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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標 

 

執⾏內容 
1、 課程記錄 

2、 教學觀察與反思 

3、 學⽣學習⼼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中⼭⼥⼦⾼級中學 

授課教師 呂潔雯 

主授科⺫ 基礎攝影（多元選修） 

班級數 1 班 

學⽣總數 16 名學⽣ 

⼆、課程概要與⺫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基礎攝影 

施作課堂 多元選修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國⺠⼩學          年級  
□國⺠中學          年級 
□⾼級中學    2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藉由安妮新聞第四期第 9 ⾴「你看⾒了什麼」中，使學⽣從影像中思考世界各地孩童的狀況
及孩童的權益。透過概念為本的發想，請學⽣從照⽚中產出⼀段⽂字的描述，並更進⼀步思
考當中孩童所⾯臨的困境及難處。教師同時準備多部相關影⽚、⽂字敘述，學⽣從⼩組分享
及討論，理解童⼯的處境，所謂童⼯的問題，也包含貧窮、環境議題、宗教議題、⼥性議
題、消費議題等的關連，使學⽣透過不同媒介瞭解童⼯現況及不同機構如何處理，蒐集整理
材料，及進⼀步理解⾯對困難處理的課題。經由課堂引導，引起學⽣關注更多與我們⽣活息
息相關的議題，唯有加強⼈權意識、改善相關政策法規等，才會有更多⼈關注這群無法發聲
的孩童，也才會有機會讓他們活出該有⼈性的尊嚴。透過課程，也請學⽣思索更多的問題，
並請學⽣思考、探索及紀錄想法。 

 ⼆、課程⺫標（條列式） 
1.認識影像創作的⼒量及功能 
2.理解童⼯問題的狀況及困境 
3.培養⼩組溝通與協調合作的能⼒ 
4.學習適切的⼝語表達能⼒ 
5.學習關懷童⼯相關問題 

 



執⾏內容 
⼀、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請提供 5-8 張）： 

 

 
 
B 課堂流程說明： 
（⼀）藉由安妮新聞第四期第 9 ⾴「你看⾒了什麼」，同學先思考三個問題，並⼩組分
享： 
            1.     這張圖讓你看⾒了什麼？ 

2.     你看到什麼讓你這樣說？ 
3.     我們還能發現什麼？ 

（⼆）教師引導同學在這些圖⽚中，找到相關的關鍵字，請學⽣透過關鍵字組成⼀段⽂字
描述。藉由不同組別的分享，可看到學⽣著重的要點不同，提供學⽣以更多元的⽅式，思
考世界的孩童在各地可能⾯臨的問題及所謂對「童年」的詮釋。 
（三）詢問學⽣「你認為⼗⼋歲以下的孩⼦有權決定⾃⼰的⽣活嗎？」以四⾓辯論的⽅
式，依學⽣持不同的想法，提出觀點並辯論。 
（四）提供學⽣多部童⼯相關影⽚、⽂字敘述，學⽣從⼩組分享及討論，理解童⼯的處
境，同時也理解童⼯問題亦包含貧窮、環境議題、宗教議題、⼥性議題、消費議題等的關



連。經由⼩組討論，並回答⽼師提出的相關問題，完成學習單。 
（五）學⽣針對童⼯議題提問，⼩組蒐集資料，相互解答。並提出更進⼀步的⽂字描述。 
（六）⽐較兩組敘述中的差異及原因。學⽣討論與分享。 
（七）教師總結：引述珍古德的話：「唯有瞭解，我們才會在乎；唯有在乎，我們才會援
助，唯有援助，萬物才能得救。」 

 
⼆、教學觀察與反思 
 
之後在四⾓辯論「你認為⼗⼋歲以下的孩⼦有權決定⾃⼰的⽣活嗎？」的時候，
教師可先提供不同⽴場的素材，讓學⽣有更充⾜的內容站穩⽴場，⽽⾮先辯論
再發資料。 
 
三、學⽣學習⼼得與成果 
 
學⽣回饋： 

先從照片中找出裡面的元素，包含人事時地物，再將其連接在一起，以完成對照片的說明 
同一個景觀所呈現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巧思 還有人權議題方面的照片了解 

透過攝影師的鏡頭去關心社會議題，當不了解人物的背景情況時再看到某些照片是無法看透他
背後的苦痛只能猜測他發生了什麼事，我學習道借鏡頭看到背後的故事。 

對於形式感的呈現有新的認識，會在生活中多觀察跟形式感有關的畫面，為下周作業做準備 

大家解讀照片的方向和細節都不一樣 聽大家分享很有趣 

以往都是看到用戲劇或文字的方式訴說人權議題，但經過了今天的課程，讓我知道其實一張好
的照片也可以啟發人們很大的省思 

今天的社會議題中，我發現攝影師們嘗試捕捉當下最精確、最貼切想表達議題的瞬間，一張捕
捉了當下毫無防備、毫無矯飾的照片，才能成為一個被留在歷史上的紀錄，讓我們明白過去所
發生的事件和人物在當下的表現。 

安妮報紙！我覺得我很感興趣，以後應該會想主動去看 

認識到孩童的人權議題 

我學習到在拍攝時，要清楚明白整張照片想強調的重點是什麼，多嘗試不同角度拍攝，以取得
最符合自己想像的照片。 

對照片做出解釋，觀察照片想傳達的意思 

觀察 6 張圖片的感想 能引發很多深入的思考 

照片作品除了基本攝影要素 還要能圍繞主題 

針對不同議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看法，即使已經歸納出了四項重點要大家造句，但會因為每
個人的觀點而排列出不一樣的句子 

關注人權議題，雖然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弱勢族群在受迫害但與自身生活沒有交集，關心或想改
變什麼顯得沒那麼有力道 希望有天我可以提供自己微薄的力量 

了解到其實台灣現在還存在著許多童工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