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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站討論區 

1、題目：【捨一救五的抉擇】電車問題 

反思心得：在第一個例子下我會選擇把方向盤轉彎，犧牲一個然然後救另外五個，因為效

益比較大 

在第二個例子下我並不會選擇把胖子推下去，去救另外五個人，雖然也是犧牲一個人去就

五個人，但跟第一個例子比起來，第二個例子像是有目的計畫好推胖子來救那五個人，所

以我並不會把胖子丟下去 

 

2、題目：海難 

反思心得：我會選擇 c 

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不能以一般的想法斷定。在這樣的情境下，殺人或許只是為了有機會能

救活更多的人。如果藉由大家的共識，公正的情況下決定出犧牲的人為誰，我並不認為他

們是有罪的。但若沒有當事人的同意，便是有罪的。 

 

3、題目：廣告無處不在 

反思心得：我同意這種行銷方法，因為這是屬無個人意願，並無受到他人的強迫或是威脅，

或許我們認為有更好的方法來賺錢，並不需要靠額頭來貼廣告，引起大家的輿論，但那位

媽媽有自己的想法，我們並不能限制她賺錢的方法。 

4、題目：學校宿舍規制議題 

反思心得：我覺得宿舍還是要男女分宿比較好，因為這樣男女生都比較有私人空間。 

而且學校宿舍，不是就是要大家方便跟舒適嗎?如果男女混宿的話可能會造成大家的不自

在 

雖然說大學生了要對自己行為負責，但是難免會有一些學生踰矩法規做出不當的行為，想

避免都無法避免。 

 

5、題目：現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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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心得：我不贊成用現金獎勵的方法來鼓勵學生讀書。 

讀書要發自內心的去讀，如果只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強迫自己去讀書那讀書的意義就消失

了。 

我認為金錢的誘惑並不能真正啟發學生讀書的興趣，哪一天沒有了獎勵學生就不讀書了，

這會造成學生學生價值的偏差。 

 

6、題目：【捨一救五的抉擇】醫療問題 

反思心得：第一個案例中，我選擇救那五個人，因為資源有限下而且被迫做出決定，不能

全部救，當然救五個比救一個好 

第二個案例中，牽扯到器官捐贈的問題，醫生不能剝奪病人的權力而隨意地去使用他的器

官，所以我不會去用那一個人的器官去救另外五個，除非那個人或他的家人願意這麼做。 

 

7、題目：基督徒餵獅子 

反思心得：我並不贊成這項娛樂。 

每個人應該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只要其教義並沒有侵犯到其他人的權利，我們就不該去阻

止別人信奉其宗教。而且每個人本該有其生存的權利，我們沒有辦法任意的剝奪。將自己

的快樂，藉由別人的犧牲來獲得，似乎太過不人道以及太過自私。 

 

8、題目：黃牛票市場 

反思心得：我認為在演唱會所賣的黃牛票是合理的 

因為賣黃牛的人他花較多心力去排隊搶購，理當賺錢。 

演唱會並非生活必需品，需要的人自然會去買，不論價錢多高，不需要的人價錢再低也不

需要 

而掛號服務如果有黃牛票的產生，我覺得就是不恰當的 

因為醫療是人人需要的，不能因為自己的利益就讓他人權益受損。 

 

9、題目：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 

反思心得：我支持自由至上主義 

因為有些人是靠自己的努力賺錢的，理當有權管理自己的財富不受政府控制 

那些不靠自己努力，而是希望對富人課稅的人，平白無故就有錢拿我覺得很不公平 

如果真的要財富分配，也應富人發自內心的同意，例如捐錢來讓貧富差距縮小我覺得更合

理。 



4 
 

10、題目：漲價 

反思心得：我認為不合理 

這感覺就是知道大家都需要，而且再貴都會買，對消費者漲價 

這種不肖商人，因為天災賺取利益根本就不合法 

 

