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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韋欣慧 

教師主授科目 綜合活動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5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你為什麼這樣穿？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14期，第 1-12頁 文章標題 整份安妮報紙 

施作課堂 
 

綜合 

活動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6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此份安妮報紙「服裝」的主題，結合環境議題、人權議題及美學教育，進行自由的

思想探索。從與自身生命經驗相關的事物引起動機，了解自己「穿服裝」這件事並非僅僅如

此，而是能從個人與服裝的關係延伸，從認識社會大眾標籤、刻板印象、個人形象的形塑與

符號，乃至了解自己和整個社會環境間彼此是相互影響的。了解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選

擇，不必過度在意他人眼光，人與人之間應彼此尊重。學生認識服裝從何而來、有何意義及

影響力，在現今世代尤其重要。透過新聞報紙的文章以及學習單的引導，學生能逐漸形塑自

己對「服裝」這一主題的認知及觀點，除更認識自己以外，最終透過實際的社會行動體驗及

操作，身體力行深刻體會二手物品的價值，也盡情探索服裝帶來的可能性及自身的創意發

想，藉此摸索可能的生涯走向。 



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學生透過安妮報紙，增加對閱讀的興趣，了解原來閱讀並非枯燥乏味，總是一大片文字。

2.學生能體驗及探索美學設計，培養美感。 

3.學生能判斷報紙封面頁有哪些資訊。 

4.學生能了解服裝是一種展現，它的確會讓人有某種印象，但無法判斷一個人的內在及價

值。服裝沒有絕對，依照自己喜歡來打扮最重要。 

5.學生能利用想像力，根據服裝的目的來設計服裝的功能及款式。 

6.學生能大致認識中西方的服裝史演進，了解服裝及歷史會相互影響。 

7.認識服裝的製作過程，了解快時尚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及污染。 

8.學生能透過不同媒材的結合，感受物品特性及其質感，並創造獨一無二的服裝樣式。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學生須閱讀文章，完成第一部分學習單，並將老師的提問打在 Jamboard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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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進行猜性別的活動。 

 

 

 

 

 

 

 

 

 

 

 

 

同學彼此觀摩同學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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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播放「標籤」的廣告，學生須完成學習單第 4 題。 

 

 

 

 

 

 

 

 

 

 

 

 

 

學生們正認真的製作立體服裝畫，使用平板參考 google classroom 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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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二堂課： 

1.發下平板，預先進行 Jamboard使用教學。 

2.請學生領到報紙後先不急著翻開，觀察封面頁，想一想以下三個問題：1.從

封面能了解到哪些資訊？2.封面頁下方的圖片想表現什麼？3.穿這些服裝的人

可能是什麼樣的身份？並將自己觀察到的資訊打在 Jamboard的便利貼上。 

3.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報紙中英文名稱、發刊日期、期數、提要、製作團隊、引

言及內文中的頁數。 

4.教師口頭說出一種職業，讓學生共同喊出該職業的制服是什麼顏色，簡單向

學生介紹制服的作用及其他國家同一個職業，制服顏色會不同於台灣。閱讀報

紙第 3 頁，並完成學習單第一大題。 

6.教師進行「猜性別」的活動。請全班起立，PPT上秀出頭部被遮住的人物圖

片，讓學生服裝猜測人物的性別，猜錯者坐下，直到最後一題還站著就算贏家

（不限贏家人數），大家鼓掌讚許，並獲得個人點數。教師接著帶出「從服裝

去辨認性別是不可靠的」的概念。 

7.教師播放兩部短片，詢問學生看到了什麼，討論後帶領學生省思「外貌及服

裝並不能定義一個人」的概念。兩部影片連結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X-ZmTlTe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2GRKTvWdQ 

8.同學完成學習單。 

 

第三堂課： 

1.教師播放影片，讓學生快速了解服裝的演進樣態。影片連結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z90wlwYs8&t=2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SkMWVlFUU&t=8s 

2.教師用 PPT呈現西方服裝的演進，由於時間有限，並沒有從遠古時代開始講

起，而是用斷代史的角度，挑西方史中較輝煌的一段進行講述，簡單介紹十七

世紀左右華服文化和工業革命背景帶來的影響，人物則以法王路易十四以及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X-ZmTlTe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2GRKTvWd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z90wlwYs8&t=2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SkMWVlFUU&t=8s


8 

麗・安東尼為主，講述當時發生的有趣小故事。 

 3.教師接著以西方歷史為基底，請同學們回憶曾學過的台灣歷史，將歷史背景

與文化做串連，並比較台灣與西方的服裝演進如此迥異的原因。 

 

