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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109 學年度教案示例 

 (特殊教育) 

 服務群部定必修專業科目 領域( 事務機器與電腦應用概論 科目) 

主題/科目單元名稱 做個數位互動達人 設計者 國立新竹高工王若權 

實施對象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學生 總節數 共 3 節，合計 150 分鐘 

課程實施方式 

■融入部定課程 ■必修（事務機器與電腦應用概論） 

        □選修 

□融入校訂課程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校訂性別相關課程 

□彈性學習時間 

教學設計動機與理念 

青少年階段的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著交友的需求，而現今數位媒介普

及，人際互動的方式也日趨多元，電話、網路、社群網站、交友 app等充斥

在學生的周遭，俯拾即是。然而在新聞媒體中，經常出現青少年透過社群交

友平台相互認識而後發生約會強暴的性侵害社會事件，其中不乏身心障礙學

生，因此在學校教育階段，透過課程協助學生在性侵害防治的增能，是相關

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本教學設計以特教班部定必修科目事務機器與電腦應用概論為融入科

目，科目中的學習重點涵蓋了通訊與安全使用網路的能力，與學習通訊軟

體、相關網站操作與使用禮節，因此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性侵害防治，融

入生活中經常使用的網路交友軟體與社群網站，有助於強化特教學生自我保

護與適切的性別互動能力。 

學生能力分組依據 

由於本單元課程需考量學生操作數位載具之經驗，例如手機、電腦、平

板電腦等，由於特教班學生家庭生態環境不同，社經地位落差較大，因此學

生先備能力的評估，另增加是否有相關數位載具的操作經驗，採異質性分組

方式（包含認知理解、性別、社會互動能力等），將學生分成 A、B兩大

組，兩大組中個包含 H組與 L組能力之學生。 

H組：理解能力較良好，且具備較良好的生活適應功能，對於教師的提問能

主動積極回應，課堂活動參與程度較高。 

L組：理解能力相較於 H組的同學較低，主動性較不足，較缺乏生活經驗，

對於教師的提問主動性較低。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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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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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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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核心素養 
具備操作服務相關設備、設施等基礎技能，增進科技資訊運用及符號辨識能

力  

性平 

議題 

適切 

融入 

學習 

重點 

學習主題 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的防治 

性平議題 

實質內涵 

性 U4 維護與捍衛自己的身體自主權，並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U5 探究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相關議題，並熟知權利救濟的管道與程

序。 

領域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服務-專-事概-6 具備運用電腦處理文書工作、傳送資料、通訊及安全使用網

路的能力，提升個人生活、參與社區及就業的基本能力。  

學習內容 

服務-專-事概-J-a 網路的功能 

服務-專-事概-J-b 網路生活資訊查詢方式  

服務-專-事概-J-c 通訊軟體、相關網站操作與使用禮節  

教學 

資源 

教材來源 

1.避免約會性侵不同意要說 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jJZxTQlus） 

2.約會強暴新聞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826232） 

3.約會強暴新聞（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106817） 

4.影片網路交友約會陷阱多。小心帥哥變杰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AS7lA-xu8） 

5.網路禮儀認知學習手冊 

6.如何適當使用網路資源學習手冊 

教學設備(含 

輔具之應用) 
電腦、單槍投影機、海報、POP 文具、籤筒、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 

其他資源 

1.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資訊服務網：預防約會強暴守則 

2.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惡魔在身邊-約會強暴危

險就在你我身旁 

學習 

評量 

評量方式 口頭問答、情境判斷 

評量表單 學習單、評量單 

學習目標 

組別 領域學習目標 性別平等敎育學習目標 

H 組 

1. 能分享生活中的網路文章 

2. 能使用網路平台與 app 運用適當的文字內容發

表文章。 

3. 能分辨具有陷阱的網路內容。 

4. 能選擇適當的網路數位媒體內容。 

1. 能舉出網友約見面的適當保護技巧（適

當人潮多的地點、有陪同者）。 

2. 能分辨具有性暗示的用語。 

3. 面對不當言語、肢體互動、與性有關的

要求等情境能舉出可採取的行動措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jJZxTQlus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826232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1068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AS7lA-xu8
https://www.police.ntpc.gov.tw/cp-21-1171-1.html
https://safesex.kcg.gov.tw/News_Content.aspx?n=6771602413BDF7E8&sms=772706F770E392D2&s=6A7053828B595757
https://safesex.kcg.gov.tw/News_Content.aspx?n=6771602413BDF7E8&sms=772706F770E392D2&s=6A7053828B59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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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組 

