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愛情學堂 

一、 設計動機與理念 

愛情，隱晦，卻又令人嚮往。青春期的學生對於愛情產生憧憬，在媒體、整體文化的氛

圍下，在兩性交往中的身體親密愈來愈開放；然而，隨著家庭離婚率偏高，社會事件、偶像

劇中充滿了分分合合的案例，學生並未能夠從家庭中學習到關係經營的策略與方式，大部分

孩子效仿的對象是媒體、小說或同儕。在校園中，也常常見到學生的「速食愛情」，渴望得著

愛情，卻不斷在愛情中受傷，有時出現性平的案件，有時關係結束，想立刻去找到下一段關

係彌補心中的空缺。 

然而在教學現場中，有些孩子仍然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想法，在面對愛情的選擇中，

也會提出不同的觀點，但這些聲音並沒有機會被聽見，媒體中一些似是而非的價值觀也未必

有機會被討論與澄清。 

本系列課程包含了以下幾個進程：進入交往前的思考、交往的進程、愛是什麼，以及愛

的結局。課程提供學生討論的平台與自我探索的機會，透過同儕之間的對話，讓學生有機會

聽見其他同學的想法與價值觀，透過一些問題的測試，讓學生有機會瞭解自己對於愛的期待

與價值觀，任課教師也可從學生課堂中的討論、學習狀態，視情形調整班級課程的內容，以

符合學生的真實需求。 

二、 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 

（一）教學目標 

1. 認識愛的定義與表達愛的方式。 

2. 覺察自己對愛情的價值觀、期待。 

3. 認識感情發展的進程。 

4. 覺察自己愛的語言、需求。 

5. 瞭解面對分手情境時可能出現的情緒，並瞭解自己或他人面對分手情境時，可

以採取的作為。 

（二）國中、小健體領域（高中職健康與護理）或其他領域分段能力指標 

1-3-3 運用性與性別概念，分析個人與群體在工作、娛樂、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等方

面的行為。 

1-3-4 解釋社會對性與愛的行為之規範及其影響。 

（三）重大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2-4-6習得性別間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 

2-4-8學習處理與不同性別者的情感關係。 

三、教學對象：七年級(下學期)或八年級(上學期)的學生。 

四、教學節數：共 4節。 

  



五、課程架構（主題、單元名稱、教學活動、教學資源……） 

主題 兩性交往 

單元

名稱 
感情觀測站 愛情故事接龍 愛是什麼 愛的完結篇 

教學

活動 

1. 曖昧糾察隊：請

學生判斷圖篇中

的二人是否有曖

昧關係。 

2. 名詞解釋：欣

賞、有好感、喜

歡、愛。 

3. 價值大車拼：請

學生討論「進入

感情關係的條件

與重要性」。競標

後，請學生討

論，若對方僅有

這些得標的特

質，會怎麼做。 

1. 團隊故事接

龍：請各小組在

有限時間之

內，限定範圍書

寫愛情故事的

片段。 

2. 念出完成的故

事，請學生思考

與現實生活中

的差距。 

3. 從學生的書寫

中回饋，可針對

相識的歷程、約

會安全或偶像

劇分析進行課

程。 

1. 介紹愛情的三

要素。 

2. 瞭解自己愛的

語言。 

3. 親密關係與身

體界線：衡量自

身對不同關係

程度的對象，可

以允許親近到

什麼程度。 

1. 歌曲賞析：複習

愛情的進程、面

對失戀的情

境，可能的感受

不同。 

2. 介紹失戀可能

產生的四種結

局，透過新聞案

例分析，為何會

演變成四種結

局。 

3. 療傷：面對自己

或周遭他人失

戀的時候，可以

做的事情。 

教學

資源 

1. 教學 PPT 

2. 網路影片：愛與

喜歡的分別

https://www.yo

utube.com/ 

watch?v=SVpQys

XKe3s 

3. 是愛還是喜歡 

https://ilove.m

oe.edu.tw/約會

時光/是愛還是喜

歡 

1. 小組愛情故事

接龍學習單 

2. 教學 PPT 

1. 發現你的愛之

語—愛的語言評

量檢測(取材

自：單身愛之

語。連結：

http://web.tsv

s.ntpc.edu.tw/

guide/wp-conte

nt/uploads/sit

es/7/2016/05/l

ove.pdf) 

