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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本表僅供離線參考，請依網站規定之格式進行線上填報並上傳檔案） 

教學活動名稱 在我被吃掉之前 

作品 

適用階段 

（請勾選） 

幼兒園 

國民小學低、中、高年級（請擇一圈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大專校院 

教學時間 2節，共 90分鐘 

教學方式 

■主題式 

領域/科目/議題之相關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力，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念與環境意識，並主動

參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生命倫理議題與生態環境。 

議題融入核心素養： 

環 J2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識動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品 J3 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品 J9 知行合一與自我反省。 

聯合國 SDGs指標： 

SDG12-責任消費及生產(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 

徵稿主題 

（請勾選一項至

多三項） 

■尊重生命孝悌仁愛誠實信用自律負責 

謙遜包容■欣賞感恩行善關懷公平正義 

廉潔自持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理念 

（學生背景經驗

分析、教材內

涵） 

一、 學生背景經驗分析 

  「老師~營養午餐真的超級難吃，每次都會剩一大堆抬回去又很重。」

設計者經常會聽到學生有這樣的哀號聲，不只是學生不愛吃的青菜被嫌棄，

主餐的肉品也經常被剩下，然而這些食物都是珍貴且得來不易的。 

  翻找資料後發現經濟動物議題在近幾年逐漸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歐盟執

委會農業執委 Janusz Wojciechowsk 更表示「沒有高的動物福利標準，就不

可能存著在永續的食物系統。」然而大部分的學生對此議題仍是感到陌生的，

學生的課程內容中更少有相關議題的內容。 

  為此，兩位課程設計者以此緣由發想與討論，最後決定以經濟動物為主

題設計此主題課程教案，讓學生能理解這些經濟動物在被人類吃掉前可能經

歷什麼樣的生活，希望透過專業知識的介紹、體驗活動的反思、及同儕間互

動與討論，讓學生可以重視所吃的每一份食物，理解這些經濟動物付出了自

己的生命讓我們可以生存下來，用感恩的心來尊重每一條生命。 

二、教材內涵分析 

  本教案以尊重與感恩為核心，並依據美國教育學者李克納（T. Lickona, 

2005）提及品德教育構成的三要素：「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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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課程編排與設計，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激起學生內在動機，並能夠從知道

到做到，懷著感恩的心並做出友善經濟動物之舉。  

要素 要素內涵 教學活動與教材 

道德

認知 

道德理性 

道德覺知 

☑ 認識經濟動物困境與不友善的豢養環境，並

理解其與人道飼養的必要性。 

☑ 認識《動物保護法》相關規範及友善飼養相

關標章 

道德

情感 

尊重 

同理 

☑ 體驗經濟動物生活範圍受限，同理其不便與

不適，以了解人道飼養重要性。 

☑ 閱讀《在我被吃掉以前》繪本，試著換位思

考，以經濟動物的視角看待被吃這件事。 

☑ 透過 ORID反思法，引導學生覺察與省思，促

發內在動機。 

道德

行為 
習慣 

☑ 小組討論思考政府、民間自身能力所及之行

動，並於生活中實踐。 

☑ 引導學生思考國中生之於此議題能力所及

的行動。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評量

方式 

教學 

注意事項 

教學

資源 

一、 透過影片與

講授提問，學

生能夠了解

經濟動物與

自身的關聯，

並且發現經

濟動物遇到

的困境。 

 

 

 

 

 

 

 

 

 

 

 

 

 

第一節課《在你吃掉我以前》 

【引起動機】 

1. 請學生回憶昨天的三餐，吃了哪些食物？ 

2. 邀請學生舉手分享答案；同時教師可以在

黑板上記錄下來學生的飲食內容。 

3. 教師配合教學簡報，秀出幾種食物的照片，

並且詢問學生這些食物的共同點(正解：都

來自於經濟動物)。 

 
4. 教師說明此兩週主題內容，期盼學生能了

解經濟動物的困境，並發現自己可以有哪

些支持行動，或是能夠抱持感謝的心情來

食用與使用它們。 

 

