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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生命教育議題 

校訂特色課程示例 

「三人行不行？」 
一、內容說明 

(一)設計理念： 

在複雜的人際網絡中，生活中的種種互動似乎隨時都能引發我們的情緒、促發行

為，特別是負向情緒所引起的攻擊、敵對或消沉、自我傷害的行為。 

本教案希望幫助學生理解，我們的情緒並不是由事件本身所引起。相反地，是我們

對事件的解讀、觀點、想法引發了我們的情緒，並由之產生行為反應。而這些的觀點、

想法，和人類族群集體的演化有關，也和我們個人的經驗、內在的狀態、需要有關，同

時也和我們的價值觀、信念有關。 

因此在課程規劃上，第一個活動藉由影片呈現出三個好友之間的誤會衝突，帶領孩

子認識從外在刺激到行為反應之間的歷程變化。並指出會導致我們出現某種情緒的，通

常並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們對於這些事件的解讀、想法。 

第二個活動仍以原影片的情節來探討劇中主角對於事件可能存在哪些想法而導致後

續的情緒。本活動藉由對「不相干」邏輯謬誤的認識，帶領學生反思日常生活中常有的

信念是否可理。 

第三個活動帶領學生檢視自己的思考模式中，是否存在著讓自己卡住的「執著關鍵

詞」，例如「應該、一定、絕對是…」。最後再以劇中情境，讓學生練習找出主角在當時

可能有哪些執著關鍵詞，並找出合宜的替換的詞語做句子練習，體驗換個說法之後的感

受。 

本課程著重在「認知」層次的自我檢視。然而，從「知道」到「做到」之間仍是有

落差的。建議老師們可以此課程為前導，未來藉由融入生命教育「靈性修養」學習主

題，幫助學生學習覺察自己的情緒，並發展出當「理智」與「情緒」不同調時，自我照

顧及超越的方法。 
 

 

(二)單元架構圖： 

 

 

 

認識情緒反應的歷程

探索邏輯謬誤對於想

法、信念可能產生的

誤導

覺察生活中的執著關

鍵詞，發展替代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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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元內容： 

單元名稱 三人行不行？ 設計者 藍惠寧、徐美雲、徐欣 

實施年級 ■第五學習階段   7-9年級 教學節數 3節 

實施類別 主題課程 實施時間 ■校訂必修/選修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 

核心素養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

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

養。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d-Ⅳ-1 覺察個人的心理困擾與影響因素，運用適當策略或資源，促進心

理健康。 

2a-Ⅳ-1 體認人際關係的重要要性，學習人際溝通巧，以正向的態度經營

人際關係。 

學習內容 
輔 Da-Ⅳ-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慣與態度的培養。 

輔 Da-Ⅳ-2 情緒與壓力的成因、影響與調適。 

生命

教育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哲學思考 

實質內涵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 電腦、投影機、學習單 

學習目標 

1. 理解情緒反應的程序、機制。 

2. 梳理個人情緒及行為反應可能受到既有信念的影響，檢視這些信念的合宜性，並能轉換念

頭。 

3. 覺察日常生活中的執著念頭及與之相應的詞言，發展替代性的說法以轉換念頭。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略) 
時

間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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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一：三人行必有一人退出？(教學提醒一) 

(一). 觀看「三人行」影片(5’23”)。(劇情如附錄 1) 

(二). 重構故事：主角有誰？他們之間發生什麼事？ 

(三). 自由回答：你有看過類似的事件嗎？你曾是事件當事人嗎？ 

(四). 學生填寫個人學習單，寫出劇中主角的感受和想法(如附件 1)。 

(五). 學生二二分享，之後全班自由分享。 

(六). 白白的情緒評估： 

(一). 說明：同一個事件的發生可能會使不同人產生不同的情

緒，甚至同一個人也會產生不同情緒，並採取行動來回應這些

情緒。我們先以白白為例，大家來找出她在分組事件上，出現

了什麼情緒，以及出現這些情緒的可能原因。 

(二). 4-5人為一小組，依討論單進行情緒評估，並將討論結果

呈現於海報紙 (討論單如附件 2)。 

(七). 分組報告： 

(一). 各組報告。 

(二). 為鼓勵少數提出意見，教師亦可於各組報告完後，徵求

黑板上還沒有出現的答案。 

(八). 自由答題： 

1. 提問：人們所出現的情緒和他的想法有什麼關係？ 

2. 如果對事件的想法不同，情緒是否也會不同？試舉實例。 

(九). 小結：我們會出現什麼情緒，通常不是由於發生了什麼事，而

是由於「我們對這件事的想法」所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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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二、活動二：相干不相干？(參教學提醒二) 

(一). 以提問回顧影片內容，學生自由回答：發生什麼事? 佰佰怎

麼想? 出現什麼情緒? 做出什麼行動? 

(二). 提問：可能造成不同行為反應的關鍵因素在哪個階段? 