1. 教學 PPT 

2. 歌曲：戀愛症候

群、帥到分手、

手放開、如果有

一天 

3. 繪本：淚湯-失

去摯愛的療傷

食譜 

 

  



六、教學策略 

（一）運用生活技能 

1. 自我覺察：透過課程的問卷、學生討論的過程，讓學生覺察自己在面對兩性

交往當中的期待、自己需要的愛的表達方式。 

2. 有效溝通：透過小組討論，訓練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透過討論的方式

讓他人了解自己的觀點。 

（二）小組討論 

1. 第一單元透過小組討論交往對象條件的排序後，各組之間的競標，讓學生有機

會聽見同儕的聲音，並且體驗現實生活中，並非所有條件都能如願出現在對方

身上，並且透過小組討論，思考如何面對此情境。 

2. 第二單元透過小組透過愛情故事接龍活動，讓學生有機會來決定各故事中的主

角教網的一段過程，也讓學生體會：在人生中有機會陪伴他人經歷一段愛情故

事，但是最終幸福與否仍然需要回歸到二人的責任身上。 

（三）抽象概念具體化 

由於愛情屬於抽象概念，本課程中試圖將抽象概念具體化，並且讓學生體驗、

感受愛與喜歡的差異；面對分手情境時，大家的感受不同。 

（四）滾動式教學 

由於各班學生對於愛情議題的準備程度不同，但班級內部仍有類似的愛情觀

點或是氛圍，所以第二單元的愛情故事接龍中，教師可以因應班級學生寫出來的

愛情故事瞭解該班學生的愛情態度、交友安全，或是處理衝突的能力，進一步針

對班級性質彈性增加一至二節課程(包含約會安全、衝突解決等)。 

 

  



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一】感情觀測站 

（一）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教具 

時間

（分） 
備註 

 

 

 

 

 

 

1.覺察自

己判斷愛

情的存在

與否的標

準。 

 

2.瞭解愛

與喜歡的

定義。 

 

 

 

 

 

3.體悟每

個人對感

情的期待

不同。 

 

 

4.認識彼

此的差

異，並找出

面對差異

的解決方

式。 

 

一、 準備活動 

1. 教材 PPT：教師事先搜尋男女生相處的畫面。 

2. 教具：態度價值觀小卡。 

3. 學習單：小組價值觀討論用。 

4. 場佈：座位安排成小組討論的位置。 

二、教學活動 

 引起動機：「曖昧？」 

1. 請學生判斷圖片中的二人有沒有曖昧的關係，

有的請比圈，沒有的請打叉。<答案沒有對錯，

純粹為個人的感覺。> 

2. 瞭解學生判斷的依據。 

活動一：愛與喜歡 

1. 愛與喜歡：透過字典、測驗、影片討論愛與喜

歡的差異。 

播放「愛與喜歡」的影片。 

2. 詢問學生：喜歡，一定要說嗎？→詢問學生表

達對他人好感的方式。 

喜歡，就會在一起嗎？→詢問學生進入感情的

準備。 

活動二：愛情差異大車拚 

1. 請學生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決定交往條件的

重要次序。 

選項包含：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相處時間、

相處模式、家人支持、個性特質、交友圈、健

康狀況、共同興趣、身材(身高、身形)、學業

成就、外貌(臉蛋、打扮)、感情史 

2. 比大小：透過比大小的遊戲，請各組將各選項

的重要次序(分數)舉出，分數最高的組別得

標。 

3. 小組討論：請學生思考：若是向自己提出交往

的對象僅具備該組得標的條件，其他條件可能

都沒有或者比較少，會怎麼做選擇。 

結語 

 

