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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隨着社會不斷進步與發展，社會事務變得越來越多與複雜，人在生活中所

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亦會越來越多與困難，因此，如何適應壓力逐漸增強的現代

社會，較為重要的關鍵素養與能力在於能發現問題的核心並提出有效解決問題

的方法，以及在心理層面上培養出較為良好的抗壓心理。 

 

本課題希望以此作為教學原則，讓學生能主動地找出問題的根源與思考解決

問題的方法，並能以此作為個人的基本能力，令學生面臨其他問題與挑戰時仍

能從容面對，不會使壓力如巨石般壓垮自己，而是像台階一樣，成為步向更高

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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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西周末年社會

變動 

隨着西周末年王室權威

崩壞，使原本以周王室

為中心的管治秩序失

衡，令各地諸侯紛紛崛

起，導致社會出現變動

與混亂。隨着既定的秩

序被打破，即意味着社

會上充滿着危與機，也

充斥着自由與混亂，正

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

下，一些有識之士希望

解決如此紛亂的局面以

及如何在亂世中安身立

命，致使思想上出現

「百家爭鳴」的局面。

本主題主要以儒道墨法

四家作為學習對象。 

2016-10-

17 
40分鐘 

第二課節 儒家 

本課節主要以孔子、孟

子、荀子作為學習對

象。儒家希望以周禮為

基礎重建道德觀與社會

秩序，以此解決諸侯戰

爭不斷，道德崩壞的問

題。 

2016-10-

18 
40分鐘 

第三課節 道家 

本課節主要以老子、莊

子、作為學習對象。面

對混亂而無序的社會，

道家主要思考如何在此

亂世中安身立命，主要

以效法自然的形式，無

為而無不為。 

2016-10-

19 
40分鐘 

第四課節 墨家 

本課節主要以墨子作為

學習對象。墨子認為等

級區別會令衝突頻起，

因此解決世間紛爭的前

題在於在廢除所有身份

與等級，以絕對平等的

身份關愛他人，達到天

下一家的目標。 

2016-10-

20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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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法家 

本課節主要以商鞅、申

不害、慎到、韓非作為

學習對象。相對於儒

家，法家希望加強外在

規範以穩定社會秩序，

以此解決社會問題與提

高君主權威。 

2016-10-

21 
40分鐘 

教材 

梁一鳴 駱為孺 謝偉傑 葉小兵 主編《探究中國歷史(4上)》文達

出版有限公司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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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人作為社會性動物，或多或少都會涉足於社會事務當中，具體的社會事務

與社會的整體情況以及變化，都會使人形成一定的想法與觀念，因此社會與個

人一直處於互動的作用之中，每個時代皆會為時人的思想刻烙一定的特點，因

此思想的出現與時代息息相關。 

本課題以中國古代史當中思想較為開放與多元的先秦思想作為教授內容，

首先，讓學生明白西周末年社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除了社會環境的改

變之外，還有各派對於如何解決紛爭的時局紛紛提出自己的觀點，是基於一種

適應與解決現存問題的思考方向。 

其次，通過學習儒道墨法四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能把人物思想與

時代特點相聯繫，以此得出人物思想之由來以及各學派對於解決紛亂時局之看

法，並能指出這些學說優劣之處。 

最後，在方法對應問題的原則下，讓學生清楚明白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

行之有效，關鍵在於所提出的方法有沒有解決問題的核心或解決造成問題的主

要原因，並能以此原則應對生活中的一切問題，並能自發的參與到世界事務的

討論當中。 

二、主要內容 

(一) 單元主題名稱：先秦思想——儒道墨法 

(二) 教學設計： 本單元主要目標：讓學生能瞭解思想與社會環境與問題的

聯繫，並能指出各派學說所對應的社會問題，以此顯示出各派的側重點，繼而

討論各派的優劣點，從而發表自己的見解。 (1) 瞭解封建制度於後來對周王室

政權的破壞作用，以及與春秋戰國時代的聯繫；(2) 能夠明白百家爭鳴局面出現

的時代背景； (3) 能夠掌握儒家、法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4) 能

夠就各家的學說提出自己的見解，並能延伸到澳門社會甚至世界事務當中。  

(三) 教學策略： (1) 通過史料閱讀或問題探討等形式，讓學生自行建構有關

西周末年的時代特徵，建構有關西周末年的情景，然後以此為基礎探討各派思

想。  

(2)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互相討論，讓學生既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亦能細心

聆聽別人的見解，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 

(四) 教學活動：課堂提問、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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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方法往住對應着問題，而各家的學說則是對應着時局的某一方面，以共同

合作學習模式探索各家發現時局問題之核心，並設身處地代入時人考慮學說之

可行性。 

四、教學重點 

1.從政治、經濟、社會方面分析春秋戰國學術興起的背景。 

2.儒道墨法四家的代表人物及政治學說的內容，並分析四家思想如何回應

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問題。 

五、教學難點 

1.各家學說之異同。  

2.各家學說於時代的優劣之處。 

六、單元教學部分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A-6.了解東方主要國家現代化的探索歷程，理解不同國家的社會發展模

式。 

A-7.從多角度評價重要時代人物，探究重要時代人物與社會變遷和發展之

間的關係。 

B-2.了解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特色及其形成的緣由，進而理解尊重文化差

異對建構和諧社會的作用。 

B-6.反思人類在面臨適應環境或是社會變遷的情境之下，所進行的保存、

傳遞和革新文化的行為。 

七、教學用具 

教本、PPT、學習單 

八、教學課時 

共五節，每節四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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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節課  

課題：西周末年社會變動  本單元/課 共 1 節  

日期及時間：2016年 10月 17日 

具體教學目標(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A-1.瞭解西周末年周王室

權威瓦解時諸侯的反應; 

(A-6) 

A-2.理解西周末年政治變

革、經濟變遷與社會劇變

如何導致思想的開放與多

元。 

(A-6) (B-2) (B-6) 