1. 能建立網路帳號，並且正確登入網路平台。 

2. 能查詢與閱讀通訊與社群軟體的資訊內容。 

3. 能選擇自己喜歡的網路資訊內容。 

4. 能使用網路平台與 app 與老師、同學傳遞訊息。 

5. 能選擇適當的網路數位媒體內容。 

（明確表達拒絕、離開現場、電話聯繫

親友）。 

學習評量 

評量

方式 
A：紙筆測驗  B：觀察評量 C：實作評量 D：指認 E：口語問答 F：其他：________ 

支持

程度 
ˇ：獨立完成  Δ：部分協助完成(EX：口語/姿勢/示範/肢體)  ○：完全協助完成 

評量

標準 
5：100%~91%   4：90%~81%  3：80%~71%  2：70%~61%  1：60%以下 

增強

系統 

個別口頭增強、並採取小組競賽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流程、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備註 

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比手畫腳猜猜看 

1. 由教師事先準備題目籤筒，由教師示範如何抽題，以

及用比手畫腳方式讓台下同學猜出題目的內容。 

2. 學生了解如何進行活動後，由同學輪流抽題上台以比

手畫腳的方式讓台下猜題，猜中者可的一點，本活動

每人最多可得三點。 

3. 教師揭示人際間溝通媒介的發展過程，除了用說話、

文字、寫信的以外，表情、動作、聲音也是，而現今

生活中數位媒介的發達，許多溝通的方式可透過網路

方式傳遞，克服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發展活動 

一、生活中常使用的網路通訊或交友軟體 

1. 教師於投影片中以圖片呈現常使用的網路互動或影音

平台媒介，並且請同學舉手調查各項軟體與 app 的使

用經驗，以及是否擁有各項 app 的帳號。 

2. 教師發下社群與通訊軟體對對碰學習單，帶領學生瀏

覽並回顧五個常用的社群通訊軟體，透過學習單讓同

學練習辨識軟體名稱與圖案，並且了解學生是否擁有

軟體的帳號，以及使用經驗。 

3. 教師發下社群與通訊軟體功能大補帖學習單，依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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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享學習單中五個常用的社群通訊軟體經驗，逐一

勾選各軟體的功能（交新朋友、與朋友聊天傳訊息、

看同學的動態、記錄我生活有趣的事情、查資料），

在討論過程中若有發現選項中沒有的功能，可以請同

學記錄在其他欄位中。 

  

 

4. 教師針對網路通訊或數位影音平台作小結，在網路發

達的世代，有各種軟體或 app 供我們使用，每項 app

都有獨特且吸引人的功能，若能妥善使用可以增進我

們的生活經驗，也可以拓展視野。 

 

二、如何適當的使用網路資源（含通訊軟體） 

1. 使用網路或 app 雖然方便，但是在使用時，然而要把

握使用上的注意事項，才能讓我們安全適切的使用資

源。 

2. 教師說明不當使用網路資源的案例，透過案例分享說

明使用網路資源需留意的事項，包括不當的複製貼上

他人內容、音樂影片擅自放上網路、擅自擷取圖片等

容易觸犯法律的行為。 

 
（資料來源：如何適當使用網路資源學習手冊） 

 

三、使用網路通訊軟體交友的基本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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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網路資源除了可以完成許多任務與事項外，在人

