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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蕭惠娟 

教師主授科目 社會領域公民科 

班級數 （7 班） 

學生總數 （196）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裙子有事嗎?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14  期，第 3、8 頁 文章標題 

P3.術業有專攻，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 
P8.裙子有事嗎? 

施作課堂 
（如：國文） 

國際視野 
(彈性課程)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九  年級 
□ 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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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藉由閱讀安妮報紙「術業有專攻，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引導學生使用 T 型圖來結構化和 

呈現文章中各行各業制服文化的考量因素，並思索學校制服文化的考量因素與社會價值。 
二、結合板穚高中開放男學生穿著制服裙子到校的新聞與教育部服儀規定鬆綁的函釋，並透過閱

讀安妮報紙「裙子有事嗎?」，讓學生瞭解每個時代的裙子都承載著獨特的文化意義，裙子的
演變反映了社會價值觀、女性地位的變遷以及時尚趨勢的變動，引導學生分析制服選擇的自
主性與性別平權的關聯。 

三、介紹楊明國中創校初期的服儀規定與已廢除的制服樣式，引導學生討論並發表「廢除服儀規
定對於不同身分者的利弊影響」，思索穿著校服對自己而言具有何種意義，進而提出校服改
造的具體建議，甚至運用 AI 生成軟體繪製自己心中理想的高中制服，並與同學分享。 

 2. 課程(學習)目標（條列式） 

一、能運用 T 型圖分析安妮報紙的文本內容。 

二、能認識並尊重各行各業專業的制服文化。 

三、能理解裙子在不同年代所承載的文化意義。 

四、能分析制服選擇自主性與性別平權的關聯。 

五、能反思裙子與學校校服之於自身的象徵意義。 

六、能列舉提高校服舒適度與接納度的改造建議。 



4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介紹安妮報紙第 14 期的主題，說明課程大綱與
評量方式。 

閱讀 p3「術業有專攻，尊重專業的制服文
化」，填寫個人學習單-「用 T 型圖整理出文
章中各行各業制服文化的考量因素」。 

小組分享「用 T 型圖整理出文章中各行各業制
服文化的考量因素」。 

閱讀安妮新聞報紙第 14 期：「裙子有事嗎?」
認識每個時代的裙子都承載著獨特的文化意
義。 

學生上台分享自己喜歡哪一個年代的裙子風格與
裙子之於自己具有何種意義。 

教師舉例說明自己喜歡的裙子款式，補充當時
的歷史背景與女人的社會地位，並鼓勵同學上
網查找自己喜歡之裙子款式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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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補充說明歷史上的各種男性穿著的裙子與其
在當代被賦予的社會文化價值。 

教師介紹楊明國中創校初期的服儀規定與已廢
除的制服樣式。 

上台分享「用 T 型圖分析廢除服儀規定對於不
同身分者的利弊影響」。 

各組對於「用 T 型圖分析廢除服儀規定對於不
同身分者的利弊影響」的討論內容。 

請學生思索穿著校服對自己而言具有何種意義，
進而提出校服改造的具體建議， 

運用 AI 生成軟體繪製自己心中理想的高中制
服，並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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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 

壹、 引起動機： 
你喜歡楊明國中的校服嗎? 楊明國中的校服對你而言具有何種意義？鼓勵學生踴躍發言，並將
自己的想法填入個人學習單。 

貳、 發展活動： 
一、介紹 T 型圖可用於各種不同的情境，包括教育、專案管理、決策分析等，用來結構化和呈

現各種相關的資訊。 
二、請學生閱讀安妮新聞報紙第 14 期第 3 頁：「術業有專攻，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並完成

個人學習單-「用 T 型圖整理出文章中各行各業制服文化的考量因素」。 
三、鼓勵學生舉一反三，思考學校校服的文化意義，並踴躍分享。 

參、 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分享學習單內容，表達個人獨特見解。 

肆、 總結與歸納： 
說明制服對於各行各業的存在價值，誘發學生思索學生穿著校服的考量因素。 
 

【第二節】 

伍、 引起動機： 
一、你知道楊明國中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制服嗎? 男生穿西裝外套、襯衫、西裝褲、黑皮鞋、