第四、五堂課： 

1.教師先播放環境議題新聞的影片。影片連結如下： 

前導影片 https://youtu.be/yPqOw-NLQyg?si=QXkyLdd0MA578hF3 

https://youtu.be/LizPSeLTCWM?si=aBQgsXxCjxs4tQ7L 

https://youtu.be/tLfNUD0-8ts?si=8QthzhYhgBAwh23b 

2.接著播放影片，佐以口述方式介紹服裝的製造過程。影片連結如下：

https://youtu.be/BiSYoeqb_VY?si=TrxELdiNb16SCPDX 

3.教師請同學舉手分享，從影片中能看到服裝從製造到零售，可能造成的污染

有哪些，並將答案寫在黑板上。 

4.教師向同學解釋名詞「快時尚」的意涵，以及討論人們應以怎樣的標準進行

購買較佳、如何改善已經造成的現況。 

5.為鼓勵同學們，班上舉辦一場跳蚤市場活動，讓同學了解：自己不需要了不

代表物品沒有價值，二手物可以透過與人交換達到循環再利用的價值。 

 

第六堂課： 

1.教師先準備好多種姿勢的人偶，讓可能需要靠人偶圖像輔助的同學可以順利

進行課堂活動。 

2.教師請同學參考預先上傳到 google classroom的圖片，運用自己準備好的

素材（家中已不需要的材料或者乾淨的垃圾），做出屬於自己的立體服裝畫。

完成後開放學生到展品區前來參觀班上同學的作品，最後將作品帶回家。 

 

 

 

 

https://youtu.be/yPqOw-NLQyg?si=QXkyLdd0MA578hF3
https://youtu.be/LizPSeLTCWM?si=aBQgsXxCjxs4tQ7L
https://youtu.be/tLfNUD0-8ts?si=8QthzhYhgBAwh23b
https://youtu.be/BiSYoeqb_VY?si=TrxELdiNb16SCPDX


9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從第一堂課的對答中，發現本班大部分學生無法判斷報紙封面的「資訊」

有哪些，甚至有些同學講不出只能看出「有什麼」。在科技產品發達的今日，

學生對報紙的認識少之又少，詢問全班家中有訂紙本報紙的同學請舉手，發

現僅有將近一半。有一半的同學只能說出「有很多不同的衣服」的答案。之

後會多利用報紙訓練學生在閱讀及判斷資訊方面的能力。 

因為服裝可以談及的議題範圍相當大，我認為我在課程設計上有點太貪

心，一次塞進了太多內容，雖然讓同學們了解到各領域不同的內涵，但也沒

有機會走深，好好地談論某個議題，算是這次在課程設計上比較可惜的一

點。未來帶領安妮報紙的課程，會修改為以某一個主軸為重點進行課程的規

劃與設計。 

我真心認為安妮新聞是一份很厲害、很用心的報紙，但我擔心若與學習單

結合，容易讓學生產生負面感官，取代原本對安妮新聞的興奮與好奇。如何

量化學習成效？目前對策是將以更實作性的教學內容為主，並讓學生根據自

身興趣，選擇性閱讀報紙內容。 

使用 Jamboard進行線上分享，是我認為是此次教學的一大錯誤，為了要

讓同學能貼上便利貼，我將學生權限設定為可編輯，但課堂進行的過程中一

直不斷有同學隨意移動題目及他人的便條貼，造成教室一片混亂，另外同學

在進行編輯時雖會顯示帳號頭像，但因不會顯示帳號名稱，所以無法迅速看

出來是誰，衍生許多麻煩。當下解決方法是立刻將學生權限設定為僅觀看，

並改為僅以舉手回答。 

有些同學擅長畫圖，有些同學擅長運用不同材料與質感，為了讓不同類型

的同學能夠發揮，在課程設計上選擇用了不同的方式（學習單畫圖及實際立

體操作）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及想像力，成果也確實令人驚艷！ 

這次的教學設計非常令我興奮，能帶給孩子課本之外的知識及多元的體

驗，是無比美好的一件事，感謝安妮新聞帶來這樣的機會，讓我能腦力激盪

出這樣豐富有趣的課程，也希望下次能再精益求精，不斷調整，優化教學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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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認識了不同朝代的服裝，為此感到驚訝。 

 

 

 

 

 

 

學生認為制服可以幫助辨別身份。 

學生認為不應單靠外表來辨認他人的性別和貧富。 

學生認為服裝重要，因為服裝傳遞非常多訊息。 

 

 

 

 

 

人的外貌即使有缺陷也有能力做很多事情。 

 

服裝能帶給人好印象或壞名聲。 

 



11 

 

 

 

 

 

 

 

 

 

 

 

 

學生自創服裝作品欣賞。 

 

 

 

 

 

 

 

 

 

 

 

 

學生自創服裝作品欣賞。 

 

 

 

 

 

 

 

 

 

 

 

 

學生自創服裝作品欣賞。 

 

 

 

 

 

 

 

 

 

 

 

 

學生自創服裝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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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製作立體服裝畫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