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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及「同理心」教案設計比賽 

教案設計 

（1）教案名稱： 
我 「同理」 一起 「守法」 
（2）學習目標： 
通過討論生活事例，引導學生 
1. 思考「守法」及 「同理心」的閶係 
2. 思考「同理心」框架內守法的概念 
3. 對生活上的事件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並付諸實踐，達至自律守法。 
（3）對象：  
小五學生 
（4）課節：  
兩教節 
（5）學習材料： 
簡報、影片、個案工作紙 

 

 

教案内容 

第一節 

教學活動 時

間 
構思和備注 

1. 引入活動： 
以「稜鏡分解光線，讓光呈現原來光譜的顔色的現

象」作比喻，着學生思考： 
  
1.1 良好價值觀，應該有什麼特質？  
學生自由作答 
 
1.2 良好的價值觀的特質一般有：「堅毅」、「尊重他

人」、「責任感」 、「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

神」、「誠信」、「關愛」、「守法」和「同理

心」。 

 
 

5’  
 
 
 
 
 
 
 
 
 
 
 
 
 
 
 
 
 
 



3 
 

1.3 「守法」是什麼意思？ 
預期答案：遵守法律或法令  
 
1.4「同理心」是什麼意思？ 
預期答案：同理心是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和位置上，客

觀地理解當事人的內心感受（同理心就是將心比

心）。 
 
1.5 「守法」與「同理心」有沒有關聯？（老師需向學

生詢問兩者之間是否有闕係。） 

 
• 我們希望學生想到「守法」和

「同理心」的詞語，然後引入

課題。 

 
 

2. 生活事件討論 
2.1 你覺得「守法」重要嗎？為什麼？ 
學生自由作答 
 
2.2 播放交通意外事例 

 
 
2.2.1 影片中有沒有人違反了規則或法律？ 
預期答案：有 
 
2.2.2 不守法的人會否為自身及其他人帶來後果呢？ 
學生自由作答 
如果學生未能發表意見，教師可以以下題目引導。 
• 在影片站在馬路中間的人會受傷嗎？ 
• 他的家人會傷心嗎？ 
• 如果他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家人的生活怎樣會有什麼

改變？ 
•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意外？ 
• 影片中過馬路的人，究竟有沒有觸犯法律？ 
 
2.2.3 他觸犯了哪一道法律？ 

15’ • 透過引述真實的生活事件，帶

出同理心，亦讓學生思考我們

的生活其實與法律是息息相關

的。 
 
 
 
 
 
 
 
 
 
 
 
 
 
 
 
 
 
 
 
 
 
 
 
 
• 透過引述法律條文，讓學生明

白影片中的人是觸犯了＜＜道

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4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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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答案：＜＜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48 條： 
任何使用道路的行人，或於任何道路上駕駛人力車的

人疏忽地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即屬犯罪。 
 
2.2.4 除了因為要遵守法律外，還可以用什麼的角度去

思考避免令自己或其他人受影響？ 
預期答案：同理心。 
如果道路使用者能從別人的角度去思考，明白若自己

不遵守交通規則，會令自己及他人受到傷害時，他便

會很大機會遵守交通規則，避免意外的發生。 
 
2.3 展示日常生活事例圖片 

 
 
2.3.1 你曾否於晚上睡覺時被附近的聲浪打擾嗎？試説

説你的感受。 
學生自由作答 
 
2.3.2 你或你的家人曾否在晚上在家中唱卡拉 OK 或把

電視聲浪調較至很大嗎？為什麼？ 
學生自由作答 
 
2.3.3 晚上製造噪音，對別人造成滋擾，究竟有沒有觸

犯法例？ 
預期答案：有 
 
2.3.4 展示條例 
＜＜噪音管制條例＞＞第 4 條為一般規定，用以管制

在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或在公眾假期發出而

屬這類性質的擾人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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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假如沒有＜＜噪音管制條例＞＞的法律，你會嘗

試在夜深人靜時在家中開大音樂唱卡拉 OK 嗎？為什

麼？ 
學生自由作答 
 
2.3.6 你有否在香港放過煙花或鞭炮呢？ 
學生自由作答 

 
 
2.3.7 在香港放煙花或鞭炮，是否犯法？ 
預期答案：是 
 
2.3.8 展示條例 
根據香港法律第 295 章危險品條例第 6 條， 非法藏有

煙花爆竹的最高刑罰為罰款二萬五千元及監禁六個

月。危險品（一般）規例第五十九條亦訂明，未領有

許可証燃放或致使他人燃放煙花爆竹屬違法。任何人

觸犯此項規定如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被罰款二千元。 
 
2.3.9 假如香港沒有法律限制市民放煙花或鞭炮，你會

試做嗎？為什麼？ 
學生自由作答 
3. 情景討論： 
承第 2 部份，讓學生思考「究竟守法是自律的，還是

被迫的？」，引導學生思考自律「守法」的基本要

素。 
 
3.1 究竟「守法」是自律的較好，還是被迫的較好？  
學生自由作答 

10’ • 情景討論的設計是以例子引導

學生明白「同理心」 在守法的

概念上起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讓學生明白如果人人都自律

「守法」，我們的社會便會更

安全，我們便可以安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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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假如大家以自己為中心去考慮事情，後果會怎樣？  
預期答案：小至家庭，大至社會都有機會變得混亂。 
 
3.3 展示情景 1 圖片：陳明曉在逛街的時候，因為前方

有人阻礙了他，他二語不說便把那人推倒在地上。 

 
 
 
3.4 陳明曉有沒有想過被推倒的人是會受傷的呢？而被

推倒的人的感受又是怎樣的？ 
學生自由作答 
 
3.5 展示情景 2 圖片：藍天朗在公路上放上釘子，看看

車子走過時的情況。 

 
 
