了解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2. 能分享參訪高等法院的心得。 

3. 能尋找報紙上的合適法律素材，並加以摘要。 

4. 能與同學合作製作「法律小學堂」成果海報。 

5. 能在成果發表會中進行報告與分享。 

十二年 

國教課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面向 C社會參與 

項目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體 

內涵 

E-C1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

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領域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國語文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

以簡報、讀書報告、演講稿

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2-Ⅲ-6 結合科技與資訊，

提升表達的效能。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

經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

述文本的內容。 

社會 

Aa-Ⅲ-2 規範（可包括 習

俗、道德、宗教 或 法律等）

能導引個人與群體行為，並

維持社會秩序與運作。 

Ac-Ⅲ-2 法律是由立法機關

所制定，其功能在保障人民

3d-Ⅲ-1選定學習主題或社

會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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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

社會進步。 

議題融入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E9 高年級後可適當介紹數位文本及混合文本作為閱

讀的媒材。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

道。 

人權 

教育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

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法治 

教育 
法 E8 認識兒少保護。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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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實施歷程 

活動一、法律知多少 

教學

節數 
1節（40分鐘） 

多元 

評量 
觀察評量、口頭評量 

教學

流程 

1. 教師以「法律是什麼？」為題，請學生簡要分享自己對於法律的認

知。 

2. 教師介紹國語日報裡「學法律保護自己」專欄，並以〈逕行取走物品 

物主可提告〉、〈盜用他人 Wi-Fi 別以為沒事〉兩篇專欄文章，引導

學生從法律小故事去思考故事中人物行為的對錯，以及相關的法源

探索。 

3. 教師請學生分享校園裡哪些行為可能有觸犯法律的疑慮。 

4. 教師總結學生分享的內容，並提醒學生下一堂課將要實際參訪高等

法院，請學生了解參觀注意事項。 

學習

活動

紀錄 

   

教師介紹國語日報裡「學法律保護自己」專欄文章與相關法源。 

   

   學生熱烈參與課堂討論。        學生分享參觀法院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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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與 

回饋 

 

 

 

 

 

高年級的孩子有些已開始步入青春期，所學知識雖然增多，但對於

法律的認知大多停留在懵懂的階段，以至於有些孩子的不當行為已觸法

而不自知。 

在「法律小學堂」的第一堂課，我先引導學生思考「法律是什麼」，

接著，介紹國語日報中的「學法律保護自己」專欄。其實本班持續搭配

課程進行讀報活動，此一專欄學生並不陌生，然而，在這一年中我指導

學生進行了兩次主題式剪報的製作，卻發現沒有一位學生選擇以法律做

為剪報主題。 

也許法律此一主題對多數學生來說，是較為生硬的題材，但對於身

為高年級導師的我來說，卻覺得認識法律對學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課

程。因此，這堂課藉由「學法律保護自己」專欄，引導學生從法律小故

事去思考故事中人物行為的對錯，以及相關的法源探索，讓學生對法律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以〈逕行取走物品 物主可提告〉這篇法律專欄文章為例，學生在課

堂上分享類似的例子，例如：擺在門口的物品未必是主人不要的，擅自

取走會觸犯法律。同樣的，在教室裡，掉落在地上的文具用品不可撿起

後占為己有，這也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在介紹另一篇〈盜用他人 Wi-Fi 

別以為沒事〉這篇文章後，學生則明白若需要借用私人網路，必須經過

同意，否則可能觸犯竊盜罪與電信法。 

接著，我請學生分享哪些行為可能有觸犯法律的疑慮，學生們紛紛

舉手發言，像是柏峻提到打架事件，愉萱覺得霸凌事件可能會觸法，淯

鈞則提到在網路上不當留言可能會被提告等。 

在熱烈的討論後，我總結學生分享的內容，並提醒學生下一堂課將

要參訪高等法院，請學生參觀時務必遵守相關規定，避免影響法庭審理

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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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參訪高等法院 

教學

節數 
4節（160分鐘） 

多元 

評量 

觀察評量、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教學

流程 

1. 教師帶領學生搭車前往臺灣高等法院。 

2. 臺灣高等法院書記官解說法庭內不同職稱負責的工作、座位與法袍

顏色。 

3. 學生進入刑事庭內安靜旁聽法官審理案件。 

4. 結束高等法院參訪後，教師帶領學生返校。 

5. 教師請學生將參訪過程記錄下來，寫成一篇作文。 

學習

活動

紀錄 

   

我們來到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      杜書記官解說不同法袍顏色所 

大廈。                          代表的職務。 

   

導覽書記官讓小朋友到法官座位處合影。 

   

