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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校園」、「友善餐廳」、「友善廁所」……，「友善」二字經常出現在許多名詞

上方，顯示大家雖然認為「友好、和善」的環境是共同的目標，但還是有許多不夠好

的地方，才會不斷呼籲。 

任務一：社區友善嗎？  

    請閱讀 11月 16日第 10版〈弱勢友善社會〉，並回答下面問題。 

1. 文章中提到唐氏症年輕人購買炸物的風波。 

 

 

 

 

 

 

 

 

 

 

 

 

2.  從店老闆和警察的立場看並沒有錯，為什麼會引發大眾對店家的不諒解？ 

因為這位顧客是唐氏症者，智能不足，在社交互動上會有困難，不該用對待一般

人的方式對待他。 

3. 作者認為以後這類事件可能越來越多，為什麼？ 

因為高齡社會，失智人口會越來越多，和店家的糾紛也可能越多。 

 

■給師長的話：任務一從新聞事件引發學生關注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困境。 

  

 

設計者：林玫伶（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兒童文學作家） 

文本來源：111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頭版) 

          111 年 11 月 16 日第 10 版(文藝) 

 

多文本讀報學習單（解答篇） 

【事件】 

（ 唐氏症年輕人 ）購買炸物，付不出（ 40 ）元，遭店家（ 報警處理 ）。 

聽聽他們怎麼說！ 

【店老闆】 

買東西卻（ 不付錢 ），我們報警處理

並沒錯啊。 

【警察】 

有人報警，我們本來就應該要（ 依法

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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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對特殊兒友善嗎？ 

    任務一發現因為社區不理解身心障礙的年輕人，衍生了一連串的風波。那麼，身

心障礙者年紀還小時（兒少時期）情況如何呢？ 

    請閱讀 11月 16日頭版〈家扶調查 3成兒少對特殊兒有負面觀感 歧視仍在〉，回

答下面問題。 

1. 報導指出家扶基金會「友善共融：兒少相處問卷調查」幾項重要發現，請根據報導

在長條圖上填空。 

 

2. 妮妮看了上面的長條圖說：「幸好只有少數人對特殊兒觀感是負向的。」瑋瑋則說：

「只要有少數人對特殊兒不友善，就足以摧毀特殊兒好不容易得來的進步。」你對

妮妮和瑋瑋的說法有什麼看法？  

參考答案：瑋瑋的說法比較合理，長條圖中持負面的比率看起來雖不是多數，但這

個比率對友善環境而言已經很嚴重了，不能樂觀的解讀。  

3. 報導又說：「有（ 八成五 ）的兒少願意與特殊需求兒少成為朋友，但有（ 近六成 ）

兒少看見他們並沒有什麼朋友。」這代表什麼意思？ 

□即使大多數人想跟特殊兒交朋友，但特殊兒並不懂得如何交朋友 

□大多數人願意私下跟特殊兒交朋友，但不願意公開成為朋友 

■大多數人心裡雖然願意和特殊兒交朋友，但這樣做的人並不多 

 

■給師長的話：任務二擷取報導幾項調查結果，透過長條圖讓學生產生直觀感受，再討論數據代表的意義。 

◆三成兒少對特殊兒有（ 負面觀感 ），包括覺得造成

（ 他人困擾 ）。 

◆兩成兒少對特殊兒（ 感到麻煩 ） 

◆一成七的人（ 對特殊兒覺得害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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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為友善盡一分力 

1. 從家扶公布的調查數據推測，如果情況仍不改善，將來這些特殊生長大後在社區和

民眾互動，很可能重演任務一的「消費報警風波」。 

    對特殊生的感受     感受引發的反應          這些反應帶來的結果   

 

 

 

 

 

 

 

 

 

2. 11月 16日頭版報導中，聞英佐提到：「理解能降低偏見和誤會」；第 10版〈弱勢友

善社會〉的作者也提到：「讓更多人了解弱勢族群的身心狀態與社會處境，才能適時

伸出友善的手」。可見「理解」的重要性。請參考這兩篇文章，和同學討論如何增加

對特殊生的理解！ 

學習和特殊生相處、當朋友 

閱讀能認識特殊生的文章、書籍或影片 

 

3. 最後請討論：為什麼要為特殊生、弱勢族群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對「我」有什麼

好處？ 

對弱勢族群友善，看起來好像純粹是「利他」的行為，但是，每個人也可能隨時

變成弱勢族群，例如生病、意外，甚至家人也有可能。因此，友善的環境不單是利他，

也是利己的。 

此外，環境友善和諧，也會讓每個人感到幸福。 

 

 

■給師長的話：任務三綜合兩篇文章，試圖引導「理解」是消除歧視與誤會的良方，並化為行動，且體會友善

社會是利人利己的。以上建議以討論思辨為宜。 

17% 

感到害怕 

20% 

感到麻煩 

30% 

負面觀感 

躲避 

遠離 

偏見 

和特殊生距離越來越遠，更加不

理解，更容易有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