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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旨在探討運用電影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的實施歷程，希望透

過本研究的實施進一步認識學童同理心之變化、電影融入教學之可行性與教師運用此方案之教學

過程所面臨的困境與解決之道，以期進行教師省思進而達到教師專業成長。 

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學校的十八位國小三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者選擇電影「動物方城

市」為教學素材，進行為期八週的行動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透過同理心量表前後測的差異、

課堂觀察、學習單、學生回饋單、軼事紀錄等方式進行，再將資料編碼、轉譯逐字稿以撰寫教師

省思札記的方式進行研究的反思與詮釋。依據本研究之整理與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1. 電影融入教學能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之同理心。 

2. 學童對於運用電影教學提升同理心之課程呈現正向態度與想法。 

3. 運用電影融入教學之行動研究有助於提升研究者之教師專業成長。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結果，研究者提出若干具體可行之建議，提供未來研究電影融入教學與

同理心之參考。 

關鍵詞：電影教學、同理心、國小中年級、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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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using films to 

promote the empathy of middle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children's empathy, the feasibility of a film integrated 

teaching, and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confronted within the teaching process by the 

teachers who use this program so that teacher reflection can be carried out to achieve pro-

fessional growth. 

 

In this study, we’ve selected third-grade school children of a public primary school 

in Taina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the film, “Zootopia” was selected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an eight-week action study. The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cluding 

measuring the differences in empathy scales between pre- and post-measurement, class-

room observations, study worksheets, student feedback forms, and records of anecdote. 

Data was then encoded and translated word-for-word into a teacher reflection journal as a 

way of reassess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integration of film into teaching can enhance the empathy of middle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2. The children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thoughts regarding the use of films in teach-

ing to enhance empathy. 

3. This action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use of film-integrated teaching does assist to in-

creas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researcher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searchers proposed a number of con-

crete and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in film integrated 

teaching and empathy. 

 

Keywords: Film Teaching Method, Empathy, Middle Primary School,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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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電影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之行動研究。本章將分

為四節，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及研究

範圍與限制。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還記得剛踏入教學現場的我，每天一早總是期待著小朋友們可愛又有禮貌的

問早與問好。「老師，他又說我的綽號了，我永遠都不原諒他了！」「老師，是他

先說我頭髮好好笑！」「老師，我只是不想跟他玩，他就說我沒膽！」，在真正擔

任導師之後，一早踏進門口聽見的總是小朋友們諸如此類的告狀與抱怨，這種

「另類」的問好方式幾乎是研究者每天都需要處理的事情，如果沒有妥善處理甚

至連教學進度都會被影響。在教學現場中學生們在相處過程中常常因為一些小事

或誤會而有摩擦，進而有負面的言語產生。研究者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常發現當事

者本身並不覺得自己有錯，總是認為是別人的錯，很少主動反省自己的行為，直

接出口怪罪別人。研究者認為學生們會有這些情形的發生很多皆來自缺乏「同理

心」的緣故，因此在處理此類事件的同時也讓研究者思考著是否有什麼教學方法

能夠提升學生們的同理心進而改善學生們的摩擦與衝突。 

兒福聯盟在 2017 年的兒童節前夕公布 2017 台灣兒童品格調查。整體而言，

台灣學童平均品格分數為 83.8 分，整體分數不算太差。其中「關懷」品格表現最

佳，89.2%的孩子曾在大眾交通工具上主動讓位給需要的人；93.6%同意須給予街

友同情與幫助，但仍有高達 47.9%的孩子不習慣主動詢問或關心看起來不開心的

家人或朋友。「尊重」品格待加強，在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不同議題會有不同

的意見，因此孩子必須要學習尊重，而現今網路霸凌問題大多係源自尊重的不

足。本次調查發現 11.6%的學童曾認為無法和意見不同的人當朋友；39.6%的孩子

曾在討論團體報告或活動時，希望他人以自己意見為主；36.2%的學童在別人拒

絕自己要求時，會對對方不高興或發脾氣。「公德心」品格表現最差，33.4%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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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臨時找不到垃圾桶的情況下，還是會隨手亂丟垃圾；32.3%的學童仍會抓獲

玩昆蟲或小動物；16.9%的學童會在學校桌上、牆上或樹上塗鴉。這些數據皆顯

示台灣的國小學童不常設身處地的替他人著想，不懂得尊重與包容不同的意見，

甚至因此而做出負面的情緒與行為，這些行為很大原因皆是因為缺乏同理心所

致。兒福聯盟更進一步表示家庭（尤其是父母）是主要影響孩子品格養成的因

素，孩子一天當中與父母聊天的時間，未滿 30 分鐘的佔了 51.6%，其中不到 10

分鐘的更有 26.6%。而且爸媽特別空出時間跟孩子談話、聊天的頻率亦很低，低

於一個月一次的比例佔 54.5%。這些數據皆顯示台灣的國小學童有道德行為，但

沒有道德觀念，並沒有真正將同理心內化，因此缺乏公德心，而父母應該多花一

些時間以身教引導孩子，讓他們感受同理心，把關懷、尊重與公德心連結在一

起。 

同理心（empathy）意旨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和位置上，客觀地理解對方的

內心感受，且把這種理解傳達給當事人的一種溝通交流方式。也就是在同樣時

間、地點、事件中，將對方換成是自己，設身處地去感受、去體諒他人。簡單來

說就是「將心比心」。同理心是道德的基礎，是個體在培養人際關係、生活適應

與處世態度的重要角色，也是在諮商與輔導中重要的態度之一。許多研究指出國

小階段是培養同理心的關鍵期，具高同理心的學童攻擊性較低，同理心的發展也

有助於增進學童的溝通能力與人際關係。綜觀國內外對於同理心的研究甚多，國

內亦有兩百餘篇相關研究，超過一半比例之研究對象為國小階段，但卻以低與高

年級為多，以中年級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相對偏少。研究者思考著在低年級心智尚

未成熟與高年級心智發展趨為定型的情況下，中年級階段是否才是培養同理心的

關鍵時期，故將以研究者目前所任教的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希望研究結果能

幫助學童在國小階段發揮承先啟後的效果。自 19 世紀末電影發明以來，因為其

聲光效果的具備與完整的敘事內容，讓許多人看見它在教育上的可能性，中外偉

人也多提出贊同的看法。如愛迪生主張：「今後教育，當以電影為中心，誰支配

著電影，誰就掌握影響民眾最大的權威。」，魯迅稱︰「用活動的電影來教學

生，一定比教員講更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身處資訊爆炸與智慧型 3C 產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2%9F%E9%8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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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推陳出新的高科技時代，現今學童獲得知識的管道再也不局限於只有課本的內

容，影視媒體透過 3C 產品所帶來的視覺刺激已撐大學童的求知的胃口，傳統的

講述教學法已無法滿足學童的學習需求，由於電影具有多元、生動、有趣、效

率、普遍化、容易操控及實用等特性，因此成為教學的絕佳素材（樊明德，

2004）。因此研究者在教學素材的使用上選擇利用電影融入教學，利用影視文

本、傳播媒體以及教師引導的教學方式來帶領學童(蔡宗竹，2006)。 

綜合以上論點，基於同理心對於國小階段學童的重要性，以及學童對於電影

的喜愛，研究者選擇適合國小中年級學童觀看的電影，設計一個運用電影融入教

學的教學模式，並在觀察學生觀賞電影後的反應與回饋、師生互動的歷程中，探

討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之提升，以期培養學童健全的人格發展與正確的價值

觀。 

 

1.2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探討運用電影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之行動研究，學生在為期八

週的時間內，欣賞一部具有同理心議題的電影，研究者透過課堂觀察、師生互

動、學習單、回饋單等方式了解學童在同理心的變化。根據上述目的，本研究主

要問題為： 

一、運用電影教學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之成效如何？ 

二、國小中年級學童對於運用電影教學提升同理心之課程的看法為何？ 

三、教師運用電影教學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之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與

因應策略為何？ 

 

1.3 名詞釋義 

 

1.3.1 電影教學 

梁正怡（2005）認為電影的敘事通常是由一連串情節場景所構成，這樣的故

事線符合秩序性和邏輯性的建構，由上演某位中心人物的行動或事件，推動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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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的因果關係和線性發展，呈現出完整的電影故事敘述。電影融入歷史教學這

類的「影片式教學」具有兩種含意：1.  為影片專門科系的專業訓練教學，如大專

院校中的影片科系所教授的影片製作等課程。2.  利用影片這門藝術，作為教學的

媒介與教材，其教學主旨並非專業的影片製作與分析（藍慧蓮，2006）。 

因此，本研究所指即是以上述第二項含意，藉由電影作為教育現場的教學題材來

進行相關活動。使用「電影融入教學」的詞語主要是要探討電影與教學結合的豐

富意涵與運用情形。也就是以特定之教學目的為主，電影多媒體為輔，結合討

論、分享、實作等教學相關活動，進行有意義的學習，以電影完成學習者在認

知、情意、技能層面的教育價值。 

 

1.3.2 國小中年級 

國小中年級意指國民小學三、四年級的學生。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研究對象

是目前就讀台南市某某國小三年Ａ班學生。 

 

1.3.3 同理心 

同理心於本研究定義為對他人能理解並感同身受，認知、情感整合，但又能保

持個人的獨立性，清楚人我之分，並且能用適當的方式表達給對方知道的一種心

理歷程，進而自發性的助人行為。而其同理心內涵大致可分為情感成分與認知成

分的「同理瞭解」與行為上溝通成分的「同理反應」。 

本研究依據上述同理心的層面與內涵，運用「國小兒童同理心量表」（詳見附錄三），

在量表得分高者代表其同理心態度良好，反之若量表分數低者，則代表同理心態度不

佳。本研究依 Hoffman(1984)和 Williams(1996)的理論所定義同理心的內涵如以下

說明： 

認知性的同理心：能在學習同理認知過程中知覺別人的感覺。就是兒童能否站在對

方的處境為對方著想，理解對方的感覺、想法。 

情感性的同理心：能察覺並感受他人的情感狀態，而想像自己正處於對方內在的感

同身受，如同自己遭遇般。即兒童是否能夠以同樣方式去感受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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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性的同理心：指兒童在理解與感受他人情緒後，能有產生助益他人的行為表

達，考慮的問題是：不論是認知性或情感性的經驗過的同理心是否能夠引導一個兒

童去做適切反應與傳達。此行為表達則以關懷、尊重與接納、服務他人三類為主要

內涵。 

 

1.3.4 行動研究 

行動研究是由實際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中，根據自己實務活動中所遭遇的問

題，進行研究，研擬解決問題的策略，並透過實際行動付諸執行，進而加以評

鑑、反省、回饋、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 25。 

本研究所指稱「行動研究」，教學者即是研究者，研究者針對班上學生對動畫電影的

喜好及在教育現場發現學生品格低落的問題，運用動畫電影來實施品格教育，了解以

動畫電影為媒介在品格教育的可行性，及學生在「尊重」、「負責」與「誠實」品格認

知、情意與行為上的改變情形，以期發現教學上所面臨的問題， 進行檢討修正並尋求解

決的方法。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1.4.1 研究範圍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台南市某國小三年 A 班學生為研究對象，男生九名，女

生九名，共有十八位學生。 

 

2. 研究內容 

    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法探討運用電影教學對國小中年級學童實施同理心課程之

可行性，了解學生對於課程的看法以及教師進行教學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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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限制 

1. 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由於資料蒐集者僅為研究者一人，在資料的呈現上容

易產生主觀偏差，為了增加本研究的客觀性，研究者採用多元的資料蒐集方法，

利用課堂觀察、課程學習單、學生回饋單、軼事紀錄、訪談、教師省思札記等相

互檢核所蒐集到的研究成果，以期提升本研究的效度與可靠性。 

2.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僅以研究者任教之台南市某國小三年 A 班十八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未能

涵蓋其他年級與其他學校，在不同的背景因素與不同的地區文化下可能會有不同

的結果，故本研究僅供未來相關研究參考，不宜做過度推論。 

3. 研究內容的限制 

    本研究僅以電影作為教學媒材，依據相關文獻中的電影挑選原則與根據網站與

專家推薦選擇符合國小學童身心發展與教育啟發的電影。本研究欲針對「同理

心」進行探討，其他相關品格核心價值則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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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電影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本

章針對研究主題，蒐集並整理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

節為對電影教學進行探討，第二節為同理心的意涵與理論基礎之探討，第三節為

電影教學與同理心之關係及相關研究之探討。 

 

2.1 電影教學的探討 

本節就電影教學的意涵、電影教學的特性與功能與電影教學相關理論依序探

討，並做整理與歸納。 

 

2.1.1 電影教學的意涵 

電影誕生於十九世紀末，從最初的黑白默劇片演變為今日充滿多元議題的整

體藝術（李達義，2000），電影亦被稱為「八大藝術」之一，它能反映真實生

活，傳達思想、文化、價值觀、知識智能、情感智能等，是傳遞訊息的重要工具

之一。在資訊科技蓬勃發展、大眾媒體普及與智慧型 3C 產品日新月異的今日，

傳統的講述教學法以不能滿足學童的學習需求，而電影是欣賞教學法的一種，有

著更多的聲光特效、配樂與高潮迭起的劇情，使電影更能精準地抓住人心，吸引

學童的注意力，讓學童在欣賞之餘也能夠學習電影中所要傳達的潛在課程。然

而，電影與教學上的關係，目前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專有名詞來論述。一般來說，

「電影教學」在解釋上具有兩種涵義，其一是電影專門科系的專業訓練教學，如

大專院校中的電影科系所教授的電影製作、電影批評等學術理論；其次就是利用

電影這門藝術作為教學媒材與工具，將電影中的故事情節與欲傳達的思想、情

感、文化與價值觀等，融入特定教學重點、欣賞、思考、分享與討論等多元教

學，進行有意義的學習，以電影完成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層面上的教育目

標，達到相關教育議題在教學上的成效（籃慧蓮，2006）（陳建榮，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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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電影教學的特性與功能 

