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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臺灣生活的各個族群： 

各自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等。 

原因：不同的生活背景與經驗。 

2.  

風俗習慣與社會秩序的關係： 

風俗習慣的形成：人們長時間生活在一起，會形成約定成俗的生活習慣、生命禮

俗，以及歲時節慶活動等風俗習慣。 

※生命禮俗：人們會在出生、成年、結婚等重要階段，透過各種儀式或活動祈求平

安順利，例如：人們在新生兒滿月時，請親朋好友吃油飯或蛋糕。 

以成年禮為例： 

族群 成年禮的活動與意義 

阿美族 

阿美族的成年禮每八年舉辦一次。 

活動：參加成年禮的孩子，需要通過越野長跑等考驗，以行動證明自

己。 

意義：通過考驗後，男生們會被戴上家人製作的大羽冠，表達對他們

的祝福，同時也象徵成為部落的勇士，能承擔責任、傳承部

落文化。 

漢人 

許多漢人認為孩子成年是十六歲，所以成年禮稱為「做十六」。 

活動：相傳七娘媽是兒童的保護神，有些家庭會在孩子十六歲這年的

七娘媽生日時舉辦祭拜儀式，感謝七娘媽多年來的保佑。 

意義：在儀式中，十六歲的孩子要以爬行的方式鑽出七娘媽亭，象徵

已經長大成人，將來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3.  

宗教信仰與社會秩序的關係： 

大多數的宗教信仰有自己的規範內容，例如： 

 規範信徒的行為。 

 教人修身養性。 

 勸人向善。 

功用：宗教信仰具有約束信徒行為的力量，能讓社會更安定祥和，達到維持社會

秩序的功能。 

實例： 

 漢人民間信仰：許多漢人信奉民間信仰，相信善惡有報，做壞事會受神明的懲

罰。 

  基督教：以聖經為經典，許多原住民族也信仰基督教，遵守聖經上規定的博愛

精神。 

4.  

倫理道德與社會秩序的關係： 

倫理道德的定義：指人與人之間合宜的相處方式，以及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 

不同的族群也可以重視相同的倫理道德，例如：孝敬父母、友愛同學、幫助需要

幫助的人等。 

功用：遵守倫理道德，可以讓人際相處更和諧，行為也會被肯定與讚揚。 

實例：大眾運輸工作上設立博愛座，讓需要的人可以使用，也提醒同車乘客禮讓

座位給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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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規範引導個人與群體的行為： 

社會規範的範圍：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社會規範包括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宗教信

仰等。 

社會規範的形成：為了避免人與人之間發生衝突，使個人或群體相處融洽而逐漸

發展出來。 

共同遵守社會規範帶來的好處： 

  約束個人的行為。 

  引導人們和諧相處。 

  維持社會的秩序。 

實例：捷運上使用了國語、英語、閩南語和客家語等多種語言進行廣播，提醒不

同族群的人遵守禁止吸菸、飲食、嚼食口香糖或檳榔的規則。 

6.  

社會規範的改變與影響： 

社會規範會隨時間與社會發展而改變。 

如果部分規範已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人們可以適度的調整，以符合現代社

會的需求。 

實例： 

  結婚： 

    →早期：人們結婚時會盡量避開農曆七月（俗稱鬼月）。 

  →現代：人們較不忌諱農曆七月結婚。 

 滿月： 

  →早期：只有男孩滿月時會吃油飯慶祝。 

  →現代：觀念改變，男孩、女孩滿月時都會慶祝。 

身為社會一分子我們應該學習的事： 

  追求個人的便利與權益時，也要為他人著想並互相尊重。 

  共同遵守社會規範，維護社會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