 
3.6 藍天朗有沒有想過可造成的後果？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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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綜合兩個情景，陳明曉和藍天朗二人心中欠了什麼

而導致他們做出這些不當事？ 
預期答案：「同理心」 
4. 總結「守法」和「同理心」的關係 
如果一個人有「同理心」，在日常生活中，他會基於

考慮其他人的感受而對自己的行為及行動作出謹慎的

選擇，他在「守法」的概念上沒有太大的壓力，因為

他已不知不覺把「守法」融入生活中。所以「守法」

和「同理心」 有着息息相關的關係。 

3’  

5. 小組活動：換位思考  
 
5.1 教師着學生分組（約 4-5 人一組）討論及完成以下

工作紙的個案分析。 
• 個人： 
小友以小樂的電腦密碼開聊天室。他以小樂的名義跟

丹丹談天。最後，他在全班的聊天室公開小樂的電腦

密碼。 
 
• 家庭： 
大輝想買 iPhone，可是他沒有錢，於是，他回家便偷

婆婆的錢。 
 
• 學校： 
小明和小家在樓梯上追逐，結果把路過的同學小恩推

了下樓梯，小恩的手骨因而跌斷了。 
 
• 社會：（真實個案） 
女教師劉 XX 因賭錢而欠下巨債，她鋌而走險， 向五

位申請入學的家長索取共 70 萬元「誠意金」，最後，

東窗事發，ICAC 介入調查，劉 XX 被判入獄。 
 
5.2 學生分享：完成個案分析後，教師請學生依個人、

家庭、學校及社會的次序作個案分析，分享給全班同

學。 
 
5.3 教師總結：守規則及守法是由個人延伸至社會，四

個層面都是息息相關的。如果我們能以同理心作考

慮，守法和守規則便會內化為自律守法。 

25’ • 小組活動希望以換位思考概念

讓學生推己及人，設身處地替

別人着想，去理解他人的感

受。 
• 工作紙的設計是分開四個層

面：個人、家庭、學校及社

會。讓學生明白守規則守法在

以下四個層面都是息息相關

的。 
 

 

6. 總結 
6.1「守法」是重要的嗎？ 
預期答案：重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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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立「同理心」能否幫助我們「自律守法」？ 
預期答案：能 
 
6.3 展示以下圖片。 

  
6.4 我們有了「同理心」幫助「自律守法」。「自律守

法」能讓我們活出精彩人生。 
 

 

教學反思和檢討 

1. 關於課題的反思 
我 「同理」一起「守法」 
課題希望突顯「守法」與「同理心」，老師透過簡單的口號，讓學生意會「我同你一起守

法」，「同理」是 「同你」的諧音，是大家一起以同理心，奉公守法，成為一個有質素的好
公民。 
 
2. 關於「稜鏡」的反思 
老師以「稜鏡」引入主題，先介紹稜鏡的作用，稜鏡可呈
現原來光譜的顔色。 老師以稜鏡作為比喻，希望學生思考
生活的例子，折射出自己個人良好的特質，做到自律守
法，並且有同理心，共同建構一個美好的家園。 
 
3. 關於法律條文的引用 
老師通過 「行人不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而引起交通意外」的
影片介紹法律條文，學生聽得津津樂道，也熱衷討論。在

討論 2.1 影片時，學生發表了許多的意見。大學生部分認

為那位過馬路的路人不應站在馬路中間，因為有可能會令

自己或途人受傷，但同時，原來學生不知道這路人是違反

了交通安全條例的法律。老師把法律條文（＜＜道路交通
條例＞＞第 374 章第 48 條）打在螢幕上，激發學生思考
原來我們的生活是被許許多多的法律條文包圍著，法律用
於維持社會秩序，保障我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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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守法」和「同理心」的關係 
老師提問要「 守法」的推動力是什麽？是被迫？還是自己有同理
心，懂得易地而處，考慮別人的需要和感受？在這部分的討論完畢

後，大部分同學都同意「同理心」和「守法」是有關聯的。而只要
大家有同理心，能顧及他人，許多時候我們便會自律守法。 
 
5.「換位思考」，體驗別人的感受，激發學生「同理心」 
老師在引入四個不同的生活事件，教導學生以「換位思考」的方式去體

驗個案中人的感受，即以「同理心」去思考另一方的感受。這四個個案

的背景是從個人、家庭、學校及社會的層面去設計的，説明法律已是跟

我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但只要我們能以同理心去考慮對方的感受，便

不會輕易觸犯法律，做出錯誤的行為。學生交回的工作紙中，大都認為

如能以同理心去體會受害者的感受，案中的主角便不會犯同樣的錯。 
在試教的過程中，我們引入價值教育學習圈的做法，將四個例子作出不斷的修訂，最後使 
用 「名校教師受賄案」，課堂完結後，經同工一起檢討後，認為生活化的例子，可以加強學 
生的感受。 
 
6.「守法」和其他價值觀的結合、延伸及持續發展 
聯合國第四十二屆大會公佈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第 16
項是「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司法」。第 16 項目標主張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

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丶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1 
 

 
 

我們希望將這一個理念，貫徹在我們的教學之中。我們不但把 「守法」與「同理心」合併作

一個品德教學的起點，我們更希望沿著這一個成功的經驗，把 「守法」與其他價值觀價結

合，發展出「守法與關愛」、「守法與尊重他人」、「守法與責任感」及「守法與承擔精神」

的價值教育方向。在我們探討的過程中，我們建構出以下的教學進程圖： 

                                                           
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E7%9B%AE%E6
%A0%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E7%9B%AE%E6%A0%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E7%9B%AE%E6%A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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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在價值觀教育上，可以回應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培育人才及青年發展」的教育願景和
精神；培養青年人成為有質素的新一代，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