二、個人作業  

1.期中作業 

議題:性別平等 

  從過去到現在，性別平等的問題便不斷被探討，甚至不僅僅介於男性及女性

當中，「第三性別」也成為探討的面向之一。 

  性別平等延伸出許多面向，而性別刻板印象，便是其中之一。從出生的那一

刻開始，我們便不斷的被性別刻板印象所影響，認為男生就應該要剛強、硬朗、

進取、積極、自信、善於領導，不應表達自己的壓力或挫敗感覺；女生則應該文

靜、賢淑、體貼、依賴、服從、有耐性。男生就應該接觸較陽光、戶外的休閒活

動，女生則應該接觸較室內、文雅的休閒活動。而這些模型的架構，規範著男性

和女性的行為、性格甚至是價值觀。一旦偏離這些架構，便有可能被認定為「不

正常」、「不符合標準」，因而承受龐大的壓力。而一般所謂的「娘娘腔」、「男人

婆」便是藉由我們既定的性別刻板印象所產生出來的稱號。且該特殊性傾向的人

們，往往會在求學階段受到同儕的排擠、打壓、甚至霸凌等處境。 

  而性別歧視，也屬於其中的範疇。當個人或群體藉由權力的支配，將異性視

為弱者、異類或著較低等的人時，便是性別歧視。而性別歧視往往為「男性」對

於「女性」較為常見。而性別歧視的現象，不但經常在世界各國的傳統社會當中

看見，至今仍然有些國家認為合法、正確，如:伊斯蘭教國家。而對於性別刻板

印象及性別歧視的反彈，造就了人們追求性別平等的動力。而女性意識的抬頭，

使得女權運動在近代日益增多，越來越多女性堅定得捍衛自己的權利(如參政權、

工作權……等)以及肯定自己的能力，不認為自己的能力會低於男性。而打破性

別分工，為追求性別平等的目標之一。如女性踏入軍中，或男性從事護理人員，

都是在日漸性別平等化的社會中，愈來愈普及的現象。而在改善性別不平等的過

程當中，如何妥善的處理、權衡其中的分配，是極為重要的要環，稍有偏差，便

可能造成另一方的不平等，反而失去其原本目的。 

  而第三性別，在許多地區及國家都是不被認可的，往往會受到他人異樣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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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擠，因為其處於一個混和的性別角色上，定位是模糊不清的。而在性別平等

的情況下，「同性戀」是否該被接受?在日漸開放的社會下，同性戀逐漸被接納，

但仍有部分人士對於同性戀抱持著不認同的看法，甚至於有「恐同症」的情況。

但如果社會處於性別平等時，為何要規範情感的對象應為同性或異性呢?追求性

別平等時，不應當對於性傾向有所偏見。然而，即使有法律條文規定，同性戀者

在工作上，卻仍有可能遭受困境。亦或是在家庭當中，可能不被親戚或家屬所接

受。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認可同性戀的婚姻，然而台灣是否該隨著時代的洪流演

進呢?我認為，在一個多元的社會當中，同性戀理當被接受，而不是蒙受排擠或

打壓。  

  雖然現在的性別形象已漸漸有所轉變，仍有不少女性因性別定型的影響，在

自我表達上多有顧忌，尤其在表示拒絕、反對和反抗時，會顧及這是否合乎社會

對於女性的期望，而在男性方面則會對表達自己的恐懼、憂慮、困惑和不確定感

到猶豫。因此，兩性在遇到與自己的觀點、偏好不同的意見或行為時，便可能會

出現。迥然不同的反應。例如有些女性會不敢強硬、決絕地「說不」；部份男性

則拙於溝通和言語表達，或誤將伴侶的猶豫視作「認同」，造成兩性關係中的誤

會、緊張和矛盾。因此，在兩性平等的教育當中，不應只著重於權利的爭取，而

該對於兩性溝通及表達方面，多傳達些正確的看法。 

  然而，我認為在日漸開放的社會環境下，拋下性別歧視及性別刻板印象，無

非是幫助社會前進的推手。畢竟藉由性別平等化，使得更多的男性及女性能夠進

入他們渴望的市場，將其本身的價值發揮到極致，使其在專業領域上有所發展及

突破。若社會上充斥著性別定型，將會規範個人的行為及價值觀，反而可能將人

才因此抹滅掉。畢竟，每個人都應當有其最適當的位置，因而發揮所長。倘若由

於性別的隔閡，使得每個人無法適得其所，只能委屈的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對

於整體社會而言，傷害是有增無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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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加”錢買不到的東西”演講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去參加這種大型的演講，雖然那天下雨但是人還是依舊擠得水

洩不通，人山人海的畫面令我好驚訝也好興奮。 

  邁可．桑德爾教學方式與眾不同，透過提問的方式，。讓人有發言的權利，

表達自己的看法，然後贊成和反對的觀眾相互提出自己的看法、互相辯論。我覺

得這種方式可以把一個人的看法表達得淋漓盡致，而且問題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只是要找出最適合各項事物的方式去面對、去解決，雖然我沒有舉手發言，但在

台下看到大家一來一往的討論，自己也會認真地思考一番到底自己的想法是甚麼。

儘管自己沒有機會發言，但還是可以透過舉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讓我覺得

我是真的在參與演講而不是只是個聽眾。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問題：現金獎勵的議題，有一學校為鼓勵一些弱勢族群讀

書，便想出一個方法，就是以金錢去獎勵讀書，拿到好成績可以獲得一些獎金，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值得嘗試嗎?正反兩面都有不一樣的看法。小時候媽媽常常鼓

勵我要多多念書，只要考試成績好就會給我獎金以示鼓勵，我認為這種方式沒有

甚麼不好，一方面可以增加讀書的動力，一方面又可以獲取額外零用錢，以我這

個例子來看，我是本身就不排斥讀書的人，讀書真正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錢，而是

為了以後的發展，所以我認為以金錢獎勵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方法。另一角度來

看，如果一個學生把讀書當作賺錢，物質刺激的推力下，多少人真正理解讀書的

意義及樂趣。 

  聽完這次演講我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對錯，只是要從多方思考，聆聽與自己意

見不同的人，進行溝通討論，找出最適合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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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作業 

台北大學外籍生與僑生的問題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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