學生認真記錄自己參訪高等法院的過程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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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與 

回饋 

讓學生認識法律除了透過課本、讀報外，參訪法院也是很棒的選擇。

課堂教學再怎麼生動，遠比不上實際旁聽法官審理的震撼。平常一個個

調皮的學生來到法院時，受到嚴肅氛圍的影響，立刻安靜無聲，隨著書

記官走進導覽法庭內。 

導覽過程中，書記官詳細的介紹法庭內不同職稱負責的工作、座位

與法袍顏色，學生聽了才知道原來法庭內同時有這麼多人負責不同的工

作。接著，全班分組進入不同的刑事庭內旁聽，有的旁聽毒品案，有的

旁聽假鈔案，還有的旁聽竊盜案，雖然無法長時間旁聽，但短時間內聽

到的內容已讓孩子們感到震撼。 

我讓學生將此次參訪的過程寫成一篇作文，右瑩寫道：「這是我第

一次走進高等法院，也是我第一次聽到法官與嫌疑人的對話，……當我

參觀完法院後，我突然覺得法律好好玩，真希望有機會還能夠再到法院

去旁聽，學習法官的智慧和審判歷程。」煦昊寫道：「經過了這次的校外

教學，讓我體驗到以前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也讓我知道不能觸犯法律，

否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看著學生生動的記述參訪過程，我知道旁聽法案審理的體驗過程已

深深烙印在他們的腦海裡，也為法治教育悄悄的紮下根。 

活動三、法律就在你身邊 

教學

節數 
4節（160分鐘） 

多元 

評量 
觀察評量、口頭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

流程 

1. 教師請各組從國語日報「學法律保護自己」專欄中挑選小組報告的

主題，並將選定的法律專欄文章以九宮格、心智圖等方式進行摘要。 

2. 教師請各組上網找尋相關案例，並將蒐集好的資料整理後，再製作

成海報。 

3. 教師請各組上臺分享海報成果，並請臺下同學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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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發表完後，教師請每位同學選出表現最佳的組別，並將正向回

饋與建議寫在便利貼上，再將便利貼貼在海報下方。 

5. 教師肯定所有學生在「法律小學堂」一系列課程中的努力，期望所有

小朋友不僅要知法，也要守法，當一位具有法律素養的小公民。 

學習

活動

紀錄 

   

小組成員討論報告主題，並挑選合適的法律專欄文章。 

   

小組成員分工合作，在有限的時間內努力完成海報。 

  

各組上臺報告不同的法律主題海報。 

  

有的小組演出法律小短劇，也有小組設計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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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正向回饋與建議寫在便利貼上，並將便利貼貼在自己覺得表現

最好的組別海報下方。 

 

同學給予的正向回饋 

省思

與 

回饋 

「法律就在你身邊」這個活動是「法律小學堂」系列課程的最後一

個活動，我讓全班分組製作以法律為主題的海報，海報內容以國語日報

「學法律保護自己」專欄中文章為主，各組在選定文章後，要將文章內

容進行重點式摘要，我鼓勵孩子們嘗試以不同方式進行摘要，從成果來

看，各組挑選的仍是以 T表、九宮格、心智圖等常見的摘要方式，且摘

要的詞句不夠精簡，這可做為下次進行活動時改進的目標。 

值得肯定的是，各組多能上網再找相似案例再做延伸討論，且上臺

發表時，會安排不同的報告形式，例如法律狀況劇演出、有獎徵答等方

式，讓現場氣氛活絡，增進報告者與臺下同學的互動，讓學習更有成效。

在報告結束後，學生在便利貼上寫下給別組的正向回饋，讓我看見孩子

們在此一活動中的成長。而家長也給予這次活動的肯定，像是羿臻媽媽

覺得孩子從中學習到遇到騷擾時的處理方式，這是很棒的經驗；煦昊媽

媽覺得孩子在製作海報的過程中，不僅學習到法律知識，也了解到不能

因為不滿而衝動的觸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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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我國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法律素養必須從小扎根，透過「法律小學堂」課

程設計，引導學生進行議題融入模式的跨域主題課程，也讓學生透過實際參訪法

院了解法律的運行，並透過閱讀報紙上的法律小故事，讓學生更了解故事或新聞

事件中人們的行為可能觸犯的法律，並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強化學生的法治觀

念，讓學生瞭解「守法」的重要性。期待每一個孩子都能明辨是非，勇於承擔，

知法、守法，讓青春飛揚前行。 

 

五、參考資料 

1.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網路法律案例教材

https://depart.moe.edu.tw/ed2700/News.aspx?n=6F7CB09F756DF1E7&sms=A6

7688921AA3EF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