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107學年度多元選修課程計畫書 

課程名稱 成為知情者：階級議題審議 

授課教師 陳韋靜 

年  級 高二 
開課

時程 
皆為1學年課程 

類    別 

對應大學 

★18學群 

 

 1.□資訊學群、2.□工程學群、3. □數理化學群、 

 4.□醫藥衛生學群、5.□生命科學學群 

 6.□生物資源學群(原「農林漁牧學群」)、 

 7.□地球與環境學群、8.□建築與設計學群 

 9.□藝術學群、10.■社會與心理學群、 

11.□大眾傳播學群、12.□外語學群、 

13.□文史哲學群、14.□教育學群、15.□法政學群、 

16.□管理學群、17.□財經學群、18.□遊憩與運動學群 

選修

人數 

上限 

高一上限25人 

下限12人 

高二上限18人 

下限12人 

(確認選修人數由

學校最後安排之)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學生能夠過思考工具培養自主邏輯思考，並且透過與他人審議議題，理解立場

觀點的差異並包容不同意見與聲音。 

課程設計理念 

(課程發展) 

「知情者」，他們是正常人，但他們的特殊處境讓他們熟諳受污名者的神秘生活

並也能夠同情，……，在他們面前，有缺陷者無需覺得羞恥或盡力自我控制，知

道自己儘管有缺陷還是會被視為平常人。～Goffman《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

筆記》 

這堂課希望學生能夠以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觀點「看見」並認識社會中的「他

者」，理解個體的處境不僅受到個人層次的天賦或努力，尚且包括社會層面的權

利與結構因素所影響。 

課程架構 

(教學方式) 

本課程的教案教材皆來自教師依其專業及教學自主而設計與編製之，主要選擇

「階級議題」(勞動、貧窮議題等)作為教案核心，並交織族群、性別等社會上

的弱勢議題，以學生課前自主預習、教師課堂講述、課堂小組討論與合作學

習、民主審議等方式進行課程教學。 

素養對應 

(新課綱) 

請勾選:對應新課綱9大核心素養(可複選)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對應本校學生

核心能力指標 

請勾選(可複選) 

(一)主動探索 ■1-1激發好奇  ■1-2自主學習  ■1-3批判思考 

(二)展現合作  ■2-1具同理心  ■2-2尊重他人  ■2-3溝通協調 

(三)自信表達  □3-1樂觀積極  ■3-2發表論述  ■3-3規劃執行 

(四)社會關懷  ■4-1關懷弱勢  ■4-2服務社會  □4-3國際視野 

選課學生要求 

本課程內容是針對社會議題的批判與思考，學生每週需要透過大量的事前閱

讀、資料蒐集整理，並且在課堂中與他人溝通審議，形成與表達自主觀點，最

終做成個人學習心得與紀錄。因此希望學生是對社會議題有所興趣，並且願意

為此努力尋求答案者。 



多元評量 

課堂參與：40% 

每週(個人/小組)學習單：20% 

個人作業：40% 

上課教室 

及設備要求 

1. 教師授課需電腦與投影設備，以及文本與學習單之印製 

2. 教室桌椅可調整以利學生分組討論 

3. 可能的話，約3-4台筆記型電腦供學生查詢資料使用 

課 程 介 紹 與 特 色  (100-200字) 

  高中公民與社會一科主要以「社會與心理」、「政治」、「法律」與「經濟」為範疇進行教學，

過程中有許多課堂中來不及處理卻是在現代社會相當重要的議題。再加上今日台灣社會景況，因

爲逐年擴大的貧富差距、爭議與衝突不斷的勞資問題，使得「階級」一事沒有因為經濟繁榮、社

福制度的建立而消失不見。因此做為培養學生公民素養重要場域的學校教育，更是有必要讓學生

在去到社會現實之前、即能普遍了解階級相關議題以及階級與自身之間的關係。因此本課程選擇

了「階級議題」作為課程核心主題，希望藉由讓學生大量閱讀與資料蒐集、整理、製作、紀錄，

並且在課堂中與他人合作、溝通審議，進而最終能夠形成並表達學生對各議題之自我觀點。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107學年度第 1學期多元選修教學計畫暨進度表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每週五上課兩節 

月 
份 

週 
次 

星期 
教學單元/請詳述主題 重要議題融入 

(請務必勾選) 重要行事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月 1 26 27 28 29 30 31 1 課程說明＆時間軸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8/31多元課程協調
會 

九 
月 

2 2 3 4 5 6 7 8 聽說訓練＆簡報教學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3 9 10 11 12 13 14 15 思考訓練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4 16 17 18 19 20 21 22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5 23 24 25 26 27 28 29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十
月 

6 30 1 2 3 4 5 6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7 7 8 9 10 11 12 13 第一次段考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0/11、12第一次段考 

8 14 15 16 17 18 19 20 階級議題：電影賞析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9 21 22 23 24 25 26 27 階級議題：電影議題討論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十
一
月 

10 28 29 30 31 1 2 3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國高中部大隊接力 
(課程影響另行通

知) 

11 4 5 6 7 8 9 10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2 11 12 13 14 15 16 17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3 18 19 20 21 22 23 24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4 25 26 27 28 29 30 1 階級議題：校內演講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1/26、27第二次段考 
多元選修課程正常 

十
二
月 

15 2 3 4 5 6 7 8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6 9 10 11 12 13 14 15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7 16 17 18 19 20 21 22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8 23 24 25 26 27 28 29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一
月 19 30 31 1 2 3 4 5 階級議題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20 6 7 8 9 10 11 12 課程總結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學期最後一次多元選

修課程【問卷調查】 

21 13 14 15 16 17 18 19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15、16、17期末考 
18休業式 

22 20 21 22 23 24 25 26    

評量方式  

請家長配合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