與其他大眾傳媒與流行文化相比，電影有著完整的敘事情節與貼近生活情境

的教育意義，電影亦能反映最新的時代潮流與精神，生動的視覺效果與聲光音效

較一般文字抽象的敘述更為具體，使學習者較容易察知社會的文化情境。因此研

究者茲將各學者與相關研究者所提出電影在教學上的特性與功能整理如下： 

許瓊（1998）認為，電影結合視覺上的影像、文字、動畫，以及音訊上的音

樂、音效、旁白等多種要素，是目前教師為提升教學品質所常運用的教學方法。

它與其他媒體不同的特點在於： 

（一）能介紹事物的動態變化。 

（二）能改變事物變化的速度。 

（三）能藉助時間跳節的方法，縮短觀察事物活動過程的時間。 

（四）能放大或縮小物體，幫助人們觀察宏觀與微觀的世界。 

（五）能用定畫或動畫幫助研究特別動作。 

（六）能用音響、色彩使人產生真實感。 

朱則剛（1999）認為，電影在教學上的應用有以下特性與功能： 

（一）電影能表現動態的意義。 

（二）電影能強迫學生的注意力。 

（三）電影能操縱時間過程。 

（四）電影能記錄與呈現一般不易察覺的事件。 

（五）電影能利用特殊技巧來幫助學生理解。 

（六）電影能提供相對真實的替代性經驗。 

（七）電影能記錄與保留社會現實。 

（八）電影能使學生建立最低的共同經驗。 

藍慧蓮（2006）認為，依照電影的三種特性：「文化性」、「逼真性」與「群

眾性」，可延伸電影教學有以下幾點功用： 

（一）電影是社會文化的縮影常反映當代的價值與人文觀。 

（二）利用電影教學，可讓學生學會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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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藉由電影影像的呈現，可使電影教學具有生動活潑有趣的教學特性。 

（四）電影融合了各種教學法，藉由電影的欣賞、觀影後的討論、和落實於生活

情境等教學過程，讓學生達到教學目標。 

（五）觀賞後的討論可增進師生間的情感交流。 

（六）電影的通俗娛樂性可以吸引學生注意，易於學生接受。 

（七）電影根據師生的需求而選擇，從後續安排及實踐練習中，學生遇到類似情

境及學會因應。 

羅鴻雁（2008）認為，因為電影有情節與視覺及美術效果，加上電影中蘊含

的社會、文化、經濟、心理元素，其作為教學媒介的優點有： 

（一）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二）兼收趣味性與教育性的雙重目的。 

（三）提供學習者全方位的思考場域，學習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不同世界文化。 

綜觀以上電影教學的相關論述，研究者認為電影確實適合當作教學的媒材，

既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生的認知、情意、技能層面上有一定的助力，

又可幫助教師融入班級經營與各種教學法。電影根據師生的需求而選擇，觀影後

的討論與後續在真實生活中的實際練習而對類似情境學會因應。學生能藉由電影

學習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不同的人事物，此意涵更為同理心的表現。 

 

2.1.3 電影教學相關理論 

 

1. 皮亞傑（Piaget）兒童認知發展階段理論 

皮亞傑認為兒童會運用與生俱來的基本行為模式與瞭解周圍世界的認知結構

為基模，當接觸新事物或環境改變時，個體會因心理上感到失衡與平衡而加以同

化、調適而整合新的知識。其主要理論整理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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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皮亞傑兒童認知發展階段理論 

發展階段 大約年齡 主要論述 

感覺動作期 0~2 利用身體的感覺與本能的反射動作來探索世界，

形成「物體恆存」的概念。 

前運思期 2~7 開始使用語言、符號等表徵，不具保留概念、不

具可逆性，思考仍保持自我中心。 

具體運思期 7~11 能根據具體經驗進行邏輯思考，能理解可逆性與

守恆的道理。解決問題較不自我為中心。 

形式運思期 11~成人 能進行抽象假設思考，能按假設驗證的科學法來

思考解決問題。 

       由表 2-1 皮亞傑認知發展階段理論可知，兒童的認知發展有其階段性，知識

的獲得是兒童主動以原有的基模，透過同化或協調的方式與周圍環境事物產生交

互作用，建構出相對應的認知結構。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國小三年級學童，其年

齡相對應於具體運思期，此階段的兒童已能運用具體經驗進行邏輯思考，解決問

題也不較以自我為中心。故研究者認為此階段的學童更能將電影中所傳達的教育

意義實踐在真實生活情境中，不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也較能以同理心來看待不同

的事物。 

 

2. 布魯納（Bruner）認知表徵理論 

       布魯納亦針對兒童的認知發展，提出表徵系統論，將認知發展分為以下三個

階段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布魯納認知表徵理論 

發展階段 主要論述 

動作表徵期 指三歲以下幼兒靠動作來認識瞭解周圍的世界，亦即靠動作

來獲得知識，即「由做中學」的經驗。 

形象表徵期 指兒童經由對物體知覺留在記憶中的心象（Mental Image），

或靠照片圖形等，即可獲得知識，即「由觀察中學」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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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符號表徵型 指運用符號、語言、文字為依據的求知方式，即「由思考中

學」的經驗。 

       由表 2-2 可知，布魯納主張發現式學習，認為教學應有結構，配合學生的認

知發展階段與學習特性，讓學生主動從探索中學習，進而產生有意義的學習遷

移。布魯納亦建議教學教學者必須提供學習者以直接經驗來進行學習，從經驗的

形象表現（如圖片、影片等）到符號表現（如語言、文字）。而電影教學能夠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利用自己的感官知覺去探索問題，解決問題。 

 

3. 班杜拉（Bandura）社會學習論 

        班杜拉認為個體的行為在社會情境下會受到他人的影響，進而提出觀察學習

與模仿之概念。觀察學習係指個體以旁觀者角度觀察他人即可學習。例如：在教

育現場經常舉辦的教學演示、示範教學以及觀摩教學等措施。模仿則指個體以社

會情境中的個人或團體行為作為觀察學習之歷程。其主要理論整理如表 2-3 所

示： 

表 2-3 班杜拉社會學習論 

模仿歷程 主要論述 

直接模仿 直接模仿行為。例如：幼兒學習使用筷子吃飯、模仿媽媽塗

口紅。 

綜合模仿 綜合模仿多種行為而形成新的行為。例如：兒童觀察爸爸踩

在梯子上修電燈，以及媽媽踩在椅子上擦窗戶的行為，綜合

模仿後產生踩在椅子上取下書架故事書的行為。 

象徵模仿 模仿楷模人物的性格或行為所代表的意義，例如：看了電影

後深受感動，進而模仿主角行為背後所隱含的勇敢、智慧、

正義等性格。 

抽象模仿 從觀察模仿中學習到抽象原則，而非具體行為。例如：學生

不只學到教師的數學解題過程，也學到解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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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3 可知，班杜拉認為觀察他人行為獲得懲罰和獎勵的後果，或是聽到

別人對某種行為的對錯的批評，就會學到何時何地該表現何種行為，他稱這種學

習方式為「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意思是說學習者不需要親自經歷行為

的後果，就可以從他人的直接經驗中獲得間接經驗，進而學習到該有的行為表

現。根據班都拉的社會學習理論，我們可以知道透過電影的觀賞，可以突破時空

和經費限制，讓學習者產生直接、具體經驗的替代效果。學習者可以經由動作或

技能的直接模倣，反覆學習，增進精熟程度，甚至進一步發生綜合模仿的創造學

習效果。研究者亦想經由電影融入教學，使學習者產生象徵與抽象模仿，潛移默

化同理心的行為原則，達到電影教學提升學童同理心之目標。 

 

4. 戴爾（Dale）的經驗金字塔 

美國視聽教育學家戴爾認為人類知識的獲得來自直接與間接的經驗。直接經

驗是指經由每個人透過感官及親身參與所獲的的結果。而間接經驗可透過電影、

電視、廣播及觀看圖片、語言、文字、符號、思維而獲得。戴爾對人這種特有的

經驗進行分析，並提出經驗金字塔（The Cone of Expericence），如圖 2-1 所示

（李春芳，1992）（童敏惠，1997）。 

圖 2-1 戴爾經驗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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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教學過程中，各種經驗獲得是由下而上，由直接到間接，由具體到抽

象，以增強學習效果。如圖 2-1 所示，這十一個層次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直

接而具體的經驗，為經由感官學習而得之經驗；強調做中學，即有目的的直接經

驗、設計與戲劇經驗。第二階段是由示範、參觀、展覽即經由電視、電影、靜

畫、錄音、廣播的觀察中，而間接獲得具象或替代性的經驗。第三階段是經由視

覺與口述符號從思考中學習，是比較抽象，具有想像和理解能力，經由此過程而

得到一些概念（李春芳，1992）。因此，多感官學習的效果高於單一感官學習的

效果，所以利用教學媒體的教學，比只由教師口述或示範，使用到的感官較多，

學生的學習效果較佳。尤其教學媒體的設計以利用多重感官學習為原則，較少採

用單一感官的抽象學習，教學目標更易達成，尤其是視覺與聽覺的有效配合，教

學成效最大（郭麗玲，1991） 

 

2.2 同理心的探討 

2.2.1 同理心的意義 

同理心（empathy）源於希臘文 “empatheia”，其中 “em” 有進入別人世界之意

（王雅君，1998；洪儷瑜，1984）。而在大約十九世紀時，由美學領域中的德文

字“Einfühlung” 翻譯而來。Titchener 翻譯為英文 “empathy”，才正式在英文中使用

（林清湫，1999）。他將 empathy 定義為：一個人將自身置於事物當中來感覺、

體會而將其人性化的過程。在此，empathy 一字在英文中正式被使用，且強調一

個人對他人感覺的覺察和反應的觀點被提出，這樣的觀點對心理學的同理心理論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Clara, 1996）。 

學者對同理心的觀點與界定，有不同的解釋。以下分別論述： 

1. 心理學者的界定 

Alder 說，要用別人的眼睛看，用別人的耳朵聽，及用別人的心去感受（引

自許永芳，2002）。Rogers（1959）以輔導治療觀點提出，就好像自己就是那個

人，但未曾失去「好像」的情況。如果失去這「好像」的特質，就變成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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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gan（1959）認為同理心是：你雖未曾親身經歷過對方感覺，但你能以思考或

想像感覺方式了解他們。 

另外，根據張春興（1994）提到：同理心（empathy）是指：1.  將個人的感

情或態度投注於事物或工作的一種心理歷程；2.  設身處地以別人的立場去體會當

事人心境(當事人的感覺、需要、痛苦等)的心裡歷程。同理心的形成要靠兩個條

件：一為「感人之所感」，一為「知人之所感」；前者靠個人的生活經驗，後者

靠個人的認知能力。 

2. 社會學者的觀點 

Mead（1934）認為同理心是扮演別人角色的能力之外，更強調同理心是在社 

會情境中，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以了解他人的情緒行為。Stotland 界定同

理心是一種認知或符號化過程，即觀察者感受被觀察者的經驗或者即將要有的情

緒，而產生的情緒反應。Iannotti 則把同理心視為取替他人角色的能力（引自許永

芳，2002）。 

研究者認為要充分達到同理他人的感覺，必須是個人生活經驗與認知能力相

結合，唯有個人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才能激發出個人對他人的情感，感同身受

的體會他人內心世界的感覺，而認知能力的發展足夠，才能敏銳地察覺他人的感

覺、需要和痛苦，知道他人的感覺。一般來說，同理心還伴隨著想像，可透過藝

術作品，如電影，讓國小學童依據他人所處的情境，來瞭解或進入想像他人的想

法、感覺、需要、認知、價值觀、與觀念。 

        另外，同理心等於同情心嗎？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差別在哪裡？張春興

（1994）認為同情心（Sympathy）是指只關心體驗到別人的內心情感，例如：別

人痛苦時，自己也感到痛苦；別人快樂時，自己也感到快樂，意即是「感人之所

感」，以「情」為主；而同理心除了「情」之外，還有「認知」的成分含意。 

        由此得知，要同理他人的行為必先要對他人行為產生有一定的認知，同理心

除了要能根據他人的行為表現，間接由他人的立場，知道他人的感覺或行為而能

設身處地，知人之所感；而同情心則只有「情」的部分，並無「認知」的部分，

同情是針對他人的感受產生理解，並感同身受，而同理心除了理解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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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最重要的還是要能將自己的感受藉著行為表達出來，使對方知道，這就是同

理心和同情心之最大差別。 

 

        綜合上述，研究者人為同理心就是能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分享他人的感

覺、想法、情緒感受，或透過外顯行為表現來表達對他人認知上的理解、體會他

人感受之心理歷程。也就如同 Allport（1937）提出「人有三種知識，我了解事、

我了解人、我了解自己和別人……」，當中的第三種知識即是同理心，同理心的

意義就是指能設身處地，了解別人的感受。 

 

2.2.2 同理心的內涵 

有關同理心的內涵，由於諸多學者在研究方向有所差異，而導致有不同的解

釋。因此在界定同理心的內涵時，是相形困難。本研究以 Hoffman（1984）提出

的同理心理論，其認為同理心包含三種成份：認知、情感與行為，茲將其分述如

下： 

（一）同理心的認知成份：Hoffman  認為一個人如何經驗到同理情感就看他對對

方認知的程度，解釋對方表達的意義與推測表達的原因，因此他將同理心的認知

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此四階段為： 

1.  減少自我的觀點（self-other fusion） 

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就好像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一樣。 

2.  個體的持久性（personal permanence） 

能夠意識到別人外在的痛苦並非是自己的痛苦，但尚未能知覺到他人內在的痛

苦。 

3.  觀點的取替（perspective taking） 

個人能以他人的觀點去瞭解他人的思想與感覺，也就是能同理他人的內在狀況。 

4. 個體的認同（pers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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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意識到任何一個人的成長是有連續性的，也就是說，一個人在某種情況下所感

