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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生命，如何塑造「有品」社會？

體檢九年ㄧ貫教科書中的動物態度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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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出不窮的虐待動物案件



學生解釋：

「會用鞭炮炸烏龜，

只是為了好玩。」

校方：

「學校會加強愛護動
物及生命教育。」

校方：

「學生應是出於無
知、不是故意，學校
已徵求愛狗義工，加
強生命教育課程，強
化學生法律觀念。」

不是「愛不愛狗」的問題。

學生可以「不愛狗」，

但須學習尊重動物的生命！



社會暴力—對受苦生命的漠視與忽視

有機關連：虐待動物與社會暴力

問題不在於
「愛不愛」動物



• 要學生「愛護動物」，雞、鴨、猪、牛、
魚等「農場動物」…不也是動物嗎？如何
「愛護」？

• 教育是讓學生釐清、理解、涵容各種價值
觀，學習面對、處理可能的倫理衝突。

學生的學生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充滿各種價值觀的衝突中充滿各種價值觀的衝突

校園暴力– 包括人與動物

教育部統計96年全年的校園事件，暴力事件與偏差

行為共有1840件，比前一年增加82%，因而死傷的

人數達841人、動物數則沒有統計！



暴力行為的冰山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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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痛苦

來自宗教文化的影響

普遍缺乏良好動物福利觀念

生命教育應一以貫之：從政策、課綱、課本到教學

學生的學習：觀念、知識、行為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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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九年一貫教科書的動物態度
資料提供:EAST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動物相關單元檢視統計 (表)

年
級

以南一、翰林、康軒三版本
為主，合計市占率80％以上
（教科書包括課本、習作、教師
手冊及備課用書等四種，合計

1,416本，本表統計僅列課本數目
）

學習領域

生活
(1-2年
級)

社會
(1-2年級
合併為「
生活」)

自然與生活
科技

(1-2年級合併
為「生活」)

藝術與
人文

(1-2年級合
併為「生
活」)

綜合
活動

健康與
體育

國語 數學
抽樣課本

(平均百分比)

國
小
1-6
年
級

課本總數 12 24 24 24 36 36 36 36 228

抽樣課本數 12 21 17 14 21 21 30 23 159

抽樣課本數 (百分比) 100% 88% 71% 58% 58% 58% 83% 64% 73%

抽樣單元數 48 114 67 46 81 101 127 267 851

與動物相關之單元數 30 60 24 19 25 37 35 8 238

與動物相關之單元數
(百分比) 63% 53% 36% 41% 31% 37% 28% 3% 36%

國
中
7-9
年
級

課本總數 18 18 18 18 18 18 18 126

抽樣課本數 7 5 5 2 4 0 0 23

抽樣課本數 (百分比) 39% 28% 28% 11% 22% 0% 0% 18%

抽樣單元數 28 34 20 7 17 0 0 106

與動物相關之單元數 15 14 6 2 6 0 0 43

與動物相關之單元數
(百分比) 54% 41% 30% 29% 35% #DIV

/0!
#DIV
/0! 38%

與動物相關之單元數
(1-9年級之百分比合計) 63% 53% 38% 38% 31% 36% 28% 3% 32%

檢視文本--
九年一貫教材中的動物態度

現象一：
將動物生命

物化、工具化、娛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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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10以內的數 (一上康軒)
單元案例：餽贈同學楓葉鼠、撈金魚比賽各自撈幾隻

學習領域--數學

1.課本中以活體生命作為餽贈的禮品、比賽的對象，給孩子的教育是什麼?
2.課文有鼓勵違法行為之嫌：動保法第6條規定--任何人不得惡意或無故騷
擾、虐待或傷害動物。及第10條規定：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不當目
的，而有虐待動物之情事，進行動物交換或贈與。

1.課本中以活體生命作為餽贈的禮品、比賽的對象，給孩子的教育是什麼?
2.課文有鼓勵違法行為之嫌：動保法第6條規定--任何人不得惡意或無故騷
擾、虐待或傷害動物。及第10條規定：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不當目
的，而有虐待動物之情事，進行動物交換或贈與。

學習領域—健康與體育

狗會跳繩嗎?
錯誤的認知、行為!
學童模仿的可能性?