 

5分鐘 

 

 

 

 

 

 

 

 

 

 

 

 

 

 

 

 

 

 

 

 

 

口語 

評量 

 

 

 

 

 

 

 

 

 

 

 

 

 

 

 

 

 

 

 

鼓勵學生多

發言 

 

 

 

 

 

 

 

 

 

 

 

 

 

 

 

 

 

 

教學

相關

附件

及資

源請

附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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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 

1. 經濟動物與我們的距離 

(1) 教師邀請學生用自己的話說說看什麼

是經濟動物？ 

(2) 針對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的定義

進行說明(介紹動保法第3條：經濟動

物：指為皮毛、肉用、乳用、役用或其

他經濟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2. 經濟動物的困境-非人道飼養 

人道飼養是近年國際間重視的議題，主要

的訴求為讓動物有 5 大自由： 

 免於缺乏營養的自由（飢餓與乾渴） 

 免於疾病與傷害的自由 

 免於生理上及心理上之不適的自由 

 免於恐懼與緊迫的自由 

 表現自然行為的自由 

然而有些不肖業者，為了降低生產成本，

仍選擇忽略經濟動物的生前福祉。 

(1) 格子籠蛋雞 

台灣每年約飼養4,300萬隻蛋雞，其中

85%都以「格子籠」飼養。格子籠的空

間僅約一張A4大小，2~4隻雞被塞在狹

小鐵籠，經常出現嚴重啄羽、互相踩

踏，甚至自殘等情形。母雞被視為「產

蛋機器」，無法展現任何自然行為，終

生被迫痛苦產蛋。 

 
(2) 母豬狹欄 

為繁殖肉豬，母豬從受精配種到分娩

生產前，大約四個月的時間會被關在

窄小的「狹欄」裡，狹欄大小與母豬體

型相仿，只允許豬隻站立、趴下及側身

躺臥，連前進、後退一步的空間都沒

有，完全無法轉身。有些農場的母豬更

 

30分鐘 

 

 

 

 

 

 

 

 

 

 

 

 

 

 

 

 

 

 

 

 

 

 

 

 

 

 

 

 

 

 

 

 

 

 

 

 

 

 

 

 

 

 

 

 

 

 

 

 

 

 

 

 

 

 

 

 

 

 

 

 

 

 

 

 

 

 

 

 

 

 

 

 

 

 

 

 

 

 

 

 

 

 

 

因內容較為

陌生，要隨

時確認學生

的了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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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小組討

論、海報分

享，學生能夠

說明如何杜

絕非人道的

飼養方式。 

 

 

 

三、 透過影片，

學生能夠知

道日常生活

中可以支持

動物福利的

行為與方式。 

因此被迫長期躺臥在自己的糞尿中。 

(3) 乳牛圈養 

台灣每年約飼養11萬隻來自溫帶氣候

的荷蘭乳牛，受限於氣候及土地，大都

養在畜舍裡，必須一邊懷孕、一邊生產

牛奶。台灣氣候高溫溼熱，乳牛常會因

為熱到吃不下又要產乳，容易營養失

調和生病，需特別加強畜舍環境及飼

養管理條件。 

 
(4) 弓魚 

業者會將活魚的嘴唇穿線拉到魚尾，

把魚綁不自然的彎月型，使其緩慢地

窒息死亡。被綑綁的鱸魚，一方面承受

身體的疼痛，一方面奮力開合鰓蓋、嘴

巴，痛苦掙扎呼吸，隨著販售時間長

短，有時甚至長達8～12小時才死亡。 

3. 經濟行動派 

(1) 教師發下參考資料，並請學生分組討

論如果要改善經濟動物受到的非人道

對待的困境，可以有哪些作法？ 

(2) 請各組挑選一個案例，分別以政府、企

業與民眾三個層面可以有哪些作為進

行討論，繪製海報並上台分享。 

(3) 教師根據學生分享內容補充及回饋 

【總結活動】 

1. 觀賞影片《改變從看見動物開始》，了解

為什麼讓經濟動物生活水準提升，對人類

也有幫助。 

2. 教師說明關於經濟動物的議題有逐漸受到

重視，例如： 

(1) 歐盟境內預計在2027年「全面廢除」

對經濟動物不人道的關籠飼養方式 

(2) 部分速食業者也力挺「讓母雞自由」

 