受到苦與樂是與他去的經驗有關，因此，當對方的外在沒有表達出十分明顯的痛

苦或不舒服的情況時，也能同理對方內在的情緒。 

因此，持認知成份觀點的學者，視同理心為一種認知現象，認為同理心是個

人在認知過程中能正確知覺別人的經驗、辨識他人情緒、正確解釋與預測他人傳

遞訊息原因的認知程度，也就是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來認知、理解、思考他人的內

心感受。 

（二）同理心的情感成分：Hoffman  認為有六種能力可以用來說明同理心的情感

成分，此六種能力分別是： 

1.  新生兒的反射性哭泣 （reactive newborn cry） 

是一種本能性的反應，例如新生兒在聽到別的嬰兒哭聲時會隨之而哭。 

2.  制約反應（classical conditioning） 

指的是個體在觀察他人所受的痛苦後，以此觀察經驗為制約刺激，以後見到此制

約激激時，就會感覺到自己也受苦，而產生制約反應，此制約反應即為同理心。 

3.  直接聯想（direct association） 

看到他人外在的表情或姿態所傳達出來的情緒，會直接聯想到自己過去的經驗，

因而能與他人同樂或同悲。 

4. 模仿（mimicry） 

個人主動去模仿別人的動作、表情或姿勢，在模仿中體會它們所代表的感覺，而

後能瞭解及感覺與他人相同的情緒。 

5.  象徵的聯想（symbolic association） 

是指個人能透過面部表情、信件、聲音、圖片或是相片等象徵物，藉著這些媒介

去感同身受別人的情感狀態。 

6. 觀點取替（role taking） 

指的是個人能想像自己正站在他人的立場，或直接想像自己正處於對方內在的感

受。也就是說，要將自己置身於其他人的地位之中，然後檢視他的意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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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持情感成份觀點的學者，認為同理心光是認知成份是不夠的，除了認知

與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與他人一同去感受」，感他人之所感，是一種覺

察他人的情緒感受並有所回應的情感變化過程。 

（三）同理心的行為成份：Hoffman  認為同理心可引起利他反應，但是個人必須

在下列三種條件下，才能同理他人的感受，此三種條件包括： 

1.  他人的不幸事件，而非自己發生不幸事件。 

2.  行為的目的在於幫助別人，而非自己。 

3.  行為是為了減低別人的痛苦。 

綜合所述，Hoffman 提出同理心的要素分別是認知性、情感性、行為性，，

同理心的成分是由情感、認知和行為組成的。也就是說，同理心是一種綜合的能

力，因為必須能知覺他人的感受，才能引發情緒而做出的相對的行為反應。各個

學者對於同理心的成份界定，不外乎是認知同理心、情感同理心及行為同理心三

種成份，一個具有同理心的人在認知過程中能站在他人的立場，正確了解別人的

想法、經驗，清楚辨識他人感受，進入他人的內心情感世界，對他人情緒感同身

受，與他人的經驗產生情感交流，在行為與情意上展現出利他的行為，才能視為

是一個完整的同理心內涵。 

 

2.3 相關研究 

2.3.1 電影教學相關研究 

        許多教育研究者與專家學者皆提倡運用多元的方式進行教學，希望藉此提升

學童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相較以往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講述教學法，許多研

究認為電影教學的特性與功能，能成為實現多元化教學的有效教學媒介（許瓊，

1998；朱則剛，1999；藍慧蓮，2006；羅鴻雁，2008）。透過電影豐富的聲光效

果與貼近生活經驗的多元題材，教學者更能掌握學童的注意力，學童也更能在輕

鬆的氣氛中學習到電影所傳遞的文化與價值觀。因此研究者以「國小」、「電影教

學」、「電影融入教學」及「影片教學」等關鍵詞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進行資料搜尋，並將所得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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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電影教學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鄭亞盈

(2017) 

電影融入生命教育課

程對增進國小學童關

懷盲人成效之探討 

行動研究法 
國小六年級 

徐瑋憶

(2016) 

電影融入教學探究國

小高年級學童性別認

同及性別刻板印象之

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國小高年級 

高汝美

(2015) 

影片教學融入國小高

年級動保教育與生命

教育之研究—以電影

「十二夜」、「與豬豬

一起上課的日子」為

例 

行動研究法 
國小高年級 

張如萍

(2013) 

一名國小教師的發現

之旅──透過電影融入

教學反思專業發展與

自我成長 

行動研究法 
國小教師 

曾惠卿

(2011) 

動畫電影應用於國小

二年級品格教育之行

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國小二年級 

黃郁涵

(2008) 

人權教育電影課程對

國小學童批判思考影

響之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國小五年級 

邱亮基

(2007) 

電影式生命教育課程

對國小學童自我概念

影響之研究 

實驗研究法 
國小五年級 

陳建榮

(2004) 

電影融入教學於國小

生命教育課程教學模

式之設計與應用 

行動研究法 
國小二、四

六年級 

 

根據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的文獻搜尋，目前與「國小」及「電影教學」相關的

研究僅有表 2-4 中所呈列出來的資料較合適做為參考文獻，而研究者針對表 2-4 搜尋

結果，進行綜合分析，發現有下列現象： 

(一) 少有以國小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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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與「國小」及「電影教學」相關之研究偏重在國小高年級，其次為國小

低年級，研究者發現少有以國小中年級為研究對象的研究。 

(二) 電影融入教學以生命教育為多數 

研究者亦發現針對電影融入教學的相關研究以探討生命教育為大宗，電影將角

色的人生百態與生離死別濃縮成兩個小時的精華，確實非常適合作為生命教育的教

學媒材，但研究者認為電影背後所要傳達的價值觀，就是像同理心等品德核心價

值，也是電影教學可以融入的一環。 

 

2.3.2 同理心相關研究 

        作為本研究的關鍵詞之一，研究者亦針對「同理心」一詞在「臺灣博碩士論文

加值系統」進行以「國小」為主的資料搜尋，並將所得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5 所

示： 

表 2-5 同理心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白玉芬

(2018) 

運用故事領導促進國

小學生同理心之研究 

行動研究法 
國小低年級 

項婉秋

(2016) 

關懷倫理學應用在國

小四年級「同理心」

品德教育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國小四年級 

林菀萍

(2016) 

故事討論對國小低年

級同理心發展之行動

研究 

行動研究法 
國小低年級 

黃惠英

(2016) 

影片欣賞教學對國小

六年級學童同理心要

素影響之研究 

質性研究法 
國小六年級 

黃齡儀

(2014) 

運用繪本教學增進國

小四年級學童同理心

發展與人際關係之研

究 

準實驗研究法 
國小四年級 

黃明圓

(2013) 

國小四年級學童同理

心訓練之成效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國小四年級 

范麗超

(2013) 

運用繪本教學增進國

小低年級學生同理心

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國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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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玲

(2004) 

運用繪本教學於國小中

年級學童同理心發展之

研究 

行動研究法 
國小中年級 

許永芳

(2002) 

國小學童同理心發展

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 
國小四、

五、六年級 

 

根據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的文獻搜尋，目前與「國小」及「同理心」相關的研

究僅有表 2-5 中所呈列出來的資料較合適做為參考文獻，而研究者針對表 2-5 搜尋結

果，進行綜合分析，發現相關研究對於同理心的探討以繪本、說故事與影片等多元

方式進行，以此可證同理心的教學若輔以多元的教學媒介，會達到最大的功效。 

 

        綜觀上述論點，研究者選擇文獻範例較少的國小中年級學童作為研究對象，探

討國小中年級學童對於運用電影教學提升同理心的看法與成效，藉此為電影教學與

同理心領域盡一份心力，也供未來有興趣在此塊領域繼續探究的研究者們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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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欲探討運用電影融入教學以提升國小學童同理心，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欲

將電影融入教學運用於同理心之課程設計與教學，以解決教師在教學現場所遇到

的問題，希望藉此提升教師個人之專業成長，而研究結果能提供教師們在國小階

段同理心教學方面之參考。為達成這個目的，研究者先廣泛收集有關電影融入教

學之教材、教法等相關文獻資料，再整合同理心的意涵與教學相關理論，擬定適

於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本章擬分為五節：第一節說明研究方法；第二節敘述研究

流程與情境分析；第三節詳述課程設計；第四節說明研究工具；第五節說明資料

處理與分析。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如何提升國小學童的同理心，並運用電影作為教學媒介，而設

計與驗證出一套具體可行的教學活動方案，藉此來增進國小中年級學童之同理

心。因此，採用行動研究法進行研究。本節針對行動研究的意義與歷程及研究工

具作說明。 

3.1.1 行動研究的意義 

    陳伯璋（2001）將行動研究定義為「情境的參與者，能根據實務工作所遭遇的

實際問題進行研究，研擬問題解決的途徑與策略，並採取質疑探究和批判的態

度，不斷反思，並加以評鑑和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

者在真實工作情境或經驗中，根據自己實務工作上所遭遇的問題進行研究，透過

付諸實際行動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並加以評鑑、反省、回饋與修正，以解決實

際問題，增進實務工作者的實踐智慧及專業智能（黃政傑，1999）。蔡清田

（2000）指出，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要將行動與研究合而為一，即是由

實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當中，依據本身實務活動上所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研

究，研擬解決問題的策略、途徑與方式，並且透過實際行動確實執行，再進而加

以評鑑反省回饋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行動研究強調實務工作者是針對自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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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上的需求而進行研究，在研究當中不僅重視問題的解決和行動能力的培養，更

重視批判、反省和思考的能力，企圖建立實務的理論與理論的實踐，努力縮短理

論與實務上的差距。在教育的領域之中，行動研究主要由教師行動研究為之，而

教師的研究是一種實際的研究，其問題大多是在實際工作中產生、在自然的教學

生態下產生（林生傳，2003）。教師透過行動，研究自己的教學情境，不僅能解

決實際的課程問題，並能從研究經驗中獲益（歐用生，1994）。 

 

3.1.2 行動研究的實施歷程 

    對於研究的歷程，研究者認為 Altrichter（引自成虹飛、顧瑜君、謝臥龍，

2004）等人的模式能賦予行動研究更大的彈性，也較簡單明瞭。每一階段總包含

了前後階段的部份，經過反省檢討，問題未解則又再回到釐清情境的階段。依照 

Altrichter 等人的觀點，行動研究主要分成四個歷程，研究者就此四個歷程加以整

理並針對自己的研究說明如下： 

一、尋得起始點 

    可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從教師實際經驗著手，想想有哪些問題是長久以來一直想探究的？有哪

些情境造成教學或學生學習困難想有效地去解決？ 

   （二）什麼問題一直出現在教學情境當中？ 

   （三）從情境中去發現問題，了解是什麼因素造成這個情境？ 

    本研究在教學現場發現國中學生品德普遍低落，而課程安排時，德育方面的教

學常受於授課時數限制而被忽略排擠，若能以觀賞電影的方式吸引學生注意，並

融入劇情做深入探討與角色扮演等活動，應該對學生會有所啟發。在確定了研究

方向之後，就開始著手蒐集相關文獻資料，並進一步加以探討。 

二、釐清情境 

主要包含三個部份： 

（一）澄清研究的起點：澄清研究起點的方法很多，例如：利用與朋友或不同團

體的對話。研究者從對話中，盡可能對研究的問題構想提出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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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資料：資料蒐集有許多的方法，例如：文件分析、觀察、訪談、日誌

等。從文件分析中，可以取得與研究問題有關的訊息，例如：學生的學習單、分

析課程表和工作計劃等。 

（三）分析資料：分析資料的方法則以建構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最常被使用。建構

性的方法過程首先摘要所蒐集到的資料，其次將所蒐集的資料加以分類，最後將

各種資料加以量化的處理。在批判性的方法上，其分析包括檢核任何發現支持證

據的信度及尋找任何反對它的證據。 

針對本研究的問題，研究者在和指導教授及協同教師的對話討論中，研究問題就

像沙漏般，由廣大的瓶口逐漸縮小，原先欲探討的情意教學因為涉及層面較廣、

也較抽象，研究者自身難釐清到底要針對學生的何種情意做探討，因而從原先在

學生情意方面的探討，逐漸修正聚焦在課堂上學生急待改善的品德教育核心價值

的議題上，讓研究的方向不致偏頗，並能抓住中心主題，探究以電影此種媒材對

學生同理心的啟發。對於研究對象的先前經驗及學習狀況，也能有充分的了解，

也就是分析學生的特質、學習表現及對學生的電影觀賞經驗做調查分析，以得知

學生的學習特性與先備經驗，並利於研究的進行。資料蒐集上，在研究進行期

間，研究者將針對教學活動過程不斷進行修正與回饋，以錄音、錄影方式紀錄學

童的學習過程，並持續蒐集各項資料，包括：學習單、課堂觀察紀錄、教師省思

札記、軼事記錄、回饋單，以及學生訪談記錄。分析資料上，研究者將蒐集的資

料給予編碼再整合成範疇。編碼的過程中，研究者首先思考資料所賦予的意義：

這份資料呈現什麼特別之處？最重要的事實是什麼？其次，將所蒐集的資料初步

的編碼並給予概念性的名稱。繼之，將編碼的資料分析歸納後分門別類，整理成

範疇。 

三、發展行動策略並付諸實踐 

可從分析教學情境、實際資料蒐集、教育目標及價值探討、觀察別人如何處

理類似情境中、與同僚的討論、以及書本或文獻的建議等過程之中去發展行動策

略之後，進一步將所發展之行動付諸實踐。從中觀察、自我反省、批判並檢視結

果，如未能解決或改善所提出的問題，必需重複以上的過程，直到問題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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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善為止。本研究根據蒐集的資料、文獻探討和參考教學設計的原則，開始進

