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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求和諧有秩序的生活： 

人們透過宗族組織及宗教信仰，建立社會制度，形成共同遵守的行為標準。 

功能：指引、約束個人言行舉止，引導人們和諧相處、維持秩序。 

舉例：泰雅族的「Gaga信仰」，是指「祖先流傳下來的話」。 

2.  

社會規範： 

人與人在互動過程中發展出來，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 

不同族群、時空、文化背景所發展出的社會規範並不相同。 

規範類型： 

 說明 舉例 相關法律 

風俗

習慣 

人們受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影響，

長期累積的生活方式 

臺灣有慶祝農

曆新年的風俗 
政府在春節訂定假期 

倫理

道德 

重視人與人之間合宜的互動方式，

並提供是非判斷的標準 

華人文化重視

親情孝道 

現代以法律規範扶養

義務 

宗教

信仰 

源自人類對自然與先人等的敬畏，

並發展出指引信徒言行的教義 

穆斯林須遵守

伊斯蘭教教義 

推動清真認證產品，

讓穆斯林安心選購 
 

3.  

生活中的法律： 

法律規範違法行為、處罰方式與範圍，也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是國家執行公

權力的後盾。 

舉例： 

  自行塗改成績、仿造他人簽名，都會觸犯法律。 

  在真實世界或網路空間毀損他人名譽，都會受法律懲罰。 

  偷竊、夜晚大聲喧譁、亂丟垃圾等行為，法律會給予處罰。 

國家制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等，以健全兒少身心發

展，並讓行為偏差的未成年人有改過向上的機會。 

  出版品分級制度可以避免未成年人接觸有害身心發展的內容。 

  少年事件處理法透過嚴加管教、立悔過書、賠償被害人等方式，幫助違法的未

成年人走回正途。 

4.  

現代規範的演變： 

隨著時代演進與社會變遷，有些傳統規範已經無法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甚至出

現衝突。 

調整：如果規範已經不合時宜，可以先了解它產生的背景、緣由，透過適當方式

尋求調整，以符合實際社會需求。 

舉例： 

  傳統社會子女多從父姓，但現代社會逐漸重視性別平權，因此政府修法，由夫

妻協商決定子女姓氏。 

  政府修法將博愛座的使用者從「老弱婦孺」改為「有其他實際需求者」，以改

善博愛座的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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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讓多元觀點進入司法—國民法官制度： 

實施時間：民國 112年起。 

職責：詢問被告、被害人、證人等，與法官共同討論並審判。 

組成：三位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 

目的：讓司法更透明，並藉由多元觀點做出更適切判決，促進社會大眾與法官的

相互理解，實現人民對正義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