 

 

 

 

 

教學 PPT 

 

 

 

 

 

愛與喜歡量表

測驗 

愛與喜歡影片 

 

 

 

 

 

比大小圖卡、

小組討論學習

單 

 

 

 

 

 

 

 

5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7 分鐘 

 

 

3 分鐘 

 

 

 

 

 

 

 

 

 

 

 

 

 

 

 

 

 

 



愛情未必是兩情相悅就一定要在一起，仍有許多

現實的層面需要考量或是需要二人協調，想清楚

之後再做決定，會讓自己與對方都過得更好。 

評量方式 1. 學生課堂中討論情形：觀察學生如何討論進入感情前所抱持的價值觀，並取得

共識。 

2. 小組討論學習單。 

 

(二)附錄 

附錄 1：PPT，分頁呈現 

   

   

   

   

   



   

   

   

   

   

 

  附錄 2：（請將檔案名稱標明清楚於此，並附在光碟中） 

1. 動畫：喜歡與愛的區別：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pQysXKe3s 

2. 測驗：是愛還是喜歡： 

網址：https://ilove.moe.edu.tw/約會時光/是愛還是喜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pQysXKe3s


附錄 3：學習單 

 

 

 

 

 

 

 

 

 

 

 

 

 

 

 

 

 

 

學習評量(學習單使用說明)： 

一、進入感情的考慮：<小組價值觀的討論> 

1. 請學生小組討論後，將各條件的重要程度由 2(最重要)、 

   A、K、Q、…排到 3(最不重要)，並在框內填入代碼。 

 

二、小組討論：<於競標活動結束後，請學生寫下即可> 

1. 寫下得標的編號：將得標的條件編號寫下即可。 

2. 最大遺珠：請各組討論是否有「覺得非常重要，卻沒有 

   得標」的條件。 

3. 意外收穫：其實不太重視，卻得標的條件。 

 

三、想一想<若對方無法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自己會怎麼辦> 

1. 請學生針對二-2項「遺珠」寫下自己可能會採取的行動與 

原因。 

評量規準 

等級 A B C D E 

說明 第三題回答做

法，並且完整地呈

現思考歷程與理

由。 

第三題回答做

法，並大致地說明

原因與理由。 

第三題僅回答做

法，並作簡略的說

明。 

第三題僅回答做

法，並未做任何說

明。 

未

達

D

級 

  



【單元二】愛情故事接龍 

（一）教學活動流程 

學習 

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教具 

時間

（分） 
備註 

 

 

 

 

 

 

 

 

1.瞭解自

身對於愛

情發展的

態度。 

 

2.尊重他

人在愛情

狀態的選

擇。 

一、準備活動 

1.製作教學 PPT 

2.設計學習單 

3.教學情境布置：小組討論位置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愛情故事接龍 

1. 要求學生限時、限定範圍書寫，時間到即將

故事傳給下一組接續書寫。 

2. 提醒學生：對於前面組別的故事，採取不批

評、不嘲笑的態度，接續書寫，且需符合邏

輯。 

3. 書寫內容與討論時間：主角設定(1分鐘)、

相遇(2 分鐘)、相識(4 分鐘)、相戀(4分鐘)、

衝突(4 分鐘)、結局(4分鐘) 

※引導各階段書寫內容前，需先有大約一分鐘的

講解，讓學生更能聚焦內容。 

 愛情故事 

1. 念出各組的愛情故事。 

2. 偶像劇公式破解：舉出一些偶像劇常見的公

式，請學生釐清是否在班級的接龍故事中也

有出現類似的劇情。 

※針對各班學生書寫狀態，亦可進行後續課程

如：約會安全、交往階段、衝突解決的方式等。 

結語 

1. 現實生活中就很像這次的接龍活動，學生未

來有機會陪伴他人經歷一些感情的過程，但

是任何人都不能替當事人的決定負責，是當

事人需要為自己的感情與決定負責任。 

2. 媒體中常常會以親密舉動作為故事最終的結

局，但是現實生活中，身體的親密卻無法解

決真實的問題，仍需要二人的溝通與經營。 

 