摘自五下”健康與體育”課本
(康軒版)：

圖片中兩個小孩玩跳繩，中間跳躍的是畫一隻狗



學習領域—數學

動物的確會玩捉迷藏遊戲

但擬人化的導引—猪爬入直立的木桶躲藏

是否可能誤導學童模仿對待動物的方式?

摘自ㄧ上”數學”課本 (康軒版)： 動物玩捉迷藏遊戲

狗塞冰箱



學習領域—藝術與人文
摘自三下單元三：動物狂歡節 (康軒版)：
想像自己是動物，如何才能喝到裝在瓶中的水?
動物看見這些人類的東西，會有何反應?  (繪圖：水桶罩住猴子的頭)

1.課文內容與
單元主題「動
物狂歡節」間
有何關聯?

2.誤導學童的
動物認知及模
仿對待動物方
式的可能性?

隱性教材中的
不當動物對待

可能誤導模仿行為

圖片來源：高雄市關懷流浪動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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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南一(教師手冊)
第3單元：動物嘉年華

1 請學生表演動物馬戲團，
掃把當作鋼索，請學生走
過鋼索。

2.課文與法令抵觸--台灣<野
生動物保育法>已禁止進口
野生動物作為馬戲團表
演。馬戲表演不僅違反國
際保育潮流，更是騷擾及
虐待動物。

3.誤導學童的動物認知及模
仿對待動物方式的可能性?

學習領域—藝術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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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1.活魚從哪裡來? 學生如何攜帶?攜帶過程可能危害哪些魚的動物福利?
2.教學中活體動物利用可能發生各種問題，包括觀察後的處理－學生的反應?老師的因應？
3.有沒有其它方式可達到相同的教學目標?
4.如何一起討論學習的替代方案、如何維護良好動物福利、行為準則，並共同遵守？

1.活魚從哪裡來? 學生如何攜帶?攜帶過程可能危害哪些魚的動物福利?
2.教學中活體動物利用可能發生各種問題，包括觀察後的處理－學生的反應?老師的因應？
3.有沒有其它方式可達到相同的教學目標?
4.如何一起討論學習的替代方案、如何維護良好動物福利、行為準則，並共同遵守？

四上翰林，單元二：水中生物（第三課：水生動物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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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上南一，第4章：動物的消化與循環

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1.實驗的必要性? 替代方案？

2.有沒有違反「研究倫理」，避免
研究對象受到身心傷害。

檢視文本--
九年一貫教材中的動物態度

現象二：貶抑動物、偏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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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放牛的發明家 (三上南一)
單元主旨：列舉有傑出表現的名人故事

學習領域--國語

人不能和牛比
力氣，人要和
牛比智慧，所
以只要牛被鉤
子拉的很痛就
不會亂跑了

人不能和牛比
力氣，人要和
牛比智慧，所
以只要牛被鉤
子拉的很痛就
不會亂跑了

1. 人與牛的智慧各是如何? 如何相比?
2. 科技進步，如何促進人與動物的互動更符合動物福利?
3. 課堂上如何討論並找出兼顧學習榜樣與維護動物福利的更好例子？

1. 人與牛的智慧各是如何? 如何相比?
2. 科技進步，如何促進人與動物的互動更符合動物福利?
3. 課堂上如何討論並找出兼顧學習榜樣與維護動物福利的更好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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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邊說：我們應該如何保護鳥兒和牠
們的生活環境呢?