B-1.通過時代的變遷，

讓學生明白窮則變，變

則通的道理，並能不斷

增值自己以應付時代的

挑戰; (B-2) (B-6) 

B-2.通過春秋戰國時代

強大諸侯對知識的重

視，感悟知識對個人以

及國家的重要性。 

(B-2) (B-6) 

C-1.學會從歷史事

件中自行歸納其特

點; (A-6) 

C-2.通過學習百家

爭鳴的背景，能從

多方面歸納事件出

現的原因。 

(B-2) (B-6) 

D-1 感悟危與機是一體兩

面的道理，培養學生能勇

於面對壓力並不斷前進的

勇氣。(B-2) (B-6) 

教學內容：1.西周末年的社會變動與思想自由 

教學內容：2.「百家爭鳴」局面出現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 

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填代

號)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教學評量 

A-1 

C-1 

 

 

 

 

 

 

 

 

 

 

 

 

 

 

 

 

一、 引起動機 

1.製作圖畫(分組活動): 

各小組根據對周朝封建制度的印象及瞭解，繪畫

一幅有關封建制度中周王室與諸侯國關係之圖

畫。 

2.討論並發表意見有關此制度如何導致春秋戰國

時代的出現。 

 

小結:教師利用學生們所創作的圖畫，以課堂中老

師與學生為例子，讓學生理解封建制度中君臣關

係，大致如下圖所示: 

 

 

 

 

 

 

 

 

 

 

 

畫紙 

 

 

 

 

PPT 

 

 

 

 

 

 

 

 

 

7min 

 

 

 

 

 

 

1min 

 

 

 

 

 

 

 

 

 

 

學生投入活動 

 

 

 

學生能夠回答: 

封建制度是賦

予諸侯管治地

方的權當周王

室 權 威 下 降

時，一些強大

的封國便逐漸

不受周室之命

令，各諸侯國

互相攻伐，希

望稱霸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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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B-1 

B-2 

C-1 

D-1 

 

 

 

 

 

 

 

 

 

 

 

 

 

 

 

 

 

 

 

 

 

 

 

 

 

 

 

 

 

 

 

 

 

A-2 

B-2 

C-1 

C-2 

D-1 

 

 

二、 教授正課 

1.問題討論: 

(1)各小組討論能代表春秋戰國時代的關鍵詞，並

在便利貼(每組三張)上寫下內容，然後張貼在黑

板上，老師進行分類總結。 

 

(2)危與機向來是一體兩面，請各小組思考問題:

「若你生活在此時代，有何機會與危機﹖」然後

發表意見。 

思考的過程大致如下所示: 

 
 

小結: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戰爭頻繁的時代;同

時，由於眾多諸侯國希望可以盡快強大，稱霸中

原，故實行許多變法，雖平民者而有能者亦有機

會成高官，因此很多人紛紛就時局的問題與解決

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當時思想上出現百花

齊放的局面，是為「百家爭鳴」。 

 

建議筆記如下所示: 

 

 

 

 

 

 

 

 

 

 

 

 

2.通過政治變革、經濟變遷、社會劇變來說明

「百家爭鳴」出現之具體原因。 

首先觀看史料，讓學生明白西周與春秋戰國時期

有關教育對象的分別。 

○1 西周時:「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

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 

 

 

便利貼 

 

 

 

 

 

 

 

 

 

 

 

 

 

 

 

 

 

 

 

 

 

 

 

 

 

 

 

 

 

 

 

 

 

 

 

 

PPT 

 

 

 

 

 

 

 

6min 

 

 

 

 

6min 

 

 

 

 

 

 

 

 

 

 

 

 

2min 

 

 

 

 

 

 

 

 

 

 

 

 

 

 

 

 

 

 

 

 

 

 

3min 

 

 

 

 

學生能夠寫出: 

戰爭/民不聊生

/諸侯爭霸/王

室衰弱/外族入

侵/混亂/變法/

以下犯上 

 

學生能夠回答: 

危:戰爭頻繁死

亡風險高 

機:諸侯求才若

渴，不論身份

只要有效治國

必能居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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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2 春秋戰國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地方)」 

思考問題:說明西周與春秋戰國時期有關教育對象

的區別。 

 

然後以小組為單位，分別在書本中找出導致「百

家爭鳴」局面出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三方面因

素，並於海報上製作腦圖。 

腦圖架構大致如下: 

政治變革 

 
經濟變遷 

 
社會劇變 

 
最後各組分享對於各部份的理解，整理聆聽別人

分享後的重點與筆記 

 

 

 

 

 

 

海報紙 

 

 

 

 

 

 

 

 

 

 

 

 

 

 

 

 

 

 

 

 

 

 

 

 

 

 

 

 

 

 

 

 

 

 

 

 

 

 

 

PPT 

 

 

 

 

 

 

7min 

 

 

 

 

 

 

 

 

 

 

 

 

 

 

 

 

 

 

 

 

 

 

 

 

 

 

 

 

 

 

 

 

 

 

 

6min 

 

 

2min 

學生能夠回答: 

由貴族轉向平

民百姓 

 

 

 

學生投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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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B-1 

B-2 

C-1 

C-2 

 

 

 

 

 

 

A-1 

B-1 

C-1 

三、總結 

以簡圖總結本課節 

:  

 

課後任務(延伸學習):○1 理解於此時代背景下齊國

首先稱霸之因;○2 代入角色，若你是輔助周王室之

大臣，請你提出建議以重新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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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學習單 
一、閱讀下列有關齊國的資料，分別從政治、經濟與社會三方面找出其強盛之因 

資料一 資料二 資料三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

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

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

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管仲之謀也。 

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於好。」 

   齊於會盟中的口號:「尊周

室，攘夷狄，禁篡弒，抑兼

併」 

桓公曰：「伍鄙若何？」

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

不移；政不屢舊，則民不偷；

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

陸、阜、陵、攫, 井田疇均， 

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

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二、代入角色，若你是輔助周王室之大臣，請你提出建議令周王室重新強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節課  