手一機（手機）的現代社會，運用 app 交友與通訊已

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環，讓我們可以和他人溝通

互動無遠弗屆。 

2. 雖然透過數位方式可以克服在與別人互動的空間與時

間限制，但往往也容易因為在虛擬的平台，沒有見到

當事人的情況下，而忽略了人際間溝通的應有分際與

技巧。 

3. 教師揭示使用網路與人互動時應注意的八大原則與口

訣：（1）網路發言請注意，友善尊重受歡迎（2）問

安再見掛嘴邊，禮多不怪得人疼（3）用字精簡又正

確，火星文字請避免（4）誇大毀謗請遠離，互相尊

重最重要（5）文章信件加標題，最後記得簽上名

（6）發文之前請閱讀，重複問題惹人嫌（7）寄送信

件請確認，容量內容要考慮（8）聊天發問守規則，

確保溝通無障礙。 

4. 教師以案例情境，請學生判斷情境中的狀況，是否有

注意到網路互動的原則，若不適當，是哪裡出了問題

呢？ 

 
（資料來源：網路禮儀認知學習手冊） 

5. 以實際情境中可能出現的狀況，請學生練習判斷與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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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網路禮儀認知學習手冊） 

 

四、網路交友與避免不當的網路互動 

1. 先前提到的各種網路通訊的 app 除了是與朋友溝通互

動的方式，也可能是用來認識別人與新朋友一種方

法。 

2. 教師調查課堂上同學使用通訊、交友軟體認識新朋友

的經驗，或是請同學分享周遭親朋好友是否有此經

驗。 

3. 教師說明網路交友與一般的交友過程相似，彼此雙方

嘗試的相互了過程中會有許多互動與交集的機會，然

而網路仍屬於虛擬世界，且容易隱藏真實身份，因此

在互相了解的過程中對於部分具有風險的互動內容或

訊息，須多加留意。 

4. 舉例不當的網路互動行為：教師舉例說明不當的網路

互動行為包括具性暗示或猥褻的語言與動作、不當的

要求（例如請對方露出胸部、下體等隱私處）、或未

經當事人同意錄影。 

5. 教師播放約會時的性暗示語句報導，透過新聞影片進

一步讓學生了解大眾對於性暗示語言的看法為何，並

且透過教師引導討論是否曾經在周遭聽過含有性暗示

的語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B2Fs5WIAnU 

6. 說明性暗示語言，所傳遞出的可能是對方所想要的進

一步的關係（可能是身體接觸、也可能是性行為），

若對方的意圖並非自己的意願，須適當地表明自己的

立場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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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師進行網路互動大補帖活動：請同學依序上台，在

黑板上列出剛剛在影片中所看到，或曾經在新聞中報

導過的具有性暗示的語言與對話，讓學生輪流練習做

判斷，並練習說出適當的處置方式（立即離線、封鎖

對方、報告家人老師、檢舉） 

 

五、身體自主權維護與預防約會強暴 

1. 教師播放網路交友陷阱預防影片，透過影片協助學生

加強網路交友約會時的須知（避免單獨赴約，應結伴

同行。選擇公開場所，避免人少偏僻空間。性暗示的

言行明確表達拒絕，或伺機離開。與 16 歲以下者發

生性行為皆屬違反妨害性自主罪。若受侵害應立即報

案與驗傷） 

 

（引自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委託蔡阿嘎公

益影片：網路交友約會陷阱多，小心帥哥變杰哥 https://w

ww.youtube.com/watch?v=jPAS7lA-xu8） 

 

2. 教師揭示並說明預防約會強暴十大守則以及所對應的

尊重對方的負責表現： 

（1）約會前告訴家人或朋友約會對象、時間、地點及預

定回家時間（貼心的提醒對方向家人打個電話）。 

（2）赴約前，對整個約會行程要充分了解，約會地點要

安全、正派、最好是由自己指定的地點（說明今天

要去的地點並且徵求對方同意）。 

（3）與對方共進餐宴盡量不要喝酒，對於來源不明食物

或飲料不要任意飲用（詢問對方喜歡的無酒精飲

料，掌握行車安全不酒駕）。 

（4）注意約會時間，不要過早或過晚（討論好最晚的回

家時間並且準時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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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c/%E8%94%A1%E9%98%BF%E5%98%8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AS7lA-xu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AS7lA-x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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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不太熟對象約會，最好找朋友陪伴赴約（詢問對

