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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靜怡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生活 

班級數 9 班 

學生總數 317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施作課堂 

（eg.國文） 

高三必修

「藝術生

活」課 

施作總節數 8 節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三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第一節、SDGs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SDGs 是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縮寫，2015 年聯合國宣示以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做為至 2030 年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本課程挑選出不同期別《安妮新

聞》內容，對應到不同的項目的 SDGs 目標，讓學生主動閱讀與思考問題，並找出與 SDGs

指標相關的文本進行摘要與分享。 

第二節、設計思考的發想與應用 

用「設計思考」雙菱形步驟，從《安妮新聞》摘要中的 SDGs 議題進行提問，並自己上網尋

求解答，在小組中分享、聆聽與回饋，小組討論出該議題欲解決的目標設定，以作為小組創

作的方向。 

第三~八節、SDGs議題的分組創作 

用「設計思考」雙菱形步驟，各組一人提出一項子題，搜集資料、設定創作元素。小組分工

合作，將 SDGs 議題透過藝術行動落實在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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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 認知 

1. 能認識多元符號所代表的意涵和特性，了解符碼的特性與應用方法。 

2. 能藉由閱讀與摘要，理解 SDGs 相關內容。 

(二) 情意 

1. 能透過美感經驗的觀察，以提升生活質感與生命價值。 

2. 能經由鑑賞與思辨，理解多元視覺符號與生活的連結。 

3. 能參與設計思考，展現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思。 

(三) 技能 

1. 能嘗試說明獲取的知識與想法，並與他人分享。 

2. 能在小組討論與全班分享的過程中，聆聽多元觀點。 

3. 能活用各種創作形式以表達想法，嘗試解決生活中發現的問題。 

 

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第一節、SDGs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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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每一組先針對 SDGs 目標進行抽籤，並發下對應內容的期別報紙，進行資料收集的閱讀與摘要。   

 

第二節、設計思考的發想與應用 

  
圖 5~6 各組發下抽籤的 SDGs 目標詳解，閱讀後針對該目標進行 2 個提問，並透過手機自行尋求解答。 

 

第三~八節、SDGs議題的分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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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8 透過 SDGs 目標設定，各組發展出：從氣候行動與海洋污染問題，延伸出垃圾減量與糧食運輸與製

造間的議題；從永續城鄉發現到台灣路權不平衡的各種都市問題；從良質教育中體會到台語在年輕一輩即將

斷層的議題，以及感同身受的新舊課綱轉變的研究；從身心健康中感受到憂鬱症困擾著青少年時期的自己與

同儕。 

B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SDGs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1. 每組抽籤欲研究的 SDGs 目標。 

2. 發下該組與 SDGs 目標對應內容的《安妮新聞》期別(每人領到約 2-4 期不等)，閱讀各

期報紙進行資料收集與摘要紀錄，並撰寫個人學習單。 

3. 個人完成三項摘要紀錄後，在小組內分享所獲得的知識內容並延伸討論。 

第二節、設計思考的發想與應用 

1. 教師發下該組詳細的 SDGs 目標介紹，進階地了解其目標之意涵。 

2. 個人針對 SDGs 目標進行 2 個提問，並自行上網尋求答案。 

3. 將個人的二項提問在組內提出看法，組內進行交流與回饋。 

4. 當大家對該目標產生問題意識後，各組共同設定一個待解決問題的「方案」。 

第三~八節、SDGs議題的分組創作 

1. 各組一人提出一項子題，搜集資料、設定創作元素。 

2. 小組分工合作，將 SDGs 議題透過藝術行動落實在生活之中。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安妮新聞》各期主題的知識結合趣味性，加上圖文編排的美感質地，感受

到學生在透過《安妮新聞》自主學習 SDGs 主題時，感到愉悅且主動討論的氛圍，

教師在分發期別時已做了分類，幫助學生在蒐集資料時，更能抓到相對應的重點

內容。 

    學習單使用「3、2、1」策略設計，從報紙中摘要三項感興趣的主題內容；

在議題中提出 2 個好奇的問題，並透過手機自己尋求解答；最後在小組分享交流

的過程中，凝聚出共同設定的目標「方案」。透過《安妮新聞》的引起動機，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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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幫助學生從豐富的資料內容與發現問題的擴散性思考後，再經由小組討論凝聚

共識，完成設計思考第一階菱形的步驟。 

    從學習單中 2 個問題的提問裡，可以發現學生對於議題產生的各種困惑與疑

問，像是「大部分遭受人口、「走私性暴力的婦女來自哪裡?」、「冰山大約多久之

後會完全消失?」、「全民健保是否有漏洞?」、「全球最富有國家的 GDP 和最貧窮

國家的 GDP 相差多少?」、「哪國的童工最多?」、「當憂鬱症患者處於負面情緒時，

如何正確與之對話?」等等，並鼓勵學生透過手機查詢，自行找到問題的解答。

當學生對該議題有了好奇心，便有了問題意識，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更加能侃

侃而談，感受到小組討論時的熱切，與對各項答案的驚呼連連! 

    本課程希望透過《安妮新聞》的引起動機，刺激學生對 SDGs 目標主題的探

討，結合課程設計與學習單的應用，讓學生在自發、互動、共好的過程中，能對

SDGs 進行藝術行動的實踐。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第一節、SDGs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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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設計思考的發想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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