行教學設計。當研究主題尚未明朗化前，研究者已先針對電影融入情意教學研究

做四堂課的初探，主要在了解學生對電影融入歷史教學的接受程度，與實施時所

遭遇到的困境和問題提出解決策略，並就原先的教學設計，再予反省、修訂以作

為正式教學時的參考。因此，當研究主題浮現後，研究者另於研究對象國中三年

級上學期末實施前導性研究，研究主題則聚焦在運用電影融入教學應用於同理心

上的探討，具以得知電影故事討論的模式，對學生在電影欣賞後的相關品德核心

價值啟發情形為何。並於正式教學前後，請學生就相關品德行為表現作自我檢

核，因而得知學生在「同理心」品德教育核心價值上的自省與轉變。透過不斷反

省再修正的過程，希冀能達到預定的目標與促進個人專業成長。 

四、公開知識 

公開發表可讓其他教師一同分享研究成果，使教師研究的知識免於被遺忘，

也讓教師在知識發表的過程中，增加其反省教學的品質，進而強化自我專業的自

信及地位。研究者利用每週四下午的社會領域時間，與同儕教師分享與討論研究

者在設計發展品德教育課程中的啟發。品德教育研究已百花齊放，但像品德教育

這樣好的觀念與理念總是不嫌多，希望本研究能為提升學生同理心與品德教育有

份貢獻。 

 

3.2 研究流程與情境分析 

3.2.1 研究流程 

 

1. 確認研究主題 

基於對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的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者試圖找出一個能夠改善

目前品德教育的模式出來，而電影融入教學則是研究者從文獻中發現較有改善可

行性的一種教學方法。 

2.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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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研究主題之後，研究者便開始進行文獻的整理與分析工作，其主要方向依

據研究主題而鎖定在「國小中年級」、「同理心」與「電影教學相關研究」等面

向，試圖從這幾類文獻中分析出本研究的依據理論與可行策略。 

3. 課程教案設計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所得出的重要理論基礎，針對受教者的先備經驗與學習特

性，嘗試設計出一套電影融入教學的課程，經由修正後，完成正式教學課程設

計。 

4. 行動研究 

透過行動研究，實際於學校班級中實施電影融入教學，針對整個教學過程的各個

步驟，詳細收集教學所得到的各種學習成效資訊。 

5. 分析結果與撰寫論文 

最後將所收集得到的教學成效資訊，透過指導教授的協助與各種資料分析的方

法，分析歸納整個研究的結果，並對照先前的研究問題，不斷修正，得出研究結

論與建議，完成整個研究論文報告。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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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情境分析 

1. 研究場域 

本研究實施之場域為台南市某某國小，某某國小創校至今已 50 餘年，班級

總數為 7 班，學生人數一百多人，教職員工十多人，屬於小型學校。學校地處老

舊的眷村社區，人口老化與人口外流嚴重，家長社經地位普遍偏低，學生來自於

單親家庭、隔代教養或外籍配偶的比例較其他學校高，但隨著這幾年學校地理位

置鄰近台南市東區，加上社區都市更新、眷村國宅開放買賣等政策，吸引許多非

本學區的市區學生就讀。但市區學生學習資源多，家長社經地位較高，也因此造

成本校學生程度落差較大。本校推動品德教育多年成果豐碩，曾代表台南市榮獲

全國 107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學校時常舉辦品德教育相關的營隊與活動

鼓勵小朋友參加，也常會利用集會時間播放品德教育相關影片供親師生一同欣

賞，亦鼓勵老師將品德教育融入日常教學當中。 

 

2.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台南市某某國小三年 A 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學生人

數 18 人，研究者針對這 18 位學生的家庭背景及上課學習情形，做以下分析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對象相關分析 

班級人數 男生 9 人，女生 9 人，共 18 位，其中有 1 位閱讀障礙特教

生。 

學生父母職業 以司機、檳榔業、修車技師等較低收入的服務業居多約占

50%，農林漁牧等一級產業約占 11%，軍警公教與高科技及

金融產業等收入較高者約占 39%。 

學生家庭狀況 3 人為新住民子女，5 人為單親家庭，4 人為中低收入戶，班

上學生家境普遍為普通與貧困。 

學習情形 班上大部分學生非常活潑，上課時能熱衷學習踴躍發言，但

其中仍有兩、三位同學容易上課不專心或發言與主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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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畢業於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大學時期同時修習國

小教程與中等教程，畢業後於嘉義縣某國中進行半年實習，半年實習後通過該年

度教師檢定，同年考取台南市 104 學年度國小正式教師甄試開啟教師生涯，目前

於台南任教 4 年。研究者是國小英語專長教師，亦在教職第一年擔任學務組長，

爾後擔任 3 年的中年級導師，英語領域召集人、課後照顧、補救教學授課教師，

歷經過行政、級任與科任等不同角色。擔任學務組長期間曾榮獲相關行政業務優

等與甲等，亦曾指導學生參加台南市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榮獲甲等、全國美術比賽

優等。2018 年進入南華大學文化事業創意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進修期間，因

接觸許多文化創意的議題與認識行動研究的實施與方法，深深覺得若以行動研究

實際付諸行動解決問題的核心精神，將更有創意更多元的教學方法帶到研究者的

教學現場，無非對研究者本身的專業成長與學生的學習皆有益處。在擔任教職期

間，有感小學生常因缺乏同理心而說出傷人的話語或不必要的肢體衝突。因此研

究者欲透過此研究歷程輔助傳統的講述教學法與口頭叮嚀，以更多元創新的教學

方式讓研究者的三年 A 班學生們了解同理心的重要，進而增進自己的教師專業成

長。 

4.協同教師 

    研究者的協同教師許主任亦畢業於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是

研究者大學時期的學長。許主任在台南市新營區某某國小任教 6 年，自 106 學年

度起擔任教導主任。許主任教學熱忱且活潑有趣，時常與研究者分享新穎的教學

方法，是研究者教學上的楷模。擔任主任後更提昇高度加強對全體學生品德教，

育的重視，因此研究者選擇許主任為協同教師，希望透過許主任宏觀的辦學理念

與微觀的教學實務經驗，提供研究者不同的意見與對不足之處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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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程設計 

3.3.1 課程設計理念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並無較具體施行的品德教育課程，國小教師採包班制，除

了國語與數學，有些老師甚至包辦班級的自然、社會或英語課。在課業進度的壓

力下，缺乏適當時間實施品德教育，但學校又不能不教導品德教育。研究者發現

本班學生，同儕間缺乏同理心，彼此間不懂得關懷與尊重，自我控制的能力也較

為薄弱，常常因為小事而發生口角甚至肢體衝突，探究其原因，有些與家庭教育

有關，有些正是與學生從未接觸同理心相關的品德教育課程有關。國小是九年一

貫教育的開端，也是學童行為與思想定型的黃金時期，更為因應日後的十二年國

教。因此，研究者蒐集相關文獻，與指導教授、協同教師討論後，擬以電影融入

教學中，以同理心為核心價值融入生活中各個層面與認知、情意及技能三領域，

並以研究者任教的班級，發展一個適合國小中年級學童的課程，其課程設計理念

如下： 

（一）教師以身作則，與學生相處富含同理心，讓學生學習良好的品德。（身教） 

（二）運用電影融入教學，使學生在合適的同理心氛圍中。（境教） 

（三）以電影引導學生建構同理心，透過討論、角色扮演等活動發展同理心。（認

知） 

（四）學生所表現出來有關同理心的善行，即時給予正面回饋。（情意） 

（五）能確實實踐同理心之正面行為，養成良好習慣。除了在學校落實推動外，

並結合家庭共同重視，請家長鼓勵與支持，積極落實同理心之善行。（技能） 

（六）培養學生能夠樂於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同時反省自己的行為。（省思） 

在經過為期八週的電影教學後，研究者將教學期間所取得的各項教學活動學

習單、活動回饋單、學生觀察記錄與教師省思札記等研究資料，依據研究設計所

規劃的資料分析原則，將其整理歸納與統整，期望能從各種研究資料中分析出國

小中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的改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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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電影選擇與分析 

本研究的電影教學主要是指以「電影」來作為主要教材融入教學活動中，因

此在電影題材的選擇上，除了要兼顧電影的主題需富含同理心的意涵外，對於整

個電影的故事內容發展與對角色的刻畫，教師都需格外謹慎挑選，因為唯有能深

深打動學生內在心靈感受的感人電影，才能引發國小學童較高的學習動機與感

受。 

國小學童面對人際相處或團體生活中經常因為同儕間彼此不懂得關懷與尊

重，常因一些小事造成不必要的衝突，當遇到此種情形時，常常是憑直覺反應，

缺乏多方向的思考歷程，說出一些無心的話語或做出一些小動作。而現實生活中

其實到處可以找到此種因缺乏同理心而造成誤解或衝突的題材，同時，在文學、

電影、電視影集中這類主題也最能製造戲劇效果和吸引觀眾的目光。研究者發現

電影情節中有許多涉及同理心的情境，十分適合來引導國小學童進行同理心的思

考。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中所整理出之選擇原則，在電影選擇時一方面除了選擇

符合同理心主題的的電影題材外，另一方面教師亦考慮到所選擇的電影內容是否

符合學生的年齡、生活經驗、課程內容、認知能力與興趣等因素，尤其是電影中

所隱喻的內涵更應盡量避免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互相衝突，以免讓學生產生不必

要的困擾。因此本研究對於電影題材的選擇與設計過程說明如下： 

在選擇電影方面，研究者首先分析國小三年級下學期與同理心最為相關的國語科

課程內容，研究者任教班級國語科使用之版本第二單元為品德故事，因此研究者

在選擇電影時也考慮到電影內容能夠呼應國語第二單元的品德內涵。研究者開始

搜尋與蒐集同理心相關的電影資訊並與協同教師及指導教授討論以期能挑選出劇

情生動活潑且能使國小中年級學童感興趣的電影。最後選定一部與增進同理心有關

的電影：「動物方城市」。 

在電影「動物方城市」當中，其故事背景設定為動物經過長久演化，已經過

著文明與高科技的生活、而且肉食動物（獵食者）與草食動物（獵物）和平相

處，動物們以各種方法分工討生活，在廣大的世界裡努力過日子。但表面上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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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其實隱含許多刻板印象以及其帶來的危機。故事的主人翁小兔子茱蒂

（Judy）從小立志成為警察，但卻被種菜的父母認為兔子是溫馴的草食動物不適

合擔任警察工作，但茱蒂沒有因此卻步繼續朝著成為警察的夢想之路邁進，途中

她遇到了在城市中遊走違法邊緣的小混混狐狸尼克（Nick），他們倆一個是獵食

者，一個是獵物，原本應該水火不相容的兩人卻在解決一樁樁案件的過程中培養

出絕佳的默契與情愫，最後兩人成功捉拿一連串案件的幕後黑手，而這壞事做盡

的反派竟然是一隻人見人愛的綿羊。故事設定茱蒂與尼克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物

種，一個本性溫馴嬌小卻勇於行俠仗義，一個理應天性狡猾卻反而愛好和平，兩

人透過分享彼此的故事進而「感同身受」的行為模式。透過可愛的動物演繹截然

不同的形象，更能引發學生深入去探討以他人的角度同理他人的感受，進而尊重

不同的差異。學生若欠缺同理心相關的生活經驗，勢必會影響其理解與感受電影

內容的程度。因此藉由「動物方城市」這部電影，情境內容生活化且易於理解，

並經由天敵與獵物兩個動物間不可能的情感來同理每個同學都是不同的個體，有

不同的情緒與心理感受，進而引發站在同學角度思考與尊重同學間差異之動機，

研究者以此來觀察教學過程中學生個別的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之差異情形，並試

圖尋找其中影響學習的關鍵因素。 

 

        在確定以同理心為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後，研究者選擇主題明確、內容完整、

與國語課程可結合，並能與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相關的電影「動物方城市」，於上課

播放。其內容分析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動物方城市電影內容分析 

核心價值 選擇電影 電影內容 具體作為 

同理心 動物方城市 在一個只有哺乳類動物

存在的城市，獵食者與

草食動物們相安無事的

生活下，一椿陰謀卻悄

然成形，唯有靠富有正

1. 天敵與獵物關係的

尼克與茱蒂，放下

對彼此的成見，設

身處地為對方著

想，進而培養出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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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感的兔子警官茱蒂和

一隻狡猾的狐狸尼克攜

手才能解決城市最大的

危機。 

契與情愫。 

2. 茱蒂遇到動作慢的

樹懶公務員，發揮

同理心精神，不催

促也無不耐煩。 

 

3.3.3 課程架構與實施時間 

根據教育部（2004）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中提到，國小階段可將品德教育融

入各學習領域及彈性學習節數中實施並鼓勵於部分固定時數或時段進行品德教育

教學、將品德教育課程納入「學校總體課程計畫」中推動以及運用晨光活動、導

師時間、週(朝)會、班會及全校性活動等，結合生活教育、體育活動、童軍活

動、藝術活動、閱讀活動、環保教育及服務學習等多元方式，認識與體驗品德核

心價值，進而培養良好的態度與行為習慣。故研究者決定以不影響課程進度為前

提，選擇每週兩堂綜合課的其中一節來實施本研究的教學活動，透過 8 週共 8 堂

課的課程進行，研究者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且隨時修正調整。 

 

3.3.4 課程實施的步驟 

本研究以電影做為主要教學，將教學歷程說明如下：  

1. 課程計畫準備 

每個單元以電影配合研究依據確定目標、兒童先備知識，擬定教學活動、所

需媒材、所需時間。基本教學工具包含電腦、單槍、實物投影機、學習單等。 

2. 暖身活動 

活絡團體氣氛，引起動機，有利於接下來活動教學的進行。以電影角色圖片猜

一猜、角色扮演、遊戲…等相關活動，引起學生對主題的聯想和興趣。 

3. 電影導讀與電影欣賞 

在電影正式播放電影前，教師說明電影內容大綱，提示學生觀影重點。 

4. 發表、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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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探討電影的故事脈絡以及與同理心相關的情節，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並

省思其內涵。 

5. 延伸活動 

運用更多元的策略如填寫學習單、角色扮演、體驗活動等教學活動，融入更

多創意觀點讓學生能結合生活經驗進而實際體會。 

 