繫紅色領帶，女生穿西裝外套、襯衫、一片裙、黑皮鞋、繫紅色蝴蝶結。 
二、播放學長姐穿著制服的照片給學生看，說明當時的服儀規定，並調查學生對於已廢除之制

服款式的喜好程度。 

壹、 發展活動： 
一、 說明分組合作學習的評量方式：輪流表達、專注傾聽、分工合作、上台發表、省思回饋。 
二、 請學生討論並完成「用 T 型圖分析廢除服儀規定對於不同身分者的利弊影響」討論單。 
三、 鼓勵小組爭取上台發表的加分機會，說明每一組僅能上台報告之前沒有被其它組別提出來

的論點。 

貳、 綜合活動： 
一、 播放影片：「板中修正服儀規定穿著制服褲或裙不分性別_20190722 公視晚間新聞」 
二、 請學生填寫學習單並分享：「你是否贊成高中生不分性別皆能自由選擇穿(學校規定的)    

裙子或褲子？為什麼?」，調查學生的支持意願。 

參、 總結與歸納： 
說明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教育部 111 年 5 月 6 日函示：學校訂定服儀規定應破除性別刻板
印象及消除性別歧視，不因性別限制學生服裝穿著、學生頭髮長度及規定男女服裝顏色，以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及維護人格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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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壹、 引起動機： 
調查男同學在學校認可的前提下，是否願意嘗試穿著裙子到學校上課？ 

貳、 發展活動： 
一、 閱讀安妮新聞報紙第 14 期第 8 頁：「裙子有事嗎?」 
二、 回答學習單問題： 

1. 你最喜歡哪一個年代裙子的流行文化(穿搭風格)，為什麼? 
2. 經由安妮新聞介紹，裙子對你而言，有何意義？(有何想法或讀報心得) 

三、 提供小組加分機會，鼓勵學生踴躍發言，表達自己的想法。 
四、 補充說明歷史上的各種男性穿著的裙子與其在當代被賦予的社會文化價值。 

參、 綜合活動： 
一、 請學生填寫學習單並分享：楊明國中的校服對你而言具有何種意義？ 
二、 請學生填寫學習單並分享：是否想過變更校服的款式(顏色、材質、設計...)，請提供你的

建議，可用圖文表示。 
三、 運用 AI 生成軟體繪製自己心中理想的高中制服，並與同學分享。 

肆、 總結與歸納： 
四、 藉由安妮新聞報紙，我們知道每個時代的裙子都承載著獨特的文化意義，裙子的演變反映

了社會價值觀、女性地位的變遷以及時尚趨勢的變動，而學校服儀規定與時俱進，也反映
我們當下對於身體自主權與多元性別相關議題的重視。 

五、 補充「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鼓勵學生遵循學生自治的管道行民主討
論模式爭取校服款式的修改。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1.學生在本課程進行「國際視野-裙子有事嗎?」的主題報告與校服改造建議，必須上網蒐集資
料、整合資訊，透過小組合作製作簡報 PPT 並上台發表，因為小組成員的資訊能力差異大，
使用平板線上共編實作不易，建議分組時仍考量資訊能力異質分組，但應事先說明任務分
工，促進同組學生相互學習，而不是僅由某人獨立完成。 

2.學生針對學校校服提供建議並使用 AI 生成軟體進行國中或高中制服繪製，而使用 AI 生成繪
圖時必須先註冊帳號，沒有 Microsoft 帳戶的學生由於當下沒有手機可以進行驗證因此無法
註冊，建議與科技教師進行跨域協同教學，增加學生實作的時間，讓學生充份發揮創意。 

3.認識歷史才能認識自己，安妮報紙的主題課程可以讓學生認識各行各業的制服文化，與不同
款式(風格)之裙子被當代社會所賦予的文化價值，藉由分析廢除服儀規定的利幣進行批判性
思考，理解校服的存在意義以及服儀規定必須與時俱進、破除性別刻板印象及消除性別歧
視；反觀學生上台發表時，女生自信大方、侃侃而談，男生則是「尷尬又不失禮貌地微笑」，
如果他們也能夠像板橋高中男學生一樣願意嘗試穿裙子，那就代表課程真的成功了。 

Ps.幾乎所有學生都贊成高中生不分性別皆能自由選擇穿(學校規定的)裙子或褲子，但願意穿裙
子到校上課的生理男性學生卻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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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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