課題：儒家  本單元/課 共 1 節  

日期及時間：2016年 10月 18日 

具體教學目標(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A-1 理解孔子、孟子和荀

子的主要思想內容。 

(A-7) 

A-2 分析孟子和荀子的相

關資料，並加以比較其異

B-1 通過學習孔子遊歷列

國的事跡，感悟專注及

堅持是成功的必要條

件。(A-7) 

C-1學會從歷史事

件中自行歸納其特

點; (A-6) 

C-2通過學習儒法

墨道四家的代表人

D-1 通過儒家學說的主要

思想，感悟關愛他人、以

民為本的重要性。(B-2) 

齊桓公 
政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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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A-7) 

 

物及其主要思想，

能把人物思想與時

代特點相聯繫，以

此得出人物思想之

由來。(A-7) 

教學內容：1.儒家學派的思想特徵 

教學內容：2.儒家學派主要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政治思想 

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填代

號)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

間 
教學評量 

C-1 

C-2 

 

 

 

 

 

 

 

 

 

 

 

 

 

 

 

 

 

 

 

 

A-1 

B-1 

C-1 

C-2 

D-1 

 

 

 

 

 

 

一、 引起動機 

1.情景設置: 

時代:春秋時代 

人物:老師為某地方官，而學生們則是百姓 

事件:某月某日，老師所扮演的官員正式到任地

方，仁慈的官員向各百姓說，日後要召集地

方各大鄉紳父老，要求他們收集好百姓的意

見後，再行禀報。 

 

2.小組討論(百姓討論): 

討論問題:○1 若你是當時的一介平民，你有怎樣的

心情﹖為何﹖○2 你會希望有一個怎樣的環境﹖然後

將已經討論好的意見向老師(即官員)報告。 

 

小結:百姓希望重回和平、有秩序的局面，因此一

些有識之士紛紛提出一些學說以達到此目的，「百

家爭鳴」出現的背景。 

 

 

 

 

二、 教授正課 

儒家學派——孔子 

 

 

 

 

 

 

 

 

 

 

PPT 

 

 

 

 

 

 

 

 

 

 

 

 

 

 

 

 

 

 

 

 

PPT 

 

 

 

 

 

 

 

 

 

 

 

 

1min 

 

 

 

 

 

 

 

 

5min 

 

 

 

1min 

 

 

 

 

 

 

 

 

 

 

 

 

 

 

 

 

 

 

 

 

 

 

 

 

 

 

 

 

學生能夠回答: 

擔驚受怕 

和平 /有秩序 /

沒有戰爭 

(投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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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引入:請問他是何許人﹖大家對他有何印

象﹖ 

以學生的回答為基礎進一步詢問孔子的人生經歷 

然後簡介遊歷多國、講課授徒等事迹 

 
 

2.介紹其匡正天下的方法，觀看史料 

子曰：「道(管理)之以政，齊(約束)之以刑，民免

而無恥;導(引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使民眾有羞恥心且向善)」 

詢問孔子認為如何能匡正天下﹖ 

 

介紹其匡正天下的學說 

小組討論:你們認為好的道德與禮節是怎樣的﹖ 

以學生的回答點出孔子的道德以仁、禮節以禮 

○1 仁，即愛人、關心他人，統治者要行仁政，即關

心民眾的生活，人民自然棄惡從善，社會自然穩

定。 

○2 禮，孔子認為天下大亂之原因在於各人都不遵守

周朝所創立的秩序，他認為只要各人重新遵守周禮

(恢複周禮)，則天下太平，因此孔子強調「正

名」，維護貴賤、尊卑、君臣、父子之間的秩序，

重視身份所帶來的規範與義務，不能僭越。 

 

 

 

 

3.以小組形式探究孔子理念中仁與禮的關係 

觀看史料: 

○1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 

○2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小結(建議筆記): 

 

 

 

 

 

 

 

 

 

 

 

 

 

 

 

 

 

 

 

 

 

 

 

 

 

 

 

 

 

 

 

 

 

 

 

 

 

 

 

 

 

 

 

 

 

 

 

5min 

 

 

 

 

 

 

 

 

 

 

 

 

 

 

 

 

1min 

 

 

6min 

 

 

 

 

 

 

 

 

 

 

 

 

 

3min 

 

 

 

 

 

1min 

 

 

 

 

 

 

學生能夠回答: 

至聖/萬世師表 

 

 

 

 

 

 

 

 

 

 

 

 

 

 

 

學生能夠回答: 

道德與禮節而

非政令與刑罸 

學生能夠回答: 

關心/關懷別人

/不傷害別人 ;

有禮貌/不過分

/尊重長輩 

 

 

 

 

 

 

 

 

 

學生能夠回答: 

仁為核心，禮

為形式，相輔

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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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C-1 

C-2 

D-1 

 

 

 

 

 

 

 

 

 

 

 

 

 

 

 

 

 

 

 

 

 

 

 

 

 

 

 

 

 

 

 

 

 

 

 

 

 

 

 

 

 

儒家學派——孔子之後的重要思想家(孟子、荀子) 

 

1.孔子希望以道德與禮法來約束人們，從而匡正社

會，平定亂世，這就是儒家學派的主要思想。孔子

之後，儒家學派出現兩大思想家，分別是孟子與荀

子，他們兩人都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獨

特見解，現在看書有關兩人政治思想的部份，看看

兩人分別發展了孔子的哪一部份﹖ 

 
 

 

 

 

 

 

 

 

 

 

 

2.觀看有關孟子與荀子對人性看法的資料，與小組

討論他們兩人政治思想之由來 

○1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

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4min 

 

 

 

 

 

 

 

 

 

 

 

 

 

 

 

 

 

 

 

 

 

 

 

 

 

 

9min 

 

 

 

 

 

 