3.4 研究工具 

1. 國小兒童同理心量表 

    本研究之國小兒童同理心量表如附錄一所示。 

2. 電影教學活動學習單 

    本研究之電影教學活動學習單如附錄二所示。 

3. 學生觀察紀錄表 

    本研究之學生觀察紀錄表如附錄三所示。 

4. 教師省思札記 

    本研究之教師省思札記以出版社提供之規劃冊最為每日教學省思之登錄簿本。 

5. 電影教學活動回饋單 

    本研究之電影教學活動回饋單如附錄四所示。 

 

3.5 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蒐集研究資料時，研究者先將資料進行簡易的編碼與分類，以俾在研究過程

與研究終結時，對資料進行整理與分析；在蒐集與處理資料的過程裡，研究者也

檢視本研究是否有研究倫理方面的疏漏，以及是否具有效度。透過不斷反思的過

程，使研究者隨時對研究進行修正與調整。 

 

3.5.1 資料編碼與分類 

    執行研究方案的同時，也必須同步進行資料的蒐集、整理與分析，以隨時改善

研究者的教學。本研究處理研究資料的步驟包括：編碼、分類登錄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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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了提高資料彙整的便利性，研究者先將資料進行編碼，分類後再進行登

錄，並且整理成文字稿。研究者根據文字稿的內容進行資料分析，形成主題架

構；同時也檢驗本研究是否合乎研究倫理並且具有效度，若有不足或不當之處，

立即進行補充與調整，務使本研究合乎研究倫理、具有效度並且有完整性。編碼

內容如表 3-3 所示： 

表 3-3 資料編碼說明 

編碼示例 說明 

T 指研究者 

C1 指 1 號學生 

SL-C1- 

2019.02.27 

2019 年 2 月 27 日的 1 號學生之電影教學活動學習單 

SD-C1- 

2019.02.27 

2019 年 2 月 27 日的 1 號學生之學生觀察紀錄表 

SW 

2019.02.27 

2019 年 2 月 27 日的研究者之教師省思札記 

SC-C1- 

2019.02.27 

2019 年 2 月 27 日的 1 號學生之電影教學活動回饋單 

 

3.5.2 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電影教學活動學習單、學生觀察紀錄表、教師省思札記、電影教

學活動回饋單、同理心量表等蒐集研究資料，並且將資料進行分析，處理方式如

下： 

1. 質性資料的處理：針對電影教學活動學習單、學生觀察紀錄表、教師省思札

記、電影教學活動回饋單中，含有質性資料的文字記錄，進行反覆檢視，擇

選出相關且重要的字句後，加以記錄與分類。 

2. 量化資料的處理：針對同理心量表進行分類與加總的統計，以瞭解本研究方

案實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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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研究信效度 

在量化研究中，對於研究工具的標準化要求較嚴格，也有明確的研究程序，

在取樣及實施過程中較客觀，因此信度與效度較高。由於從事質性研究時，仍有

其限制及注意事項，質性研究與量的研究同樣重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尤其對於

效度的探討，雖有質的研究者認為質和量的研究之認識論、本體論不同，不必探

討效度問題，但多數質性研究者則認為質性研究優於其他，宜針對效度問題加以

探討，以顯示其重要性，因而質性效度之分析日益受質性研究者的重視（王文

科，2000）。 

為了檢核資料的正確性，提高研究的信賴度，對於信、效度之檢驗，本研究

具體做法如下： 

1. 內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 

內在信度即同一研究中，多位觀察者其觀察結果一致的程度（陳伯璋，1998）。

本研究中，研究者為該班級導師，對學生並無任何偏見， 

蒐集資料的方式有課間觀察、訪談記錄、問卷等。而在引用資料時，為避免研究

者主觀性的推論描述，研究者除了蒐集原始資料，將轉譯出來的資料與協同研究

教師共同討論，徵詢他們的意見，以避免研究者個人主觀的偏誤，理應達到其觀

察結果的一致性，故可提高本研究之信度。 

2. 外在信度（external reliability） 

外在信度指不同研究者，透過相同方法，在相同或類似的情境中，可以發現

相同結論的程度（陳伯璋，1998）。研究者與協同教師以相同的資料的整理與分析

方法，儘可能地詳實描述，讓研究的結果有相同的結論，提高研究的應用性。 

3. 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內在效度意指研究者是否真的觀察到他們所想觀察的現象（陳伯璋，1998）。

本研究以三角校正多方檢核資料，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資料之蒐集方法、不同的資

料來源、不同分析者與不同理論觀點來研究同一現象（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也就是說，利用多種對象以及場景的資料來源，使用多種方法來收集資訊。這種

策略減少了因為使用單一特殊方法，而產生的聯想或是系統化偏誤的可能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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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研究結論的推論性（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譯，2001），因此本研究透過

電影教學活動學習單、學生觀察紀錄表、教師省思札記、電影教學活動回饋單、

同理心量表等質性或量化的研究工具，分析不同觀點的意見，來校正資料，希望

能得到真實客觀的研究資訊，並增加本研究資料蒐集的完整性。 

4. 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外在效度是研究者設想、精鍊或測試的構念或假定，適合用於其他團體的程

度為何（陳伯璋，1998）。雖然許多學者認為行動研究的品質不高，但是研究者從

蒐集真實資料來分析，所研究的結果，希冀能提高其他研究的參考及應用性，以

及使他人能用在其他情境的可遷移性。 

本研究除了「質」的分析結果產出外，研究者將輔以「量」的統計，相互比

較印證，期望能增加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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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運用電影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之影響 

        本節主要描述研究者將電影融入教學增進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成效的實施

歷程，並根據蒐集的資料加以分析，以瞭解教師教學的情形。 

 

4.1.1 實施電影融入教學前，學生在同理心的發展 

根據研究者在研究之前所蒐集到的資料，從研究者觀察學生、與學生的晤

談、活動學習單與回饋單的個案訪談來描述其在認知同理心及情感同理心及行為

同理心的表現，期盼能呈現三年 A 班在電影教學實施前學生在同理心品德教育的

發展概況。由於研究者擔任導師之故，平常與學生有蠻多互動的機會，經過與學

生接觸、觀察和晤談，得到以下的結果： 

 

 

4.1.2 電影融入教學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教科書課文內容概述 

（一）教學紀錄分析 

第一堂主要是教科書的呈現與教師的講授，為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先以國

語課本第五課「不賣馬的人」的圖片呈現給學生。在課程內容講解上，主要以教

科書為主。由於想瞭解學生平常上課的情形，所以在教室後方架設 DV 以錄影的

方式觀察學生平常上課的模樣。而上課前已先預告學生，但還是有學生提出疑問

或想法： 

 

T：各位同學，我們這次上課會錄影唷！ 

C6：什麼！我請一個禮拜的病假，今天來學校剛好入鏡。 

C2：老師等我一下，我先上個廁所。 

C1：老師，那這樣我還可以舉手發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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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各位同學，這一課「不賣馬的人」是指庾亮最後沒有把他那匹身上有胎記，會

帶來厄運的馬賣掉，為什麼他不賣掉呢？ 

C1：因為如果庾亮把馬賣了，不就害了那個買馬的人嗎？ 

C8：對啊，這就像是我們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也不能強迫別人去做。 

C9：老師，這是不是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意思差不多啊？ 

 

研究者感覺得出後面有錄影會讓學生比較興奮，但若按照平日上課方式，雖

然學生一樣會認真聽講，但似乎少了點什麼似的，課文教學的「情意」功能無法

彰顯。再從讓學生的「暢所欲言」，也可以知道學生之所以為何學習較無興趣，之

後按照往例，上課的最後十分鐘，會進行小組討論，研究者提醒同學討論的方式

和以前一樣。研究者會在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時，掌握討論的進行，若各組有出現

無法討論的情形，會適時的介入。剛開始討論時，學生的秩序很吵，但在研究者

誇獎第二組表現最好，全組可以記獎勵卡後，其他組馬上安靜下來。這讓研究者

發現：同理心的訓練一開始是需要某些「啟發的誘因」，也讓學生有學習模仿的對

象。 

 

T：現在我覺得第二組表現最好，其他組怎麼都在聊天！如我以前所說，討論的

時候可以講話，但不要影響其他組的討論，只讓同一組的成員聽得到即可。以後

上課討論時，我都會選出一組表現最好，全組可以記優點卡，參加老師舉辦的「期

末大摸彩」。 

 

（二）教學結果分析 

1.  教科書太過枯燥乏味 

「拜託！那麼無聊，誰會喜歡？」聽到這問題，想必不少人的心裡會這麼

想。而課本裡的編排設計與美感，也總讓人忍不住搖頭。可是，為什麼我們總是

精心為學生挑選好看的繪本與課外讀物，卻好像不怎麼在乎學生每天在學校裡讀

這樣「無聊又不好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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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授課以講述法為主 

國小各科教學以講述法居多，講述法的教學過程是依照知識體系，有系統

地、合乎邏輯順序地將內容教給學生，所以此種教學法最適合用來教導系統的知

識，特別是知識結構愈嚴密、體系愈完備者愈適合。若無法跳脫此作法，那麼只

是講述知識而非教育學生能力，但要一一引導學生閱讀文本並進行內容分析十分

耗時，實為兩難。 

 

（三）教學省思檢討 

1.  教學媒體適當的運用提昇學生的興趣 

        這堂課之所以刻意跟學生提醒會有老師幫忙用手機錄影，是因為讓學生先身

臨其境，瞭解電影人物被拍攝的感覺。 

2.  討論方式的改變 

        課文導讀完，研究者訓練小組長帶領小組成員進行討論，由於是第一次，雖

然有些組別氣氛很熱絡，但是在小組間巡視時，卻發現很多小朋友沒在注意聆聽

組員的意見，在旁邊聊起天來，所以整個討論活動的進行，小組討論完再分組上

臺發表，非常費時，而且時間運用不足。協同教師給了一些意見： 

許師：學生對於準備看電影感到很新奇，但在教室可能會吵到其他班級上課。 

 

（四）問題與修正 

1. 問題：分組討論教學，秩序不容易掌控。 

修正：以獎勵取代懲罰。 

        在每次上課前，研究者要班上同學事先排好座位並分組做好。這樣的安排，

優點是拉近學生距離，方便討論；缺點是學生容易與組員講話，影響討論。所

以，上課秩序的掌控考驗教師的處理機制。而一開始太過吵鬧時，研究者立即提

醒全班某一組表現最好，整組可記優點卡，其他講話的同學也馬上安靜下來。此

外，由於最近學校剛期中考完有較多時間便於安排電影欣賞，研究者利用學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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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看電影的習性，投其所好，與學生約定若表現好，研究者會再找相關電影讓同

學收看，希望一來可更有效掌控秩序，二來可更提升學生對同理心的感受。 

 

2.  問題：只有老師講課，學生容易分心。 

修正：讓學生多參與討論。 

在講述課文內容時，研究者主要以講述為主，卻發現學生較無興趣。因此，

之後上課研究者會讓學生也試著揣摩課文主人翁的心境，既可瞭解學生學習狀

況，更能訓練學生運用同理心去理解課文文意。 

 

第二階段：電影導讀與討論 

（一）教學紀錄分析 

       在開始欣賞電影的過程中，因為研究者有事先告知學生在看電影中要注意的

禮儀： 

T：「尊重別人看電影的權利，這也是同理心的表現！」 

 

       所以電影一開始，大家都集中精神的注視著前面電影的播出，不過仍有 C4  和

C6 等兩三位學生很興奮的猜測起劇情： 

C6：既然叫「動物方城市」，是指「動物住在一個叫方城的城市裡」呢？還是「動

物們在進行方程式賽車比賽」？ 

C4：你總是這樣愛亂猜劇情，這電影慢慢看，你就會知道了啊。 

 

        研究者採取看完電影，事後再討論的方式，觀賞過程中只在重點處適時的補

充與課本有關的內容與強調相關的知識。研究者並將影片的圖像結合與學習單的

文字做結合，並從中發問，試圖讓學生從當時的角度來了解他們的行為，例如： 

1.  兔子茱蒂為什麼想當警察？ 

 

2.  為什麼大家都不贊成茱蒂當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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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什麼狐狸尼克喜愛和平？ 

 

4.  為什麼可愛的羊咩咩會是最壞的反派呢？ 

 

這些問題隨著劇情而提出，目的在於引導學生從電影中動物們的生活百態，對照

現代的生活來思考。這些問題於課堂中討論，使學生和老師之間建立起談話、探

究的對話模式，學生的意見受到了重視，使得上課比單純由教師講述熱絡許多。 

接著，講解電影「動物方城市」內容概要，希望藉由此部電影，喚起同學內心深

處的同理心： 

 

      動物經過長久演化，已經過著文明與高科技的生活、而且肉食動物（獵食

者）與草食動物（獵物）和平相處，動物們以各種方法分工討生活，在廣大的世

界裡努力過日子。故事主人翁兔子茱蒂是溫馴的草食動物，她一生的夢想是想成

為警察，但卻遭眾人反對，在努力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她遇到了狐狸尼克，互為天

敵與獵物的兩人卻發展出不可思議的默契與感情，一起破解動物方城市裡不可告

人的祕密。 

 

        既然要讓學生遵守電影要注意的禮儀，當然也要讓學生享受宛如在電影院中

的輕鬆氣氛，因此研究者讓學生帶自己喜愛的食物在這堂課邊享用邊觀賞電影。

中間下課鐘響時，同學們立刻說繼續看、繼續看，我說要下一次上課才能繼續

看，有些學生還有點捨不得把目光從螢幕轉移。在欣賞電影的過程中，研究者可

以感受到學生一起觀賞電影時投入的情緒，當電影演草食性動物突然發飆時，許

多同學都被嚇到往後震了一下。 

 

（二）教學結果分析 

1.  電影能提供學生正面積極的處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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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課程內容有些就如同像電影情節一樣，有故事、有效果又融入價值觀，

