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靜修中學國中部  112 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生命教育)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節數 每週1 節  

設計理念 

*背景：在地百年的靜修中學，是為了培養賢德人才興設的，也深具人文、歷史的重要地位，更是台灣文化協會創會的所在地，具有天主教的敬天愛人、天德與人德的精神。 

*願景： 

1.國際化：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互信互助具國際觀的世界公民。敏感於世界資訊串流的現象與反思，建構好的人學圖像。 

2.秉持「靜心修身」精神：培養出自覺與覺他，懂得慎思明辨地知善、擇善、行善的青年。 

*特色： 

六年一貫的校本課程，從生命教育的七大領域，到現今的五大學習重點，將1學分的必選修，加深加廣為三年、六年的課程。首要以「哲學思考」為基礎，訓練正確思考的內涵與方法，

利用各種議題來引導學生練習思考，培養思考的情意態度。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生 Aa-V-1以偏見及謬誤的各種形式呈現思考的阻礙。  

生 Aa-V-2正確思考的基本邏輯。 

生 Aa-V-3正確思考的方法與技能：掌握事實、分辨價值，並能對特定觀點或立場進行判斷。  

生 Aa-V-4正確思考的情意與態度：摒除阻礙思考之負面因素，建立適切的思考美德，以達立場不必中立，態度必須公正的理想。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 具備思考素養的概念及方法 

2. 增加辨識事實與觀點、偵查錯誤的敏感度 

3. 透過議題討論，進行內容分析與陳述觀點 

4. 進行思考自己的思考(後設思考)，檢視自我的思考歷程 

學習 

內容 

1.內容分成正確思考、常見的偏見與錯謬的形式、基本的邏輯推論規則等。 

2.事實與觀點的判別，事實與限制的分析，價值觀對思考的影響。 

3.適切思考的美德：傾聽、溝通、理性分析、自知無知的思考限制等要素的回顧與反思。 

課程目標 

1. 具備適切的思考素養，覺察自我的思考層次，認識及練習運用高階思考的層次與於生活中。 

2. 透過了解不同推論形式，提升思考察覺力。 

3. 藉由偏見及思考謬誤的舉例，訓練偵錯的能力。 

總結性評量-

表現任務 

上學期： 

1. 學習：自我觀察並舉例說明常見的偏見與謬誤。 

2. 練習：練習邏輯推理題目，養成慎思明辨的習慣。 

3. 報告：舉例說明某種思考的謬誤、偏見或意識形態，進而體認正確與客觀思考的重要性。 

 

下學期： 

1. 學習：分析典範人物的思考素養，認識行動研究的議題。 

2. 練習：分組報告決定議題、蒐集資料、思考分析、構思報告內容、設計簡報、口語練習。 

3. 報告：小組完成議題簡報，檢視學年學習成果。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形成性評量(檢核點)/期末總結性  

第 

1 

學 

期 

第 

1-8 

週 

思考素養1 

一、課程介紹 

1. 解析這門課教學大綱 

2. 介紹相關閱讀的書單 

二、解析思考素養： 

1. 從案例中說明，日常常犯思考上的錯誤作為導引，傳達正確思考的重要性。 

2. 增加偵查錯誤的敏感度，從題目中累積除錯的概念。 

1. 口語評量：能舉例說出常見的偏見或

謬誤。 

2. 高層次紙筆測驗：完成邏輯推理的題

目練習。 

第 

9-15週 
思考素養2 

三、認識常見的偏見與謬誤的形式： 

1. 認識基本邏輯推理，僅需讓學生了解基本原理即可。 

2. 練習初階的邏輯推論規則。 

3. 說明接下來會以「議題討論」為練習：蒐集資料、分辨事實與觀點的差別，

利用正確思考的技巧。(概念明確、判斷恰當、證明有所依據、推理邏輯) 

1.口語評量：能舉例說出常見的偏見或謬

誤。 

 

2.高層次紙筆測驗：完成邏輯推理的題目練

習。 

 

