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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靜怡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生活 

班級數 9 班 

學生總數 317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好生活。微設計—永續生活的電動車設計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4、6、7、9、10、

12 期，全頁 
文章標題 

<令人驚奇的女發明家>、<粉色和藍色性別
刻板印象正在摧殘英國年輕人的心靈>、<
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公平>、<再也不能

增加的生物圖鑑-瀕危動物紅皮書>....等 

施作課堂 
（如：國文） 

高三「藝術生

活」課 

施作

總節

數 

45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三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第一節、生活中的設計 

(一) 每人先填寫 Google 表單的問題「【影響生活的一項發明】請寫出一項發明，就你的經

驗或見聞，用 100 個字以上的文字說明它對生活的影響。（101 基測）」後，瀏覽全班的

答案，並說明「設計」對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與重大影響。 

(二) 那設計具有何種內涵? 設計師該具備何種特質及能力? 透過閱讀《安妮新聞》第 12 期

有關工具、發明等的主題內容，作為「設計」概念的導入，每人於小組內輪流分享報紙

裡「針對”設計”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話」，組內再選出一人對全班分享。 

第二~三節、SDGs 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一) SDGs 是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縮寫，2015 年聯合國

宣示以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做為至 2030 年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本課程挑選出不同

期別《安妮新聞》內容，對應到不同的項目的 SDGs 目標;各組抽籤不同永續發展指標，

讓學生主動閱讀與思考問題，並找出與 SDGs 指標相關的文本進行摘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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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組針對第一節學習單摘要中的 SDGs 議題進行發想，依據臺灣現況思考生活中的問題

與需改進的事項，以心智圖為架構記錄於磁鐵白板上；各組將完成後的心智圖張貼於台

前，各組輪流分享、聆聽與回饋。小組討論出該議題欲解決的目標設定，以作為小組設

計創作的方向。 

第四~五節、SDGs 議題的 Gogoro 創作 

    摩托車是臺灣非常普及的交通工具，因應環保意識的抬頭，電動車結合高移動性且高智

能的條件，學生試圖將永續發展的議題帶入設計，涵養成為一個對環境有所感且可解決未來

問題的設計師，將 SDGs 議題透過藝術行動落實在生活之中。 

 2. 課程目標 

(一) 認知 

1. 能認識多元符號所代表的意涵和特性，了解符碼的特性與應用方法。 

2. 能藉由閱讀與摘要，理解 SDGs 相關內容。 

(二) 情意 

1. 能透過美感經驗的觀察，以提升生活質感與生命價值。 

2. 能經由鑑賞與思辨，理解多元視覺符號與生活的連結。 

3. 能參與設計思考，展現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省思。 

(三) 技能 

1. 能嘗試說明獲取的知識與想法，並與他人分享。 

2. 能在小組討論與全班分享的過程中，聆聽多元觀點。 

3. 能活用各種創作形式以表達想法，嘗試解決生活中發現的問題。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第一節、生活中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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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填寫 Google 表單的問題【影響生活的一項發明】，作為引起動機的發想，藉此思考生活中的設計。 

 

  
圖 2~3 閱讀《安妮新聞》第 12 期有關工具、發明的主題，理解「設計」概念，並分享報紙裡對「設計」的

句子。 

 

第二~三節、SDGs 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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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每一組先針對 SDGs 目標進行抽籤，並發下對應內容的期別報紙，進行資料收集的閱讀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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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各組發下抽籤的 SDGs 目標詳解，閱讀後針對該目標進行 2 個提問，並透過手機自行尋求解答。 

 

  

圖 9~10 小組針對應的 SDGs 指標，根據臺灣現況思考生活中待改進的問題，以心智圖為架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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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節、SDGs 議題的 Gogoro 創作 

 

 

圖 11 透過 SDGs 目標設定，從第 15 項指標「保育及維護生態領地」，延伸出綠色能源、造林、都市農夫等

的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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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透過 SDGs 目標設定，從第 10 項指標「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透過設裕解決國內人口老化、長

者移動、預防走失及樂齡健康福祉等的長者族群照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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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生活中的設計 

(1) 填寫 Google 表單的問題【影響生活的一項發明】，瀏覽全班的答案，理解「設計」

對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與重大影響。 

(2) 閱讀《安妮新聞》第 12 期，組內分享報紙裡「針對”設計”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話」，

各組再選出一人對全班進行分享。 

 