就形成一部好看的電影。學生瞭解電影的內容以後，透過討論活動，培養學生反

省自身過往負面行為的機會，藉由同儕間的意見交流，可以瞭解更多人的想法。

由於在電影的導讀中，學生從電影中心思想獲得正面積極的理念，從友愛、寬

恕、關懷、互助……等合乎同理心的行為，經過團體討論認同後，更激發了學生

實踐品德的想法。也就是說，以電影為媒介，教導品德教育核心價值，進而塑造

學生良好的品德。 

 

2.  電影能使學生瞭解道德推理過程，並提供檢視、省思的機會 

        學生在電影閱讀的過程中，可以依故電影境內的主角所選擇的處理過程，來

檢視自己是否有相同狀況的反應，省思自己該如何處理比較好。例如：當狐狸尼

克被同儕取笑甚至威脅要去傷害草食動物的兔子茱蒂，如果你是尼克，你會怎麼

做。透過尼克與茱蒂的互動，讓學生去檢視及反思是否有相同的經歷。也就是

說，電影能提供替代性的經驗，幫助學生的道德推理發展與省思自己的行為。 

 

（三）教學省思檢討 

1.  學生在情意上能真正的感受到同理心的價值 

        在看完電影後，許多學生說出當他想幫助別人遭受到拒絕的時候，有大多數

的人還是會想要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被拒絕後，不再想幫助別人的學生，如果

有機會，還是會繼續做善事。可見學生能澄清「關懷他人」的價值，並非是想要

受到鼓勵或讚美而去做，而是能體認事情的內在價值與意義，真正的了解受幫助

者的困境，然後提供適當的協助。這就是同理心的表現：感同身受。學生能深刻

的體驗到幫助他人，不是為了達成什麼目的，由本身願意去做一件很有價值的

事，在態度上能真正的感受到品德的價值，這樣就達到情意的目標了。 

 

（四）問題與修正 

問題：品德教育較無實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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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可連結日常生活的作息。 

        電影提供以可愛動物們的生活樣貌作為同理心的經驗，但學生還需同理心的

實際體驗。而學生的同理心實際體驗則可連結日常生活做連結，當學生遇到類似

情況，即可設身處地，瞭解當下情況，並試著去做。 

 

第三階段：角色扮演（電影實作） 

（一）教學紀錄分析 

        角色扮演活動前幾天，研究者將電影中出現的人物做樹狀圖分析，讓每位學

生挑選一位人物來扮演，說出如果你是那位人物你會怎麼做，類似內心獨白，把

自己的所感所思毫無顧忌的直接表露出來。 

         角色扮演活動一開始，因為學生心仍未定，研究者先請學生趴在桌上聆聽規

則及進行的方式，之後依次請每一位學生到臺前進行一至二分鐘的演出，每位學

生演完隨即讓學生針對劇情內容給予建議回饋，學生在活潑有趣的課程進行中，

也多能展現與平常不同的一面，認真大方的參與演出，並能順利接寫出創意的結

局，全部演完後，研究者再讓學生分組分工，將其內容利用手機或相機拍攝剪接

成 3 分鐘短片，下次上課再口頭報告，研究者則再做總結歸納。 

於是，本次角色扮演的主題為「如果我是誰，我會…」，例如：「如果我是尼克，

我會吃了兔子茱蒂」。臺上的為主角，臺下的學生為觀眾，相互對話。 

C5：你是狐狸，你應該要有狡猾的表情。 

C7：誰說狐狸一定是狡猾的，你都沒在看電影嗎。 

C12：兔子茱蒂要再兇一點。 

C15：兔子那麼可愛，我兇不起來。 

 

在開始演戲前，研究者花了一些時間說明上臺演出的注意事項，並向學生說

明專注的欣賞與聆聽也是一種同理心的行為，接著第一位要上臺演出時發生了這

樣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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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老師我總覺得 C1 不舒服是假的（C8 和 C9 也附和）下課還在中廊跟Ｃ５玩

鬼抓人！ 

C19：因為他為了要演戲，他忍住啊！不然要怎麼樣？ 

         C1 面對一些人質疑他裝病而顯得委屈時，平常說話非常直接的 C19 竟突然

為他辯護起來，其他質疑的學生聽到他的回應，頓時啞口無言。研究者認為 C19

運用了同理心去理解 C1 的感受才會說出那些話。 

 

        由於是第一次表演，學生們每個人都躍躍欲試，既興奮又熱情，好不容易敲

定角色。觀賞完學生的演出，總計有 ７ 人選擇茱蒂， ５ 人選擇尼克，３ 人選

擇羊咩咩，１ 人選擇樹懶，１ 人選擇蠻牛警長。 

 

T：你為什麼想演茱蒂？ 

C10：因為誰說兔子可愛就不能夠表現出兇悍的一面。 

T：那你呢？ 

C12：我選擇演兔子是因為我家裡真的有養兔子，我最喜歡兔子了。 

 

比較特別的是有 2 人選擇樹懶與蠻牛警長，其理由也值得關注： 

 

T：我是要讓同學選擇演「主角」，怎麼你們兩個選擇演樹懶跟蠻牛警長呢？ 

C4：因為樹懶動作慢吞吞的，就跟平常的我一樣。 

C25：因為蠻牛警長雄壯威武，很適合當警長，我以後也想成為這樣的警察，所

以我才想扮演他。 

 

在演完後的討論過程中，有學生發現到自己是不會、也不喜歡有這樣的不尊

重行為的，藉由角色扮演他們會覺得自己是因為演戲才不得已的，或是發現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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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的自己很不對，但經過研究者對他們的鼓勵與安慰說，那只是演戲而已，他

們才笑一笑的釋懷了。 

（二）教學結果分析 

1.  透過角色扮演可整合認知和情意方面的學習，瞭解形成行動的思考歷程，從做

中學，誘導學生進入情境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同理心，也協助學生在面對自己的

情緒或遇到危機時有所因應。雖然不見得能完全處理個人的憤怒、苦痛、人際衝

突，但是至少當這些情緒產生時可以讓學生較不驚愕。也就是說，品格的養成教

育必須讓學生從生活中做起，從做中學，讓學生逐漸養成習慣（吳俊憲，2005）。 

 

2.  讓每個學生盡量能參與活動 

從教學結果顯示，角色扮演是一個很有趣的活動且深受學生所喜愛。在角色

扮演活動討論結果的階段，以不批評的表演的態度，輪流的請沒有表演的學生，

對演出的內容做討論與評價，讓每個人都參與活動中，實屬活化教學。 

 

（三）教學省思檢討 

1.  學生對於動態式的教學很有興趣 

        傳統的教學方式像是講述法，容易讓學生覺得無聊，而且較少互動。而創新

的教學方式像是角色扮演，讓學生直接當作電影中可愛的動物角色，更能符合同

理心感同身受的旨意。 

2.  擴展學生對各種角色的認識，學習以彈性的態度面對多變的社會環境 

        藉由電影的動物生活樣貌可以看見人生百態，每個人的生存之道皆不盡相

同。每個人對於自己的生活都有選擇的權利。透過此活動，能瞭解學生的處世態

度，可以有機會讓學生分享他們的經驗。 

 

（四）遭遇問題與修正 

問題：學生無法熟練角色扮演技巧。 

修正：教師協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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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位學生雖然選了人物，卻無法瞭解該角色在電影中所面臨的問題，導致

學生無法體認角色之感受，因而失去角色扮演活動之意義。而協同教師給了建

議： 

許師：如果有學生比較內向，可以讓他們私底下找老師當觀眾，或許會有意想不

到的收穫。所以我請這兩位同學當天放學來辦公室找我演出，結果自然而然的完

成了。 

 

第四階段：確立同理心為品德核心價值 

（一）教學紀錄分析 

         研究者解釋同理心的品德核心價值：感同身受，同其所理。在被責備之前，

先想想看為何被責備。在被誇獎之後，要想想看如何感謝對方。試著從對方角度

來看待同一件事。期望學生能認識同理心的真正意涵，不能只靠教師的灌輸，而

要與學生真誠對話，並啟發他們的道德認知。而同理心也是一切品德教育的基

礎，因此學生一同討論出同學們對於同理心的意涵： 

1.  懷著感恩的心，感謝對你好的人。 

2.  自己該做的事，不要去嘲笑別人。 

3.  參加考試時，要誠實作答，成績公佈時，不偷看別人的分數。 

4.  對好的習慣要努力保持並主動誇獎同學的優點。 

        由於那段時間研究者調動成功將調離目前的任教學校，班上同學得知後不捨

的說要製作屬於班上的紀念冊內容。此班居然將上述那四句話濃縮成老師是五

「心」級的老師，「關心、用心、誠心、恆心，以及同理心」，感謝老師在這一年

教導我們五「心」級的重要，此舉著實讓研究者非常感動。 

 

（二）教學結果分析 

        學生能依據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清楚釐定同理心所需實踐的內容。研究者

解釋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的意涵以後，與學生共同討論同理心所需實踐的內容，

學生能清楚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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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省思檢討 

1.  教師歸納品德意涵，與學生共同釐定品德實踐規條 

        由教師來引導要實踐的內容，似乎淪於說教的意味，學生可能很快就忘記。

研究者省思如果先讓學生自己來解釋品德核心價值的意義、說明應該要實踐的具

體目標為何，將之記在黑板上，然後老師再引導討論，與學生逐一審查，共同釐

定核心價值內涵所要實踐的規條，由學生自己所建立的目標，應能增加他們實踐

的意願。 

2.  將學生所釐定的實踐規條，融入生活教育中 

        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提供適切的引導，融入生活教育中，藉以幫助學生將品

格的核心價值內涵、實踐規條與學生的表現行為產生連結的關係，但也必須考慮

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否能維持長久時間。 

 

（四）遭遇問題與修正 

問題：生活紀錄表不見。 

修正：可合併納入學習單或填寫至家庭聯絡簿。 

        由於同理心是可以在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三管齊下，而研究者發下的生活

紀錄表用意是讓學生在上完課後，方便學生將同理心實踐的紀錄寫在表上，以免

忘記自己的作為，研究者也會不定時抽查。但隨著教學活動到了尾端，研究者發

覺有不少學生竟然將生活記錄表遺失。所以往後若要持續進行品德教育教學，可

將生活紀錄表納入每一單元的學習單。另外，家長若有對孩子們的生活觀察有話

要寫，也可寫在聯絡簿即可。以下是一些學生與家長對同理心實踐的回饋。 

C8：感謝導師無微不至的照顧。C8 能遇到你真是太幸運了。謝謝導師。 

C4：感謝阿嬤每天接送我來學校，我知道阿嬤很辛苦，以後就算媽媽慢一點來接

我，我也不能跟阿嬤生氣。 

C7：同學跟我比羽毛球，他每次都輸了。我跟同學說別難過，以後有機會再一起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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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實踐與分享 

（一）教學紀錄分析 

1. 實作—整理環境我最行 

        由於研究者每天早自修前都要帶領班級前往外掃區打掃，發現學生最喜歡做

的壞事是亂丟垃圾，最不喜歡做的好事是打掃環境，並且在家或在學校都一樣，

因此便將兩者合一。在學校，每個人每天除了打掃自己的區域外，研究者安排每

節十分鐘下課時間，由班上兩人一組到校園較髒亂的區域加強環境整潔，並自我

評分是否整理乾淨，由研究者不定時檢查。在家中，每天做一件家事，紀錄在聯

絡簿內，請家長評量、簽名。研究者叮嚀學生，這些事都是學生應盡的本分，所

以，在往後的期間，也應該負責好自己的整潔工作，在家中也必定負責一件家事

以上。 

2. 體驗活動—幹部換人當當看 

        由於研究實施時間為三年級下學期，雖然在目前的教育政策之下班上每個人

幾乎都有當作幹部，但幾乎都是固定的職位。因此，研究者先前在班上做過「你

最不喜歡當的幹部」調查，並瞭解原因，讓學生去當他最不喜歡當的幹部，去體

驗為何這個幹部當時他不喜歡、如何改善這個幹部的工作品質。事後，讓原本班

上的幹部選出哪些人當得最好。藉由此活動，讓學生瞭解別人就像一面鏡子，可

以映照出自己的優點與缺點，而自己卻只看得到自己的優點，卻也只看得到別人

的缺點。 

3. 體驗活動—服務學習我最愛 

        學校有許多活動都需要學生當志工以支援人力，研究者與其他處室協調，請

各處室若需要人力幫忙時能優先找三年 A 班的學生。而研究者跟班上學生預告此

項消息，沒想到大多數學生下課後便主動到辦公室詢問師長是否需要幫忙。研究

者叮嚀學生，學校是一臺大機器，每個學生都是一根螺絲釘，大家一起合作幫

忙，就算別人不做的事，只要我們可以做，就熱心去做。 

 

4. 分享與省思—給自己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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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決定，每天要求學生能確實做到同理心的表現，並把實踐的工作或心

得寫在聯絡簿上。 

 

（二）教學結果分析 

依據核心價值設計活動，學生能實踐自己所學。研究者設計「整理環境我最

行」，讓學生在學校能保持自己的整潔，在家中每天能做一件家事，並請偕同教師

幫忙隨時做觀察，每天也注意聯絡簿上學生的心得紀錄。在這兩個星期中，發現

教室前所未有的乾淨。雖不致於一塵不染，但跟從前差很多。從早上到下午很少

發現垃圾，由於有自己的整理區域，學生也不會像從前一樣發現垃圾就互相推

託，真希望這樣的狀況能永久保持。我也利用聯絡簿，請學生將自己做的家事或

做家事的心得紀錄。在聯絡簿上，老師給於立即性的獎勵（蓋一格獎勵卡），學

生每天都能完成家事。家長也大多給予孩子正向的回饋並肯定老師的作為。 

（三）教學省思檢討 

 

         品德教育需要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共同配合。由於大部分學生需要上

學、補習、上才藝班，時間被分割所剩無幾，亦有少數的家長反應根本沒有時間

配合老師這些活動。  

（四）遭遇問題與修正 

問題：學生半主動進行服務學習。 

修正：教師有計畫的提供機會、設計情境讓學生實踐。 

        在學生做家事的調查中，有多數的學生本來是不做家事的，但是經過電影分

享、價值的澄清、實作的情境，每個學生在兩星期中都做到了要分擔家事，並對

家事負責，但是如何讓學生能夠樂而行之，堅持到底，這是研究者想達到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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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結果討論 

