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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中市立石岡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傑瑞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5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國際婦女節 X 客家女力甲骨文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14  期，第     頁 文章標題 〈裙子有事嗎？〉 

施作課堂 國文 施作總節數 ３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二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石岡國中是石岡區唯一一所國民中學，有 90%以上的學生來自客語家庭，而這門課程

旨在探討客家女性在歷史演變中的地位和權力；認識客家文化中的女性意識，不僅能培養學

生對現代女性權力的認知，還可以增強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促進本土語學習及參與社區活

動的意願。教材結合《安妮新聞》美感讀報第 14 期〈裙子有事嗎？〉，引導學生認識並討

論：裙子作為性別意識的符碼，在女性權力中的意義。 

  結合國文科專業知識，以甲骨文探討漢字中的女性權力遞嬗，認識中國女性權力從興盛

到衰微的歷史，討論文字對集體潛意識的影響、刻板印象的形塑，並藉由學生設計象徵現代

女性權力的甲骨文，不但能認識古文字的線條美學，更從六書造字原則發展出對客家女性權

力的反思與想像。結合視覺藝術科和國際婦女節的校園活動，設計符合現代性別意識的校

服，辦理全校徵稿比賽、展出優秀作品，培養學生對多元美感和性別平等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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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 理解客家文化中女性的地位和角色變遷。 

(2) 認識國際婦女節的歷史和影響。 

(3) 熟悉甲骨文的基本知識和美感應用。 

(4) 培養尊重性別平等和文化多樣性的意識和價值觀。 

(5) 提升創作和設計能力，以美感表達女性意識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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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女性的歷史和文化地位 

    簡介客家文化和其對女性的影響，觀賞紀錄片，課堂小組討論客家社會中女性的角色

和地位變遷，引導學生探討客家女性在家庭、社區和職場中的影響力，並舉出實例。 

第二堂課：甲骨文的介紹與應用 

    簡介甲骨文的歷史和基本知識，分析女性權力在甲骨文中的象徵意義，以及對古代中

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培養學生對甲骨文字的興趣和理解。欣賞現代甲骨文創作，激

發學生的創作潛能，設計符合女性意識的甲骨文字美感作品。 

第三堂課：國際婦女節的意義與影響 

    回顧國際婦女節的歷史背景和重要性，分析國際婦女節對全球女性運動的影響，探討

國際婦女節如何促進性別平等和女性權力。從《安妮新聞》美感讀報第 14 期〈裙子有事

嗎？〉，探討現代校服設計中存在的性別偏見和問題，啟發學生設計符合性別平等意識的校

服，呈現在地美感特色、促進多元文化包容力。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設計這門課程讓我有機會深入探討常被教育工作者忽視的議題，例如：客家文化中女

性的地位，以及甲骨文字的美感和應用範疇。透過引導學生從多元的角度思考這些議題，

融入建構式教學法的主動建構理念，能發現學生的思想和創造力得到了極大昇華。 

  在教學過程中，我驚喜地發現學生對甲骨文字的興趣和學習熱情遠超出我的預期。他

們積極參與討論，並提出了許多有深度的見解和觀點──從「姓」字分析古代中國在三皇

五帝時代大多是母性社會的部落，學生能以社會科的臺灣原住民歷史舉一反三；從「安」

字說明華人社會「男主外、女主內」刻板印象的濫觴，學生能以自身生活經驗反思客家文

化中的重男輕女現象。這種學生主導的學習環境體現了學生中心的教學理念，強調學生的

主動參與和合作學習，無疑是教學現場最美麗的風景。 

  設計校服的活動是這門課程中的重頭戲，它提供了一個實踐學習成果的機會，讓學生

將所學應用於實際情境中。透過全校徵稿競賽，我們讓不僅讓全校師生關注性別平等和文

化認同的議題，還培養了學生的設計能力和美感創造力。我期待看到這些學生在不同領域

中展現出的創造力和影響力，為促進性別平等和文化多樣性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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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3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