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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者教育協會 

113 學年度「得勝者計畫」校園青少年生命品格培育專案 

壹、 得勝者教育協會創辦緣由 

民國 81 年協會創辦人榮司提反與榮維

琪夫婦，秉持著熱愛臺灣青少年的心，自美

國來台灣籌辦「得勝者計畫」－以菸酒毒品

預防宣導影片放映走入全台國民中學，緊接

著在社區招募和訓練志工，正式展開針對國

中生所舉辦的「得勝者計畫」。目前「得勝

者計畫」已一步一腳印地踏遍全台國中校

園，協會至今每學年提供近 400 所學校免費

的得勝課程，並培訓出超過 4,000 人次志工進入校園，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積極、合理的認知，並培養其具體的生活能力，達到尊重生命、面對生活壓力、提

升溝通技巧、強化解決問題的能力。 

貳、 得勝者計畫 

得勝者教育協會願透過志工老師無私的愛，專業的教學來引導青少年走更美好

的人生路。本計畫結合學校、社區資源和家庭一起合作，長期實際關懷及陪伴校園

青少年；透過訓練與安排志工至各實施班級，教導「得勝課程」，以預防性教育關

懷校園青少年。透過實際陪伴，使學生在愛與關懷中，進而建立良好品格、正確價

值觀、提升自我能力，同心培育全人健康的 e 世代青少年領袖。為滿足此願景，本

會依據社會及青少年的需要，研發並推動下列五套課程：《問題處理》、《情緒管

理》、《原諒練習步》、《財商智富 4S》與《LOVE 好好學》。 

此外，身為民間教育機構「永續教育聯盟」的一員，我們認為永續不再只是企

業責任，更是需要全民一起響應的。永續觀念的傳遞可以從教育做起。因此，特別

推出《永續傳善》課程。本課程是以 8 個曾經榮獲「傳善獎」的非營利組織為發想，

讓學生及社會大眾，有機會認識台灣「善的力量」；在課程進行的同時，也可以認

識並開始關注永續議題，進而啟發學生對社會、社區產生共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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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內容 

一、 目標 

結合社區、學校與家庭力量，透過專業訓練之社區志工，藉著本會研發之《問

題處理》、《情緒管理》、《原諒練習步》、《財商智富 4S》、《LOVE 好好學》

及《永續傳善》等課程，幫助青少年培養問題處理、自我省思與拒絕誘惑等具體生

活能力，預防青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如輟學、使用菸酒毒品、自傷自殺、網路成

癮、校園霸凌或涉足色情與不良場所等）；進一步培育青少年能以同理心關懷他人、

肯定自己的價值、增進自我效能感；學習善用金錢資源，並透過情感教育幫助學生

擁有健康的人際關係，進而激發學生活出美好品格並且樂於回饋社會，成為全人健

康的世代青少年；幫助學生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注當今世界各國重

視的議題，並透過認識台灣 8 個非營利組織的善行，培養「永續傳善」精神，成為

樂於助人「傳善小種子」。 

二、 目的 

1. 組織與訓練社區志工並組成團隊：持續參與校園青少年關懷與服務，帶動志工

參與社會服務，並加強志工輔導知能，以儘速早期發現學生問題，及時進行個

別關懷與陪伴，或適時提供協助與轉介。 

2. 透過《問題處理》課程班級教學：培養學生問題處理能力，建立青少年在實際

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技巧。 

3. 透過《情緒管理》課程班級教學：協助青少年面對轉換期的心理轉變，教導他

們如何有效調整和抒發情緒。 

4. 透過《原諒練習步》課程班級教學：幫助學生用健康的方式，來處理人際與家

庭所帶來的傷害，並引導學生進入「原諒」所帶來的自由與釋放。 

5. 透過《財商智富 4S》課程班級教學：幫助學生對金錢的價值有正確的認知，學

習善用資源，成為金錢的好管家。 

6. 透過《LOVE 好好學》課程班級教學：以情感教育為核心，幫助學生欣賞自己

並尊重他人，擁有健康人際關係與良好網路素養。 

7. 透過《永續傳善》課程教學：幫助學生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注

當今世界各國重視的議題，並學習回應與行動。  

8. 配合課程進行的「家庭活動」：促使家長參與學生的學習歷程，達到親子共學、

正向溝通以及增進互動機會。 

9. 透過學校訓輔人員與本會志工老師合作：增強學校輔導效果，並進而建立社區

輔導網絡。 

10. 連結社區及其他機構資源：結合社區資源與人力，持續而穩定陪伴青少年生命

成長。 

11. 班級及相關課程活動實施過程：透過志工的生命榜樣及課程教導，樹立典範， 

幫助學生建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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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象 