 

 

 

 

教學 PPT 

學習單 

計時器 

 

 

 

 

 

 

 

 

 

 

 

2分鐘 

 

 

 

 

 

28分鐘 

 

 

 

 

 

5分鐘 

10分鐘 

 

 

 

 

 

5分鐘 

 

 

 

 

 

 

 

 

 

 

 

各階段

均有需

要探討

的議題 

 

 

教師可

針對班

級呈現

的文本

內容作

為後續

課程的

參考 

評量方式 1. 學生各組討論情形。 

2. 學生創作作品：<形成性評量>教師可由學生集體創作的結果評估各班學

生在感情議題上較需留意的議題，如：約會安全、衝突解決方式、身體

界線、媒體識讀等，可以做為後續發展課程的參考。 

 



(二)附錄 

附錄 1：PPT，分頁呈現 

   

   

   

   

   

   

 

 



附錄 2：學習單 

  



【單元三】愛是什麼 

（一）教學活動流程 

學習 

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教具 

時間

（分） 
備註 

 

 

 

 

 

 

 

1.認識愛

的三種要

素。 

 

 

 

 

 

2-1.瞭解

愛的表達

方式不只

一種。 

 

2-2.瞭解

每個人對

於愛所需

要的表達

方式不完

全相同。 

 

3.瞭解對

不同關係

的人，身體

界線應該

有所差異。 

一、準備活動 

1.愛的語言量表 

2.教學字卡 

二、教學活動 

引起動機 

詢問學生：什麼是愛，愛要包含哪些要素 

活動一： 

1. 提出愛情的三要素。 

2. 詢問學生激情、親密、承諾三者，哪一項最

容易達成、哪一項需要長時間的維持和經營

才能達成。 

3. 承諾：詢問學生：在可以控制的狀態下，希

望自己談幾次戀愛，進一步詢問他們：若不

是一次的戀愛，前面幾次的戀愛過程是否有

承諾。 

 活動二：認識愛的語言(親密) 

1. 發下學習單，請學生找出自己的愛的語言。 

2. 介紹五種愛的語言，並統計學生愛的語言，

讓學生知道：愛的表達方式不只一種，而且

大家對於愛的需求不一定相同。 

 活動三：親密關係(激情) 

1. 介紹 12 種親密關係的程度。 

2. 請學生依據陌生人、普通朋友、要好朋友、

暗戀對象、男女朋友、夫妻等不同對象的親

密層次，寫出自己可以接受對方對自己親密

到什麼程度。 

3. 請學生寫下：可以接受路上情侶「閃」到什

麼程度。 

※教師可巡視學生填寫狀態，通常最容易出現落

差的是「男女朋友」，有些學生非常保守，也有

學生相當開放，這個部分可以視情形讓學生舉手

表達自己可以接受的親密狀態，或者教師可以口

頭直接提出。 

結語 

愛包含了親密、激情與承諾，其中，親密需要 時

間了解對方的需要，並且需要用心去經營；而承

 

 

 

 

 

 

 

 

 

字卡 

 

 

 

 

 

 

 

 

 

學習單 

 

 

 

 

 

 

 

 

 

 

2分鐘 

 

3分鐘 

 

 

 

5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5分鐘 

 

 

 

 

 

 

 

 

 

 

 

 

 

 

 

 

 

 

 

 

 

 

 

 

 

 

 

 

 

 

 

 

 

 

 