本節主要整理與討論品德教育課程的行動研究過程中，探討學生在接受品德

教育課程教學前與教學後的品德行為改變情形。分別就「量」的同理心量表之統

計及蒐集「質」的案例討論單、教學活動學習單、生活實踐紀錄表、教師觀察省

思紀錄、品德教學活動回饋單、家長回饋單，說明其分析結果，茲分別敘述說

明。 

4.2.1 實施品德教育課程後學生同理心量表前後測結果討論 

本研究以「同理心量表」為測驗工具，在進行品德教育實作的教學前，即對某某

國小三年 A 班的學生進行前測，在完成電影融入教學的課程以後，再對該班全體

同學進行後測。學生同理心量表（分項）前後測考驗結果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學生同理心量表（分項）前後測考驗結果 

因素 變項名稱 Ｍ（平均數） Ｎ（個數） 標準差 ｔ檢定 

認知性 教學前 10.7222 18 2.90649 .68507 

教學後 18.0556 18 2.23534 .52687 

情感性 教學前 11.0000 18 2.61219 .61570 

教學後 17.7778 18 2.15722 .50846 

行為性 教學前 10.9444 18 2.53150 .59668 

教學後 17.5556 18 2.20220 .51906 

由表 4-1 統計結果得知，某某國小三年 A 班 18 名學生在接受後測後，經統計

分析顯示，教學後的同理心量表平均數，明顯優於教學前的同理心量表平均數，

顯示將電影融入教學運用於品德教育，對於「認知性」、「情感性」、「行為性」的品德

實踐行為，均有顯著正向的提昇效果。 

最後在同理心量表總表之平均數，教學後的同理心量表總表平均數明顯優於

教學前，且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亦有顯著性的差異，顯示實驗課程對學生整體的

品德行為是有顯著正向提昇的效果。 

從學生個別的同理心量表前後測考驗來看，全班 18 名學生後測的成績均表現

優於前測成績，顯示品德教育課程，能讓學生產生內化，深化學生的品德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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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昇學生的品德行為。因此，學生道德行為量表前後測考驗統計結果，可視

為此課程成功的證明之一。 

 

4.2.2 多元質性資料佐證討論 

1. 教學活動學習單 

在同理心品德教育的一系列活動結束後，研究者自編學習單，試圖讓學生回

顧整個活動的學習過程並分享心得。從學生的學習單中，可以發現學生對同理心

的認知是有與日增進的。 

〈1〉能瞭解同理心的意涵 

先前的文獻探討可以得知，同理心需要一定程度情感上的距離，必須與悲

痛、恐懼、憤怒保持距離，創造一定的空間，讓理性思緒平撫非理性的感覺。換

句話說，同理心需要更多正向的回應，而非僅僅只是情緒反應。研究者在教學過

程中，時常與學生提及同理心的意涵，並利用討論單的問題來引導學生思考同理

心的方式。而從學生在學習單的答案，可知大部分學生都能清楚同理心的含意，

只有少部分學生在分辨上遇到困難。研究者認為這幾位學生在班上的成績屬於較

為低落，因此在這一課題雖仍熱衷討論，但會發生答非所問的現象。學習單的分

享如下： 

可以直接寫出同理心的定義，如： 

C2： 同理心—站在他人立場考慮。 

C11：同理心—幫助求助者找出自己的解決之道。 

C12：同理心—站在他人角度。 

C15：同理心—以「他人」為取向。 

C9：同理心—出自理性。 

C16：同理心—是一種「包容和尊重」。 

使用生活上的實例來解釋同理心，如： 

C12：同理心—站在遊民立場，體會其感受，才會給他錢並幫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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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同理心—站在班長立場，感同身受，管理班級秩序很辛苦，自己會保持安

靜。 

C2 同理心—站在父母立場，體會其忙碌，下班後會幫忙做家事。 

〈2〉體會展現同理心的優點 

研究者為了讓學生體會展現同理心的優點，並讓學生親身體驗，先讓學生在

學習單寫下展現同理心對他人的優點。從學生在學習單的答案，可知大部分學生

都能寫下展現同理心的優點。 

同理他人是一件幸福美滿的事，如： 

C1：讓自己散播歡樂散播愛。 

C14：聽到別人對我說謝謝，我覺得很開心。 

C13：體會對方的處境，讓我覺得有幫到忙。 

同理他人是一種善報： 

C3：老師上課有講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C15：設身處地為人著想，幫忙別人也是幫忙自己。 

C4：站在別人立場為他著想，可以幫助自己交到知心的朋友。 

同理他人可幫助自我成長： 

C6：從與每個人的相處中，我能怎麼幫忙？我能做什麼？我能學到什麼？ 

C11：讓自己當一個有涵養的人。 

C19：學到如何以積極的方式、帶著想要幫助人而非傷害人的目地，來表達同理

心。 

同理他人可幫助改善氣氛： 

C12：在團體中，可讓彼此的感情更加堅定，如此一來，爭執便減少許多，因為

大家都會互相著想。 

C16：別人也會替你著想。 

C10：有福同享、有難同當。 

 

2. 生活實踐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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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利用生活實踐紀錄表讓學生進行品德教育活動期間，將每周實踐品德

的情形詳實記錄，用以提醒學生要將學到的品德化為具體的實踐。從學生的紀

錄，可以發現學生實踐品德的對象以同學、師長、家人居多，這是因為學生的整

日作息都與此三者相處的時間居多，互動也較頻繁。雖從結果來看，實踐品德的

對象較少對社會的其他人，但由於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可視為社會教育的縮影，

這也是為何在學校推動品德教育可與家庭教育做結合的原因。而學校推動服務學

習，也可增進學生與社會的其他人相處、互動的機會，增加社會教育的經驗。 

〈1〉對同學實踐同理心： 

C3：同學數學題目不會，剛好這部分我會，想說她不會這題，一定很難過，所以

我就主動教她。 

C9：早上天氣有點涼意，體育課打完羽毛球，我幫有比賽的同學拿外套，以免著

涼，因為我知道感冒很痛苦。 

C12：同學得到流行性感冒，請假三天，我擔心他課業會落後，所以幫他整理重

點，等他回來再一起教他。 

C10：段考後，同學因為成績不好而難過，我去安慰他。 

C11：上課進行分組討論時，我發現有同學沒找到組員，我邀請他加入，因為我覺

得沒人理我的感覺很不好。 

〈2〉對師長實踐同理心： 

C4：我覺得老師每天都很辛苦教我們，所以我都會主動幫老師搬聯絡簿到辦公

室。 

C7：教導主任說早上有來賓要來參觀，所以我約同學一起巡視校園，把最好的一

面展現給來賓看。 

C10：謝謝自然老師每天要督促我們的學習，所以我決定不再遲交作業。 

〈3〉對他人實踐同理心： 

C2：今天上學途中買早餐，看到隔壁國小的學弟騎腳踏車差點出意外，所以我陪

他一路騎到國小，我再過去學校。 

C９：媽媽昨天因為加班很晚回來，所以我在吃完晚餐後主動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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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比較會顧慮別人的感受，不會亂拿別人東西。 

 

3. 教師省思手札 

〈1〉對同學的同理心實踐 

班上 C7 是疑似有情緒障礙的學生，所以經常因為小事而在班上和同學吵架，

甚至大打出手。先前研究者處理該事件，都會要求其他學生禮讓 C7，但並不是其

他學生都可以理解，所以讓研究者花更多時間去說明。而從電影教育教學活動，

藉由同理心進行案例宣導，發現學生和 C7 之間的衝突減少。而且有好幾次衝突差

點發生，就會有其他同學出現制止，避免衝突擴大。 

        此外，班上 C4 是閱讀障礙特教生，原因是家庭成員眾多，所以對自己不太

自信，人際關係也較疏離。有一次，C4 好不容易來學校上課，因為老師請 C4 念

課文，但 C4 不會念，C1 就直接當大家的面說：「老師，為什麼他這麼遜，這麼簡

單的課文都不會！」沒多久，班上同學就出面制止 C1 的行為，C19：「你怎麼可以

這樣說！」C12：「那你現在這樣說是在欺負 C4，虧他平常下課都會跟你玩。」 

〈2〉對他人的同理心實踐 

在同理心教學活動結束後，學校邀請佛光山雲水書車來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

的宣導活動，剛好輪到研究者的班級去聽。研究者在後方觀察，發現班上同學的

秩序比另一班好很多之外，與演講者的互動也很多。另外，研究者發現來演講的

阿姨有一位行動不太方便，正當演講結束，研究者要過去幫忙時，C15 已經跑過

去，問阿姨需不需要幫忙了。 

 

4. 電影教學活動回饋單 

        在整個電影教育教學活動結束後，研究者利用「教學活動回饋單」來瞭解學

生對於每個教學活動流程的喜好程度，依照其感受內容作為教學上檢討改進的依

據，以及調整教學活動之所用，並將喜好人數統計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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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教學活動之喜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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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較喜歡的教學活動 

        研究者將學生對於各項教學活動，整理出不同活動之喜歡人數，由於問題設計

為複選，學生回答的結果較為分散。而整理後由圖 4-1 可以得知，學生較喜歡的

活動是電影欣賞、體驗活動、角色扮演與電影實作。究其原因，學生最喜歡電影

欣賞是因為電影內容感人，能激發、喚起內心深處的同理心—C1：電影太感人

了，我的衛生紙都被其他人拿光；C3：我們家以前也有陣子很難過生活，就像電

影一樣。 

其次喜歡的是生活實踐分享，因為比較有新鮮感—C１2：生活實踐分享很有

趣，以前沒有在上課做過這樣的活動；C6：可以知道別人怎麼做；C16：可以加

入更多實踐方式；C10：希望可以更瞭解別人怎麼想。由此可知，學生喜歡透過電

影和加入生活實踐方式進行教學活動，研究者準備的電影能幫助學生增進品德的

認知，讓學生透過電影反思品德的概念，而電影的效果能讓學生印象深刻。品德

教育的生活實踐分享，研究者讓學生除了學習品德概念外，還能透過延伸活動更

進一步體驗在當下，學生能與他人站在相同立場的體驗後，產生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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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1 也可知道學生較不喜歡的活動有書寫學習單、團體分享、小組討

論。當中，學生最不喜歡書寫學習單—C1：功課好多還要寫那麼多字；C9：學習

單很難寫；C2：如果能只看電影不寫學習單是最好了。研究者設計學習單的用意

是要讓學生當經歷教學活動後，能將自己的想法根據學習單的題目回答，一來可

以讓自己的品德認知重新反省，二來可以回憶學習過程與學習心得。但國小中年

級學童識字量畢竟不像高年級學童那麼多，所以研究者認為儘管學習單的問題不

多，學生仍會認為學習單得需額外花費時間撰寫。不過，作為教學活動的反思，

研究者在設計時有一定的用意存在，故不考慮去除。 

〈2〉學生對小組討論、團體分享的看法 

        有些學生認為小組討論不好—C12：有些組員都不參與討論；C13：有些組員 

都各聊各的，不夠團結；C11：有些組員不認真討論。C2：大家一起講，比較有

趣而且會比較認真準備；C16：全班討論，大家會比較熱衷。由此可知，學生比較

喜歡團體分享更勝於小組討論。 

綜合教學活動學習單、生活實踐紀錄表、教師觀察省思紀錄、教學活動回饋

單等方面分析可知，學生在教學後，能夠在生活中對家人、同學、老師及他人實

踐同理心，也較會顧慮別人的感受、願意替他人著想，甚至去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和同學之間的相處也較能體諒，且能在適當機會下對他人發揮同理心，因此

研究者認為學生在教學活動實施後，同理心的學習成果是有增進的。 

        綜合以上資料，分析學生在經由同理心的培養後，所產生的同理心可以引導

他們去做出同理他人的行為，也就是說學生在瞭解他人感受後，能做出相對應的

利他行為，如關懷、尊重、寬容、服務他人等行為，從做中學，真正落實「感同

身受，同其所理」的同理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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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以行動研究的方式，探討如何運用電影教學，發展一套適合國小中

年級學童的同理心課程。研究者以本班１８位國小三年級學童學生為對象，實施

八週的電影融入同理心教育課程，與協同教師秉持著行動研究的精神，藉由教學

的研究歷程、教學省思札記、觀察紀錄、學生與家長的回饋等資料，不斷的由行

動中省思檢討、修正調整，總結歸納其研究結論如下： 

5.1.1 電影融入教學增進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成效之課程值得推動與

實施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以符合國小中年級的教育目標，佐以同理心、電影融入教

學方法兩項元素為原則。此三元素相輔相成，研究者利用電影融入教學，呈現同

理心的內容。透過電影呈現同理心的感受，讓國小中年級學童體會實現同理心的

可貴。 

        本研究之課程設計的步驟依序為：訂定品德教育目標—同理心、蒐集電影與

設計討論問題、撰寫學習單與設計電影融入教學活動、編寫教案與設計教學評

量。而教案的教學流程為：教科書課文內容概述、電影導讀與討論、角色扮演、

確立同理心為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實踐與分享。透過固定的課程設計的步驟與標

準化的教學流程，使教學活動更有效率地順利實施。 

誠如方志華（2000）所言，在道德教育中，利用有故事的道德脈絡在其中的影片

欣賞教學，可讓學生去反思並從共同的欣賞經驗中去交流不同的詮釋觀點。研究

者在實施的過程中，藉由教學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不停地省思與調整，最後建

立起運用電影實施品德教育教學活動的一套模式。也就是說，教師若能適切安排

與應用電影欣賞，並輔以延伸的電影故事討論、角色扮演與體驗活動，能加深加

廣品德教育的實施。目前國小面臨九年一貫至十二年國教的轉換，雖然小學課業

較簡單，但仍有一定的升學壓力，研究者教學的方式仍多以教科書講述為主，較

少有時間擴充其他教學方式與教學活動。而品德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裡也無單獨

設科，為此，研究者必須從無到有的自行設計教學活動，經過相關文獻探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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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學目標，選擇合適電影，連結教材與教學目標。因此，也使研究者設計教學