國中生。 

四、 項目 

1. 班級教學：主要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題處理》、《情緒管理》、《原諒練習步》、

  《財商智富 4S》、《LOVE 好好學》及《永續傳善》等課程教學，教學 

 方式著重創意活化及架構連貫。 

2. 個別關懷： 班級教學期間，透過團體互動、學生心得回饋、學習手冊批改(心靈 

 筆談)，表達對學生的個別關懷、支持及引導，並且從中發現問題徵 

 後，針對需要特別處理的學生，適時通報校方訓輔人員協同處理。 

3. 家庭活動： 部分得勝課程設計「家庭活動」單元，由學生把活動單張帶回家， 

 將青少年關懷網絡延伸至家庭，增進親子互動及溝通的機會。 

4. 社區服務： 延續課程精神與內涵，進行社區服務學習，讓學生走入社區體驗社會

 參與，落實 108 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理念。 

五、 時間、地點及執行方式 

時間 執行方式 地點 

籌備推展期 

113-1 

(113/07-113/09) 

 

113-2 

(113/12-114/02) 

1. 辦理學校與社區說明會，以促進與會人員的瞭解和

參與。 

2. 舉辦志工訓練，提升輔導知能、專業倫理及活動設

計之帶領技巧、能力。 

3. 辦理服務籌備會議，重申計畫宗旨與活動目標，並

作清楚分工，達到有效提升團隊與志工，各盡其職。 

4. 參與服務的志工需受過基本訓練，並納入團隊   

管理。 

5. 辦理課程申請、意願調查和資源調配。 

學校、社區  

活動場所等 

計畫進行期 

113-1 

(113/09-114/01) 

 

113-2 

(114/02-114/06) 

1. 進行得勝課程，建立學生基本能力和自我效能的認

知。 

2. 辦理多元化評量，促進潛能發展與學習成就。   

3. 早期發現學生癥候，及早關懷與陪伴。 

4. 辦理結業式，增強並展示學習成效。 

5. 透過服務學習，讓學生走入社區體驗社會參與。 

班 級 上 課   

教室、學生  

家中、社區等 

計畫評估期 

113-1 

(113/11-114/01) 

 

113-2 

(114/04-114/06) 

1. 評估實施成效，調查分析和回饋改進。 

2. 辦理期末座談、討論會，促進溝通協調和團隊合作。 

3. 辦理成果發表會，展現成果並提供相互觀摩之   

機會。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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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單元介紹與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一、 《問題處理》 

課程單元介紹 

 

 幫助青少年勇敢面對問題，提升解決問題能力。 

 增進自我效能，建立良好品格。 

 以「毒品防制」、「自殺防治」單元，幫助青少年學習拒絕誘惑、

珍惜生命。 

 

單元別 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單元融入 

品德核心價值 

單元一 我能成為得勝者 
增進團體互動瞭解，認知得勝者真正的

意義與覺察問題的存在。 
信心 

單元二 
我能決定要面對

問題，找出原因 
學習發掘和面對問題，不消極逃避。 盡責 

單元三 
我能勇敢 

拒絕誘惑 
學習分辨及拒絕不良的誘惑或習慣。 勇敢 

單元四 
我能集中力量 

在能改變的事 

學習分辨問題可改變的程度，接納不能

改變的事，努力於可改變的事。 
專注 

單元五 
我能找出好方法 

來解決問題 

激發思考和創意，並學習運用評估原則，

選擇最佳方法解決問題。 
創意、果斷 

單元六 
我能尋求他人的 

幫助 
學習尋求別人意見和幫助。 謙遜 

單元七 
我能分辨明白 

毒品真相 

增進學生對藥物濫用的認識及後果影響，

同時學習如何拒絕毒品以保護自己。 
謹慎 

單元八 
我能向自殺 

說「不」 

學習珍惜生命，保護思想，戰勝自殺的  

意念。 
珍惜 

單元九 
我能積極行動 

解決問題 

明白事情緊急重要的優先順序，集中力量

面對挑戰。 
積極 

單元十 
我能擁有 

得勝的生命 

瞭解解決問題的流程，將課程融會貫通 

付出行動。 
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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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處理》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項目 
國民中學教育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新課綱19項 

議題融入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

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   

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  

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

與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生命  

倫理議題與生態環境。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

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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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緒管理》 

課程單元介紹 

 

 提升青少年情緒管理的能力，學習適當情緒表達。 

 透過影片引導學生進入生活情境，認識情緒的特性及重要性。 

 同理體諒他人感受，建立良好溝通方式，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單元別 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單元融入 