 

 

 

 

 

 

 

 

 

 

 

 

 

 

 

 

 

 

學生能夠回答: 

孟子發展了道

德，荀子發展

了禮法 

 

 

 

 

 

 

 

 

 

 

 

 

 

 

 

 

 

 

 

 

 

 

學生能夠回答: 

孟子認為人有

善心，而我們

所的便是引導

百姓發現本來

之善心，需加

以引導，而統

治者要行仁政;

荀子認為人性

本惡，要以禮

法約束，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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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A-1 

B-1 

C-1 

D-1 

 

 

 

D-1 

○2 荀子: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

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

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

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

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

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

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總結及筆記如下: 

 

三、重温內容 

填寫下表內容: 

 中心思想 政治思想 

孔子 仁  

孟子  仁政 

荀子 禮治  

 

四、介紹有關孔子的遊戲(論語版大富翁) 

 
課後任務(延伸學習):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核心思想的一部份，由古自今一

直以來對中國社會均發揮很重要作用，因此現今人

們行事或觀念中或多或少都與儒家思想有聯繫，請

你觀察你所在的社會，觀察當中的禮儀、好觀念、

好行為等等，但亦在觀察的過程中思考這些觀念或 

行為的不足之處。 

 

 

 

 

 

 

 

 

 

 

 

 

 

 

 

 

 

 

 

 

PPT 

 

 

 

 

 

 

 

 

 

 

 

 

 

學習單 

 

 

 

 

 

 

 

 

 

 

 

 

 

 

 

 

 

 

 

 

3min 

 

 

 

 

 

 

1min 

正途 

 

 

 

 

 

 

 

 

 

 

 

 

 

 

 

 

 

 

 

學生能夠按照

所學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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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學習單 
一、觀察表 

1.時間與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2.對事件/行為/規定等等的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3.與儒家思想相同/相似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 

4.你的感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 

 

二、對儒家思想應用於現今社會的反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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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課題：道家  本單元/課 共 1 節  

日期及時間：2016年 10月 19日 

具體教學目標(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A-1 理解老子和莊子的主

要思想內容。 

(A-7) 

A-2 探究莊子對老子思想

的繼承與發展。(A-7) 

 

B-1 通過學習老子莊

子不為世所動的精

神，感悟精神獨立與

自由的重要性。 

(A-7) 

C-1學會從歷史事件中自

行歸納其特點; (A-6) 

C-2通過學習儒法墨道四

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

思想，能把人物思想與

時代特點相聯繫，以此

得出人物思想之由來。

(A-7) 

D-1 通過學習道家學說

的處世思想，能反思自

身的不足之處，從而做

到減少貪念，廉潔自

身。(B-2) 

教學內容：1.理解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徵以及與時局的聯繫 

教學內容：2.儒家學派主要人物—老子、庄子的政治思想與處世方法 

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填代

號)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

間 
教學評量 

A-1 

C-1 

C-2 

 

 

 

 

 

 

 

 

 

 

 

 

 

 

 

 

 

 

 

一、 引起動機 

1.情景設置: 

時代:春秋時代 

人物:老師為張貼招兵徵稅徵糧告示的士兵，而學

生們則是觀看告示的百姓。 

事件:某月某日，老師所扮演的士兵在牆上張貼告 

示(PPT 展示)，並順便解釋上次的好官被奸

人所害而調識了，今次上任的是不聽百姓意

見的官員，然後派士兵來張貼告示，因戰爭

頻繁而要求每月都收錢糧，引起學生所扮演

的百姓議論紛紛，相當不滿。 

 

2.小組討論(百姓討論): 

討論問題:現在百姓(學生)被迫得民不聊生，被迫

作反，請各小組以白紙製作一個簡短標

語，以表明你們不想要的事情與希望想要

的社會，然後進行分享。 

 

小結:百姓希望統治者不要經過發動戰爭，不要經

常打擾百姓的生活，穩定而清靜的生活，由此可

見，和平而清靜是當時民眾的向往。儒家認為道德

與禮制是達到和平的關鍵，而清靜則是道家認為解

PPT 

 

 

 

 

 

 

 

 

 

 

 

白紙 

 

 

 

 

 

 

 

 

 

 

1min 

 

 

 

 

 

 

 

 

 

 

5min 

 

 

 

 

 

1min 

 

 

 

 

 

 

 

 

 

 

 

 

 

 

 

學生能夠回答: 

反對徵收重稅/

反對戰爭/安定

/平靜/不要混

亂/不要民不聊

生/好好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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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B-1 

C-1 

C-2 

D-1 

 

 

 

 

 

 

 

 

 

 

 

 

 

 

 

 

 

 

 

 

 

 

 

 

 

 

 

 

 

 

 

 

 

 

 

 

 

 

 

決紛亂的方法。 

二、 教授正課 

道家學派——老子 

 
簡介其事迹 

 

1.以小組形式共同閱讀並分析史料，然後逐步完成

學習單有關老子政治思想的第一部份(1至 5)。 

史料: 

○1 道德經七十五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苛重

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政令

很多)，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

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2 道德經五十七章:「以正(靜)治國，以奇(詭秘)

用兵，以無事取(管理)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

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越)貧；民多利器，國家

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故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3 道德經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

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

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4 道德經八十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伯(多樣)之

器而不用，使民重死(珍惜生命)而不遠徙。雖有舟

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5 道德經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效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小結:以學生所做的表格總結老子思想。 

 

2.思考:○1 老子的處世之道與時局有何聯繫﹖ 

       ○2 提出「道」有何作用﹖ 

 

3.小組討論及分享: 

每一種學說與態度有其價值，而每一個時代對其價

 

PPT 

學習單 

 

 

 

 

 

 

 

 

 

 

 

 

 

 

 

 

 

 

 

 

 

 

 

 

 

 

 

 

 

 

 

 

 

 

 

 

 

 

 

 

 

 

 

 

 

 

 

