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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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守規到守法》 
（2）學習目標： 
從學校層面分析須遵守校規的原因、違反校規的後果及校規存在的精神，從而引發學生在社

會層面思考相關的問題，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 自律、守法、承擔精神及責任感 
（3）對象：  
先以本校領袖生訓練作為試教（本校領袖生人數約為 150 人） 及後可推展至中一至中三級學

生 
（4）課節：  
2 課節 (約 70 分鐘) 
（5）學習材料： 
三條教學影片、活動及反思工作紙 

 

 

教案内容 

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注 
1. 所有學生一同觀看三

條不同個案的教學影片 
三條不同個案的教學影片為校外違規、網絡欺凌及使用學校電腦

盜取考試資料，影片由學生自行拍攝，能讓學生更為代入事件中

了解當中守規及違規的問題。而第一人稱及第三人稱的拍攝角度

使學生能夠從不同角色分析及思考相關的事件。 
2. 分成小組，根據活動

及反思工作紙就其中一

個指定的個案進行分析

及討論 

活動工作紙由三條問題所組成，首先簡單直接引導學生思考片段

當中的個案涉及了什麼的違規行為，透過學生校園生活中的具體

事例帶出守規的必然存在性並訓練學生對於違規的認知。 
  
及後透過要求學生思考作為領袖生應如何協助老師作初步處理，

令學生從執法者的角度思考如何有效處理違規事件，及明白於違

規事件背後須作處理及跟進的必要性，從而並推動學生於日常生

活中作有效的實踐。  
 
最後透過將個案當中的違規問題引申至社會層面，讓學生得以思

考相關的違規問題於社會層面上發生將衍生什麼問題及其涉及的

法律後果，從而培育學生對自律、守法、承擔精神及責任感的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分組討論除讓學生從自身角度出發作思考外，亦能夠於討論當中

聆聽得到其他同學從不同角度思考所作出的分析，引發更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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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而老師於討論活動當中的主要角色為從旁的聆聽者，必要

時可提供思考方向。 
3. 討論過後每組指派一

位代表向全班作簡單口

頭匯報 

讓全體學生能夠於同輩的匯報當中學習不同個案的分析，以及相

同個案中但不同角度的見解，透過多元化的校園生活具體事例以

同輩的角度令學生更容易理解、明白及認同，進一步加深其對守

規及守法的瞭解和認同。 
4. 老師於活動完結後就

各組的討論及匯報作最

後總結 

老師最後就整個活動當中所得到由學生自身的分析、小組討論後

學生得出的結論及學生遇到的困難和提問作出整理及總結，並對

學生出色的分析予以具體的肯定，進而更進一步鞏固學生對自

律、守法、承擔精神及責任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寄語並鼓勵

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及將來社會上作有效的實踐。 
 

 

教學反思和檢討 

個案一 (校外違規 ) 
個案描述：  
放學後，有同學在校外餐廳流連，一起玩手機。同時，有一位同學被迫協助抄襲功課。 
 

 
 
在討論期間，領袖生表現踴躍，能夠指出個案中同學在校外流連玩手機，反映出青少年沉迷玩

電子遊戲的趨勢，有損學生的身心健康。領袖生亦能夠指出個案中涉事同學抄襲功課及欺凌同

學的行為，說明在社會層面上，抄襲功課與侵犯版權無異，對自己學習上沒有益處，更損害他

人利益，長遠會減低社會的創作動力。欺凌更會在社會中產生恃強凌弱的風氣，有損社會和

諧，扭曲社會上市民應互相尊重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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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師的引導下，領袖生提出了兩個應對方法，其中包括： 
1. 回校向老師匯報情況，把過程攝錄後，將影片轉交老師作為證據 
2. 即時上前制止，並沒收功課。 
 
討論後，領袖生明白在沒有老師在場時，遇到違規情況，必須學懂如何適當地作出初步處理為

保護被欺凌的同學，絕不可以違法達義。因此，領袖生上前制止抄功課及欺凌行為時，都不應

透過偷拍獲取證據。反之，領袖生在權力許可下，可以代老師沒收功課，以便跟進。總括而

言，領袖生團隊需要明白見義勇為都必須符合法理，以免出現濫權等不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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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使用學校電腦盜取考試資料) 
個案描述：  
下課後，老師忘記登出電腦。在課室的幾位同學試圖透過電腦盜取試卷題目。案件中發現違規

行為的領袖生因為正趕去參與球隊訓練，猶豫該如何處理事件。 

 
 
在討論期間，領袖生能夠指出個案中同學盜竊機密文件的問題，並能引用校規──在沒有老師

批准下不能擅自使用課室電腦。領袖生明白即使老師忘記登出電腦，亦不應乘機偷看電腦中的

文件。討論案件時，領袖生有兩個選項：一是決定離開課室，遇到老師時再報告情況，交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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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處理問題; 另一個選項是不離開課室，自行勸說的涉事同學。領袖生能夠指出這兩個選項各

自的利弊，以及能提出更好的應對方法。 
 

 
 
在老師的引導下，領袖生提出了應對方法：遇到個案中的事件，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應離開課

室，任由同學繼續偷看電腦文件，應先嘗試勸阻盜取文件的同學，並告知這行為的嚴重性。若

同學不願意聆聽勸說，則立刻記錄事件，並向老師匯報情況。  
 
討論後，領袖生明白在沒有老師的情況下遇到違規情況，亦可以先自行作出初步處理。若未能

有效勸阻同學，可以先記錄事件，再向老師匯報情況，以便跟進。另外，在案件討論過程中，

老師亦將此個案引申到社會層面上，令領袖生明白到科技進步雖然為我們生活和工作帶來便

利，卻同時令圖謀圖謀不軌的人更容易做一些違法的行為，偽造文件、盜竊資料等不誠實使用

電腦行為。我們除了要遵守法例，亦需加強保護自己網絡安全的意識，以免招致損失或誤墮法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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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網絡欺凌) 
個案描述：  
有同學因妒忌一位領袖生長成績好，又不滿她對同學過於嚴厲，所以刻意改圖作弄她。同學把

惡搞後的照片傳到網上，引起同學間極大迴響。 

 
 
在討論期間，領袖生都能覺察到這是屬於欺凌事件，對被欺凌者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及影響。

他們都明白到在現今網絡世界上，自律及尊重是為重要，每人都要有好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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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師的引導下，領袖生提出了應對方法：學生思想到自己若見到欺凌事件，或自己成為被欺

凌的對象時，都絕對不能夠啞忍，受傷者應該勇敢向信任的人告發欺凌事件，而發現欺凌事件

者不應視而不見，因為這樣是默認欺凌的行為，只會縱容欺凌者繼續傷害其他人。  
 
另外，在案件討論過程中，老師亦將此個案引申到社會層面上，令領袖生明白欺凌事件在社會

層面將會引致更嚴重的問題，例如職場上或公眾人物的欺凌事件。事實上，香港校園欺凌的情

況屬嚴重，同學亦明白到欺凌的定義除了是身體或行為暴力、言語攻擊、間接（例如造謠、蓄

意不友善、杯葛或排擠受害者等），網絡上的行為也會構成欺凌。最後，學生明白到每人都能

成為保護者去安慰及支持受害者，要警醒不參與欺凌，同時，我們亦有責任嘗試制止欺凌行為

並告發欺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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