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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自己是動物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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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計理念 

    從三上的臺北市立動物園校外教學，全班同學熱烈參與，可看出大部分同

學對動物的喜愛，中間陸陸續續做了許多剪報心得，發現同學普遍喜歡以動物

為主題，比例更勝於漫畫及生活科學等題材。三下，因學校舉辦以 SDGs為主題

的書展，特地邀請中華鯨豚協會為同學演講-來自海洋的故事，學生皆沈溺在海

洋動物關懷，參與度極高，因此決定以「動物保護」為教學設計的主題，希望

針對這個議題，做一個完整的課程，從他們目前對動保的概念加深、加廣。 

二、 教學目標 

 學生能說出動物五大福祉 

 了解現今社會正在關注的動保議題 

 對動保議題反思並嘗試找出解決方式 

 能感知受苦動物的心情並以文字抒發 

三、 相關領域之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5-Ⅱ-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6-Ⅱ-5  仿寫童詩。 

學習內容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Bb-Ⅱ-3  對物或自然的情懷。 



四、 教學對象：國小三年級學生 

五、 教學時間：三年級下學期 

六、 課程架構： 

七、 教學過程 

(一) 動物五大福祉 

 

【活動一】認識動物五大福祉 

教師：世界上並非只有人類是有感覺的，動物也會有快樂或痛苦，尤其當牠們

與人類共同生活，可能會衍生出很多問題，例如動物如何被屠宰作為食物、如

何用於科學研究、如何被飼養，在農場、動物園及家中等，以及人類如何影響

動物的福祉和生存。 

【活動二】教師解釋五項福祉個別定義，舉例哪些行為可能會侵害到動物福利 

【活動三】教師簡單介紹五大類型動物及其分類方式 

動物的種類繁多，動物保護法以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將動物分為五大類型： 

展演動物、經濟動物、伴侶動物、實驗動物、野生動物 

(二) 悲傷馬戲團 

【活動一】請學生發表他們是否曾經聽過關於展演動物遭不當對待的事情？ 

          （學生大多以過去「馬戲團」為發表內容。） 

【活動二】以學校主題書展-來自海洋的故事演講中提到的「虎鯨」開頭 

與學生共同討論：                    

 虎鯨之所以被稱為殺人鯨的原因為何？ 

 虎鯨為什麼傷人？ 

 殘忍嗜血是虎鯨的本性嗎？ 

 如果你是故事中的虎鯨，會有怎樣的心情？ 

 在這場悲劇中，人類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被囚禁 25年的殺人犯     

虎鯨-堤里庫姆(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9B%E8%8B%A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2oBlgMW5o


【活動三】展演動物受虐案例 

 泰國大象載送遊客，背部嚴重變形 

 海洋動物表演秀 應否中止 

(來源：國語日報) 

展演動物受虐補充： 

【活動四】國內展演動物受虐事件---以時事六福村狒狒脫逃事件為開頭 

 

 

 

 

【活動五】介紹臺灣近年來所發生的展演動物受虐事件 

 推動《動保法》修法的轉捩點：2014年末天馬牧場的河馬「阿河」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Youtube影片 

額外補充：  

1. 臺南市 頑皮世界的長頸鹿 

2. 六福村繁殖基因缺陷的白老虎 

【活動六】介紹何為「動物的刻板行為」 

教師：動物不會說話， 

我們要如何判斷動物是否有被虐的可能呢？ 

---以Ｘpark海洋動物為例--- 

賽馬(國語日報) 西班牙鬥牛(公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wxpadAt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AD%E7%A6%8F%E6%9D%91


【活動七】展演動物變變變 

教師：展演動物範圍廣泛，現在很流行

的寵物咖啡廳、休閒農場等都算是，這

些私人營業場所，難以判斷業主有沒有

不當對待動物，就像下面這些事件…… 

【活動八】捍衛展演動物的權益 

展演動物的存在是希望讓人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動物 

師生共同討論：除了上面講到的這些行為，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讓我們接觸

動物的同時，又不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讓學生小組討論） 

教師舉例：經營模式轉變 

 泰國的大象世界以替大象洗澡 

 取代傳統觀光客騎大象的體驗 

【活動九】快樂馬戲團 

請學生回去查還有哪些展演動物正等著我們發現牠的故事？希望我們可以一起

努力把悲傷動物園變成快樂動物園。 



(三) 動物？食物？傻傻分不清楚 

【活動一】介紹經濟動物 

老師發下當月菜單，全班投票出自己最喜歡的一道菜。 

---------延伸--------- 

教師：除了我們平常可以吃到、看到的這些，其實經濟動物的範圍更廣，只要

可以「賺錢」的都是經濟動物，包含蛇、鱷魚、鯊魚、穿山甲、熊……。 

【活動二】經濟動物危機                        【活動三】全台鬧雞蛋荒 

【活動四】捍衛經濟動物的權益 

教師：我們可以怎麼做來捍衛牠們的權利？ 

引導：社會第三單元中提到購買產品時要注意

有效日期、製造商、成分、食物標章等等。 

這些經濟動物所生產的食品上有設食物標章，如果我們盡量購買有認證的產

品，就可以確保這些經濟動物在被飼養的過程中是被人道對待的。 

【活動五】誰是動物好朋友？ 

利用 kahoot小組競賽，得分最高的小組即為動物好朋友！ 



(四) 最好的朋友 

【活動一】同伴動物介紹 

老師：有很多小朋友家裡有養狗、貓、倉鼠、青蛙等寵物 

之前在班上也有討論國語日報裡提到許多關於養寵物要注

意的事情，相信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今天我們也是要討論寵物，也就是標題所寫道的「同伴動物」，不過我們現在是