 

 

 

 

 

 

1min 

 

10min 

 

 

 

 

 

 

 

 

 

 

 

 

 

 

 

 

 

 

 

 

 

 

 

 

 

 

 

 

3min 

 

 

8min 

 

 

 

 

 

 

 

 

 

 

 

 

 

學生能夠回答: 

1.統治者要求

太多 

2.無為/不爭/

無欲/好靜/靜 

3.小國寡民 

4.道 

5.自然 

 

 

 

 

 

 

 

 

 

 

 

 

 

學生能夠回答: 

因時局紛亂，

故想無事與清

靜，為表示理

據充份，因此

提出形成萬物

的「道」亦是

如此，而順應

自 然 是 最 好

的。 

 

學生能夠認真

進行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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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B-1 

C-1 

C-2 

D-1 

 

 

 

 

 

 

 

 

 

 

 

 

 

 

 

 

 

 

 

 

 

 

 

 

 

 

 

 

 

 

 

 

 

 

 

 

 

 

B-1 

值取向亦不盡相同，請大家進行學習單第二部份討

論並製作腦圖，其後向大家分享。 

道家學派——莊子 

 
簡介其事迹 

 

1.莊子繼承以及發展了老子的學說，請小組觀看並

討論以下史料怎樣顯示出老子與莊子兩者的聯繫，

並製作腦圖。老師在學生分享基礎上指出其異同。 

史料: 

○1 莊子．外篇．天地:「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

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

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

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 

○2 莊子．外篇．天地:「昔者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3 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自喻(愉)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

蘧然(驚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4 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

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

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5 莊子‧至樂:「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

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

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

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

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

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

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6 莊子．齊物論:「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

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小結:以學生所做的表格總結莊子思想。 

 

 

 

 

 

 

 

 

 

 

 

 

 

 

 

 

 

 

 

 

 

 

 

 

 

 

 

 

 

 

 

 

 

 

 

 

 

 

 

 

 

 

 

 

 

學習單 

 

 

 

 

 

 

 

 

 

1min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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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三、 課後延伸 

老子與庄子的學說作為一種處世態度，一方面能令

人自我反省，但仍有一些消極之處，請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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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學習單 
 

1.老子政治思想: 

 

 

 

 

 

 

 

 

 

 

 

 

 

 

 

 

 

 

 

2.老子思想對現今社會的啟示 

 

(1)老子認為世間紛爭由何而

來﹖ 

(2)應採取怎樣的態度﹖ 

 

(3)老子認為國家的理想形式是怎

樣﹖ 
 

(4)老子認為這樣的態度或做法

是符合形成世界的甚麼事物﹖ 

 

(5)該事物帶有甚麼性質，人們

行事或態度應符合這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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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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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庄子對老子思想的繼承與發揚: 

4.課後延伸: 

你對老子庄子思想有何感受: 

你認為老子庄子思想能應用在什么事情上﹖為何﹖ 

繼承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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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老子庄子思想不能應用在什么事情上﹖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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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課題：墨家  本單元/課 共 1 節  

日期及時間：2016年 10月 20日 

具體教學目標(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A-1 理解墨子主要思想

內容。(A-7) 

A-2 從墨子思想分析探

究時人之希望。(A-7) 

 

B-1 通過學習墨子從學

習儒家到自立學說的事

迹，感悟學習是不斷思

考的過程，並培養思考

的獨立性。(A-7) 

C-1學會從歷史事件中自

行歸納其特點; (A-6) 

C-2通過學習儒法墨道四

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

想，能把人物思想與時代

特點相聯繫，以此得出人

物思想之由來。(A-7) 

D-1 通過學習墨家學說

的兼愛，反思自己在

日常生活中有沒有盡

可能地幫助有需要的

人。(B-2) 

教學內容：1.理解墨家思想的基本特徵以及與時局的聯繫 

教學內容：2.墨家學派主要人物墨子的政治思想 

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填代

號)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

間 
教學評量 

A-1 

C-1 

C-2 

 

 

 

 

 

 

 

 

 

 

 

 

 

 

 

 

 

 

 

 

一、引起動機 

1.情景設置: 

時代:春秋時代(繼上節百姓起義失敗後受審判) 

人物:抽取某組中的一名學生扮演因起義失敗被抓

捕的首領，老師則扮演審訊該人的官員。 

事件:某月某日，因軍隊的大力圍剿及鎮壓，令起

義軍失敗，首領被抓，收監後待審訊判刑。

後來，負責審訊的官員十分仁慈，給予該人

一次自辯機會。 

2.扮演角色進行對話: 

○1 受審的學生要基於角色所在的背景與經歷發表自 

己的感受。 

○2 老師在設置問題與審問的過程中引導學生說出因

基於政府的壓力與不公平的資源分配導致起義。 

○3 問答大致過程: 

師:你因何事造反﹖  生:因政府收稅太多太重 

師:戰亂紛紛，不同身份、不同階級的人都經歷苦

痛，為何唯獨你們造反﹖ 

生: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我們交大量的稅，工

作勞苦，但貴族、官員卻大魚大肉，浪費了我

們的成果，因此起來造反。 

3.提問:讓其他同學觀察對話並總結事件起因: 

從對話中同學能總結出起義的原因在於因身份不同

PPT 

 

 

 

 

 

 

 

 

 

 

 

 

 

 

 

 

 

 

 

 

 

 

 

1min 

 

 

 

 

 

 

 

5min 

 

 

 

 

 

 

 

 

 

 

 

2min 

 

 

 

 

 

 

 

 

 

 

學生能夠按照

所引導的方向

回答;觀眾能留

心對話過程 

 

 

 

 

 

 

 

 

學生能夠回答: 

不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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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B-1 

C-1 

C-2 

D-1 

 

 

 

 

 

 

 

 

 

 

 

 

 

 

 

 

 

 

 

 

 

 

 

 

 

 

 

 

 

 

 

 

 