品德核心價值 

單元一 
我能對自己情緒 

負責 
提升學生對情緒管理的自我效能。 信心 

單元二 情緒調色盤 
透過增加情緒感受字彙，幫助學生認

識、表達情緒。 
智慧 

單元三 我的喜怒哀樂 
藉由認識情緒的重要性和特性，更認識

自己。 
勇敢 

單元四 情緒表達千百種 
認識各種表達方式，並察覺自己固有的

情緒表達方法。 
慎重 

單元五 
我能緩和 

強烈情緒 

幫助學生建立情緒行為防線- 處理強烈

的情緒感受，學習緩和情緒的方法。 
謹慎 

單元六 

情緒管理三部曲

（一） 

面對情緒 

學習情緒心理防線之第一步 - 察覺、面

對自己的情緒。 
敏銳 

單元七 

情緒管理三部曲

（二） 

轉換情緒 

學習情緒心理防線之第二步 - 瞭解原

因，學習處理。 
明辨 

單元八 

情緒管理三部曲

（三） 

有效表達情緒 

學習情緒心理防線之第三步 - 有效表達

情緒，促進人際關係。 
溫柔 

單元九 
我能面對 

他人情緒 
建立面對他人情緒的正確態度與方法。 尊重 

單元十 
我能成為 

情緒的主人 

建立尋求幫助的態度；課程複習並鼓勵

學生邁向豐富情緒人生。 
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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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理》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項目 
國民中學教育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新課綱19項 

議題融入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

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   

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

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    

日常生活中。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

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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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諒練習步》 

課程單元介紹 

 

 學習以健康的方式面對人際、家庭所帶來的傷害。 

 透過循序漸進、多元活潑、真人故事的啟發，進入「原諒」帶來

心靈的自由與釋放。 

 保護青少年不受更大的傷害，並學習承擔責任，真誠道歉，重拾

生命美好。 

 

單元別 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單元融入 

品德核心價值 

單元一 自我發現 
察覺與發現個人曾經有過的人際傷害，

瞭解用合宜方式處理傷害的重要性。 
智慧 

單元二 破解怒氣 

瞭解未解決的怒氣可能成為生命中的  

地雷，所以需要積極學習抒發怒氣的好  

方法。 

明辨 

單元三 勇於面對 

瞭解真勇氣和假勇氣的區別，明白只有

真勇氣才能夠幫助我們，提升個人生命

並且邁向得勝。 

勇氣 

單元四 轉換思考 
教導學生以不同的眼光和角度去瞭解 

事情的真實面貌，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 
憐憫 

單元五 將心比心 

教導學生欣賞獨特和差異所帶來的   

美好， 同時用自己希望別人對待自己的

方式去對待別人。 

尊重 

單元六 送出禮物 
瞭解原諒是份奇妙的禮物，得到祝福的

不僅是別人更是自己。 
關懷 

單元七 真誠道歉 

教導學生明白真誠的道歉與認錯，是  

真勇氣的最佳展現，同時也是修補破裂

關係的利器。 

責任 

單元八 愛的奇蹟 

原諒雖然無法改變過去所發生的事，但

卻可以帶來療癒的奇蹟，同時讓生命更

加寬廣與自由。 

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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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練習步》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項目 
國民中學教育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新課綱19項 

議題融入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

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

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

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

與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生命倫

理議題與生態環境。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

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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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商智富 4S》 

課程單元介紹 

 

 透過互動教學、引導反思等翻轉教學模式，培養良好的金錢價值觀。 

 根據青少年消費模式及理財需求，逐步引導青少年建構基本  

理財觀念。 

 學習善用資源、與人分享，成為金錢的好管家。  

 

單元別 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單元融入 

品德核心價值 

單元一 「智富」好管家 教導學生基本的金錢觀念。 
謹慎 

決心 

單元二 
致「負」或 

致「富」 

讓學生思考實際生活中那些開銷是必要

花費，哪些是可以節省下來的。並能夠找

到方法，採取行動克制不必要的消費物

欲，以培養自我管理的能力。 

明辨 

知足 

單元三 
「得勝者聯盟」 

智富4S 

明白財商( 理財智商) 中重要的智富4S 

概念。學習在生活上智慧分配金錢，同時

培養分享的愛心。 

智慧 

仁愛 

單元四 記帳 Easy Go 
瞭解記帳不只是記錄金錢流向，進一步

還要定期分析、檢討自己的消費習慣。 

負責 

自律 

單元五 預算優先學 
認識預算的概念，把握量入為出的原則， 

擬定適合個人的預算規劃。 

積極 

審慎 

單元六 投資大未來 

明白投資的真正意義，學習投資有形及

無形的財富，創造能夠與人分享的富足

人生。 

創新 

關懷 

總結 

單元 
智富王牌 

回顧課程所學觀念，運用在日常生活  

當中。 

堅毅 

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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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商智富 4S》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項目 
國民中學教育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新課綱19項 