2.另一個警告標語寫: 為了您的健康，
請勿接觸野生動物與野鳥。

文本不僅矛盾，且隱含對動物的偏見
（動物威脅人類健康） 。

適切的警語可改為--為了不干擾野生動
物，並維護人類與動物的身心健康，觀
察野生動物請保持適當距離。

1.一邊說：我們應該如何保護鳥兒和牠
們的生活環境呢?

2.另一個警告標語寫: 為了您的健康，
請勿接觸野生動物與野鳥。

文本不僅矛盾，且隱含對動物的偏見
（動物威脅人類健康） 。

適切的警語可改為--為了不干擾野生動
物，並維護人類與動物的身心健康，觀
察野生動物請保持適當距離。

學習領域：生活
二上康軒，單元四：二上康軒，單元四：多元學習活動學習活動



國中二下翰林
單元名稱：生命圖像

單元主旨：人類自詡為萬物之靈，
是自我期許？還是傲慢？

學習領域--藝術與人文

想想看：
動物園其實是個
奇怪的地方，它
把地球不同區域
的物種集合起來
供「人」觀賞 ，
你喜歡被關起來
供「人」觀賞嗎? 

1.國中：檢討動物園的存在，反思其【教育】意義。
國小：鼓勵參觀動物園、課程內容及舉例肯定動物園 --所傳達的價值觀衝突嗎?

2.如何教導學童討論動物園相關的環境教育、動物福利與動物倫理問題？

三上翰林，單元四：多元學習活動

學習領域：社會

1. 參觀動物園中的「動物」，符合「環境教育」嗎?
2. 觀察動物園中的「動物」，可以瞭解「野生動物」

的自然生活嗎?



檢視文本--
九年一貫教材中的動物態度

現象三：
輕率、扭曲、誤導學童

一下翰林，單元二：美麗的春天
（第一課：春天的景色）

學習領域—生活

鼓勵學童抓昆蟲飼養？
石頭或是樹葉可能是迷你「小」動物的家，

學童該如何學習尊重「別人」的家？



一下翰林，單元二：美麗的春天
（第一課：春天的景色）

學習領域—生活

教學指引建議：
1. 老師令兒童分組尋找校園中的小蟲，找到

的昆蟲可以抓起來放在飼養箱或觀察箱飼
養，等觀察完畢後再將昆蟲放生。

2. 兒童捉蟲兒，是一種自然的本性。老師應
善用兒童與生俱來的好奇心和興趣，引導
兒童親近蟲兒，了解蟲兒的生命也是可貴
的，進一步培養兒童愛護蟲兒的態度。

但是，課文未提及捕捉和飼養的過程及方式可
能造成動物受傷或死亡？如何避免？或提供其
他更能兼顧動物福利與自然生態的替代方法？
才能讓兒童能真正學習到昆蟲生命的「可
貴」，同時進一步「善待（愛護）」！

四下康軒，單元三：昆蟲家族（第二課：昆蟲的一生）

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指引建議：

1. 若能檢討出死亡原因和解決方法，則可以再飼養第二隻。

2. 老師可建議學生盡量飼養野生的蝴蝶幼蟲，羽化後就讓牠們回到自然界中，若是有些學

生對於甲蟲有興趣，也可鼓勵飼養。

除了「飼養」，還有哪些可達教學目的的替代方案？鑽研飼養「技術」如何兼顧良好動物

福利？動物實驗的研究倫理有哪些？

教學指引建議：

1. 若能檢討出死亡原因和解決方法，則可以再飼養第二隻。

2. 老師可建議學生盡量飼養野生的蝴蝶幼蟲，羽化後就讓牠們回到自然界中，若是有些學

生對於甲蟲有興趣，也可鼓勵飼養。

除了「飼養」，還有哪些可達教學目的的替代方案？鑽研飼養「技術」如何兼顧良好動物

福利？動物實驗的研究倫理有哪些？



四下翰林，單元名稱：昆蟲的生活史

單元活動：共同決定想要飼養的昆蟲，為昆蟲佈置一個舒適的家

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1.昆蟲(迷你動物)從哪裡來? 學生如何飼養? 過程中的動物福利問題?
2.活體動物利用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包括飼養後的處理－學生的反應?老師的因應？
3.有沒有其它方式可達到相同的教學目標?
4.如何一起討論學習的替代方案、如何維護動物福利、行為準則，並共同遵守？