 

 

 

C-1 

C-2 

而出現的不公平現象，而受苦的是平民百姓，而墨

子就是希望能解決平民百姓所受的不公平情況。 

二、教授正課 

墨家學派——墨子 

 
簡介其事迹(起初受教於儒，後自成一派形成墨家) 

(主要反對儒的禮制大多是浪費百姓財力) 

 

1.以小組形式共同閱讀並分析史料，逐步完成學 

習單有關墨子政治思想的第一部份，然後請同學來

分享墨子的思路。 

 

小結:以學生所完成的學習單第一部份為基礎理清

墨子思想的核心兼愛，為不分身份人人無差別的愛 

 

 

 

2.深入思考:合作完成學習單第二部份的問題「為

何說實行兼愛是對平民百姓有利﹖」請各小組思考

相關問題並製作腦圖，然後分享。 

 

3.小組探究:兼愛理論的出發點是以平民百姓的利

益為依歸與出發點的，接下來繼續以小組合作探究

的形式完成學習單的第三部份，讓學生理解墨子理

論是怎樣以兼愛為基礎，發展出其他的理論(節

用、非樂、非攻、尚同、尚賢)，老師會先詢問這

些理論的意思及理清概念，然後讓學生進行活動。 

 

小結:老師以學生所製作的腦圖進行總結，並引導

學生學會核心與分支的關係，以及思想的演變。 

 

三、總結: 

因於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繁多，動蕩連綿，導致大量

平民百姓無以為生，因此出現了以兼愛為中心的墨

子及其流派，希望以平等無區別的社會解決因資源

不平等而帶來的種種衝突。 

 

四、課後延伸: 

 

 

PPT 、 學 習

單 

 

 

 

 

 

 

 

 

 

 

 

 

 

 

 

 

 

 

 

 

 

 

 

 

 

 

 

 

 

 

 

 

 

 

 

 

 

 

 

 

學習單 

 

 

 

 

 

 

 

 

 

 

 

 

 

2min 

 

 

6min 

 

 

 

1min 

 

 

 

 

9min 

 

 

 

10min 

 

 

 

 

 

 

2min 

 

 

2min 

受苦是百姓 

 

 

 

 

 

 

 

 

 

 

 

 

 

 

學生能夠回答: 

1.人們自私自

利/不相愛 

2.兼相愛交相

利/不自私自利 

3.不分身等級

而愛護別人，

平等的愛 

 

學生能夠投入

合作的活動當

中，樂於分享 

 

學生能夠投入

合作的活動當

中，樂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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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思考:自古以來宣揚絕對平等的理念雖能盛極

一時，但並不會成為延續多時的主要思想，為何﹖ 

課堂練習 

學習單 
 

一、觀看有關墨家思想的史料，完成右圖: 
資

料

一 

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

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雖至大夫之相亂

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

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

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

自起？皆起不相愛。          

《墨子‧兼愛》 

資

料

二 

既以非之，何以易(改變)之？子墨子言曰：「以

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

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

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墨子‧兼愛》 

資

料

三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

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

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

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

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

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

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無)有。 

《墨子‧兼愛》 

 

二、實行兼愛對平民百姓有何利﹖思考相關問題並製作腦圖。 

(1)亂世因何而生 

 

(2)如何解決 

 

(3)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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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究下列理論與兼愛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對平民百姓有利 

 

 

 

 

 

 

 

 

 

 

 

 

 

 

 

 

 

 

 

 

 

 

 

課堂延伸: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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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絕對平等」的相關問題。自古以來宣揚絕對平等的理念雖能盛極一時，但並不會

成為延續多時的主要思想，為何﹖ 

 

 

 

 

 

 

 

 

 

 

 

 
 

絕對 

平等 
 

缺

足 
 

多出現的時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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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 

課題：法家  本單元/課 共 1 節  

日期及時間：2016年 10月 21日 

具體教學目標(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A知識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A-1 理解法家學派的主要

思想內容。(A-7) 

A-2 探究法家思想法術勢

對穩定秩序的作用。 

(A-7) 

 

B-1通過學習商鞅立木示

信的故事，感悟誠信是

人的高貴品德。(A-7) 

C-1學會從歷史事件

中自行歸納其特點; 

(A-6) 

C-2通過學習儒法墨

道四家的代表人物

及其主要思想，能

把人物思想與時代

特點相聯繫，以此

得出人物思想之由

來。(A-7) 

D-1 通過學習法家學說中

的是非分明、信賞必罸，

反思自己有沒有謹守自己

的原則，達到知行合一。

(B-2) 

教學內容：1.理解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徵以及與時局的聯繫 

教學內容：2.法家學派主要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的政治思想與法術勢的含義 

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填代

號)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

間 
教學評量 

A-1 

C-1 

C-2 

 

 

 

 

 

 

 

 

 

 

 

 

 

 

 

 

 

一、引起動機 

1.情景設置: 

時代:春秋戰國時代 

人物:老師扮演某國國君，學生扮演大臣。 

事件:某國外有強鄰環伺，內有各種動蕩不安，可

謂萬事皆亂，而其國君希望強大，研究了儒

的仁禮、道的無為、墨的兼愛，情況未見改

善，現請各大臣發表意見，指出儒道墨未能

幫助國家改革現狀之因。 

 

2.小組討論: 

各組可選擇儒道墨其一進行討論，指出儒道墨的學 

說在混亂政局下對於管治國家的不足之處，從而指 

出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希望看到的狀態。 

 

小結:儒道墨三家的學說雖然一定程度的反映時人

的願望，但就管理國家而言，缺少了某種強而有力

的控制與管治手段，因此一種作為能穩定政局的學

派法家越來越深得統治者喜愛，因為法家的學說能

盡快為國家重新提供穩定的秩序，這是統治者所希

PPT  

 

 

 

 

 

 

 

 

 

 

 

 

 

 

 

 

 

 

 

 

1min 

 