諾需要用一生去實踐。在激情的部分，雖然看似

簡單，但也鼓勵學生在進入交往階段的時候，可

以提出來和對方討論與共同遵守，如此可以減少

未來留下來的遺憾或是疙瘩。 

※教師可回收學生對於親密關係程度的回饋

單，若發現學生在用心填寫的狀態下，身體界線

卻很開放，或是對於最親密的夫妻關係 

評量方式 1. 學生課堂參與情形。 

2. 學生愛之語測驗：能否找出自己比較容易感受到愛的管道。 

3. 學生對不同關係(親密程度)的對象可以開放的身體界線到什麼程度*。 

 

*說明： 

「學生對於不同關係的對象可以開放身體界線到什麼程度」的議題，教師可經由回收

學生的學習單後進行瞭解與統計，隨著班級價值觀與氛圍的不同，會發現有些班級相當單純，

在身體界線的開放程度上相對保守；也有些班級對於性充滿了好奇或是相對開放，在身體界

線的允許程度上也較為開放。教師可以參考這些數值，作為是否需增加課程在於兩性交往中

的親密關係的參考。 

 

 

  



(二)附錄 

附錄 1：愛的語言學習單(摘自 單身愛之語  網址： 

http://web.tsvs.ntpc.edu.tw/guide/wp-content/uploads/sites/7/2016/05/love.pdf) 

 

 

 

  



【單元四】愛的完結篇 

（一）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教具 

時間

（分） 
備註 

 

 

 

 

 

 

 

1.提升學

生對失落

情境的情

緒覺察。 

 

2.分析各

種失戀情

境可能產

生的原因

並提出後

果 

 

 

3.瞭解失

戀情境之

下自己可

以如何自

處，或如何

陪伴失戀

者。 

一、 準備活動 

1. 教材 PPT：尋找流行歌曲(與失戀有關)。 

二、教學活動 

 引起動機：戀愛症候群 

1. 播放戀愛症候群，複習整段愛情進程。 

2. 有時候，愛情並不是一開始就成功。 

活動一：失戀歌曲賞析 

1. 播放失戀歌曲，請學生說出歌詞中，主角面對

失戀的心情。參考：手放開─難過、成全；帥

到分手─憤怒、不屑；如果有一天─思念、期

待、後悔。 

活動二：失戀狀態 

1. 介紹四種思戀可能產生的結局：透過新聞案例

或偶像劇情境，解釋各樣失戀情境如何演變成

各種結局。 

活動三：療傷 

1. 播放歌曲，讓學生瞭解面對周遭他人失戀的時

候可以採取的態度和方式。 

2. 透過「淚湯」一書，讓學生明白療傷的進程並

非所有人都一致，度過失落情境也需要一些時

間和空間。 

結語 

愛情未必是一次就成功，但面對分手情境可以採

取的態度與做法，每個人也需要的失戀情境感受

與復原所需要的時間不盡相同。但是，自己也可

以成為周遭他人的陪伴者。 

 

 

 

 

 

教學 PPT 

 

 

 

 

 

 

 

 

 

 

 

 

繪本：淚湯 

 

 

 

8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2 分鐘 

 

 

 

 

 

 

5 分鐘 

 

 

評量方式 1. 學生課堂反應： 

(1)能否辨識不同的失戀歌曲背後隱藏的情緒。 

(2)能否透過課堂問答回答出各種新聞案例或偶像劇情境中的失戀情境的可能

原因與後果。 

 

  



(二)附錄 

附錄 1：PPT，分頁呈現 

   

   

   

   

  

 

 

  



