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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的相處是一門藝術，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良好的人際關

係能為我們帶來快樂、支持和成長的機會，但即使再要好的朋友也難免會有摩擦、衝

突。這次我們透過幾個作者的親身經驗，進一步省思人際間的互動。 

任務一：衝突來了怎麼辦？

    閱讀 6月 3日第 10版〈換位思考〉、6月 4日第 9版〈解決紛爭〉，以及 6月 7日

第 8版〈不要拿我的東西〉等三篇文章，完成以下表格：  

篇名 換位思考 解決紛爭 不要拿我的東西 

誰生氣了？ 作者和 B同學   

生氣的原因 

B同學不高興作者和

A同學相約讀書時一

直笑，害她 

（            ）。

作者覺得 B同學 

（            ），

不予理會，結果越來

越僵，作者也生氣了

。 

同學因為推荐的歌

曲（            

），所以生氣了。大

家想（           

）她也沒用。 

 

如何解決？ 

敞開（      ）長談

，（         ）思考

，好好溝通。 

選擇一首當主歌，

再選一首當（      

），以（         

）思維解決衝突。 

鄭重告訴那個同學：（ 

              

                ） 

解決後，作者

的心情如何？ 

雙方和好了，不再難

受。 

文章中沒說，但推

測大家都（           

       ）。 

還是感到（      ）。 

  

班級：   座號：   姓名： 

 

多文本讀報學習單（試題篇） 

文本來源：113 年 6 月 3 日第 10 版(青春)  

113 年 6 月 4 日第 9 版(兒童)  

113 年 6 月 7 日第 8 版(兒童) 



 

2 
 

任務二：卡住原因大不同

1.  三個例子中的衝突，有的無關對錯，有的可判斷是非，請根據文章進一步分析： 

篇名 換位思考 解決紛爭 不要拿我的東西 

有沒有對錯？ □有     □沒有 □有     □沒有 □有     □沒有 

為什麼？ 

作者和 B 同學對「約

了讀書又一直笑」的

事情感受不同，不是

對或錯的問題。 

  

 

 

 

 

2. 三個例子中，對於不同原因的衝突，化解方式不一樣，最後心情也不同，連連看。 

 

 

 

 

 

設法找出共識 堅持原則 換位思考 

 

 

 

心情  心情   

 

雙方感受問題，

無關對錯 

有明確標準，能

判斷是非 

判斷有沒有對錯，最好能聽聽

當時在場者的說法；在這裡，

我們只能根據作者的描述。 



 

3 
 

任務三：是非對錯該如何？

    上述三個例子中，和人相處時，遇到無關對錯的摩擦，換位思考是個不錯的解決

方式，也能讓自己的心情轉壞為好。 

    遇到明明有對錯標準的事情，卻還是造成衝突了，上面兩個作者選擇不同的解決

方式，請繼續討論： 

1. 堅持原則，有時帶來持續的壞心情。和同學討論，怎麼做可以讓自己「設立明確

的界限，又不會弄壞心情」？ 

 

 

 

 

 

 

    

    你的想法呢？ 

 

2. 意見分歧時，設法尋求共識並不容易。和同學討論，「有沒有好方法可以幫助大家

尋求共識」？ 

 

 

 

 

 

 

    

    你的想法呢？ 
 

 

跟做錯事的對方拿

回自己的東西時，

心平氣和說道理，

不用生氣…… 

可以讓全班同學知道

自己的原則，避免大

家太隨便，這樣可以

減少發生的機率…… 

儘量找出客觀

的證據來討

論，減少情緒

的影響…… 

專注尋找大家都同

意的地方，即使是

微小的共同點也是

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