第二~三節、SDGs 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一) 第二節-閱讀《安妮新聞》探究 SDGs 議題 

(1) 每組抽籤欲研究的 SDGs 目標。 

(2) 發下該組與 SDGs 目標對應內容的《安妮新聞》期別(每人領到約 2-4 期不等)，閱讀

各期報紙進行資料收集與摘要紀錄，並撰寫個人學習單。 

(3) 個人完成摘要紀錄後，在小組內分享所獲得的知識內容並延伸討論。 

(二) 第三節-心智圖呈現生活中的問題 

(1) 各組將對應的 SDGs 指標，一人提出一項生活中待解決的問題，以心智圖呈現紀錄於

磁鐵白板上。 

(2) 各組將完成的心智圖張貼於台前，全班進行不同議題的認識、交流與分享。 

 

第四~五節、SDGs 議題的 Gogoro 創作 

(1) 學生將 SDGs 議題透過覺察，發想「微設計電動車」的藝術行動，為未來帶來更好

的生活樣貌。 

(2) 完整書寫設計理念，以釐清設計思考的脈絡及想法。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安妮新聞》各期主題的知識結合趣味性，加上圖文編排的美感質地，感受到學生在

透過《安妮新聞》自主學習 SDGs 主題時，感到愉悅且主動討論的氛圍，教師在分發期別

時已做了分類，幫助學生在蒐集資料時，更能抓到相對應的重點內容。 

    透過《安妮新聞》的引起動機，幫助幫助學生從豐富的資料內容與發現問題的擴散性

思考後，再經由小組討論凝聚共識，完成設計思考第一階菱形的步驟。學習單使用「3、

2、1」策略設計，從報紙中摘要三項感興趣的主題內容；在議題中提出 2 個好奇的問題，

並透過手機自己尋求解答；最後在小組分享交流的過程中，凝聚出共同設定的目標「方

案」。從學習單中 2 個問題的提問裡，可以發現學生對於議題產生的各種困惑與疑問，像

是「大部分遭受人口、「走私性暴力的婦女來自哪裡?」、「冰山大約多久之後會完全消

失?」、「全民健保是否有漏洞?」、「全球最富有國家的 GDP 和最貧窮國家的 GDP 相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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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哪國的童工最多?」、「當憂鬱症患者處於負面情緒時，如何正確與之對話?」等等，

並鼓勵學生透過手機查詢，自行找到問題的解答。當學生對該議題有了好奇心，便有了問

題意識，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更加能侃侃而談，感受到小組討論時的熱切，與對各項答

案的驚呼連連! 透過心智圖的撰寫，各小組延伸出指標下台灣所面臨的問題現況，包含男

女刻板印象、家庭分勞務男女不均、工職場上男女升遷的比率不均、保育基地被開發、醫

療資源分配不均…等待解解決的問題。 

    本課程希望透過《安妮新聞》的引起動機，刺激學生對 SDGs 目標主題的探討，在電

動車的設計，結合議題發用設計力導入，發想解決生活問題的各種方案，例如：透過感應

器感應空氣品質，車體跟著空氣汙染指數指數變色，以體察空氣污染的問題；內建健康管

理系統，在騎乘機車時亦能感測血壓與心跳規律；當夜晚視線不明時，藉由前方紅外線感

測，遇到有不明生物急速通過，會自動降速，減低車禍的發生及陸殺動物等。《安妮新聞》

結合課程設計與搭配學習單的應用，讓學生在自發、互動、共好的過程中，能對 SDGs 進

行藝術行動的實踐。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第一節、生活中的設計 

 

 

第二~三節、SDGs 議題的閱讀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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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節、SDGs 議題的 Gogoro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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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DGs 目標設定，從第 15 項指標「保育及維護生態領地」，延伸出用各種廢棄物製成的坐墊與輪胎、前

方有紅外線感測避免因夜晚視線不明而陸殺小動物、製作材料有環境保護產品認證標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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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DGs 目標設定，從第 4 項指標「良質教育」角度思考教育城鄉差距和數位落差等問題，故設計「行動

教室」與「行動書櫃！的電動車，讓老師能自由移動在各個環境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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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DGs 目標設定，從第 3 項指標「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思考台灣人口老化，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長者在

行移動時所造成的走失及行出安全困擾，透過設計思考「使用者為中心」的角度，打造失智友善的專屬電動

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