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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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爺爺空中釣魚 
（2）學習目標： 
通過認識「同理心」，讓同學理解長者面對的困難和心理需要，認識關懷長者，跨代溝通的

重要，並願意關心家中的長者，以至社區當中的長者，熱心服務社區。 
（3）對象：  
中一學生 
（4）課節：  
兩節 （每節 40 分鐘） 
（5）學習材料： 
繪本、影片、聲音檔案、工作紙、PPT、演出道具(漁夫帽、漁竿、爺爺房間佈置) 

 

 

教案内容 

第一節 

教學活動 時間 構思和備注 
前期準備： 
課室佈置：將課室簡單佈置成繪本中爺爺的房間──貼滿了和釣魚有

關的資料、有漁竿。(見佈置課室材料) 

/ 教學策略 
• 繪本教學 ：透

用《陪爺爺空中

釣魚》作為引

入，導學生了解

長者的心理需要 
• 過程戲劇 ：讓

學生透過代入

《陪爺爺空中釣

魚》的情景，經

歷與長者溝通，

從中了解長者的

心理需要。 
 
學習評量 
• 學生課堂表現 
• 小組課堂工作

紙 
• 反思工作紙 

第一部分 
引入： 
• 請同學觀察課室的佈置  
• 讓同學猜想這房間的主人是怎樣的 (年齡 / 喜好)  
• 簡介故事背景：爺爺從鄉下被接來城市與兒孫一同居住。  
(PP1-PP4) 

2’ 

講解活動： 
• 老師飾演爺爺(帶魚夫帽)  
• 請學生們一同飾演同一角色「孫仔/孫女」，同學的任務是要問到

爺爺唉聲嘆氣，看來十分失落的原因。  
(PP5-PP8) 
 
教師入戲： 
• 老師扮演繪本中的爺爺，望著窗外發呆和嘆氣。 
• 學生們飾演「孫仔/孫女」隨意提問。 
• 老師扮演爺爺，不願正面點答孫仔/孫女」的問題，只不斷說「沒

事沒事」。 

8’ 



3 
 

播放錄音 
(WhatsApp 對話)  
老陳(爺爺)  王伯(爺爺朋友)  
 
王伯：老陳，你最近點呀？   
老陳：都係咁啦，日日喺到，坐下行下咁啦！  
王伯：你有兒有孫就安樂晒啦，仲咩把聲仲係冇嚟神氣呀！  
老陳：係嘅，我個仔，新抱同埋個孫都好鍚我。不過，日日無所事

事，我覺得，唉，自己成個「廢老」咁！  
王伯：人老咗就係咁架啦！得閒搵我出嚟釣魚啦！  
老陳：我都好耐冇掂過枝漁竿啦，唉…… 

2’ 教學資源 
• 佈置課室的海

報 
• 爺爺服裝：魚

夫帽 
• 錄音 
• 短片《機器人

與孤獨的婆婆》 
• PPT 

老師提問： 
• 究竟爺爺為甚麼總是嘆氣，悶悶不樂呢？  
• 講解：爺爺由鄉下搬到大城市居住，有很多不適應，亦放棄了自己

一直的興趣──釣魚。他十分懷念以往的生活，但又希望享天倫之

樂。  
 
請同學試用一個形容詞形容爺爺的心情。 

3’ 

老師提問： 
• 為甚麼爺爺唔直接向孫兒表明自己的想法呢？ 
播放爺爺與好友的對話聲檔。 
• 講解：長者在轉換環境(如退休)，要從新適應生活，或會有不少負

面情緒，例如以為自己不中用，認為自己不應表達內心感受，以免

麻煩到孫兒……等等。 
 
老師個人經驗分享：家中父母退休後的生活轉變，心態和情緒轉
變。 

3’ 

第二部分 
分組討論： 
• 請同學在組內商量如何解開爺爺心中的鬱悶。  
• 每位同學提一建議，從中選一個最好的方案。  
• 小組需填寫工作紙。 
(見小組討論工作紙) (PP9-PP14) 

8’ 