第 

16-21週 
思考自己的思考 

1. 以正確思考的方法與技能來解析，是否掌握相關事實，能區分主觀觀點或客

觀事實，釐清相互衝突的價值或實踐規範，在事實掌握與價值分辨的基礎上

進行相關觀點與立場判斷。 

2. 是否能展現適切思考的情意與態度，因為屬於正確思考不可或缺的部分，包

含兩方面：首先人要學習察覺自己在情意與態度上可能有的各種偏頗，例如

成見、私欲與意識形態的，其次要認知與內化正確思考所需之各種思考美德。

並在自評互評中，也檢視個人是否有做到開放、傾聽、「立場不避中立但是態

度必須公正」等態度。作為上學期重要的學習成效。 

3. 檢視整學期關於正確思考的內涵與方法、辨識「事實」與「觀點」的差異、

思考的謬誤與偏見、意識形態等概念。 

總結性實作評量：能舉例說明在論述上，

常犯的成見或情緒，影響思考的實例，檢

視整學期成效。 

第 

2 

學 

期 

第 

1-5 

週 

以思考素養探尋人生 

一、影片觀賞與問題思考： 

透過觀看全球百大典範人物的例子，覺察典範人物具備哪些思考素養。 

二、行動方案設計與實踐： 

學校的營養午餐總是倒掉的比吃掉的多。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資料指

出，全世界每年生產的食物有三分之一，約13億噸，還沒進到人的胃，就先進

了垃圾桶。這些食物能夠讓百萬名長年飽受飢餓之苦的非洲難民，取得基本三

餐溫飽。了解這些訊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現狀？ 

1. 與組員共同討論，檢視自己班級的用餐狀況，並設計出零廚餘的活動方案。 

2. 全班票選最佳的行動方案，共同執行。 

3. 紀錄行動方案的執行過程，並於一個月後進行檢討與修正。 

1. 口語評量：說出典範人物行動背後的

想法。 

2. 總結性實作評量：以小組方式共同完

成，依序討論每個要素，將內容寫下，

並加以檢視。 

第 

6-17週 
小組報告 

一、小組報告 

1. 分析外配或外勞的刻板印象及偏見謬誤。 

2. 何謂真正的美感：女性對於胖瘦的迷思？ 

3. 推動減塑到無塑的綠化生活之重要性與日常生活實踐。 

4. 推動環境永續的重要性並舉例說明。 

5. 從聯合國17項目標，擇一解析說明以及可能方案。 

總結性實作評量：採報告為表現任務，從

設計簡報的順序、排版到口頭說明等評估。  

第 

18-21週 
後設思考的情意態度 

一、回顧及反思個人的學習狀況： 

1. 將上下學期的學習成果以一張 A4個人學習評量，進行摘要核心概念並彙整上

1. 高層次紙筆測驗：摘要出核心概念、

繪製出學習歷程，並書寫個人的上下



下學期的學習歷程，挑選重要概念，並以回顧反思的態度檢視整學年學習歷

程。 

2. 介紹不同種類的圖表方式，作為回顧的參考方法。 

3. 彙整出整學年的核心概念及學習脈絡，最後陳述個人的學習心得分享。 

二、明白人在思考上有其限度，人有無知之知，懂得謙遜的重要性，多一點開放、

傾聽及善意解讀與溝通。 

學期的核心概念與心得。 

2. 總結性實作評量：彙整上下學期各項

學習單、小組討論等書面資料，評估

學習成效。 

議題融入實質

內涵 

科技教育：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性別教育：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 職場中基於性別 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視。 

環境教育：*環 J4了解永續發展的 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國際教育：國 J10 了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 

評量規劃 
上學期：口語評量10%、學習單30%、課堂表現10%、總結性實作評量50% 

下學期：口語評量10%、學習單20%、高層次筆紙測驗10%、課堂表現10%、總結性實作評量5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多媒體設備、海報紙 

教材來源 

1. 冀劍制，《用故事教孩子邏輯思考力：哲學教授親自編寫故事讀本+29堂邏輯思考

課》 

2. 冀劍制，《邏輯謬誤鑑識班：訓練偵錯神經的24堂邏輯課(增修新版)》 

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課本 

師資來源 生命教育專任老師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