議題融入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

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

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

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

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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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LOVE 好好學》(112 學年推出之新課程) 

課程單元介紹 

 

 學習欣賞及接納自己，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面對人際互動時，懂得尊重他人，學習建立健康的友誼關係，   

也看重了解家人之間表達情感「愛之語」的不同方式。 

 懂得如何好好談戀愛、好好分手的意義；免於約會暴力及預防 

恐怖情人。 

 在網路時代明白如何自我保護，培育數位公民的良好品格。 

 

 

單元別 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單元融入 

品德核心價值 

單元一 遇見自己多美好 
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建立健康的自我 

形象。 
信心 

單元二 不同特質更精彩 
了解我們都各自擁有不同的特質，接納

並尊重彼此不同特質與獨特性。 
尊重 

單元三 我家溝通行不行 
了解家人之間表達情感的不同方式，  

明白每個人有不同的感受與需要。 
敏銳 

單元四 用心相待真麻吉 
了解友誼的內涵與價值，提升建立與  

維繫健康友誼關係的能力。 
智慧 

單元五 愛情學分好好修 
了解情感關係發展歷程及應對方式，  

學習以謹慎態度評估戀愛適切時機。 
按部就班 

單元六 循序漸進學習愛 
明白親密關係的進展，認識青少年性行

為的後果，並懂得保護自己身心的健康。 
井然有序 

單元七 只要愛，不要害 
學習如何保護自己，免於約會強暴及  

慎防恐怖情人。 
勇敢 

單元八 和平分手也放手 
了解分手的意義，以健康的方式處理  

彼此的關係，及良好的心理建設。 
和平 

單元九 數位公民好素養 

增進對網路特性的認識，及懂得分辨  

網路使用時可能有的風險陷阱，不做   

危害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成為具備良好

品格的公民。 

謹慎 

單元十 網路交友不迷惘 

增進對網路交友問題的認知，學習辨識

網路陷阱的徵兆，並透過相關議題的  

反思，更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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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好好學》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項目 
國民中學教育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新課綱19項 

議題融入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

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 的素養，並 

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

與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生命倫

理議題與生態環境。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

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

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113 學年度『得勝者計畫』校園青少年生命品格培育專案第  14 頁，共 22 頁  

 

 

 

 

欲知更多詳情 

請掃 ↑↑ 

六、 《永續傳善》(112 學年全面推出；學校老師可直接申請使用；每單元可獨立教學使用) 

 

 引導學生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注當今世界各國

該重視的議題，並學習回應的行動。 

 認識台灣 8 個非營利組織的善行，啟發學生對社會、

社區產生共好的情感。 

 培養「永續傳善」精神，成為樂於助人「傳善小種子」。 

 

  
單元 主題 介紹單位 學習目標 

核心 

品德 

SDGs 

焦點 

總

篇 
一 

全球永續，

成為夥伴 

聯合國 

17 項 SDGs 

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方針與「善」

的力量。 
積極 

SDGs 

基本內涵 

教

育

資

源

篇 

  

二 孩子的書屋 孩子的書屋 
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優質    

教育」？ 
溫柔 

SDG 4 

優質教育 

三 
孩能 

有什麼改變 

為台灣而教 

教育基金會 

引導學生認識自身價值及他人價

值，反思未來能投入哪些服務？ 

創新 

熱情 

SDG 4 

優質教育 

四 
活出品格 

灌溉未來 

得勝者 

教育協會 

生命品格是未來基石，青少年時

期是品格建造的關鍵時期，積極

投資在品格將會反饋在未來。 

智慧 
SDG 4 

優質教育 

五 
逆轉青年 

傳善未來 

普仁青年 

關懷基金會 

幫助學生認識優質教育，鼓勵  

啟動善的循環。 
感恩 

SDG 4 

優質教育 

六 
回收玩具 

讓愛延續 

台灣 

玩具圖書館 

從「無用之用」反思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 

善用 

資源 

SDG 12 

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 

關 

懷 

陪 

伴 

篇 

七 
伸出援手

「扶一把」 

現代婦女 

基金會 

建立家庭暴力的觀念，幫助   

學生培養向他人表現關心的  

態度。 

溫和 
SDG 5 

性別平等 

八 
最重要的 

禮物 

癌症希望 

基金會 

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禮物是  

什麼，幫助學生學習用不同的 

態度去面對疾病及無常。 

喜樂 

SDG 3 

良好健康與

福祉 

九 
「看見」 

你的需要 

台北市視障者 

家長協會 

以友善接納的態度包容弱勢族

群，能同理他人需要。 

寬容 

友善 

SDG 10 

減少不平等 

十 黑孩子的家 孩子的書屋 

透過共感共情，激發學生齊來建

設永續城市與社區的善心與責

任心。 

良善 

SDG 11 

永續城市與

社區 

十一 大手拉小手 
普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 

明白服務者所需特質與能力，並

鼓勵學生實際投入服務學習。 
仁愛 

SDG 1 

消除貧窮 

十二 
讓生命 

影響生命 

得勝者 

教育協會 

明白青少年需要被傾聽和同理，

並思考是否有影響生命的重要

他人。 

同理 

SDG 3 

良好健康與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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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成效 

