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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新上國小 

授課教師 劉冠伶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86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我的特製服 

施作課堂 

（如：國文） 
美術 施作總節數 8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四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我的特製服」課程是一個融合服裝基本概念、圖文創作、遊戲互動、生活提案這四個主

題的創意實作課程。 

  「服裝」是每人每日所需，它從遠古的「一塊布」發展至今，結合了各種需求與精神意涵

而發展成一門趣味且深富意義的學問。課程起初是由與學生聊「為什麼要穿衣服？」開啟思

辦及討論，接著藉由閱讀安妮新聞第 14 期以「服裝」為主題的專刊，導讀包括<重新設計

超人服>、<術業有專攻，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最???的五套穿搭>…等專欄，與學生共

同認識與討論「服裝」。 

 對「服裝」主題有了初步探索之後，由學生自主挑選出想要深入發展創作的主題來著手後

續課程，因此不同班級也各自發展出其獨特性及略顯差異化的學習歷程與表現。學生皆利用

多元媒材進行創作，將心像構圖描繪成專屬於個人的「我的特製服」。 

 「我的特製服」因著不同的想像與發揮呈現相當多元的面貌：不論是 cosplay 穿梭時空、

向偶像模仿致敬、或對未來理想職業的投射，「特製服讓我變身成我想要的模樣」。匯集全班

的特製服圖卡後，大家一起玩「變身大風吹」遊戲，抽換圖卡變成自己意想不到的模樣。從

遊戲過程中發揮想像力、自我探索、尊重多元觀點。 

最後延伸課程為「舊衣變身」生活提案，與學生討論舊衣與時尚的關係，將服飾再造的概

念結合生活實踐，提倡用藝術創造力落實環保永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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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能閱讀安妮新聞 vol.14 關於服裝的介紹並共同討論出想要創作發展的專題。 

2. 能歸納整理自己的創意設計「專屬特製服」，並利用圖文並置的風格呈現作品。 

3. 能理解不同設計都有它獨特的巧思，並試著理解自己或他人的想法。 

4. 能透過「變裝大風吹」遊戲打破框架限制，體驗服飾穿搭的想像及創意。 

5. 能將所學的概念與生活情境相呼應，對服飾創作或舊衣再生產生新的聯想或提案。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學生課前分組討論「為什麼要穿衣服？」以及「我的穿搭 ideas」分享  

◎閱讀安妮新聞並分享閱讀後的觀點，全班共同討論決定後續創作主題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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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我的特製服」圖文作品 

 

◎「變身大風吹」遊戲: 作者自己的變身圖(變身前後對照) 

Be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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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大風吹」遊戲: 例如性別互換、好友互換身分.....最後進行分遊戲心得分享。 

 

 

 

 

 

 

 

 

 

 

 

 

 

 

 

 

 

 

 

2. 課堂流程說明 

 

一.閱讀安妮新聞 二.創作我的訂製服 三.變裝大風吹遊戲 
四.舊衣變身 

(含親子共學，僅部分執行) 

重新設計超人服 

術業有專攻，尊重專

業的制服文化 

最???的五套穿搭 

設計一件專屬的特

製服 

設計理念與發想 

圖文美感呈現 

 

介紹我的特制服 

(變裝/時機、前後) 

情境大風吹 

分享與討論 

 

 

試著分享生活中對於

「舊衣服」的想法 

時尚的潮流與地球永續

的環境保護思維 

關於服飾的改造提案 



7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問題 1：開放式的課程走向，尊重學生的自主想法。議題討論與生活經驗的結合需要

教師提供思考方向，而創作發展的主題由學生經討論之後共同決定。。 

教學對策：課前準備＋分組討論＋教師開放性調整教學策略。 

基於「服飾」主體具有比較深的文化與歷史發展脈絡，老師希望學生在進行藝術創

作之前能夠充分地對安妮新聞的專欄進行閱讀與小組分享，藉以慢慢釐清自己想要

著手的主題。然後老師再引導學生從閱報中觀察學習美學版面或設計元素的模仿再

製，例如有些孩子偏好<重新設計超人服>這種結合功能與配件的海報專題展現方

式，也有人希望開啟<術業有專攻，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最???的五套穿搭>的

服飾搭配場景變換的意境構圖...創作方向會因為團體屬性的意見交流而發展出不同的

脈絡，孩子們能展現出他們獨立思維與團體共識的彈性策略，老師也應該尊重其自

主發揮、扮演輔助角色協助他們完成想要的呈現方式。 

 

問題 2：「我就是我的 Super model」結合自我形象與手繪設計幻想的可能性。 

教學對策：數位輔具＋描繪練習 

進行服裝設計對學生而言比較困難的是「身形比例」及「真實的穿搭感」，所以要

設法將他們本人的表現特徵與想像中的服裝進行串聯就必須先進行模擬擺拍，因此

需要讓學生進行想像然後模擬情境後拍攝，也需要在後製的程序中加入很多細膩的

拆解(去背或重新拍攝)，如此學生才能將設計與自己的形象照片吻合呈現。 

 

2. 未來的教學規劃 

「我的特製服」課程最終的意圖是希望學生能將服飾的觀念與自己的生活相互連

結，因為它能探討的精神意涵與實用面向是很豐富而廣泛的，值得從不同面向繼續

深究。例如:可以延伸討論至 SDGs 的永續發展指標中探討現代「快速時尚」服飾消

費行為對地球環保的衝擊......，因此在課程尾聲我們利用心智圖探討了「衣服舊了/髒

了 怎麼辦?」，也進一步共同討論出一接下來課程規劃的方向，例如: 染布、縫紉、

編織.....等課程，也著手嘗試舊衣變身的各種可能(含親子共學)。 

 

3. 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變身大風吹」遊戲是一個很具話題討論性的遊戲，易於與「性別平等教育」、「職業

與工作」、「流行文化」等議題進行融入，也可以從中做到多元文化理解的初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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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