四下康軒，單元三：昆蟲家族（第二課：昆蟲的一生）

1.昆蟲(迷你動物)從哪裡來? 學生如何飼養? 過程中的動物福利問題?
2.活體動物利用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包括飼養後的處理－學生的反應?老師的因應？
3.有沒有其它方式可達到相同的教學目標?
4.如何一起討論學習的替代方案、如何維護動物福利、行為準則，並共同遵守？

「環境教育3-1-1：經由接觸而喜愛生物，不隨意傷害生物和支持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

？

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這些動物最後都到哪裡去了?
遺棄？放生？

與教學目標、觀念間的關聯--
「喝水傳話」效應—教學過程到教育目標的質變

寓教於樂寓教於樂

愛護環境
珍惜資源
尊重生命

來創造一個
尊重生命的遊戲吧

(體驗活動)
飼養昆蟲

課綱：

昆蟲從哪來?
怎樣養才好?
可以去哪裡?

捕捉、交換、購買、饋贈、戲虐、緊迫

遺棄、放生、危害棲地生態、動物競技、過量、賭博

?

1. 因為創造了”飼養”這個體驗活動，反而衍生更多問題…
2. 這些問題帶給學生的影響反而扭曲、誤導了原本的教育理念與教學目標? 

快樂學習快樂學習
深化記憶深化記憶

參與認同參與認同



三上翰林，單元四：多元學習活動

1.乘牛車就能讓學童體驗農村的「生活」嗎？
2.為達相同教學目的，實際的教育效果，有哪

些替代方案？
3.選用圖片(乘牛車)與「助人」的品德有何關

聯?

學習領域—社會

四上翰林，單元二：水中生物（第一課：認識水域）

單元目標是談自然環境中水生物與棲息環境的多樣性，卻要求學生佈置ㄧ個水族箱(人造
環境)。【在人造環境的觀察與研究 vs.在自然環境下的觀察與研究】如何避免誤導？有哪
些替代方案可達相同教學目標？

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四上南一，單元名稱：水中生物的生長環境

單元主旨： 水中生物的環境與條件都相同嗎?  

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1. 所傳達的價值觀--衝突嗎? 【水生物與棲息環境多樣性 vs.人造環境】、【在人造環境的
觀察與研究 vs.在自然環境下的觀察與研究】

2. 有沒有其它方式可達到相同的教學目標?
3. 如何一起討論學習的替代方案、如何維護動物福利、行為準則、研究倫理，並共同遵

守？

水
中
生
物
需
要
什
麼
環
境
條
件
才
能
生
存
呢
？

讓
我
們
來
用
水
族
箱
養
一
些
生
物
來
看
看
吧
！

三下翰林，第3單元：社區大發現 主題：社區好鄰居

學習領域—綜合活動

書
本
中
的
動
物
再
現

：

圖
片
隱
含—

垃
圾
與
流
浪
狗

流浪狗 翻垃圾桶、或有人隨地餵食

= = 髒亂 驅離流浪狗？

現象 解決方法

末
端
思
維—

如
何
培
養
學
生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力
？



檢視文本--
九年一貫教材中的動物態度

現象四：描述人與動物的互動
多僅從人的單一觀點詮釋
（且大都著重人的利益）

學習領域—國語

1.簡化的「善行」：救援、餵養野生獼猴？
不當的「保育」：教猴子人類的規矩
-- 排隊領食物?

2.誤導野生動物及棲息環境保護觀念。
3.介紹人為餵養野生動物的行為成為觀光
賣點，卻忽略背後衍生的問題，如習慣被
人工餵養的獼猴與觀光客的搶食衝突等!