 

 

 

 

 

 

 

5min 

 

 

 

 

1min 

 

 

 

 

 

 

 

 

 

 

 

 

 

 

學生能夠投入

合作的活動當

中，樂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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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B-1 

C-1 

C-2 

D-1 

 

 

 

 

 

 

 

 

 

 

 

 

 

 

 

 

 

 

 

 

 

 

 

 

 

 

 

 

 

 

 

 

 

 

 

 

 

 

 

望看到的。 

二、教授正課 

1.法家學派——商鞅 

 
簡介其事迹 
 

觀看有關商鞅事迹的故事: 

商鞅要推行變法，首先要取信於民。於是，有一天

早晨他讓人在京城南門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並

告示曰：「誰把這根木杆扛到北門口，就賞十兩黃

金。」圍觀者雖多，但都不相信此事當真，所以沒

有人來扛這根木杆。到了下午，又貼了一張布告：

「誰把這個木杆扛到北門口，賞五十兩黃金。」這

時，有一個人向前一彎腰，把木杆扛起來，當那個

人把木杆放在北門口後，商鞅果然賞他五十兩黃

金，並向眾人宣布：「君主委託我推行新法，今後

凡按法令辦事者皆有獎賞，違抗法令者皆受到處

罰。」 

 

思考問題:○1 商鞅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 

        .○2 商鞅想通過甚麼行為來達到此目的﹖ 

         ○3 這故事反映了法家的甚麼思想﹖ 

 

小結:商鞅認為令國家恢復穩定有秩序的方法，只

有重視國家的法令與規條，主張要嚴格執行，信賞

必罸，不可違背法令的規限。重視法律條文的功能

為「法」的思想。 

 

進一步提問: 

○1 你們認為是否訂立了一些條文，國君就能安寢無

憂﹖混亂時期，國君憑甚麼用法規就能使人們尊重

及敬畏﹖還有甚麼要注意﹖(以班主任管理班級為

例，班主任是否只要制定了一些關於班的規定後就

可以了﹖還有甚麼要注意﹖) 

○2 一個國君若要有效地行使他所定的法規，前提是

甚麼﹖ 

 

 

 

 

 

 

 

 

 

 

 

 

 

 

 

 

 

 

 

 

 

 

 

 

 

 

 

 

 

 

 

 

 

 

 

 

 

 

 

 

 

 

 

 

 

 

 

 

 

 

 

 

 

 

 

 

 

 

 

 

1min 

 

 

 

 

 

 

 

 

 

 

 

 

 

 

5min 

 

 

 

1min 

 

 

 

 

4min 

 

 

 

 

 

 

 

 

 

 

 

 

 

 

 

 

 

 

 

 

 

 

 

 

 

 

 

 

 

 

 

 

 

 

 

 

學生能夠回答: 

○1 成功變法/要

取信於民 

○2 建立規定 

○3 信賞必罸 

 

 

 

 

學生能夠回答: 

○1 管 理 的 方

法、運用規條

的方法、態度 

○2 有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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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C-1 

C-2 

 

 

 

 

 

 

 

 

 

 

 

A-1 

A-2 

C-1 

C-2 

 

 

 

 

 

 

 

 

 

 

 

 

 

 

 

 

 

 

 

 

 

 

 

 

 

 

 

2.法家學派——申不害 

 
簡介其事迹 

 

關於提高君主的權威，申不害認為，國君除了要管

治百姓外還要管治百官，因此還要有效地控制百

官，因此提出了「術」，提出國君應該具有一定的

政治權謀，包括任用、監督、考察臣下的方法，以

便對臣下形成一定的權威，從而更容易控制臣下。 

 

3.法家學派——慎到 

 
簡介其事迹 

 

慎到認為如何使君主有效地提高權威，主要以各種

威勢督責、懾服臣下，從而使臣下對君主形成一定

的敬畏感，而後提高權威，此為「勢」。 

 

4.小組討論: 

你認為君主在統治的過程中，「法」、「術」、

「勢」哪一方面更加重要﹖ 

 

小結:「法」作為形成穩定秩序的規條，「術」作

為控制臣下的手段，「勢」作為提高威勢的方法，

雖各有側重，但都是使君主有效地管治國家的重要

途徑。 

 

 

 

 

 

 

 

 

 

 

 

 

 

 

 

 

 

 

 

 

 

 

 

 

 

 

 

 

 

 

 

 

 

 

 

 

 

 

 

 

 

 

 

 

 

 

 

 

 

 

 

 

 

 

 

 

 

 

 

 

1min 

 

3min 

 

 

 

 

 

 

 

 

 

 

 

 

 

 

 

1min 

 

3min 

 

 

 

 

6min 

 

 

1min 

 

 

 

 

 

 

 

 

 

 

 

 

 

 

 

 

 

 

 

 

 

 

 

 

 

 

 

 

 

 

 

 

 

 

 

 

 

 

 

 

 

學生能夠投入

合作的活動當

中，樂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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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C-1 

C-2 

 

 

 

 

 

 

 

 

 

 

A-1 

A-2 

C-1 

C-2 

 

 

 

 

 

A-2 

C-1 

C-2 

 

5.法家學派——韓非 

 
簡介其事迹 

 

後來，韓非將三方理論結合，形成一套更全面的政

治理論，君主的權威更至高無上。 

 

四、 總結: 

(1)解決混亂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形成穩定的秩序，

而形成穩定的秩序的前提是有強而有力的規定與受

人敬畏的統治者，這些在當時來說只有法家的理論

能具體達到這些目標，因此無怪春秋戰國後期，越

來越來國家以法家思想進行改革，以及最後以改革

最為徹底的秦國統一了六國。 

(2)完成學習單 

 

五、 延伸學習 

法家思想與現代法治精神的異同 

 

 

 

 

 

 

 

 

 

 

 

 

 

 

 

PPT 、 學 習

單 

 

 

 

 

 

 

 

