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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觀察、對話、行動主張：
兒童人權與性別教學

李雪菱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副教授
本刊研究教師

兒童人權與性別議題看似沈重，卻因為能貼近學童生活及其學習需求，而有
機會引發學童在課程活動中全心投入。我的課程與教學經驗告訴我：沒有人不喜
歡 ｢ 關心自己 ｣。

人權教育狹義的定義，是有關民主、法治、公民教育、甚或社會科學等範疇，

廣義的定義則是一種生活方式 ( 簡成熙，2001)。創新開展兒童人權與性別教學的這
些年來，我總是先參與學童的校園生活，再從他們的喜怒哀樂中找到學童的學習需
求，進而與他們的導師凝聚課程共識、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發展課程，最後，與協
同的導師共同省思課程的歷程與發現。一路走來，我們深受學童的思考脈絡所吸引，

也往往因此更珍視每位學童充滿差異的文化背景與求學經驗。

感謝每一位讓我進班的教師，願意打開城門，讓學童與我共渡這些時光。我也
真誠感謝只讓我進班上過一次人權課，就對我入班與學童對話感到懼怕與排拒的老
師。那戰戰兢兢的眼神、全身緊繃的肢體語言，以及全身散發出的那種 ｢ 讓學童理
解兒童人權是一種危險 ｣ 的光暈，正是現階段臺灣校園兒童人權教育最需要挑戰的
一關。

本文透過田野觀察、對話與行動主張，大膽從事 ｢ 教學的自我揭露 ｣，希望拋磚
引玉，引發更多本土文化脈絡的兒童人權與性別教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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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野觀察：評估兒童校園日常中的學習需求
——遊戲區裡的哥哥姊姊好可怕！

多年前，初次進入小學帶兒童人權課程時，我還不知道怎麼教兒童人權。因為
覺得自己很嫩、很菜，所以決定先從 ｢ 田野觀察 ｣ 開始。我的田野觀察工作包括蒐
集與澄清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以及掌握種種知覺體驗所得到的感知訊息。很幸運
地，就在我心中發願要開始從事 ｢ 兒童人權教育 ｣ 之後，兒童生活世界中的悲喜歡
憂便朝我襲來，毫無保留。

｢ 老師，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姊姊，好可怕！ ｣

我化身 110 公分的小一生。想像一下 160 公分的大哥哥，要從攀岩牆上往下跳
時，大叫一聲 ｢ 閃啦！ ｣ 的威力。

確實，還蠻 ｢ 可怕 ｣ 的。

然後，我走入遊戲區田野。

我開始了解，大哥哥大姊姊的呼喊不一定是惡意，也可能是 ｢ 好心 ｣ 要保護低
年級學弟妹，提醒學弟妹要閃開，以免受高年級生從攀岩牆高點跳耀而下的撞擊
力所傷。人從高處往下喊叫，不由得需要加大音量，而簡潔有力是個聰明的作法，

｢ 閃啦 ｣ 一詞難免衝口而出。

從遊戲區田野得到上述理解後，我評估問題不在大哥哥大姊姊 ｢ 可怕 ｣ 與否，

而在於小學高年級生與低年級生 ｢ 與差異相處 ｣ 的能力，包括：年齡差異、身高身
材差異、共享遊戲區時的設備空間需求差異等。因此，澄清問題後，我將需要解決
的問題定義為：如何增強小學高年級與低年級生 ｢ 與差異相處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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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初步擬定一個跨屆的 ｢ 我想認識你 ｣ 的活動。內容是以兒童人權與性
別平等為核心精神的小天使與小主人系列課程，總課程次數為六次，時間長達一學
期 ( 半年 )。邀約小學一年級和六年級導師協同授課時，兩位導師慨然同意，三位老
師立即凝聚協同授課的共識。

小一導師期末時回饋我：｢ 經過兒童人權與性別課洗禮後，現在這班學生『來告
狀』不再讓我苦惱。因為，他們在人權與性別課上，已經學會『撨代誌』１。我只需
要在旁邊，像你上課那樣問他們說：『真的啊！那怎麼辦？』其他學生就會開始出主
意，最後他們一群人自己就可以搞定了。｣ 老師的回饋讓我聽了樂不可支。