(三). 找碴遊戲： 

1. 前言：如果想法是關鍵階段，現在來玩一個跟想法有關的遊

戲。 

2. 舉例說明： 

(1). 調查全班最多人使用的牙膏。 

(2). 提出命題：「OO 牙膏是全班最多人使用的牙膏，所以是

最好的牙膏」。 

(3).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嗎？(請學生提出至少 10 個最多人使

用 OO牙膏的可能理由) 

(4). 小結：這是不相干的謬誤：前提和結論之間沒有關聯

性。 

3. 分組討論：一排一組，每組分配一句話(如附件 3)，由各組

找出能產生結論的原因至少 10 個。 

4. 分組報告：每組輪流報告。 

5. 總結何為「不相干的謬誤」。 

(四). 自由回答：分析佰佰的想法「好朋友就是做什麼事都要在一

起」這句話，是否有不相干的謬誤？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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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提醒(或省思) 

(一). 看過影片後，學生多半會覺得白白想太多了，也有部分學生直接認為白白「被排

擠」。都師可依學生發表的意見適時給予澄清。 

重點在於讓學生明天「情緒和感受」是真實的，並沒有對錯。但可以藉由出現的情緒來

探索自己內在可能有哪些沒有被滿足的需要。例如孤單的情緒，可能來自於對友誼的在

乎與渴望；她可能也有對於落單的恐懼與不安，以及最深層的，對於自我價值的懷疑。

這些內在的狀態是普遍的、每個人都有的。只是每個人的會以不同的形式流露出來。藉

由這些普遍的需要，學生得以與劇中人產生共感，理解白白會出現這些情緒的原因。然

而這並不代表回應這些情緒的做法都是正確的。 

劇中的白白無法理解自己的情緒，也不清楚自己真的要什麼，而用報復的手段去「懲

罰」媛媛和毛毛對她的「背叛」。這方法似乎使她暫時提升了自尊，或許能藉著其他同學

的附和排解了「落單」的不安與恐懼。然而卻無法提升她面對失落、維持友誼的能力，

甚至可能使媛媛和毛毛為此反擊，形成惡性循環。 

另外，關於部分學生將「沒有同一組」直接等同於「被排擠」，老師也可以適時帶學生區

別其間的不同，特別是「對於事實的客觀描述」與「對原因的揣測」之間是不同的。而

(五). 總結：人的負面偏誤很容易讓我們「想錯了」。因此，當我們

心情不好時，我們可以學習去檢視讓我們產生這種情緒的是什

麼「想法」。當自己的思考中出現一個結論時﹐想一想支持這

個結論的前提是什麼﹐你說不定正在做一個不相干的推理。並

試著問自己三個問題：1.為什麼要這樣想 2.一定要這樣想嗎

3.還有沒有其他可能？ 

 

15

分 

 

 

 

 

 

三、活動三：一定要這樣想嗎？ 

(一). 課程回顧 

(二). 猜猜看遊戲： 

請同學猜猜袋子裡是什麼：每項物品開放學生提問 2分鐘，

教師僅能回答「是」或者「不是」，提問結束後學生須就所得

線索猜答物品，時間 1分鐘，回答正確即可獲得該物品。視

時間進行約 4-5回合，第一回合及最後一回合安排同類但不

同種之物品。 

(三). 提問：想到什麼？發現什麼？ 

(四). 從對提問方式的檢視，歸納人們會有一些思考模式。指出有

些信念很容易讓自己卡住，這些想法中存在著「執著關鍵

詞」，例如：應該、一定…… 

(五). 分組找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執著關鍵詞並發表，一組 3個。 

(六). 提取劇中主角被這些關鍵詞卡住的情境，請學生練習以其他

詞語來替換，並做句子練習。邀請學生分享換個說法之後的

感受。 

(七). 教師總結：當我們感覺到自己陷入情緒之中，可以練習暫停

下來、換個說法/想法，再體驗看看能否在事件中得出新的想

法和感受。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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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某種對原因的推測，經常是與對事實自動化的解釋有關。 

老師要留意學生在本堂課發表的內容背後可能預設的信念，這些都可以作為第二、三節

課討論問題時的重要素材。 

 

(二). 使白白產生這些情緒的，來自於對於事件的想法。而這些想法當中可能包含了對友誼

的迷思。她可能有一個信念是：「好朋友就是做什麼事都要在一起。」而「毛毛和媛媛

沒有拼命跟老師堅持要跟她在同一組」，就是「不把她當成好朋友」。這樣的推論結果大

大傷害了她的自尊，也促使她做出報復的行為。 

本課程的設計重點在於對於自身信念合理性的檢視，將從「不相干謬誤」的介紹，來檢

視自己的信念是否來自不相干的推論。也希望學生將習得之邏輯知識應用於生活中。藉

由對日常生活語言的邏輯檢視，提醒自己對於自己的信念要保持警覺，養成進一步反思

的習慣。故本活動的重點在於「正確思考方式」的習得，而非對「好朋友是什麼」的探

討。 

然而，若時間許可，教師也可以此為基礎另發展一個專門討論「友情」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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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課程所需學習單或作業) 

(附件 1) 