一、 112 年度《問題處理》實施成效 

(一) 服務量  

1. 參與《問題處理》課程的班級共 627 班。 

2. 服務學生人數約 16,302 人。 

(二) 對學生的具體幫助 

1. 有 81.27% 的學生喜歡《問題處理》。 

2. 有 87.1% 的學生認為課程對他們有實際   

幫助。 

3. 參與學生藉此課程能了解如何解決問題。 

(三) 學生的具體回應 ※註：為保護隱私，回應者均不發全名 

 台中市／北新國中／吳同學 

歷經了許多節的「得勝者課程」，我也有了許多的心得與感想，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次關於「自殺防治」的課程。 

我二、三年級的時候，曾遭遇過長達一年的霸凌，那段時間我無數次的想過自

殺這種想法，但由於對死亡的害怕及恐懼，讓我活到了現在。那段時間之後，霸凌，

成了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話題。經過了這次得勝者課程，我以後也許能夠更勇敢的去

面對、直視那段回憶。得勝者課程帶給我許多獲益，也帶給我快樂的回憶。 

 彰化縣／北斗國中／○同學 

我非常喜歡得勝課程，在上得勝課時，會感受到許多內容都是為我們青少年量

身打造的，銳利的看穿了我們會遇到的困難後，再利用影片、課本、老師幫助我們

解決問題。老師本身也非常有趣，會創造一些小遊戲讓課程更加豐富，平常回答問

題、下課前背得勝金句，老師也會給我們得勝卡作為鼓勵，上完得勝課本內容我們

會寫心得，而老師也會認真回覆。感受到老師對大家的用心，我會更努力成為得勝

者的！ 

 台南市／明達中學／陳同學 

上這個課不僅教我們怎麼成為得勝者，也能治癒我們的心，上課的內容教我們

如何面對失敗和挫折，教我們不要吸毒，也不要自殺，不要做任何對自己不好的事，

尤其是在上怎麼面對挫折的課時，我覺得學到很珍貴的一課，因為我之前很常遇到

一些挫折就哭，雖然沒改變多少，但是我覺得我的心有變的更堅強。 

 

 

 

圖 1《問題處理》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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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2 年度《情緒管理》實施成效 

(一) 服務量  

1. 參與《情緒管理》課程的班級共 440 班。 

2. 服務學生人數約 11,400 人。 

(二) 對學生的具體幫助 

1. 有 77.01% 的學生喜歡《情緒管理》。 

2. 有 78.93% 的學生認為課程對他們有實際 

幫助。 

3. 參與學生藉此課程能了解如何進行情緒  

管理。 

(三) 學生的具體回應 ※註：為保護隱私，回應者均不發全名 

 新北市／淡江中學／黃同學 

這堂課程跟其它課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可以讓所有人表達感受，練習去面對情

緒，課程中教的情緒三部曲大大的改善我不太擅長表達情緒的部分，現在一有負面

情緒，我會練習用正能量的方式去解決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情緒沒有好跟壞，

只是要學會去表達。」就跟「一句話表達的好，就像金蘋果放在銀盤子中」一樣，

志工老師是個會去了解每個人當下心情的人，可以透過平常森林交響曲去回覆與對

話，也很懂現代國中生的內心想法。我覺得最受用的是情緒三部曲的第三部曲「有

效表達情緒」，可以讓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得勝課程真的非常的有趣跟有用！ 

 台東縣／關山國中（偏）／黃同學 

以前的我一直都是一個情緒反應壓抑者，有任何的情緒或想法都悶在心裏，不

和別人分享，也因為內向的個性，不擅長與人互動，常讓別人誤會我，但看到學習

這門課，感覺充實了很多，不那麼內向，我發現最重要的是開始會用正向的方式整

理自己的情緒了，也會試著自己找喜歡的事做，不被一時的情緒影響了一整天的心

情，真的學到很多，雖然課程結束了，但我也會繼續練習。 

 苗栗縣／建國國中／鄭同學 

自從上了得勝課程之後，我的情緒管理變好很多，不會動不動就生氣。心情不

好時，我會找到方法緩和情緒，也可以跟別人好好溝通，清楚表達自己的情緒，所

以我覺得這個課程幫助很大。爸媽也說我自從上了這個得勝課程後，我的態度有變

好很多了，比以往發脾氣的次數還要少，改變很多，所以我要感謝得勝老師。 

 

