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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竹縣安興國小 

授課教師 胡美芳 

教師主授科目 校訂課程 

班級數 8 班 

學生總數 22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水下生命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7 期 / 

第 6、7、12 頁 
文章標題 

〈垃圾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回收大百科〉 

施作課堂 
（如：國文） 校訂課程 施作總節數 30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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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海洋提供人類食物和交通運輸，也主宰地球的氣候、物質循環。但不幸的是，每年都有

大量垃圾進入海洋，對海洋生態造成直接影響，這種惡性循環可能導致更多生態破壞，對人

類社會產生威脅。 

    因此，本課程嘗試以「我們產生多少垃圾？ →垃圾去哪裡？ →垃圾如何影響水下生命？

→如何保護水下生命，促進永續發展？」為核心問題，藉由閱讀安妮新聞〈垃圾在哪裡 絕對

難不倒你〉、〈回收大百科〉和相關文本，查詢網路資料，分組討論與分享觀點，繪製垃圾從

陸地進入海洋的流程圖、以海龜為視角的同理心地圖、人類影響海洋環境的系統思考圖以及

如何打破惡性循環的決策圖等方式，引導孩子探究這些問題背後的答案，建立「因果循環」

與「永續」之概念，使孩子發現惡性的因果循環會破壞永續發展，我們需要改變行為來打破

這樣的惡性循環，讓人類與海洋環境之間能持續地保持平衡與和諧。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能閱讀安妮新聞〈垃圾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找出隱藏在博物館的十個垃圾。 

(2) 能蒐集並記錄班級一週產生的垃圾量（一般垃圾、資源垃圾、廚餘），搜尋全國垃圾資料，

再比較兩者的「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有極大差異的原因。 

(3) 能從文本與網路資料，找出早期和現在人類產生的垃圾種類與處理垃圾的方式。 

(4) 能從安妮新聞〈回收大百科〉以及網路遊戲「丟垃圾大考驗」中，認識與理解生活中常

見的垃圾是否可回收。 

(5) 能透過搜尋網路資料，找到新竹縣處理垃圾的方式與處理地點，並分析台灣的垃圾掩埋

場產生的問題。 

(6) 能閱讀相關文本與新聞，畫出垃圾從陸地進入海洋的流程圖。 

(7) 能閱讀相關文本，以海龜的視角畫出同理心地圖。 

(8) 能觀看 YT 影片與閱讀報導者深度報導，畫出人類影響海洋環境的系統思考圖。 

(9) 能以分組討論的方式，找出打破惡性循環、促進永續發展的方法，完成決策圖。 

(10) 各組能分享決策圖，老師與其他組別給予合理可行的建議，小組調整決策圖內容。 

(11) 各組能依決策圖內容實踐行動。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2. 課堂流程說明 

A. 我們產生多少垃圾？ 

(1) 運用安妮新聞的〈垃圾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每個學生先找

出博物館裡 10 個被隱藏起來的

垃圾，再邀請學生在大屏觸控螢

幕上標記出來。 

(2) 觀看 YT 影片「便利人生一週累

積多少垃圾？」，並開始蒐集為

期一週的班級垃圾（一般垃圾、資源垃圾、廚餘）。 

(3) 完成一週班級垃圾統計表，算出班級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約 50g），再與全國平

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約 1412g）比較，討論兩者有極大差異的原因。 

B. 垃圾去哪裡？ 

(1) 閱讀文本《如果垃圾越積越多》與搜尋網路資料，找出早期和現在人類產生的垃圾種類

與處理垃圾的方式。 

(2) 閱讀安妮新聞的〈回收大百科〉與網路資料，認識生活中常見的垃圾是否可回收，再進

行網路遊戲「丟垃圾大考驗」。 

(3) 搜尋政府機關的公告與相關新聞，找出新竹縣處理垃圾的方式與處理地點，以及分析台

灣垃圾掩埋場產生的問題。 

C. 垃圾如何影響水下生命？ 

(1) 閱讀文本《救救我們堆滿塑膠的地球》與《我們製造的垃圾》，配合前項提到的相關新

聞，嘗試畫出垃圾從陸地進入海洋的流程圖。 

(2) 閱讀文本《大熊醫生粉絲團》與《海龜福氣要回家》，以海龜的視角畫出同理心地圖。 

(3) 觀看 YT 影片「滿是加菲貓的神秘海岸？八百萬噸垃圾消失的未解懸案？塑膠危機，連

這裡都不放過！？」，以及「海洋廢棄物也想建國？發明塑膠其實是要拯救地球？ft. 你

看不見的微塑膠」，分享影片提到的事實與自己的觀點。 

(4) 閱讀報導者深度報導「塑殺事件簿——塑膠砌成的海洋生物墳場」、「失控的海洋廢棄物

——塑膠砌成的海龜墳場」以及「無所不在的海洋微塑膠入侵記」，配合前項提到的 YT

影片，討論海洋廢棄物對地球造成的威脅，畫出具有因果關係的系統思考圖。 

D. 如何保護水下生命，促進永續發展？ 

(1) 分組討論，從系統思考圖找出減少惡性循環、促進永續發展的方法，完成決策圖。 

(2) 各組分享決策圖，老師與其他組別給予合理可行的建議，小組調整決策圖內容。 

(3) 各組依決策圖內容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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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新聞〈垃圾在哪裡 絕對難不

倒你〉是很有趣的教材，當初在規劃

課程的時候，我希望每位學生不但能

從新聞紙本中找出十個垃圾隱藏的地

點，也希望學生之間能彼此互動，所

以我從安妮新聞的網站將此內容截

圖，並將十個垃圾截圖去背，製作成

ppt（右圖），放在大屏觸控螢幕中，

讓每位學生先閱讀紙本的新聞，找出

十個垃圾隱藏的地點，再邀請學生在 ppt 中移動垃圾位置，學生反應良好。 

    另外，生活中常見的垃圾非常多，哪些垃圾可以回收？哪些不行？大人有時都難以正確

判斷。安妮新聞〈回收大百科〉解析了十四種生活中常見垃圾（如：橡皮筋、手搖飲杯、手

機殼），並輔以文字說明可回收/不可回收的理由，是非常好的閱讀教材。 

    不過，如何讓學生知道更多生活

中的垃圾是否可以回收？如何評量學

生是否真的理解？如何讓評量變得有

趣，使學生更有學習動力？這是我當

時須要考慮的事。 

    因此，除了閱讀安妮新聞〈回收大

百科〉外，我也讓學生每人使用平板，

在網路上搜尋「101+垃圾」（右圖），

閱讀更多生活中的垃圾是否可以回

收，接著再請學生進入網路遊戲「丟垃

圾大考驗」，以此遊戲進行評量，學生

之間彼此競賽互動，大家普遍反應良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