方意願多約幾的個朋友一同歡樂）。 

（6）最好不要單獨前往對方住宿地點赴約，切忌進入其

房間或臥室（尊重對方不強迫到自己家裡）。 

（7）檢視對性的態度，設定對性行為的底線（我會尊重

對方身體，不隨意侵犯身體隱私處）。 

（8）要明確表達意思，當不想時，就明確說「不」，不

要有曖昧不清的態度（當對方不喜歡我的行為，我

會立刻停止並道歉）。 

（9）對方當下讓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覺應下定決心立即離

開（當對方想離開，我會尊重不免強）。 

（10）避免陷入甜蜜陷阱，通常男生會說:「如果你愛

我，你就應‥．」，但事實是如果他愛你，他就必

須懂得尊重妳（我不用愛逼迫對方要照我意思做，

我會用愛尊重對方選擇）。 

 

3. 教師播放避免約會性侵新聞宣導影片，說明適當拒絕

的重要性與技巧，並進一步強調適當的拒絕是維護自

己權益的重要表現，不要因為害羞、內向而不好意

思。 

4. 約會時除了需懂得判斷保護自己的適當方法，也要懂

得尊重對方的負責表現，我們要保護自己避免成為約

會強暴的受害人，也不成為傷害別人的加害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jJZxTQlus 

 

 

課堂活動-駭客任務 

1. 教師進行分組活動，分成二大組，組內的每一位同學

需輪流回答教師所設計的情境簽，從中選出適當的行

動與措施，同組的同學可以提示。 

2. 情境簽當中的情境問題分為四大類，分別為適當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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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軟體、網路基本禮儀、正確的網路交友、約會見

面與自我保護。 

綜合活動 

總結今日的課程重點觀念 

1.我們現處數位時代，網路與數位媒介已成為我們日常

生活中溝通互動的方式，同學需懂得可從中挑選適合

自己且會操作的項目。 

2.當我們在學習時，善用數位媒介可以幫助我們學習，

提如用網路與查詢資料，運用 app 做檢定複習，或是

透過線上與同學討論。 

3.運用網路與數位媒介與同學、朋友對話時，基本原則

包括…。 

4.網路交友為時下相當流行的交友方式，但也容易充滿

陷阱，網路交友時應原則為…。 

5.網路也是市場營利需求導向，沒有消費就沒有需求，

不當使用網路（如經營偷拍未成年者影片的網路平

台），也可能成為性暴力、性剝削的幫兇。 

教學回饋（請依實際教學情形斟酌寫內容） 

教學省思 

1. 本教學單元學生的先備能力須具備數位媒體的使用經驗，部分智能障礙學生若

數位媒體使用經驗較為不足，本教學單元進行前可能需先行加強學生數位媒體

使用的技能。 

2. 本單元的情境簽仰賴學生的生活經驗的結合，因此課程內容可因應學生的個別

特質與生活經驗差異，由教師替換情境簽的內容，使情境演練能更貼進學生的

生活經驗。 

教學 

提醒 

類化學

習設計 

1. 配聯絡簿、日記心得等媒介讓學生分享與本單元相關的生活議題。 

2. 可結合學校所規劃的學期、學年議題或主題，讓本單元的學習重點與學校課程

目標結合。 

學生偶

發狀況

處理 

1. 若學生特質為對於性別議題的特定字眼敏銳度過高，反應會特別激動者，教師

可斟酌調整影片內容與用語，或是在課堂中作預告及事前的引導，以降低學生

語言或情緒過於激動的反應。 

2. 課堂任務階段，若學生主動性不足，教師可協助將步驟流程化後呈現於黑板，

引導學生依步驟完成。 

3. 若學生能力較弱，完成課堂任務有困難，教師可調整課堂任務為部分項目參

與，或者另設計適合學生能力的情境簽內容。 

協同人

力安排 

視學生需求，搭配教師助理員、特教生助理員等協助。相關協同人員於課程進行前

與授課教師共同了解課程目標與活動進行流程，以確保本教學活動與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融入的精準度（Fide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