 

 

 

 

圖 2《情緒管理》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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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2 年度《原諒練習步》實施成效 

(一) 服務量  

1. 參與《原諒練習步》課程的班級共 49 班。 

2. 服務學生人數約 1,274 人。 

(二) 對學生的具體幫助 

1. 有 76.74% 的學生喜歡《原諒練習步》。 

2. 有 75.26% 的學生認為課程對他們有  

實際幫助。 

3. 參與學生藉此課程能了解如何以健康的

方式來處理人際關係中的傷害。 

(三) 學生的具體回應 ※註：為保護隱私，回應者均不發全名 

 台中市／龍井國中／郭同學 

這次上完得勝課程後，學到了跟別人吵架時，我可以有另一種選擇－原諒，而

不是都不道歉不理他，導致雙方關係都處於不好的狀態中，主動道歉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兩人。上課的時候我學到一句話：「施比受更為有福」，這句話讓我感受很

深，因為這種做法還能用在社會上，別人有困難就主動去幫。還有上課時看的影片，

每個影片都是很有意義的，其中是講一件事，每個人看的角度不同，所以別人說的

不一定是錯的，也不一定是對的，要深入了解才不會有誤解，謝謝得勝老師教導我

們，使我們知道面對困難要怎麼去處理。 

 南投縣／社寮國中（偏）／陳同學 

我以前經常跟妹妹吵架，都是為了一點小事就吵得不停，奶奶總是要我多讓妹

妹不要跟她計較，我當然知道『退一步、海闊天空』，但我就是不想，誰說姐姐就要

讓妹妹，大人都不搞清楚誰對誰錯，就要我讓妹妹，（憑什麼總是要我退一步）。 

直到我上了得勝課程－原諒練習步，我開始試著原諒她，心平氣和地告訴她這

件事的對錯，讓她以我的角度看事情，讓她明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現在，    

我們似乎不像以前一樣那麼常吵架，雖然不是都沒有，但是次數卻比以往少，原來

原諒可以使我們的糾紛變少，遇到事情時，懂得替對方著想，『原諒』似乎沒有我想

得那麼難。 

 南投縣／社寮國中（偏）／松同學 

上得勝課程的原諒練習步，我學到了如何原諒別人，其實原諒不是一件簡單  

的事。要原諒他人，必須要有很大的勇氣，雖然原諒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不過原諒別人卻可以讓一個人重新開始。 

在課程中學到勇氣還有分真勇氣與假勇氣，我覺得勝課程是非常有趣的課程，

並且不僅可以讓我們學到如何原諒他人，還可以讓我們學到人生的道理。 

 

 

圖 3 《原諒練習步》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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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2 年度《財商智富 4S》實施成效 