動物防衛隊的一員，不只要保護自己的寵物，還

要了解棄養寵物這件事可能會給社會及生態帶來

哪些危害。 

【活動二】領養代替購買 

老師：大家都聽過「領養代替購買」，為什麼要呼籲大家用領養代替購買呢？ 

將學生的回答與教師補充整理成兩個角度： 

不肖業者 流浪動物 

非法繁殖、買賣、進口 數量高居不下、全臺收容所爆籠 

繁殖場內環境糟糕，甚至不給予醫療照顧 破除品種迷思，避免近親繁殖 

近親繁殖造成基因缺陷動物增多 環境問題 

 傳染疾病，如：狂犬病、弓蟲症等 

 攻擊人類與其他野生動物。 

【活動三】摺耳貓的悲劇影片 (新聞來源：中央通訊社) 

 

 

 

 

 

 



【活動四】本土動物生存權（影片：野放遇劫) 

【活動五】流浪動物時事議題 

 你覺得是否應該禁止餵養流浪動物？ 

 餵養區域是否該受到限制？ 

【活動六】歌曲賞析 

徐佳瑩-記得帶走，是以流浪動物為主題

所創作的歌曲(新聞來源：時報周刊) 

(五) 動物天堂 

【活動一】歌曲賞析-快樂天堂 

【活動二】動物童詩創作 

結合國語三下-童詩創作，全班完成後由教

師統一將優秀作品投稿至「關懷動物文學

獎童詩」(新聞來源：公民新聞) 

【活動三】 

學生優秀作品賞析 

 

 

 

 

 



  

  



 

八、 教學評量 

本次教學設計採多元評量，除了從三上開始就一直有在做的剪報心得製作

與分享，也有個人在課堂上口頭發言，或者小組討論分享結果（課堂發表

內容正確及用詞流暢者都可以加分），另外結合資訊教育，請學生回家完成

快樂馬戲團學習單，課堂利用 kahoot進行小組競賽，考驗課堂專心度與小

組相互合作，課程最後，學生獨立創作的新詩皆為評量依據。 

九、 教學省思 

這次的教學設計中，不僅是學生，我也從中學到了許多，以下為個人淺見： 

1. 將重大議題與生活做連結，學生更能感同身受並有所體悟 

我參考了過去許多他們所接觸到的動保知識及演講，雖然過程中，學生興致高

昂，但結束後真的因此將動保意識提高，更甚至在生活中做出改變，關懷生態

的孩子並不明顯，因此在設計教學時，每一個單元最後都是希望他們切身處地

站在動物的角度去思考，有沒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去對待這些動物？ 

老實說，在實行之前我滿忐忑的，也私底下做了許多功課希望可以引導他們，

但學生的回答超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在展演動物的單元，他們有提出可以為小

動物美容、梳毛；還可以幫大一點的動物洗澡、按摩，打破動物園的框架，另

一種兩方都舒服的方式相互瞭解。 

其他單元也皆能在最後詢問他們：我們還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改變幫助動物們？ 

看到學生認真思考、討論的樣子，這是在這個課程中我覺得最可貴的部分。 



2. 展望國際的同時，也別忘了關懷家鄉 

「動物保護」這個議題在全世界各地皆有，我們學校的校定課程即為「國際理

解」，課程中會從在地出發，進而了解國際重大議題，並與其他科目做連結，盡

可能了解更多面向，如中年級所學的校園公共藝術與海洋汙染等議題。 

這一次在課程中，國內外的相關案例皆有提到，對應疫情結束後，國人發起的

旅遊潮，或許在出國的過程中，我們只是把旅遊地點當成一個距離我們生活遙

遠的城市，甚至不須過多的了解與關心，但現在這個世界村的時代，我們對重

大議題的關注不應只局限於生活周遭，而是將視野擴大，甚至深刻了解到國際

的互助共榮才能使我們生活的這個地方變得越來越好。 

 

3. 每一個「抽象」的概念都是用「具體」一層一層堆疊起來的 

「動物保護」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但每一次修正與改善都是一次又一次的

悲劇發生，我們從中學習並發起行動，需要每一個人的響應才能有所改變，在

這個議題上，我們永遠都在努力的道路上前進，不只學生，包含我自己，但只

要我們永不放棄，堅持向前，相信這個世界會漸漸地越來越好。 

 

因為台北圓山動物園搬遷而創作的「快樂天堂」歌詞中： 

有哭有笑，當然也會有悲傷，因為我們擁有同樣的陽光。 

 

人類和動物彼此在最靠近的地方共同生活，感知一樣的情緒，被同樣的樣光照

耀，相互珍惜，才能成就「快樂天堂」。 

 

十、  參考資料 

1. 報紙、新聞、youtube 

2. 動物紮根教育平台、環境資訊中心、中華鯨豚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