八、參考資料 

教學書籍： 

1. 林正常等(2016)。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課本第三冊。台北市：康軒。 

2. 蓋瑞‧巧門(2006)。單身愛之語。中國主日學協會。 

網路影片：喜歡與愛的區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pQysXKe3s 

網路資源(問卷)： 

1. 愛與喜歡量表：參考自 http://web.hk.edu.tw/~sfch/e_book/pbt17/pbt17-006.htm 

2. 發現你的愛之語：參考自 

http://web.tsvs.ntpc.edu.tw/guide/wp-content/uploads/sites/7/2016/05/love.pdf 

網路資源(學習網站)： 

1. 浪漫的愛~偶像劇的迷思：https://stv.moe.edu.tw/co_video_content.php?p=289249 

2. iLove戀愛時光地圖學習網站 https://ilove.moe.edu.tw/index.php 

內含：愛與喜歡測驗、愛的語言測驗、走出分手壞情緒等各式測驗，可讓學生於課後學習。 

九、教學評量 

1. 小組討論學習單：透過第一節課的小組討論學習單，瞭解當學生們沒有辦法獲得和自己期

待相符條件的對象，會採取什麼樣的決定(評分規準已附於第一節課教案附件)。 

2. 小組接龍學習單：發現各班學生可能潛在的狀態(如約會安全、兩性交往的過程等)，作為

後續課程的準備。 

3. 學生課堂回饋：透過學生在課堂上參與與討論的情形，瞭解學生們的回應是否能夠自我覺

察，或是增加對議題情境的覺察，以及學生之間對話是否產生觀念上的改變。 

4. 長期評量：瞭解導師、輔導處、學務處在處理學生兩性問題上，相關議題個案量是否降低。 

十、教學心得與教學建議 

本課程的最大特色在於提供平台讓同儕之間能夠對話，讓學生能夠多認識不同觀點與價

值觀，並且增加自我覺察的狀態，瞭解自己對於愛的期待、以及自己對於愛的表達方式的需

要。有別於過往的課程當中較多著力在如何與他人相處，本課程中較多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

再與同儕討論，有機會聽見他人的想法與價值觀，經過統整、討論、澄清與反思，來檢視目

前媒體或是大環境中對愛情的期待與經營方式。 

在課程實施中，多數學生同意：「性的親密並不能完全解決親密關係當中兩個人的差異

與問題，愛情的經營需要回歸到自我覺察、瞭解自己的需要，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觀點，

並且也學習去尊重對方不同的觀點、需求。」在我們的文化氛圍中，愛在心裡口難開，發生

衝突時卻難掩情緒說錯話而傷害身邊的人，提高對自己的覺察是處理問題與情緒的根本方式，

也希望學生透過本課程多了解自己和同學的觀點，進一步做出對自己最合宜的選擇。 

由於在校園中，發現學生分分合合的速度很快，也在當中看見沒有痊癒就急著找下一位

替代品的狀態不斷在校園中上演，因此決定將「分手議題」做為第四節課的主題，但礙於課

程時間壓縮，並沒有再進一步設計相關學習單，僅讓學生有覺察失戀者可能出現的各種情緒。

但建議可以在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等，同樣會提到「失落」情境中，引導學生思考：面對失

落情境可能需要的時間，以及當周遭他人處在失落狀態時，能夠給予什麼樣的陪伴，並且進

一步引導孩子，提升對他人情緒的覺察與關懷，會使整個分手議題的課程更為完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pQysXKe3s
http://web.hk.edu.tw/~sfch/e_book/pbt17/pbt17-006.htm
http://web.tsvs.ntpc.edu.tw/guide/wp-content/uploads/sites/7/2016/05/love.pdf
https://stv.moe.edu.tw/co_video_content.php?p=289249
https://ilove.moe.edu.tw/index.php


原本本校是因該屆七年級學生的交往情形較為頻繁，交往中的親密關係有越矩的風險，

因而將八年級兩性交往的課程提前至七年級下學期實施，經過了課程的實施之後，並沒有出

現原本在學輔兩處擔心學生交往所衍伸的性平事件，相反的，學生在愛情課程的討論中，透

過大量的對話，也聽到了其他同儕的想法、增加了自己對於愛的需求的了解之後，更能做出

對自己合適的選擇，一直到課程實施一年後，也較少聽見學生之間在交往當中發生衝突的案

例；另外，因為各班氛圍的不同，健教老師也將第三單元中，學生對於親密關係的態度做了

統計，這些資料在不洩漏個資的前提下，在往後的課程中，針對班級的氛圍與價值觀進行介

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