學習單 

 

 

 

 

 

 

 

 

 

 

2min 

 

2min 

 

 

3min 

 

 

 

 

 

 

 

 

 

 

 

 

 

 

 

學生能夠回答: 

法:商鞅 

術:申不害 

勢:慎到 

集大成者: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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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學習單 

 

 

 

 

 

 

 

 

 
 

 

 

延伸學習 

學習單 
 

 

 

 

 

 

 

 

 

 

 

 

 

 

 

 

 

 

 

 

 

 

法令、規定 

代表人物: 

君主的威勢 

代表人物: 

法家 
法 

勢 

君主的權術 

代表人物: 

術 

法術勢集大成者 

例子: 例子: 



2016/2017 

參選編號 C069 

29 
 

 

 

 

 

 

 

 

 

 

 

 

 

 

 

 

 

 

 

 

 

 

 

意義: 

法家 

意義: 

法治 

異 同 



2016/2017 

參選編號 C069 

30 
 

叁、試教評估 

本次教學主題為中國先秦思想史，希望能透過一些較為著名以及有影響力

的思想流派深入地了解該段歷史的情況以及時人的向往，藉此塑造更真實具

體、與今人之思想有一定聯繫的學習過程。 

 

一般而言，教授哲學史、思想史的時候，雖然學生能理解思想的內容，但

是未能理解思想與時局之聯繫，因此學生對於思想的理解便不夠深入，導致學

生在探究、分析、評價各種思想時便顯得較為公式化，亦未能探索到人類更深

層次的思維活動的階段。因為，雖然人類社會經歷多年的發展與變化，但人類

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仍會延續，例如因亂世所出現的儒道墨法四種思想，考其精

神及要旨，其實是人在混亂之中的盼望——倫理關係穩定(儒)、清靜無煩政

(道)、公平而互助(墨)、穩定與秩序(法)，四家思想的出現是基於時局之下人類

思想活動的延伸，因此就算經歷多時，我們亦能理解這些學說，只因人類最基

本的思維方式未變。 

 

過往，教授思想史的目的止於理解思想本身，雖能理解思想與時代的聯

繫，但有時學生可能認為所學習的時代與現今時代是處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時空

環境，因此會形成陌生感及無用感，使學習思想史時未能深入。哲學大師馮友

蘭先生認為，哲學是對於自身的反思，即對人類各種思維、行為的思考，因此

學習哲學史與思想史時須回歸到人類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以每個人都有的思維

反應出發學習各種思想，當學生明白到需要學習的各種思想與自己的思維有相

似之處時，陌生感便能逐步減少，然後老師便能以此作為契機，進一步教授這

些思想，使學生除了能理解這些思想的內容外，亦能探究、分析、評價這些思

想，並能進一步的運用這些思想中的原則解決日常生活中的難題，思想史的無

用感亦能逐漸轉變成能基於不同環境下解決不同問題的原則。 

 

基於以上原則，在講授四家思想時，會先行講述時局之變異情況，讓學生

瞭解時局的概況。在正式講授每家思想時，均會設置一個基於史實的場景，讓

學生能在此場景下表達出自己最真實的思維反應與行為，然後會以小組合作探

究等活動進一步建構其思想要點，最後會探究這些思想的各項延伸，例如思想

於社會的適應性、思想於現今社會的影響，以及各類反思。 

整體的實施情況如下: 

1. 此次教學設置了多項活動讓學生自主學習，加上所設置的情景較為有趣以

及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學生本身，因此參與程度較高。另外，雖然每節都有一

些史料要分析及討論，但小組合作情況樂觀; 

2. 學生能理解建基於人類基本反應而衍生的四家思想; 



2016/2017 

參選編號 C069 

31 
 

3. 由於每節有一些史料需要理解內容後才能繼續探究，因此有些環節一些小

組在理解史料的意義時，花費時間較多，以致於不斷延後具體活動步驟的實

施，令課節用時較為緊張; 

4. 學生在分享自己的意見時，均能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結構完整，但有時

分享過於忘形，以致於超時分享; 

5. 在學生討論的過程中，會出現較高能力者領導其他學生之情況，雖能一定

引導正確思考，但亦會出現一言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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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建議 

1.此次教學設計是希望以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然後以自己或小組的探究

建構出知識，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大部份環節開放性較高，但是高開放性必定會

帶來方向不確定，在一些高開放性的題目若未設定具體的方向，則答案多元甚

至偏離已預計的方向。因此，要注意設定問題時的導向性。 

 

2.在自由討論的環節，會出現能力高者引導能力稍弱者，雖能引導正確思

考，但亦有可能出現以能力高者為主導的情況，因此在每個自由討論及發表意

見的環節可制定每一個人發表意見的時間，當所有人都發言完畢後，能力高者

可作為總括所有人發言內容的角色。以強輔弱的前提是所有人都有表現自己的

機會。 

 

3.史料閱讀可以較為直接的讓學生了解古人的思想，但當史料出現次數稍

多時，學生會出現閱讀疲勞，從而減低學習效率，因此令接下來的活動難以進

行，因此在給出史料時要注意學生閱讀史料的能力，以及較難的字詞應注上詞

義，以便更容易閱讀。 

 

4.發表意見的環節，一些學生會因同學的發言而無故插話或大笑，某程度

上打擊了講者的自信心，因此要教導學生尊重他人，有耐性地聆聽別人的發

言。 

 

5.本次教學主要側重於各派學說的思想特點，而非人物生平，因此在教授

人物時，其生平事迹講授較少，老師可摘取有關那些人物的事迹，供學生課後

閱讀，以補充知識。 

 

6.學習單的提問結構值得同學仿效，以改善他們在完成學習單時所出現的

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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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教學相片 

小組合作探究圖片 

  

 

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1.學習單(附於各節教案之後) 

2.學習成果 

  
周王室與諸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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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製作的標語 

 

有關春秋戰國時代的名詞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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