 

 

 

 

 

 

 

 

 

 

 

 

 

 

 

 

 

 

 

 

 

 

 

 

 

 

 

 

 

 

 

10分鐘 

 

 

 

 

 

 

 

 

 

 

 

 

 

 

 

 

 

 

 

 

 

 

 

 

 

 

實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注意學生分

組狀況，避

免有人落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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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承諾期限內轉型 

(3) 台灣第一份「經濟動物」態度民調出

爐 ，八成民眾同理經濟動物痛苦，期

待政府、企業積極作為立法促進經濟

動物福利。 

3. 教師總結：在對議題有認識之後，最重要

的還是要願意從自身做起，鼓勵學生在能

力所及內實踐，哪怕只是一點點習慣上的

調整與改變，都會是相當重要的貢獻。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評量

方式 

教學 

注意事項 

教學

資源 

 

 

一、 透過體驗活

動與閱讀繪

本《在我被吃

掉之前》，學

生能懂得尊

重與感恩生

命的重要性。 

 

 

 

 

 

 

 

 

 

 

 

 

 

第二節課《在我被吃掉以前》 

【引起動機】 

《體驗活動-小小世界》 

1. 將學生分3-4人一組，每組拿一張報紙。 

2. 根據老師指令，所有成員的腳不能離開報

紙範圍，並完成指定動作，而報紙範圍將隨

時間遞減。 

3. 活動結束引導學生思考： 

(1) 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2) 當報紙範圍縮小時有什麼感受？ 

(3) 怎麼不讓雙腳觸地？ 

4. 回顧上週經濟動物的困境，引導說明此活

動即希望學生體驗經濟動物被關籠飼養的

不便與不適，許多平常輕鬆能完成的動作，

在範圍被限縮的情況下卻非常困難而且是

很不舒服的，我們體驗這幾分鐘都覺得困

難了，動物們一待卻是要待一輩子。 

【發展活動】 

《如果我們能感同身受》 

1. 國道公路警察局以詼諧方式後製豬隻摔落

影片，呼籲應將物品綁好之照片，邀請學生

分享看到這張照片有什麼感覺？ 

 

 

10分鐘 

 

 

 

 

 

 

 

 

 

 

 

 

 

 

30分鐘 

 

 

 

 

 

 

觀察 

評量 

 

 

 

 

 

 

 

 

 

 

 

 

 

 

口語 

評量 

 

 

 

 

教具繁雜，

需要先行準

備與確認任

課 老 師 狀

況。 

 

 

 

 

 

 

 

 

 

 

 

要注意，如

果學生對於

此類影片會

感到不適，

 

 

教學

相關

附件

及資

源請

附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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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根據學生的回應回饋，並說明：「《動

物保護法》第9條第1項：運送動物應注意

其食物、飲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

免動物遭受驚嚇、痛苦或傷害。」除了上

次課程提到的人到飼養外，關於經濟動物

的人道運輸、人道屠宰等相關法規也都相

當重要且需要被重視。 

3. 教師引導：經濟動物不只是物品，也是擁

有感覺與情緒的生命，即便最後的結局是

死亡，仍應該要保障他們在生前能享有舒

適的環境及人道的對待。 

《在我被吃掉之前》 

1. 閱讀繪本《在我被吃掉之前》 

2. 提醒學生專注於繪本中的圖片與字句，認

真聆聽並試著將自己代入主角心情。 

3. 發下學習單，引導學生反思繪本中的內

容，並邀請學生分享。 

4. 教師根據學生的分享予以回饋 

5.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還有人記得繪本中的乳

牛最後許下的願望是什麼？你們覺得為什

是這個願望呢？ 

 
6. 教師小結：因為有這些經濟動物的犧牲，

才讓人類的生命得以延續，也唯有我們學

會尊重與感謝時，才不會愧對牠們為我們

所奉獻的生命。 

 