(一) 服務量 

1. 參與《財商智富 4S》課程的班級共 55 班。 

2. 學生數約 1,430 人。 

(二) 對學生的具體幫助 

1. 有 74.03% 的學生喜歡《財商智富 4S》。 

2. 有 75.69% 的學生認為課程對他們有實際 

幫助。 

3. 參與學生藉此課程能認識金錢的價值與  

運用，並善用資源成為金錢的好管家。 

(三) 學生的具體回應 ※註：為保護隱私，回應者均不發全名 

 新北市／三民高中國中部／○同學 

這是我上過最好玩的得勝課，不管是批改老師、教導老師我都很喜歡。我最   

喜歡的活動是玩桌遊跟寫我想說的話，不管我寫什麼都不會有人責怪，還會誇獎我。

玩桌遊也會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即使一個禮拜只有一堂課，但老師更加用心認真的

上完。我學到了如何管理分配我所有的錢，不要像一次花完中獎金的阿公一樣。我

還學到了投資的風險，不論風險高或低都要小心謹慎。謝謝老師用心指導，辛苦你

們了！雖然有時我們班很吵，老師卻不會生氣，而是很有方法的照顧全局，真的很

厲害。謝謝老師們，您們最最棒了！ 

 台中市／北新國中／謝同學 

志工老師總能用幽默易懂的方式，來詮釋困難的經濟與理財觀念，同時也時常

分享老師的個人經驗，讓我在理財上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打算，老師也很用心的回

覆我在課本上的留言，總是不斷鼓勵著我，不時提出問題引起反思，讓我對自身的

理財觀念更有信心。 

「理財」是每個人必須擁有的技能，「財商智富 4S」的課程，令我對理財有更

多的了解，我認為「理財」在各年齡層都是必學的知識，若能越早開始，會有更好

的成果，所以我希望有更多孩子可以參加這樣的課程，對未來發展將有莫大的幫助。

最後，謝謝得勝課程讓我學會好多相關知識，希望將來我可以學以致用，成為一個

成功的人。 

 台南市／將軍國中（偏）／同學 

上完得勝課後，學到了如何花費以及儲蓄，生活中我們都跟錢有關，所以會一

不注意錢就花完了，但上完課之後，我就開始記帳，也發現自己也開始節約花費次

數，現在錢也越存越多了，我也教了家人如何正確儲蓄。 

 

 

圖 4《財商智富 4S》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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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2 年度《LOVE 好好學》實施成效 

(一) 服務量 

1. 參與《LOVE 好好學》課程的班級共 246 班。 

2. 學生數約 6,396 人。 

(二) 對學生的具體幫助 

1. 有 79.54% 的學生喜歡《LOVE 好好學》。 

2. 有 84.25% 的學生認為課程對他們有實際   

幫助。 

3. 參與學生藉此課程能學習欣賞自己並尊重他

人，且擁有健康人際關係與良好網路素養。 

(三) 學生的具體回應 ※註：為保護隱私，回應者均不發全名 

 新竹縣／二重國中／傅同學 

在一段感情中，我們能以一種健康的態度面對，這將會是十分重要。交往時，

我認為或許我們再如何深愛，也不要將他視為我們的一切，我們的生活不該以他人

為中心，別為了這段關係失去了自己。若真的結束這段戀情，傷心是必然的，可我

們也不該死賴著不放手，我們該學習如何理性的面對，換個角度看待相信事情會不

一樣。這學期謝謝老師用心的教導，每次看見老師用心規劃課程及回覆心靈留言板

時，真的很感動。 

 屏東縣／鹽埔國中／陳同學 

上得勝課我很喜歡，這次的上課內容也讓我了解更多情感，對我很有幫助，也

讓我改變了很多想法，不是再用幼稚的想法去面對感情，也比較了解我想要的是什

麼，也知道人與人之間相處不是需要拿什麼換的。在課程中我喜歡：「分手也要放

手！」我會喜歡這一課是因為我不懂得放手，分手了就會再交一個去尋找跟他似曾

相似的人，但最後發現都不是他，也沒辦法接受新的人，這樣也只是傷害到別人而

已。課程影片中的女主角也是這樣，但後來她想開了，看完影片我也想了很多很多，

我到底是喜歡跟他在一起過程還是喜歡這個人，上得勝課也讓我了解了很多感情方

面的事情。 

 台東縣／東海國中／林同學 

這學期的得勝課一路從認識自己、交友、戀愛及步入婚姻，給國中階段的我們

打了預防針，畢竟這些是以後都有可能會面臨的。例如：約會性侵害，它教會我該

如何去避免，可以找朋友一起去，降低風險。除此之外，現在網路發達的時代，可

以利用網路的優點，也要學會保護自己，以免陷入網路的迷惑。每一次的得勝課很

值得我去學習，我會好好把它運用在生活中。 

 

圖 5《LOVE 好好學》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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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得勝者計畫對家庭的效益 

1. 《問題處理》&《情緒管理》課程當中設計「家庭活動」單元，將輔導網絡延伸

至家庭，使家長參與學生學習歷程，增進親子間互動及溝通。 

2. 透過「家庭活動」將學生家長納入課程學習，增進親子互動與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七、 得勝者計畫對社區及學校的效益 

1. 本計畫於全國 6 都 16 個縣市辦理實施，組織志工團隊約 500 組，動員超過 4,500

人次志工參與校園服務，提升社區服務動能。 

2. 110 學年共辦理 65 場志工教學訓練，提升志工教學技能。 

3. 藉由社區服務文化改造，以實際進駐學校的服務行動，協助學校發展學校社區化

之願景。 

 

陸、 經費來源 

本計畫為志願服務，實施經費來自社會捐助和政府補助，不向學生及申請學校

收取任何費用。 

 

柒、 附件 

附件一：有關得勝課程可以提升學生自我效能的研究論文摘要 

－陳曼玲博士－                                                

學習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因應策略』 

對課業『自我效能』認知之影響 ─ 

一個教育心理介入性課程在青春期前期的意涵 

 

註：本文為陳曼玲博士於民國 88 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教育心理學博士論文研究之摘要 

 