小組入戲： 
• 教師入戲，扮演爺爺，繼續望出窗外風景嘆氣。  
• 請其中兩組入戲，扮演孫兒角色。請同學用小組所選的方案安慰爺

爺，替爺爺解決問題。 

10’ 

老師回饋及總結： 
• 老師評價小組的方法，藉此帶出甚麼是「同理心」，具備「同理

心」的重要。 

5’ 



4 
 

「同理心」是指體會他人的感受和想法，然後再思考自己要怎麼
做。培養「同理心」，就是學習掌握站在他人的立場，換位思考的
能力。 
 
• 老師簡要說出《陪爺爺空中釣魚》當中孫女的做法：陪爺爺在家中

扮釣魚。  
 
• 老師提問：  
孫女沒有帶爺爺回鄉下去釣魚，為甚麼仍能解開爺爺心中的鬱悶？  
解說：理解並認同爺爺感受，陪伴爺爺。  
鼓勵同學可借閱書籍，利用課後時間細閱。  
(PP15-19) 
 
• 講解：能夠感同身受，才能真正關懷別人的需要！關懷是對於某人

或某事的擔心或焦慮。從生活的層面解釋，「關懷」是協助他人成

長與自我實現，且從內心發出善意的表現。 
習作： 
反思工作紙  (見反思工作紙 )  
• 反思平日與長者的相處  
• 觀看短片《機器人與孤獨的婆婆》，回答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9eX6nuo3w   
預期學習成果 
• 學生透過繪本故事及代入情景，初步理解長者隨年紀漸長，身體可能機能

下降而有各樣不適和生活不便外，亦很可能經歷不少心理變化，情緒困

擾，而家人的關懷是緩和長者情緒問題的重要一步。 
• 學生應初步理解甚麼是「同理心」，詳細解說會於第二節進行。 

 

 

第二節 

教學活動 時間 構思和備注 
跟進反思工作紙： 
• 老師提問： 
觀看短片《機器人與孤獨的婆婆》後，你有何感想？ 
• 老師分享學生佳作 

5’ 教學策略 
• 短片觀看及分

析 
• 文章閱讀及分

析 
• 實踐所學 
 
學習評量 
• 學生課堂表現 
•學生工作紙 

深入認識「同理心」 
• 短片觀看《同理心的力量》 
• 讓同學認識四種「同理心」的特性 
• 老師提問： 
片中提到「同理心」是種選擇，那是種很容易受到傷害的選擇，為

甚麼？ 

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9eX6nuo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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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們需要培養「同理心」 
• 文章分享：引導學生思考為甚麼我們需要培養「同理心」？ 
• 請同學細閱文章《摩爾的「同理心模式」》 
 
• 老師提問：  
你認為是甚麼原因讓摩爾成功發明出一系列世界各地每個家庭都會

使用的日常用品？ 
• 解說：感同身受的能力決定我將來能否擁有健康、財富、真正的快

樂、心滿意足的人際關係，以及在遭遇逆境後振作起來的能力。同

理心會促進善意，有利提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至於社會的和

諧。 

10’ 教學資源 
• 短片 《同理心

的力量》 
• 文章《 摩爾的

「同理心模

式 」》 
•  PPT (PP24-41) 

學習如何展現「同理心」 
• 「同理心」的說話藝術  
• 請同學嘗試應用四種「同理心」的特性，就不同情景，具「同理

心」的回應。  
• 請同學示範在不同情景會如何透過說話展現「同理心」。 

10’ 

總結 
• 同理心的進一步展現：關懷  
• 利用中國儒家思想提倡的仁德，說明「同理心」的重要。  
• 引用名言古訓：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

惠王上》 
 (詳見課堂工作紙)  
 
「同理心」實踐活動  
• 老師派發工作紙，請學生記錄一週內關懷別人，展現同理心的經

歷，反思關懷別人的感受和所帶來的影響。  
(詳見「同理心」實踐活動工作紙) 

5’ 

預期學習成果 
• 學生能確切了解甚麼是「同理心」以及具備「同理心」的重要。  
• 學生應掌握如何實踐「同理心」。 
延伸活動建議： 
• 延展閱讀活動： 
書目： 
 《這段路，我們一起走》與漸老的父母交換心聲/ 米西‧布坎南著 / 陳