活動的能力增進許多，符合「教學相長」的理念。 

 

5.1.2 電影融入教學增進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成效過程所遭遇的問題

及其因應策略 

研究者依照問題性質分為教學內容、教學活動、其他三類，說明如下： 

1. 教學內容的問題與因應策略 

研究者以三年級國語課程第五課「不賣馬的人」做為同理心教育課程的前

導，類似主題在各科課程中較少提及，更別提對生活經驗的省思。如果沒有妥善

安排課程，容易讓學生缺乏新鮮感，不易引起學習興趣；加上缺乏歷史圖像的訓

練，學生並未能將戰爭的影響與自身的經驗進行結合，較難產生同理心 

因應此問題，研究者選擇與國小中年級學童能接受的電影「動物方城市」做

為電影融入教學的實施主軸。藉由電影討論來教導學生同理心的核心價值，不僅

能讓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同理心的概念，透過電影的欣賞，學生表達了豐富

的個人感受，把自己融入到劇情情境中。更能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學生經由

小組討論，多數的學生皆能掌握電影欲傳達的品德意涵，連結到自身經驗去闡述

各自的想法與表達所持的態度，學生可以從故事情境裡主角所選擇的處理過程，

重新省思檢視自己的處理方式，再統整出答案，並與其他同學與老師分享心得。

藉由熱絡的互動討論，學生進而能重組自己的想法以獲得新的領悟。更可以幫助

學生進一步澄清品德的價值。教師進行統整與歸納，使學生對品德的概念更清

楚，再加以延伸體驗活動，提高學生參與課程的興趣，透過從做中學，增強對品

德的認知與行為。 

2. 教學活動的問題與因應策略 

在教學活動進行時，研究者遇到的問題為： 

（1）分組討論教學，秩序不容易掌控 

（2）只有老師講課，學生容易分心 

（3）學生參與度不高 



 
 
 
 
 
 
 
 
 
 
 
 

 

58 

 

（4）分組討論時間縮短 

（5）同理心教育較無實作經驗 

（6）學生無法熟練角色扮演技巧 

（7）相關表件常不見 

（8）學生多半不主動進行服務學習。 

因應此問題，研究者提出的解決方式為： 

（1）以獎勵取代懲罰 

（2）讓學生多參與討論 

（3）教師能適切的關心 

（4）組長扮演重要角色 

（5）可連結日常生活的作息 

（6）教師協助完成 

（7）可合併納入學習單或聯絡簿 

（8）教師有計畫的提供機會、設計情境讓學生實踐 

3. 其他的問題與因應策略 

其他的問題包括： 

（1）器材不熟悉，影響電影播放時間 

（2）受學校活動影響，無法準時上課 

因應此問題，研究者提出的解決方式為： 

（1）事先測試器材，降低臨時狀況發生的機會 

（2）與行政處室討論，讓該班能提早上課 

5.1.3 電影融入教學實施後，對於國小中年級學童的同理心有增進成效 

一、在增進認知同理心的成效方面 

（一）能明白同理心的定義： 

1.  同理心—站在他人立場考慮。 

2.  同理心—幫助求助者找出屬於自己的解決之道。 

3.  同理心—站在他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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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理心—以「他人」為取向。 

5.  同理心—出自理性。 

6.  同理心—是一種「包容和尊重」 

（二）能理解同理心的意涵： 

1.  同理他人是一件幸福美滿的事。 

2.  同理他人是一種善報。 

3.  同理他人可幫助自我成長。 

4.  同理他人可幫助改善氣氛。 

二、在增進情感同理心的成效方面 

（一）能瞭解對他人實踐同理心的具體行為： 

1.  站在遊民立場，體會其感受，才會給他錢並幫忙他。 

2.  站在班長立場，感同身受，管理班級秩序很辛苦，自己會保持安靜。 

3.  站在父母立場，體會其忙碌，下班後會幫忙做家事。 

（二）能知道同理心對自己與對他人的幫助 

1.  同理他人是一件幸福美滿的事。 

2.  同理他人是一種善報。 

3.  同理他人可幫助自我成長。 

4.  同理他人可幫助改善氣氛。 

三、在增進行為同理心的成效方面 

（一）能將所學的同理心在家庭中實踐： 

大部分家長認為學生在品德教學後的行為有改變，而且由於正向的改變，學生有

了同理心之後，就能為他人著想，進而去尊重他人、關懷他人。 

（二）能將所學的同理心在學校中實踐： 

1.  同學數學題目不會，剛好這部分我會，想說她不會這題，一定很難過，所以我

就主動教她。 

2.  教導主任說早上有外賓要來參觀，所以我約同學一起巡視校園，把最好的一面

展現給外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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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課進行分組討論時，我發現有同學沒找到組員，我邀請他加入，因為我覺得

沒人理我的感覺很不好。 

（三）能將所學的同理心在社會中實踐： 

1.  今天上學途中買早餐，看到同學騎腳踏車差點出意外，所以我陪他一路騎到國

小，我再過去學校。 

2  媽媽昨天因為加班很晚回來，所以我在吃完晚餐後主動洗碗。 

3.  比較會顧慮別人的感受，不會亂拿別人東西。 

 

5.2 建議 

本研究在經歷行動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有豐富的成長、省思與想法。透過

前述之結論，引發一些新的想法，以及值得努力的空間。研究者提出建議供有志

於推展與實施品德教育的人士參考，並為未來之研究提出建議。 

5.2.1 教師教學的建議 

一、可配合電影融入教學實施同理心教育 

研究者以電影融入教學來進行同理心相關的教學活動，並經過一段時間實

施，研究者認為電影融入教學可以讓學生身處情境中，站在主角的立場去思考問

題並解決，然後將自我對同理心的想法，透過討論的方式和同學分享，在分享的

過程中不斷激盪，再經由延伸活動加深同學對同理心的認知，最後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然而，整部電影約 120～180 分鐘，會導致教學時間拉長。因此，建議教師

可以搭配「微電影」或「新聞時事」，既可節省時間，而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微電影

或新聞時事也可傳達同理心之意念。 

二、討論方式可視教學狀況調整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採取的討論方式為先小組討論，再進行團體分享，是為

了讓學生答案統整後，會將較抽象的同理心概念具體化。而小組討論再進行一段

時間後，研究者發現學生愈來愈能發表自我意見，言之有物，故可逐漸縮短小組

討論時間，或直接進行團體分享。故研究者建議討論方式，可視教學狀況調整。 

三、學習單的設計可再活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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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的設計目的是為了幫助學生回顧整個單元的學習過程，並幫助他們掌

握重點，但國小中年級學童識字量還不算多，教學活動後的學習單，不是助力而

是阻力，使得學生撰寫學習單會亂寫、隨便寫，不僅影響學習興趣，也會失去學

習單書寫的意義。故學習單的份量與難易度的設計要適當，才能達到相輔相成的

功效。 

四、重視潛在課程的融入 

課程的變動與改革除了「顯著課程」的革新以外，更要有「潛在課程」的配

合，才能成功（歐用生，2000）。而同理心教育的實施更需要「潛在課程」的融

入。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導師的身份，在行為與教學中隨時注重「潛在課程」

的引導，學生在讚美、鼓勵的環境中，同理心行為越來越進步。爰此之故，建議

教師們對於潛在課程的重視，才能具體落實同理心教育的發展。 

5.2.2 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轉變研究方法，改變核心價值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進行，探討同理心教學活動實施的整個歷程，不斷修正、實

施，未來研究者可以改變不同的研究方法，做不同的深入探討。在行動研究的過

程中，經過不斷的「反省—行動」的歷程，讓自己在每個單元反省後，有更清晰

的教師思考，教師不但是教學者，也是學習者，更進而成為研究者，在與學生互

動的過程中，真正的去探討學生的學習問題何在，從教學現場中，找出問題，嘗

試解決各種教學問題，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上網找資料、查閱專書，請教同

事、尋求支援，無形中不斷的充實自己，提昇自己的教學專業能力。未來研究者

可用其他研究方式來探討同理心的重要。且同理心僅是品德教育的其中一環，本

研究只選定同理心進行教學，建議未來研究者可轉換不同的品德核心價值，讓學

生在品德的學習上能更豐富多元。 

二、整合相關資源，建立永續發展 

本研究結果發現，同理心教育課程的實施具可行性，應可擴及至全校來推

展。學校可以將同理心教育作為學校本位課程，用主題教學的模式進行，由學校

規劃相關活動，例如：學校環境之軟硬體佈置（孝道月）、營造關懷溫暖的學校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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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品德小語）、釐定學校核心品格價值（同理心）、以獎勵表揚方式營造學生實踐

的環境（獎勵卡）等。而教師們應該積極的組織教學團隊，擬定教學計畫，可以

利用彈性課程、早自修時間實施或融入各領域教學，使品德教育更加落實。也就

是說，學校做總體規劃，由家庭、學校、社會一起來行動，一直線地建立永續發

展的機制。 

三、配合教育政策，引導正確方向 

        面對即將到來的十二年國教，「服務學習」是其中重要的一大議題。「服務學

習」就是「服務」與「學習」的結合，也就是在「服務」過程中得到「學習」的

效果，正如美國教育家 John Dewey 所說的「從做中學」。也就是說，由學校與社

區結合，共同協助學生應用所學知能去服務他人，並且在服務過程中不斷的學習

成長。所以，服務學習是學校教育的一環。然而，在學生做服務學習之前，若能

喚起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做服務學習，像是去養老院服務前能感

同身受老人家的心境，去公園打掃前能感同身受附近居民的心境。這時，可以用

電影欣賞喚起學生的同理心，讓學生以內在的同理心做出外在的服務學習，一定

更能相輔相成。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用不同主題的電影，讓學生在同理心的認知

上更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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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國小兒童同理心量表
 

兒童同理心量表 

原編製者：王雅君 

修訂者：江長鴻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 

這份量表的目的在了解你對於一些事情的感覺，請你仔細讀一讀每一個句子，然

後照著你的感覺來回答。這不是考試，答案沒有對錯之分，也不會對外公開，看

完填答說明以後，請你放心作答。每一題都要作答，請勿遺漏，謝謝合作！ 

填答說明： 

各位小朋友，以下有許多句子，請你仔細的閱讀，並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圈選號

碼。假如你覺得「完全不是」，就圈“1＂，假如你覺得「大部分不是」，就圈“2

＂， 假如你覺得「大部分是」，就圈“3＂，假如你覺得「完全是」，就請你圈“4

＂。 

◎每個句子的答案都沒有對錯之分，所以不要考慮太久。 

 完 大 大 完 

 全 部 部 全 

 不 分 分 是 

 是 不 是  

情感性  是   

1.看到好朋友難過的哭了，讓我也想哭。 1 2 3 4 

2.看到好朋友快樂的笑了，我也會覺得快樂。 1 2 3 4 

3.雖然我沒得到禮物，但是看到同學拆禮物，我為他感到高興。 1 2 3 4 

4.當同學遇到傷心的事情，我為他感到難過。 1 2 3 4 

5.我會為家裡發生不幸的同學，感到難過。 1 2 3 4 

認知性     

1.我會自願幫忙同學學習或做事。 1 2 3 4 

2.我會把自己當做書或影片中的主角，試著去了解他們的想法。 1 2 3 4 

3.同學有困難時，我會幫助他。 1 2 3 4 

4.我會主動和同學問好、微笑。 1 2 3 4 

5.我會多和同學交談、多關心同學。 1 2 3 4 

行為性     

1.別人和我說話時，我會注意聽。 1 2 3 4 

2.當我看到同學皺眉頭、悶悶不樂時，我想他可能有了困難。 1 2 3 4 

3.當同學告訴我他們的煩惱時，我會注意聽。 1 2 3 4 

4.我知道每個同學的個性不同，我會試著去了解他們、接納他們。 1 2 3 4 

5.我能從對方的立場去了解他的問題和感覺。 1 2 3 4 



 
 
 
 
 
 
 
 
 
 
 
 

 

68 

 

附錄二 教學活動學習單 
動物方城市活動學習單 

 

小朋友，在你們欣賞完可愛又有趣的電影「動物方城市」後，對於與你 

想像當中個性完全不同的動物們，是不是讓你們很吃驚呢！現在請你們 

簡單回答下列問題，並寫下你們想對電影中每個人物想說的話吧！ 

 

電影角色 想像中的個性 電影中的個性 你想對牠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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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生觀察紀錄表 
學生學習情形觀察紀錄 

行為類別 

觀察時間點及學生行為紀錄 

第一次 

時間: ___ 

第二次 

時間: ___ 

第三次 

時間: ___ 

專心參與課堂活動 投入學習 

____人次 

 

 

____人次 

 

 

____人次 

 

 

____人次 回答問題 

對話或澄清迷思概念 

練習技能 

參與合作活動(討論、實作、

設計、作品發表等) 

寫作業或測驗 

與同學講無關上課的話 未投入學習 

____人次 

 

 

____人次 

 

 

____人次 

 

 

____人次 
玩上課無關之用品 

無事做 

擅自離開座位 

觀看影片    

使用學習設備: ____________________    

◎ 綜合評論：學生學習投入情形為何？___ 

※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人數： 

特殊教育學生上課情形與需求簡述： 

※班上教學的特殊情形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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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學活動回饋單 

電影融入同理心教學活動回饋單 

1.你喜歡透過電影來學習嗎?為什麼喜歡、不喜歡？ 

  

2.你認為老師利用電影融入教學有提升你的學習狀況嗎?為什麼?對你的幫助是什麼？ 

 

3.上課的過程中有遇到困難嗎?如何解決？ 

 

4.透過電影融入教學的方式學習同理心，對你或對同學有沒有什麼變化？ 

 

5.如果有機會，還想透過電影教學進行其他科目的學習嗎？ 

 

6.你能用自己的話說出同理心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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