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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張琇惠 

教師主授科目 國、數、生活、閱讀 

班級數 二年丙班 

學生總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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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拯救瀕危動物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10 期，第 12 頁 

第 12 期，第 6-7 頁 

 

文章標題 

●再也不能增加的生物圖鑑 
---瀕危物種紅皮書 

●前進的多種可能 
 

施作課堂 
（如：國文） 

國語、

閱讀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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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國語課程〈遠方來的黑皮〉介紹黑面琵鷺，由其瀕危的保護狀況，帶入安妮新聞第
10 期第 12 頁〈再也不能增加的生物圖鑑---瀕危物種紅皮書〉讓學生瞭解，為什麼許多國家
的動物會遭受威脅？選定澳洲與台灣兩種瀕危動物做比較，瞭解瀕危動物名稱、居住的環
境、吃的食物、最特別的地方、目前瀕危的原因與找出可以幫助牠們的方法。由瀕危動物
的描寫、瞭解、喜愛、平權到共生的層次思維，建立學生的環境倫理觀。 
 
    接著，運用安妮新聞第 12 期第 6-7 頁〈前進的多種可能〉消失動物的尋找，轉換成這
些常見的動物已經不存在地球時的情境，請學生發表心中的感受與想法，這樣切換的情
境，更能讓其深刻體會愛護動物與生態，是息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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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 增加學生對黑面琵鷺暸解、喜愛與探索其瀕危現況。 

● 幫助學生瞭解瀕危物種紅皮書與各國瀕危動物的現況。 

● 引導學生以澳洲與台灣瀕危動物做比較，暸解瀕危的原因與幫助的方法。 

● 藉由學生尋找消失動物的活動，體會身邊認識的動物若消失之感受與想法。 

● 增強學生愛護動物與生態相關的概念，建立其環境倫理觀。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活動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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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 第一堂課：瀕危的黑面琵鷺――運用課文對黑面琵鷺生態的暸解，進一步認識其瀕危現 

  況。 

● 第二堂課：閱讀瀕危物種紅皮書――引導學生閱讀安妮報紙〈瀕危物種紅皮書〉，深入暸 

  解目前各國動物瀕危現況。 

● 第三堂課：探討與比較台、澳瀕危動物――引導學生資料的查詢，分析比較台、澳兩處 

  瀕危動物的成因並找出幫助牠們的具體方法。 

● 第四堂課：身邊的動消失了――引導學生閱讀安妮報紙〈前進多種可能〉找出身體消

失、隱藏的動物，轉換學生思維，想像這些身邊常見動物消失後的感受與想法。因瀕危物

種對學生而言，較少接觸，無法有深刻的情感與接觸的經驗。藉由常見的鱷魚、長頸

鹿……等常見動物，體會若消失的震撼，更能深刻感受到失望、悲傷與失落。 

● 第五課：我要拯救瀕危動物――引導學生將查閱的資料上台報告台澳瀕危動物有哪些？

其特別之處？瀕危的成因與可以幫助的方法為何？藉由發表學生會認識更多不同瀕危的物

種，暸解其特別之處、居住環境與其所需的食物、瀕危原因與保護的方法。進而能深刻感

受動物與我們生存環境息息相關。唯有彼此互利共生，才能有生物的多樣性，建立起學生

的環境倫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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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以〈我要拯救瀕危動物〉為主軸，建立學生的環境教育觀，絕非幾堂課即可建立。老

師對動物的喜愛與自身經驗外，運用更多的資訊點切入與轉換，會讓教學更靈活，如：所

以運用安妮新聞第 10 與 12 期搭配教學，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 

   

●未來的教學規劃： 

    想運用安妮新聞讓教學的視角更多元與深入，有時需要更多的背景資料如：相關主題

書目，邀請不同專家的研習，有助於老師的教學有思維。北師美術館邀請導演蔡明亮先生

分享藝術電影及參觀〈蔡明亮的日子〉很能激盪教學有更多不同視角的啟發，拓展教學各

種的面向。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學習回饋 

    教學者設計學生的台澳瀕危動物學習單的作業，原本以為學生收到會哇哇叫，或許是

因為先前課堂的鋪陳與先備知識的補充，即使需要花時間才能完成的作業，沒想到有幾位

學生拿到學習單的當下，喊著說：哇！好酷！覺得自己因此可以學到更多知識而感到很開

心，讓教學者身受很感動！ 

學生學習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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