恩明譯 / 基道出版社 
 《你手寫我心‧長者生命教事》/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同理心 ‧ 如果你是他》/總校訂.林火旺；作者/黃薏文 
 《長者生命故事 GOGOGO 小記者》/長者安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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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出社區，與區內親身長者對話。  
• 參與與長者有關的義工服務活動。 

 

 

教學反思和檢討 

教學設計理念：  
品德教育講求知、情、意、行，我的教學設計亦講求觸動學生，引發思考，加強認知，最後附

諸實行。在整個單元教學設計中，我加入了戲劇教學的元素和體驗學習，細節分享如下： 
 
1. 有關戲劇融入教學的反思： 
在首兩節的教學設計當中，教師安排了繪本故事《陪爺爺釣魚》作為情景，引導學生思考如何

設身處地了解長者感受作為情景，透過戲劇習式「教師入戲」，讓學生更容易代入情景當中，

刺激學生有更深刻的反思。這些戲劇習式的安排簡易，並不需要經戲劇教育訓練的教師亦可做

到，只要教師都能投入角色，並在一些小細節上作安排，例如老師戴上漁夫帽，準備釣魚工具

等，這些細節的安排都能讓學生更易投入。 
 

    
 
這次安排學生在第一節以戲劇形式投入角色加以想像，要求學生換個角度，深入了解長者的想

法和情緒。教師不需有既定答案，反而引導學生分享，思考自己如何跟長者相處。這樣更能使

學生有深刻的反思，比起老師直接講授體會長者面對的困難，這種方法更有效幫助學生將信息

內化。課堂中安排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及分享，然後代入角色，將討論成果以戲劇形式帶出，老

師扮演爺爺給予即時的回應，這亦可讓同學即時得到回饋，了解到他們所提的建議是否湊效。  
這次教學當中亦有一段小插曲，第一節以繪本《陪爺爺釣魚》作為情景，觸發到班中一位同學

的情緒，原來她近來也經歷相近的情況，爺爺同樣愛釣魚，因爺爺家住離島，未必可時常相

見，但最近不幸病逝。課堂後老師再跟學生詳談，讓學生能夠從故事信息，明白爺爺心情，最

後慢慢釋懷。學生往後都提及到，課堂讓同明白同理心並不是想像的簡單，很多時他們會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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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理解別人的情緒，但其實根本沒有易地而處，深入了解，很多時只展示同情心，而不是同

理心！ 
 
2. 有關體驗教學(實踐活動)的反思： 
這次的教學設計加入了「同理心」實踐行動(見課後延伸活動工作紙)，希望學生能親自體驗由

未掌握有關實踐同理心的技巧，到經過課堂的學習和深刻的討論，他們能在現實生活更多關懷

別人，展現同理心，讓別人得到安慰與幫助。 
 
3. 有關延伸閱讀的反思： 
課堂只有短短兩節，學生雖然能了解何謂「同理心」，教師亦透過不同的媒介包括繪本、真實

個案、名言古訓等讓學生深入反思如何展現同理心，以及同理心與關懷別人的關係等。然而，

若希望能深化價值觀對學生的影響，透過延伸閱讀，引導學生按既定閱讀範圍自習自學，是有

效的方法。老師在課堂以外，為學生介紹一些與「同理心」以及「關懷長者」相關的書藉，學

生可到圖書館借閱，並同時參與學校的「德育及公民教育閱讀計劃」填寫閱後感。老師可揀選

佳作，在圖書館設短期的「同理心」閱讀分享展覽，亦可將學生的分享上載至學校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的社交平台(Instagram)上，讓更多同學可細閱，吸引更多同學往圖書館借閱相關書籍。 
 
4. 其他檢討 
價值觀教育講求知、情、意、行，本教學設計講求觸動學生，引發思考，加強認知，最後付諸

實行。課堂上教師需要學生代入角色，亦安排學生反思及小組討論，這些活動都需要時候讓學

生可以細心思考，是次教案在兩節內完成有關教學，著實有點趕急，如情況許可，可考慮在學

生反思及討論的環節，延長時間，讓學生的反思及討論內容可更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