 

 

 

 

 

 

 

 

 

 

 

 

 

 

 

 

 

 

 

 

 

 

 

 

 

 

 

 

 

 

 

 

 

 

 

 

 

 

 

 

 

 

 

 

 

 

 

 

 

 

 

 

 

 

 

 

 

 

 

 

高 層

次 紙

筆 評

量 

記得要先詢

問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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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活動】  

《改變，從尊重與感謝動物開始》 

1. 教師分享日本人吃飯前都會雙手合十說

「いただきます」（Itadakimasu），這句話

不僅僅只是「我要開動了」，更是對於大自

然恩惠的敬意，感激動植物的存在讓我們

得以進食，賜給我們養分的每一條生命，經

歷消亡與重生，形成讓這個世界生生不息

的循環。 

2. 教師總結：期待這兩週的課程能讓學生對

於經濟動物的議題能有更多的認識，也能

因為有這樣的認識，願意在日常生活當中

抱持尊重生命的態度、鼓起行動的勇氣，為

經濟動物盡一份心力。 

5分鐘  

 

 

 

 

 

 

 

 

記得回扣重

點：這兩節

是尊重生命

跟感恩相關

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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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學花絮與成果 

一、 教學花絮： 

(一) 教師教學照片 

 

 

 

 

 

 

 

 

 

 

 

 

 

(二) 小組討論提出困境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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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驗被關籠飼養的經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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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成果 

(一) 學生小組討論海報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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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RID 討論單： 

針對繪本《在我被吃掉之前》進行內容的討論、分享與反思，加強繪本的核心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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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回饋單 

（一） 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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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知識 

 

 

 

 

 

 

 

 

 

 

 

 

 

 

（三） 行動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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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質性回應 

Q：課程帶給我最大的收穫 

1. 早期他們怎麼對待動物 

2. 讓我知道生命的重要 

3. 很棒 

4. 好喜歡老師，有好玩的活動，希望以後也常常有 

5. 好好珍惜生命來改善動物的生活 

6. 要珍惜生命 

7. 在吃肉之前先想想他們經歷了什麼 

8. 珍惜食物，尊重他們 

9. 生命的意義 

10. 我覺得老師的課程很有價值 

11. 不要浪費食物 

12. 知識 

13. 這些食物經歷的過程 

14. 了解那些動物是怎麼結束這一生的 

15. 珍惜生命 

16. 知道經濟動物過不好 

17. 尊重生命 

18. 珍惜生命 

19. 讓我懂得更珍惜動物 

20. 珍惜動物、了解動物的苦 

21. 讓我更了解要多多珍惜生命 

22. 珍愛生命 

23. 尊重生命 

24. 愛護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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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評估與省思 