記得當年還為課程還拍了兩部完整的兒童人權紀錄片，與無數課堂短片。校長
在隨機受訪時中直率地告解：｢ 原本我蠻質疑小一生上什麼人權與性別課？隨著你
們課程一次一次進行，看見學童能這樣侃侃而談，成果還蠻驚人的，往後我就更尊
敬孩子，不再覺得低年級不需要上兒童人權與性別課了。｣

本文兒童人權教學創新點子來自以下：

1. 《人權教育 ABC》２ 彙整了聯合國針對中小學兒童人權教育的各式
教學資源與議題。

2. 雪菱老師的田野觀察紀錄 ( 包括：跟小朋友相處、觀察兒童校園
生活故事 )，從中提取人權議題。

3. 蒐集導師教學需求。

4. 緊抓住小學校園中重要的課題、活動或時事議題。

5. 學童所主動提出的學習需求與建議，如：想聽故事、喜歡繪本。

《人權教育 ABC―中小學基礎人權教學及活動演練手冊》全文，請見連結：
https://reurl.cc/MZK5an

2

撨代誌（tshiâu tāi-tsì），臺語，意指協調複雜的人事議題。參自《臺灣閩
南 語 常 用 詞 辭 典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

（tshiâu tāi-ts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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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iwat1929 / freepik

二、對話：發展師生對話、創造學童對話窗口
——人為何受歧視？因為經濟不好、功課不好、胖不好

聆聽學童的所思所聞，往往能接到許多受用的觀點。我在另一個小三班級擔任過兒童人
權的課程老師 ( 志工老師 )。有一次，帶學童共讀繪本《不是我的錯》。我們討論到 ｢ 何謂
歧視 ｣，也延伸討論 ｢ 被歧視的感受 ｣，以及 ｢ 為什麼主角會被歧視 ｣ 等子題。學童全神貫
注地腦力激盪，我也認真地將同學們的回應一一寫在黑板上，最後還煞有介事地進行正式表
決。每個人可以同時舉手多次，最高票的前三名依序為：經濟不好、功課不好，以及，胖不好。

依稀記得，第一位發言的男孩雖是高高地舉起手，卻是低低埋著頭回答問題。年紀小
小的他，聲音卻厚實穩重，｢ 因為經濟不好。｣ 經歷問題澄清的過程後，他告訴我們：繪本
中女孩是因為家境貧窮而遭受歧視。與學童發展對話的歷程，深深吸引著我。我使用類似
的技巧，引導學童與我發展更深入的對話，因而得知這群出身鄉村學校的小學生，最大的
煩惱是貧窮；其次是功課⸺同學們因大人對功課的深刻期許而備感壓力；最後，是身材
肥胖。儘管分享這想法的學童，並非 ｢ 肥胖 ｣ 到足以自顧自憐。但是，眼前的他，最豐富
的負面經驗就是「因為胖」而被取笑「跑步慢」，因為「跑步慢」而會「害全班接力賽無法
得獎」，因為「全班接力賽無法得獎」就會「害老師生氣」，因為「老師生氣」就會「害到
整排同學無法下課」。當我們的討論越發深入，同學們深入對話的能力也越形增強。歧視
不僅是理論課題，更是班級經營、人我關係與霸凌現場的直譯。爾後，系列課程又被我們
轉化為數個重要的兒童人權的主題，包括：生存權 ( 貧窮帶來的恐懼 )、遊戲權 ( 沒得獎
導致全班無法下課 )、人格權 ( 因身材而受到人格污辱 )、受教權 ( 成績好壞導致受教機
會不均 ) 等。

我們因此起勁地共讀了《世界人權宣言》繪本，延伸出更多可連結討論人權與性別主題
的繪本。期間，我們好喜歡《人權教育ＡＢＣ》裡的遊戲，我將之應用與穿插在繪本討論之
後，讓每次上課都像赴宴一樣熱鬧滾滾。我還記得在小一班上共讀《真正男子漢》時，小女
孩舉起手質問 ｢ 繪本中『那個男子漢』，為什麼要嘲笑女生？ ｣ 女孩用數學邏輯的方式，推
理不出此等人間滋味，她當真不懂地問：｢ 可是他嘲笑女生？那不是嘲笑他自己的媽媽了嗎？