4.誤導人與動物的互動關係，可能造
成孩子以為野生動物可以隨意餵食，

5.學童無法正確認識野生獼猴的習性與行
為，同時忽略人類不當行為對生態及環
境可能造成的傷害。

六上”國語“ (翰林版)：
目睹鄰居用捕獸夾抓ㄧ隻手臂夾斷的
猴子，花了2500買回照顧，等傷口痊
癒後再放回山裡，擔心斷了手後的猴
子會找不到吃的，於是每天拿香蕉在
路邊等牠，後來等吃香蕉的猴子和鳥
都越來越多，竟吸引了大批觀光客，
使東和村成為名聞遐邇的觀光景點。



學習領域—社會

1. 課文完全省略複製動物的技術是

否影響動物身心健康。應提供生

物科技與不同動物倫理觀念間的

討論空間，並說明良好動物福利

的知識和觀念。

2. 教師手冊應說明研究倫理中的動

物倫理議題。

摘自六下”社會”課本 (康軒版)：
生物科技所引發的疑慮~複製動物的技術若被用來複製人類，是否會影響人類的身心健
康與衝擊倫理秩序?



學習領域—國語
五上南一，第九課：兩兄弟

1. 課文內容可能型塑兒童怎樣的「動物態度」?
2. 勇敢的表現有哪些替代方式? 勇敢的人有福? 那動物呢?

單元名稱：富饒的台灣 (五上南一)
單元主旨：農、牧業

學習領域--社會

課文單面向介紹
集約畜牧（工廠
化畜牧)的「經
濟」貢獻，完全
不談這種飼養方
式對生態環
境 、氣候變
遷、疾病風險以
及動物福利的負
面影響?

課文單面向介紹
集約畜牧（工廠
化畜牧)的「經
濟」貢獻，完全
不談這種飼養方
式對生態環
境 、氣候變
遷、疾病風險以
及動物福利的負
面影響?



三上南一
單元六：安全的校園環境

將環境權的定義窄化，從人類利益

的觀點解釋為--我們有享受良好生

活環境的權利--無法引導學生從人

類與社會和自然的角度思考。

學習領域--社會

檢視十項基本能力指標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能力 ：

1. 尊重包括尊重自己與尊重他人，此處所指他人包括異於自己的群體與文
化。

2. 關懷動植物及自然環境：對人以外的關懷，可以由對有生命的動物關懷到
植物以至於對沒有生命的土壤、水文等的關懷，鼓舞學生關懷地球的自然
生態。

3. 對動物的關懷進行討論的內容可有三方面：（1)對動物行為的研究，（2）
對動物的能力或特性作價值判斷，（3）對這些價值判斷做深刻的體察與反
省。

1. 沒有「動物倫理」觀的價值思辯，更沒有任何關於「良好動物福利」知識或
能力的理解。

2. 課綱中，所謂「尊重與關懷」的層次仍侷限以「人」為主體、對象，避談人
和動物的互動、與對動物（及對動物個體生命）的尊重。

3. 忽略廣泛「動物福利科學」的相關知識，只限縮為動物行為與生理，及其生
態角色。

4. 「對動物的能力或特性的瞭解」不等於各種「動物倫理」價值觀的釐清、對
話、涵容。



人與動物互動有不同層次的觀念和問題

有不同層面的影響

動物倫理：光譜、衝突、爭議的討論

從生命需求到動物需求到動物福利的五大自由

動物福利教育的五大工具

「動物倫理」與「動物福利」是什麼?

