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109學年度多元選修課程計畫書 

課程名稱 談談不正義 

授課教師 陳韋靜 

年  級 高一 開課
時程 皆為1學年課程 

選修人數 
上限 

高一上限 16 人 
    下限    人 
高二上限   人 
    下限   人 
(確認選修人數由學校最後安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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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需要透過大量閱讀、資料蒐集整

理，並且與他人溝通審議，最終形成並表達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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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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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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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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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課程選擇了「司法」、「性/

別」、「族群」與「階級」四大議題作為課程核心主題，並從「何謂不正義？」的角度切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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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談談不正義 

英文名稱 Talk About an Injustice 

授課年段 高一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單選)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 商管類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對應學群 

(至少3最
多6)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學習評量 

各項加總

共100% 

1. 各週學習作業(共16次)：48% 

2. 各週心得省思(共16次)：16% 

3. 課程出席：16% 

4. 課程參與態度：10% 

5. 期末成果：10% 

學生圖像 
(依校選填) 

(不用填，各校的學生圖像不同) 

學習目標 

學生能知道「不正義」的概念，並探究與思考「正義」與「不正義」之間的

劃分與關係；了解在「司法」、「性別」、「族群」與「階級」各範疇中是如何

形成「不正義」的結構系統；並理解個人在「不正義」的情境中，將如何受

到影響；進而試圖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與行動。 

教學大綱 

上學期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課程介紹 
本學期將先從「司法」的角度切入，讓學生初步

認識何謂不正義，進而延伸至性別領域的討論。 

2 冤案無辜者 
介紹「徐自強案」，讓學生了解在社會正義的大網

之外，還有許許多多掉落其外的無辜者存在。 

3 
我國刑事制度與 

科學鑑定的謬誤 

說明我國刑事犯罪追訴的精神與流程，讓學生思

考制度中各個環節可能存在的缺陷與盲點。 

4 犯罪嫌疑人 
藉「媽媽嘴事件」說明刑事訴訟原則「偵查不公

開」與「被告的人權保障」的概念與重要性。 

5 
另類被害者： 

媒體公審 

從近年媒體對刑事案件的報導，讓學生討論思考

「媒體公審」是否能夠實現正義，抑或是另一種

「不正義」？ 

6 
被害者與 

被害者家屬 

接續媒體的概念，帶領學生討論思考社會對被害

者及被害者家屬的刻板印象，是否亦是對其的第

二重壓迫與不正義。 

7 
加害者與 

加害者家屬 

以「我們與惡的距離」一片中有關加害者家屬的

相關描述，讓學生看見常被社會忽略的加害者家

屬身影，並思考關於他們的「不正義」。 

8 修復式正義 介紹修復式正義的概念與精神，讓學生思考實現



正義的另一種可能途徑。 

9 
正義的想像與 

再想像 

讓學生回顧此一主題的學習，討論與分享對於

「正義」、「不正義」的發現與想法。 

10 
「女」人的 

自然與社會 

延續上一主題對於司法刑案不正義的討論，看向

「媽媽嘴事件」與「小燈泡事件」中性別屬性與

社會角色分配的不正義。 

11 
大腦、身體與 

性別 

透過身體活動讓學生了解性別並非只是天生自

然，而還具有社會建構的面向。 

12 漏網之「人」 

在學生掌握性別社會化的概念之後，說明社會是

如何建構起「父權系統」，讓學生能從結構面看見

「性別不正義」。 

13 女孩與運動員 
藉由討論運動場上的性別氣質與刻板印象，讓學

生了解性別不正義是如何隱身在日常生活當中。 

14 第二輪班 
回到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生討論並分享家事的

分配正義。 

15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同性婚姻合法話之後，與學生討論、思考同性家

庭中尚存什麼「不正義」的議題？ 

16 性/別解放 

與學生討論思考除了同志，社會上是否還有其他

受到性別不正義的群體？還有哪些群體應該被看

見？ 

17 可能?不可能? 

藉由日劇「非自然死亡」，讓學生知道在結構內的

個人並非無所可為，而仍具有「能動性」，帶學生

思考對於不正義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18 期末統整 總結「司法不正義」與「性別不正義」。 

教學大綱 

下學期 

1 課程介紹 

本學期延續上學期「司法不正義」的概念，在學

生對不正義有了初步的認識後，延伸至「族群」

與「階級」領域的討論。 

2 最年輕的死刑犯 
藉由「湯英伸案」讓學生了解原住民族在我國所

遭遇到的壓迫與不正義。 

3 失去名字的人 

從原住民族「正名運動」，讓學生討論思考「名

字」對個人與族群在自我認同與文化扎根的影響

與重要性。 

4 為了誰的加分？ 
介紹「積極性差別待遇」的概念，讓學生思考討

論「原住民族升學加分政策」的精神與困境。 

5 沒有人是局外人 
介紹「原住民族權利」的意義與概念，與學生討

論我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與土地權的爭議。 

6 做自己的主人 
介紹「群體權利」的意義與概念，與學生討論我

國原住民族的自治權的可能與困境。 

7 鹹魚翻身還是鹹魚 
藉由丟球體驗，讓學生察覺到階級存在、感受不

平情緒並思考階級如何影響個人機會與成就。 

8 命運在我手上？ 

透過桌遊「血腥大老二」，讓學生藉由模擬體驗與

思考「階級流動」一事背後隱 含的權力運作以及

實際上的困難與不正義。 

9 誰是台大學生？ 

了解階級在各種資本之間的關聯性，探討教育到

底是促成階級流動抑或是階級再製，帶出制度結

構面向的討論。 

10 做工的人生 
透過探討學校教育所論之勞動權利與法規在現實

面上的問題，讓學生看見那些掉落在制度之外的



勞動弱勢處境。 

11 勞動的反擊 

介紹勞動三權與勞動三法，結合分析新聞「空服

員罷工」一事，讓學生去思考勞動爭議的合法性

與正當性。 

12 風景中的無家者 

讓學生了解其之所以為無家者的背景脈絡，理解

身為無家者的處境與困難，進而能更清楚地看見

無家者的面貌。 

13 無家者的風景 
藉由對無家者與輔導社工的專訪，讓學生更能同

理掉落在社會安全網外的「人」與選擇。 

14 移動的聲音 

全球化愈加頻繁，讓學生了解國際移工的勞動處 

境並看見移工作為人，在休閒、情感上的需求以 

及被剝奪。 

15 「移」人的國度 

讓學生思考討論，面對未來多元的社會文化，身

處其中的一份子應有哪些認知與價值才能達到尊

重與共存共榮。 

16 期末成果製作 學生分組製作期末成果。 

17 期末成果製作 學生分組製作期末成果。 

18 
期末成果發表 

與統整 
學生分組發表期末成果＆老師講評並統整課程。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