《三人行不行?》個人學習單 

8年   班   號  姓名： 

1. 你看到什麼？ 

2. 你有什麼感受？ 

3. 寫出劇中角色曾出現的一個情緒及當時可能的想法 

人物 白白 毛毛 媛媛 David 

感受     

想法     

 

參考感受(情緒)辭彙 
憤怒、生氣、沮喪、擔心、錯愕、困惑 開心、快樂、好玩、幸福、光榮、興奮 

絕望、疏離、失望、孤單、低落、疲累 平靜、放鬆、滿意、舒適、感動、無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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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三人行不行?》 

小組討論單 

 

 

討論步驟： 

1. 請寫出影片中白白因為這個事件出現什麼情緒、感受。 

也可以寫出他表面上看不出來、可能隱藏在心裡的情緒。 

2. 請想想白白可能是因為有什麼樣的想法，才會出現這樣的感受。 

  

座號 姓名  

   

   

   

   

白白 

毛毛和媛

媛沒有和

我同一組 

毛毛和媛

媛沒有和

我同一組 

在班群講毛

毛和媛媛的

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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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不相干謬誤可討論文句： 

1. 小明昨天蹺課和朋友去釣魚，途中出了車禍，所以學生不應該蹺

課，才不會出車禍。 

2. 陳 OO 是班上最受人歡迎的人，他的意見是最正確的。  

3. 美妝廣告：不塗口紅的你，和男人有何區別  

4. 因為他一直苦苦追求，所以我應該和他交往 

5. 如果你在乎我，就應該馬上回我訊息 

6.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  

  



 

9 

 

四、附錄(給教師的、或給學生的可補充資料) 

附錄一： 

自拍影片《三人行不行?》 

劇情概述：毛毛、媛媛、白白是三位同班的好友。她們經常一起行動，一起去福利社、

一起上厠所、一起放學、一起聊天、假日一起出去逛街打球……，她們喜歡這種一起的

感覺，有歸屬感、安全感。 

某天的自然課，老師要全班二人做報告，那天白白請假，雖然毛毛向老師爭取三人一組，

但老師沒有答應。隔天白白到校後，知道這件事，心情非常不好。放學也不跟二人一起

回家。 

後來，毛毛和媛媛發現班群上有人用言語攻擊她們二人，一問之下才發現竟然是白白說

的。 

附錄二： 

負向情緒的功能與求生存有關。負向情緒使人類隨時保持警覺、避開危險、先發制敵，

生存至今。這樣的天生傾向已進入人類的基因中，即使現今時代已無遠古時代那般危險，

人類負向情緒仍是人最直覺的反應。 

情緒猶如汽車的儀表板，告訴我們機器內部實際的狀況：引擊是否過熱？水箱是否還有

水？油箱還有多少油...。當儀表板發出警訊，我們不會去打爛它，而會去解讀它帶來

的訊息。覺察自己的情緒猶如解讀儀表板，有正確的覺察才能恰當而有效地解決真正的

問題。 

教師可以引導大家覺察在看戲劇時，自己所關注的情緒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為什麼即

使身為旁觀者，也較關注負向情緒？「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這個判斷是客觀的

嗎？ 

五、參考資料 

(一). 書籍： 

1. 亞倫〃T〃貝克(Aaron T. Beck) (2022)。《忿恨的囚徒：憤怒、敵意與暴力從何而

來？(蔡心語譯)。台北方舟文化。 

2. 朱立安〃巴吉尼, 彼得〃佛索(Julian Baggini, Peter S. Fosl)(2022)。 

(2022)，《哲學家的工具箱：如何論證、批判、避開邏輯謬誤？一套現代人必備的理

性思考工具 (黃煜文, 吳妍儀譯)。台北麥田。 

(二). 網站 

1. 冀制劍。06不相干謬誤。批判性思考教學網。

https://wwwold.hfu.edu.tw/~cchi/critical%20thinking%20web/0Fallacy/Fallacy-
irrelevant.htm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A%9E%E5%80%AB%EF%BC%8ET%EF%BC%8E%E8%B2%9D%E5%85%8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Aaron+T.+Beck/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rk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C%B1%E7%AB%8B%E5%AE%89%EF%BC%8E%E5%B7%B4%E5%90%89%E5%B0%BC/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D%BC%E5%BE%97%EF%BC%8E%E4%BD%9B%E7%B4%A2/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Julian+Baggini/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Peter+S.+Fosl/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7%85%9C%E6%96%87/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0%B3%E5%A6%8D%E5%84%80/adv_author/1/
https://wwwold.hfu.edu.tw/~cchi/critical%20thinking%20web/0Fallacy/Fallacy-irrelevant.htm
https://wwwold.hfu.edu.tw/~cchi/critical%20thinking%20web/0Fallacy/Fallacy-irreleva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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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作過程 

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生命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教學示例成果 

學習領域 校訂課程 授課人員 藍惠寧、徐欣 

辦理日期  112年 10月 30 日

~112年 11月 13日 
授課單元主題 三人行不行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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