「動物倫理」光譜光譜

動物保育
(環境倫理：

人類中心或自然主義)

動物利用
（工具.產品.商品）

動物虐待
（無地位論）
（機械論）

動物權益
（平等考量）
（地位平等）

友善（有機）畜牧
同伴動物

動物實驗3R原則

野生動物
棲息地

動物福利
（間接義務論）

（新動物福利主義）
(痛覺主義）
（分級理論)

善待



感覺為基礎

Hughes, 1976: ‘動物福利是動物與其環境協調一致時，
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狀態。’

Duncan & Dawkins, 1983: ‘動物福利是一個含義較爲寬

泛的概念，包含動物的身心健康，環境的和諧，動物
的感情與免受傷害的生活。’

三種觀點

「動物福利」的三種觀點

（資料來源RSPCA）

生理機能為基礎

Broom, 1986: ‘
動物個體為適應周圍環境，
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愈小 ，該個體福利狀況就愈好。’

Webster, 1994: ‘動物的福利由其本身避免承受痛苦和維
持本身處於適合身心狀態的能力所決定。’

「動物福利」的三種觀點

（資料來源RSPCA）



自然為基礎

Rollin, 1993: ‘爲了提高動物福利水平，動物應飼養在‘
自然’情況下，使得動物能夠按照牠們的自然本性方
式生活。’

「動物福利」的三種觀點

（資料來源RSPCA）

是動物身體健康和心情愉快的結合

「動物福利」三種觀點的總結

（資料來源RS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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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福利教育的KSIA

知識 (K) 技能 (S)

理解 (I)

態度 (A)

行為改變 法規、行為準則

倫理

評斷、辯論

道德原則

五
大
工
具

需要的類別

生理上的 食物、水、溫度範圍、光照

環境上的 適當的空間、能躲避捕食者

行爲上的 築巢、冬眠、覓食

心理上的 減輕厭倦和過度刺激的影響

社群上的 獨處或結群，尋找配偶

工具ㄧ：動物的需求



工具二：五大自由

英國農場動物福利委員會（1992）、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2005）

免於不舒適免於不舒適

免於痛苦傷害疾病免於痛苦傷害疾病

免於恐懼和緊迫免於恐懼和緊迫

表現正常行為表現正常行為

免於饑渴免於饑渴

使
用

濫
用
或
誤
用

虐
待

工具三：尺規



合理性？

必要性？

工具四：天秤 (動物利用：目的)

工具四：天秤 (動物利用：手段)

適當性？

替代性？



工具四：天秤 (利益與傷害的衡量)

為人類
帶來利益

為動物
帶來痛苦

（比例原則）（比例原則）

工具五：動物福利教育與環境教育的異同

環境教育環境教育 （同） 動物福利教育動物福利教育

←關注未來 →

←提升意識覺知的水平 →

←培養負責任的態度 →

←從棲息地和生態系統的層面思考 →

（異）

← 思考生物多樣性問題 考慮動物個體的利益 →



總結（一）：歸納整理教育素材與活動中
負面的動物態度

動物態度
(形象)

與動物
互動

(利用)

貶抑

偏見

刻板
印象

物化

娛樂化

工具化

化人
主義

本位色彩
濃厚

高下分別，輕視，以不公平的態度相待

不公正或固執的見解

在角色認知過程中，按照預想的類型，對某個
社會群體形成一種概括而固定的看法

為滿足人之需求而利用動物，但無視其為生命
個體

視動物為媒介已達其他目的

為人類歡樂而使用(戲耍逗弄、囚禁動物)

把動物擬人化

以人為優先思考或唯一利益的主體

總結（二）：這些「動物態度」
在教學上的呈現及影響

矛盾

輕率

口號化

扭曲、誤導

偏頗、武斷

動物再現的本身與教學目標訴求相反

教學目標訴求正確，但內容空洞或無內容

匡正動物態度或動物利用時，過於簡略或浮

面，或未周全思考

教學過程、形式、或內容，造成與教學目標相

反的結果，甚至完全錯誤的觀念

教學內容與教學訴求不ㄧ致、以偏概全、嚴重

失衡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AST)
Email：eastfree@east.org.tw
網站： http://www.east.org.tw

創造人與動物、環境的合諧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