一、 教學評估 

具體目標 教案及試教相對應目標 

主題與教學內

容符合品德內

涵與適切性 

 本教案以品德教育的重要道德議題尊重生命、欣賞感恩為主題，並根據李

克納（T. Lickona, 2005）提及品德教育構成的三要素：「道德認知、道德

情感、道德行為」進行編排。 

 介紹經濟動物的困境，讓學生對此議題能有所關注，並透過體驗、時事與

反思，催化學生的內在動機，並透過引導與討論，讓學生認識到日常生活

中可以如何實踐，亦切合國家教育研究院所定義品德教育應養成知善、樂

善與行善之期待。 

教學實踐過程

設計的創新性

與流暢性 

 大多品德教育主題聚焦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然而其內涵所涵蓋的層面甚

廣，其中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等亦是重要行為項目，故此次

主題聚焦於經濟動物，讓學生能注意到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卻容易忽

略、感到陌生的主題，進而學會不同層面的尊重。  

 教學活動編排動靜交替，讓學生能夠保持在專注狀態，此外，因大多數學

生對於此主題較為陌生，故第一節時先替學生建立相關背景知識，在介紹

完相關內容後，透過小組討論交流彼此想法、加深印象；第二節課時透過

體驗活動及繪本閱讀讓學生更有帶入感，並進行引導反思，讓學生能消化

統整課程內容。 

引導討論或反

思具啟發性 

 課程進行時除了不斷有師生對話的環節，提供學生進行更深度的思考外，

同儕間亦透過小組討論與分享，讓學生進行意見的交流與討論，以獲得更

多元的角度與觀點。 

 教學者對於學生的回應接納度高，透過鼓勵與回饋，增加學生討論動機，

學生也較能表達己身想法。 

 透過 ORID焦點討論法，提供足夠的時間，讓學生能將焦點聚焦回自身，反

思對課程的想法及感受，亦可從學生的作答中見其正向且獨到的見解。 

教學活動設計

實際運用的延

展性、實用性 

 本教案的主要教學內容核心知識明確，其他編排之相關教學教材含括繪

本、新聞時事、社會議題，亦可與時俱進、隨時抽換，以更貼近學生生

活，讓學生更有感。 

 課程主題貼近生活，透過調整問題討論、學習單內容深度，便可以讓不同

教育階段的學生都可以參與課程的。 

 經濟動物可討論與聚焦的面向廣，可根據課程編排、學生需求調整並加以

結合，如：綜合領域的輔導、家政(剩食、消費)等。 

 社會時事議題結合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運用小組

討論、多元評量(海報繪製)、口頭發表等方式讓學生不只是聆聽專業知

識，還有實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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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省思 

(一) 如何提升學生持續關注議題的動機 

此議題對於學生來說仍是偏向陌生，透過教師的介紹讓學生能夠有初步的理解亦能進入討

論，然而關於經濟動物仍然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之面向，如何讓學生能夠持續關心、關注

此議題，也是教學者期待能夠讓課程更臻至完備的部分。為此，我們認為能夠與學校端討

論，舉辦相關專題講座、活動、主題週等，亦或是與導師合作，讓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也

持續認識到相關主題是日後實施課程時能有的方向，以利課程內容能持續發酵。 

 

(二) 提供實踐行動機會 

課程中的知識點清晰明確，大部分學生都能夠掌握，亦可從課堂活動、討論單及回饋單中

看出，然而關於後續期待學生能夠身體力行、在能力範圍能為之事的實踐卻難以評量，

如：購買有相關標章的商品、將食物吃光、購買人造皮等。為此，我們認為未來可試著製

作相關的檢核表、或者是讓學生有機會能夠向校園中其他學生宣導、分享等，讓學生能夠

有更多在校園中實踐的機會，也扣合上述所提，期待能夠過這樣的方式，提升學生在意此

議題之持續。 

 

(三) 引導時多鼓勵學生發想因應策略時以「可調整與改進之方式」代替「處罰」 

在批閱學生作品時能發現，仍有部分學生在回應時會偏向以「施予罰則」的方式去思考，

然而除了品德教育之核心是希望知善、行善外，訂定罰則等方式僅處於最低之道德標準，

此思維易容易讓學生行為變得被動，而非主動、積極的思考可以行動的方向，而少數學生

思考的方向就是較為積極、往「我們可以多做些什麼以改變現況」的思考模式。此現象也

提醒了教學者，在課堂引導時可以多留意此狀況，並加以討論、引導，並視班級回應狀況

增修於教學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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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qSHKnU_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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