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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 

授課老師 簡正一 

老師主授科目 自然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9 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環保韌性家園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7 期，第   05  頁 文章標題 食衣住行-環保入門指南 

施作課堂 自然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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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課程在透過安妮報紙上的環保入門指南，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過上更環保、可持續的

生活，從飲食、服裝到住宅和交通等方面進行全面的思考探究-探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減少

對環境的負擔，同時提升永續性。 

   在飲食方面，從報紙中內容，探討食物的來源、購買和烹飪方法，以最大程度地減少食

物浪費和碳足跡，還會討論如何選擇有機、本地和季節性食材，以及推廣植基飲食的好處；

在服裝方面，透過快時尚的影片，討論生活中從購買衣物到清洗和處理不需要的衣物的方

法，並透過影片，介紹以回收材料製成的時尚產品和推廣衣物共享和交換的做法；在住宅方

面，討論節能、水資源管理和減少廢棄物產生的方法，以建立更環保的家庭生活環境。同

時，也介紹可再生能源和綠色建材等創新技術，以推動住宅的永續發展；在交通方面，我們

將討論步行、騎行、大眾運輸和共乘服務等低碳出行方式，減少對汽車的依賴，從而減少碳

排放。 

    這門課程將通過安妮報紙所提供的內容，引導學生逐步掌握實用的環保技能和知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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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實現更環保、更永續的生活方式。 

 2. 課程目標 

理解飲食對環境的影響，並學會減少食物浪費和碳足跡。 

掌握選擇有機、本地和季節性食材的技巧，並了解植基飲食的好處。 

瞭解服裝產業對環境的影響，並學會選擇可持續時尚和衣物消費方式。 

掌握衣物清洗和處理廢棄物的方法，以減少對環境和人類的影響。 

理解家庭生活環境的可持續性，並學會節能、水資源管理和減少廢棄物產生的方法。 

掌握可再生能源和綠色建材等創新技術，以推動住宅的可持續發展。 

理解不同交通方式的環保優勢，並學會減少對汽車的依賴，從而減少碳排放。 

積極參與講座、討論、案例分析和實地考察，以掌握實用的環保技能和知識。 

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實現更環保、更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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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課程：飲食環保 

理解飲食對環境的影響：通過講座和討論，介紹飲食對碳足跡和生態環境的影響。減少食

物浪費：分享減少食物浪費的實用技巧和方法，並進行案例分析。 

環保低碳飲食：介紹有機、本地和季節性食材的優勢。 

第二堂課程：服裝環保 

理解服裝產業對環境的影響：透過快時尚影片的案例分析，介紹服裝產業的環境問題和挑

戰。選擇永續的時尚：探討永續性和時尚並非無法並存。 

衣物清洗與處理廢棄物：介紹環保的衣物清洗方法和廢棄物處理技巧，並討論其重要性。 

第三堂課程：住宅環保 

建立可持續生活環境：介紹家庭生活環境的可持續性原則和方法，包括節能、水資源管理

和廢棄物減量。 

採用綠色技術：介紹可再生能源和綠色建材等創新技術，並討論其在住宅環保中的應用。

影片介紹：透過永續住宅或社區的介紹影片，以實際案例啟發學生思考永續住宅的重要。 

第四堂課程：交通環保 

探索低碳交通方式：介紹步行、騎行、大眾運輸和共乘服務等低碳出行方式的優勢和應

用。減少對汽車的依賴：分享減少汽車使用的實用技巧和資源，並討論其對環境的影響。

個人行動計劃：引導學生制定個人的交通環保行動計劃，並分享互相鼓勵的社區資源。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部分學生參與度不足：老師可能會注意到某些學生在閱讀報紙內容時缺乏積極性，或

是在小組討論中表現較為被動。這可能需要老師在討論時更主動地引導他們參與，或是找

出更吸引他們的方式來促進參與。 

   有些同學對於報紙內容的選擇有所偏好，可能偏向於閱讀與自身興趣相關的文章，而忽

略其他有關環保生活的報導。這可能需要老師提供更多不同主題和觀點的報紙文章，以擴

大學生的視野。 

   學生討論內容缺乏深入思考：多數學生在討論時僅關注表面現象，缺乏對於環保生活方

式背後原理和影響的深入思考。這可能需要老師在討論中提出更深入的問題，引導學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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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思考。 

   教學反思：老師在課後可能會反思課程設計和執行中的優點和不足，例如文章選擇是否

適切、討論是否足夠深入等，並針對這些情況進行調整，以提升之後的教學效率。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 1：「我覺得這堂課很有意思，通過閱讀報紙內容，了解到許多關於環保生活的新觀點

和方法。尤其是在小組討論中，能夠和同學分享自己的想法，也聽到了很多不同的見解，

讓我更加開拓了視野。不過，我希望課程中的報紙文章能更多元化一些，涵蓋更多不同的

環保議題，這樣我們就能更全面地了解環保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學生 2：「我對這堂課感到滿意，尤其是在閱讀報紙內容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些我之前從

未考慮過的環保生活方式。小組討論也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一些概念，同時也提醒了我

們身邊的環境問題。不過，我覺得老師在引導討論時可以多鼓勵不願意發言的同學。」 

 

學生 3：「這堂課讓我很意外，我以前對環保生活並沒有太多了解，但透過閱讀報紙內容，

我發現了很多新知識。小組討論也很有趣，我學到了很多來自同學的寶貴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