青少年階段乃是個體由孩童過渡到成年的時期，是一段自我探索與自我肯定的重要階段。青

春期前期(10 ~ 15 或 12 ~ 15 歲)的學童，不僅要面對生理上的變化，與複雜的同儕關係；更要適應

新的學習環境(國中階段)與繁重的課業。倘若青少年對此變化適應不良，很容易造成輟學、使用菸

酒毒品、不當的懷孕甚或自殺等結果。青少年能否承擔上述來自內外之壓力，端看是否具備足夠

的因應策略，以及有無父母與同儕的支援。根據研究，青少年的課業自我效能認知  (perceived 

academic self-efficacy)，相較於其他效能感(如：外表、社交、運動等)更顯得重要，是其情緒平穩

或沮喪的主要原因 (Ehrenberg et a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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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能否達成某項工作目標之自我判斷，亦即“我有能力做這項工作嗎？”

的自我期望。自我效能期望的高低將決定一個人工作動機的高低，努力的多寡以及毅力的強弱。

就歸因理論而言，自我效能之認知與因應策略之選擇很有關係 (Chwalisz, Altmier & Russell , 1992)，

自我效能高的人，多將失敗歸因於努力不夠，從而針對問題尋找解決的方法  (problem-focused 

coping strategies)。相對地，自我效能低的人，多將失敗歸因於工作太難，以致於陷入情緒的掙扎

當中(emotion-focused coping strategies)。 

根據皮亞傑( Piaget )的認知理論，國中一年級學生在認知發展上已進入形式運思階段(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可以運作抽象性思考，故青春期前期實為高層次推理( higher order reasoning )

與其他相關技巧的開啟與教導時期。有關於未來生活之選擇，健康狀況，以及家庭生活與職業生

涯的規劃，在在皆需要解決問題與決策能力的訓練，對於青少年心智發展與人格之自我統合，實

具關鍵性之影響。 

幾年前，『得勝者』開始在台灣的國中一年級學生 (約 13 ~14 歲) 當中實施，係屬教育心理介

入性課程，目的在教導青少年面對日常生活與課業壓力時，可以採取的認知及行為反應。由於課 

業是台灣 13 ~14 歲青少年主要的壓力來源(得勝者教育協會年刊,1995~1996)，本論文即以『得勝

者』課程實施的學校為對象，檢驗學生學習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因應策略』( problem-focused 

coping strategies )，對於『課業自我效能』認知 ( perceived academic self-efficacy ) 之影響。研究期

間(八十六學年度 1997~1998)，以台灣南北三所國中一年級的學生為對象(男生 697 人，女生 597

人)，檢測為期十二週『因應策略』訓練之成效。針對課程完成前後，受試者課業自我效能認知之

變化，以及面對困難與挑戰之信念等多項課程訓練的影響，作性別差異之分析。 

在統計方法上，本研究採取目前較為精確的多層次線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為分

析工具，以此法作為分析工具，可以設定傳統線性回歸所無法提供的變動係數(random coefficients)，

藉此變動係數，個別學生的資料 (低層係數) 可以被班級的變數 (高層係數) 所解釋，對於重疊放

置的資料 (nested data)，能獲致更精確的統計分析結果。研究發現之要點如下：(1) 青少年個人在

其自我效能的認知上，可予以修正並且強化，它是個人因應環境與行動的關鍵因素。(2)得勝課程

對於學業成就表現較差的學生，在其『學業成就自我效能』的認知上，有正面而顯著的功效。(3) 

實驗組在學業成就表現優良的班級中，其『學業成就自我效能』的性別差異，顯著縮小。(4) 低社

經地位的班級，亦即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父親的職業聲望較低者，獲得本課程的幫助較大，尤其是

在數理課程的自我效能認知上。  

就訓練課程之意見反應 (如：課程能否幫助你解決課業上的困難與挑戰？)，學生的滿意程度

在 4 分為最高的量表中達 2.99。此外，學生認為第五課：『你能找出方法來解決問題』及第二課：

『承認問題，面對問題』為最有用之策略。就課程的整體設計而言，最有幫助的部份，依次是輔導

老師評語、智慧金句、遊戲、討論及短講、練習與運用等。而學生最喜歡的部分，依次則是遊戲、

輔導老師評語、智慧金句等。 

班杜拉 (Bandura, 1988)曾言：“人類的健康與成就需要一種樂觀與彈性的自我效能感”，相對

於被動消極與經常伴隨而來的絕望感，自我效能信念可以激勵個體自我調適的企圖心。由於自我

效能期望之提昇，乃是掌控經驗( mastery experience )增加之結果；自我效能感不僅能夠促使個體

努力採取行動，並將訓練個體成為有效解決問題的人。教育的理想乃在達成個體自我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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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必須超越知識教導的層次，培養個人發展自我信念與自我調適的能力，從而實踐終身學

習的最高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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