｣ 我把兩班學童的問號捧在手上、心上，他們豐富的思考線路就這樣伴我度過了好些年，收
穫滿滿的教學歲月。



兒童人權繪本書箱子

主題

差異、衝突與解決

看見差異的生命線 《我不知道我是誰》 強布雷克 / 格林文化

瑪努埃拉．奧爾騰 / 三之三《真正的男子漢》
性別與身心障礙者人權之

｢ 我還是我 ｣

稻香樟樹爺爺之權力與責任 《我真想有一棵大樹》 佐藤曉 / 巨河

《我選我自己：不會寫字的
獅子又來了！》

馬丁．巴茲塞特 / 米奇巴克選舉權

繪本

《一百萬隻貓》
 《小蟲貝魯與小蟲蟲達達：
我們和好吧》

 
《紅黃黑白》

汪達．佳谷 / 遠流

原京子 / 小魯文化

布莉姬特．敏娜 / 暢談國際文化

作者 /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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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協助帶領兒童人權教學所使用的繪本，載錄於以下 ｢ 兒童人權繪本書箱 ｣。

讀者可以參考不同主題所對應的繪本，進行教學。

三、行動主張：互動之後，世界就不一樣
——如果能早點認識他，就好了

時間再回到我與小一、小六一起上兒童人權的課室。

作為 ｢ 外來資源 ｣，我很榮幸可以擔任主要授課者，在兩位老師的信任下，我
分別為高低年級上一堂 ｢ 自我了解 ｣ 的課程，完成 ｢ 偶 ( 我 ) 是誰 ｣ 手偶作品。

第三堂，我們將主力放在低年級，由低年級生設定校園中的 ｢ 祕密基地 ｣，並發展
｢ 訪談大哥哥、大姊姊的訪綱 ｣。

第四堂進行 ｢ 相見歡 ｣，小一與小六兩班把教室坐滿、站滿，再以抽籤決定小
天使與小主人的配對。因人數不同，以及小六融合了特殊生的緣故，我們依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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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適當安排少數組別配對為兩位小天使 ( 小六 ) 對一位小主人，效果頗佳。活動
歷程中，小六老師意外發現類似活動不僅有助於小一、小六連結情感，也擴大了小
六生表達其承擔責任的一面。導師表示自己對幾位沈默的小六同學誇目相看。這些
學生上課靜悄悄，卻很能照顧學弟妹，這是尋常的課程與教學激發不出的學習表現。

小一導師與我發現，該班的小一生已不再懼怕學長姐，下課時間牽手相約去小六教
室 ｢ 看 ｣ 大哥哥、大姊姊，只要看到自己的學長姐，就像中獎那樣高興。類似的觀
察令我十分驚豔，小一生光是睜睜地看著人模人樣的學長姐，也能如此雀躍。

第五堂課，由小一生帶小六生前往校園祕密基地 ( 如：司令臺、遊戲區、大樹
下等 ) 進行訪談，小一生態度認真，小六生或憐愛、或欣賞，也有人當起老師，一
字一字指導弟弟妹妹怎麼寫出正確訪談筆記。

第六堂課因為小六生即將畢業，因此，是一門告別彼此的 ｢ 畢業快樂 ｣ 活動。

課程前，三位老師已先 ｢ 串通 ｣ 好，由小一生在上課鐘響時，各手持兩支冰棒前往
小六班級，接著，小一生一一贈送小六生冰棒，最後，以小天使小主人一起吃冰棒
作結。意外的是，小六生帶給小一生很大的驚喜，不知在何時，全班已完成了手寫
的精美小卡要送給小一生，內容詳述他們的回憶、叮嚀與祝福。其中幾位小六生，

以小一生熟悉的注音符號完成的卡片特別窩心。吃完冰棒活動就結束了，但見小一
生與小六生，或牽著手一起吃冰棒，或先抱抱之後再一起吃冰棒，也有面對面害羞
靦腆、一句話也沒說地吃完各自的冰棒，但離開前卻擦淚道別。回到教室，小一生說：

｢ 我捨不得大哥哥大姊姊畢業 ｣、｢ 但願早一點認識大哥哥大姊姊 ｣、｢ 半年的活動
太短了 ｣ 等等。

三位老師見證小一學童，從覺得小六大哥哥大姊姊 ｢ 好可怕 ｣，到真心 ｢ 捨不
得 ｣ 他們畢業。這段期間，正因為發展貼近兒童學習需求與文化脈絡的兒童人權系
列課程，我們才有能力與孩子一起長出這輝煌的跨越能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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