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刪除十二夜、TNVR繪本賞析。

理由：繪本以遊蕩犬的視角出發，

　　　顯示人類實施TNVR對遊蕩犬

　　　族群的不利。另外，繪本更

　　　忽略了遊蕩犬與其他物種的

　　　交互作用（例如：攻擊）。

發現：學生同情遊蕩犬之遭遇

反思：課程多著墨於人類對於

      游蕩犬的不人道處理。

      較少提到遊蕩犬對野生

      動物所造成的影響。

發現：學生無法從桌遊中學習

　　　保護野生動物相關概念。

例如：當民意代表者，為了不要

　　　讓遊蕩犬與石虎族群上升

　　　加分，而選擇透過提案讓

　　　兩邊數量皆下滑。有違設

　　　計者欲傳達的教育理念。

修正機制讓學生從遊戲中覺察野生動

物面臨的生存問題。

新增：民代提案前，必須說明此提

　　　案與動物保護的關聯性。

刪除：民代透過「維持遊蕩犬與石

　　　虎數量差1」加分的遊戲機制。

發現：知識題的題目數量不足，

　　　無法確認學生學習成效。

可增加一些在課程中提及的概念題。

另外，也應該刪除和課程無關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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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1.前後測問卷，修改自林珮萱(2022)。

2.訪談（道德兩難情境、政策、多元媒材）。

二、混合型研究

國中小學生共8位，6位男生、2位女生。

階段一

   一、瞭解國中小學生對於遊蕩犬政策的熟悉程度

   二、探討國中小學生對於議題教育多元媒材的喜好

   三、分析國中小學生面對動物道德兩難情境的決策

   四、瞭解國中小學生接受遊蕩犬議題課程後保護動物的意願

階段二

   一、根據研究結果修正課程實施內容

   二、修改課程流程、桌遊機制、前後測問卷，並提出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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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課程流程、桌遊機制、前後測問卷

一、修正課程實施內容

遊蕩犬攻擊野生動物

遊蕩犬攻擊石虎次數

了解遊蕩犬來源與天性

如何保護野生動物？

安樂死、零撲殺及TNVR

每回合轉換角色

播放監視器中遊蕩犬攻擊野

生動物的畫面。

透過數據了解遊蕩犬對石虎

造成的威脅。

從繪本中以遊蕩犬的視角，

了解生活習性與TNVR實施過

程。

詢問學生對監視器畫面的理

解，進一步提出解決方法。

發現學生的先備知識不夠，

應該先補充關於石虎的知

識，再說明遊蕩犬對石虎所

造成的威脅。

無此階段。

刪除繪本。因此繪本的視

角，易使學生萌生同情遊蕩

犬的想法。應聚焦於遊蕩犬

與野生動物、人類、整體環

境的交互作用。

應增加說明保育的重要性，

接著讓學生思考可以如何保

護那些野生動物。

播放十二夜電影片段，接著

讓學生進一步思考，可以怎

麼改善此現象。以此帶到零

撲殺、TNVR的政策。

原課程中把政策的介紹當成

主要的課程重點，但應把課

程主軸放在野生動物保育的

部分，意即減少這部分的篇

幅。

將政策融入桌遊情境中，以

投票方式體驗決策時的兩

難，並反思價值的多樣性。

增加遊蕩犬與野生動物數量

之差距、調整計分方式。

第二階段：課程修正與建議

一、接受訪談的學生中，有3名最喜歡桌遊，1名選擇繪本。

二、必須於動物道德兩難情境中做決策時，學生會考慮

    數量差異、降低傷害、個人喜好及動物大小。

　　遊蕩犬問題在生態敏感的淺山地區對野生動物構成嚴重威脅，並可能引發社會治安問題，成為生態

保護與人道關懷間的兩難議題。本研究透過多元教學媒材對國中小學生進行教學，研究採用前、後測問

卷及訪談方式，針對8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並邀請其中4位進行深度訪談。結果顯示，多元媒材教學有

助於增強學生對遊蕩犬相關政策的認知，提升其保護動物的意識及未來參與保護動物行動的意願。學生

偏好以桌遊方式進行遊蕩犬議題的學習，表現出更高的參與度與學習興趣。此研究成果將可為設計社會

性科學議題課程提供參考，並提出具體教學建議。

初探運用多元媒材提升遊蕩犬議題教學之成效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許郁婷、黃文瑜

指導教師 潘儀庭助理教授

二、未來「尋求動物保護相關資訊之意願」提升6%，

    而「創造友善動物家園之意願」提升5%。

一、對三項遊蕩犬相關法令的熟悉度提高。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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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效度分析 延遲測試 增加樣本數量

社會性科學議題無標準答案，因此在分析結果時，較難評

估課程實施的成效性。本研究者試圖讓國中小學生自行建

構認知。然而，從訪談結果可知，學生往往帶有既有的價

值觀與先入為主的觀念，忽略了瀕危動物保護的重要性。

以兩難問題作為討論社會性科學議題的方式，對於有意呼

籲保護野生動物的教學者來說，隨時保持中立客觀的立

場，深具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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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研究結果

1.事件剖析

2.數據解讀

3.深入議題

4.問題解決

5.歷年政策介紹

6.遊蕩犬議題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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