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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孟宜 

教師主授科目 閱讀 

班級數 9 班 

學生總數 224 人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世界地球日主題閱讀~地球護衛隊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7 期，第 4、9、12    

頁 
文章標題 

改變世界從小做起、吃或不吃的兩難 
回收大百科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彈性課

程~閱讀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

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七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四月主題閱讀~環境議題，以能源議題為主，並舉辦 SDGs 主題書展。利用水電費收費單、

利用「生活碳足跡計算軟體」簡易計算每月的碳排行為。結合未來少年、科學月刊、「科工

館教具~暴風雨」解謎競賽等，讓學生了解能源相關議題  

【資源回收】 

觀看〈無塑海洋〉影片，了解海洋垃圾現況及如何觀察海洋垃圾來源，明白垃圾回收與減量

的重要性。利用「RE-THINK」網站進行「丟垃圾大考驗」檢視垃圾分類的概念，並閱讀網站

上的相關資訊，及第 12 版回收大百科，完成觀念釐清。 

【生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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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第四版中的環保學生的故事，整理倡議人的發想背景、倡議行動及影響，並思考自己可

以為環境做那些倡議行動。在〈吃與不吃的兩難〉閱讀中，在食物吃入口之前先想想吃之前

要考慮什麼，可以怎麼做。在生活中實踐低碳生活。 

 2. 課程目標 

1.學生能運用閱讀策略，將文章內容歸納整理，並針對內容提出自己的看法，並能夠具有說服

力。 

2.學生能藉著丟垃圾大考驗及閱讀回收大百科，從閱讀中除掌握創作技巧，更依此檢視日常生

活之消費行為，進行反思及環境行動實踐。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教師示範如何使用丟垃圾大挑戰線上資源 

 

 

 

 

 

 

 

 



5 

 

         閱讀第四版了解世界各陀學生的環境倡議行動 

 

 

 

 

 

 

 

 

        觀看無塑海洋，了解目前淨灘的相關做法 

 

 

 

 

 

 

 

 

        教師示範整理人物事蹟的關鍵策略，學生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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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進行丟垃圾大挑戰 並釐清相關垃圾回收概念 

 

 

 

 

 

 

 

 

 

 

 

 

 

 

 

 

 

 

 

 

 

 

 

                          學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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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課】 

接續前幾周課程的環境閱讀主題，本周進入資源回收及環境倡議。 

1.觀看〈無塑海洋〉影片，了解海洋垃圾現況及如何觀察海洋垃圾來源，明白垃圾回收與減

量的重要性。 

2.利用「RE-THINK」網站進行「丟垃圾大考驗」檢視垃圾分類的概念，並閱讀網站上的相

關資訊，及第 12 版回收大百科，完成觀念釐清。 

【第二堂課】 

閱讀第四版中的環保學生的故事，整理倡議人的發想背景、倡議行動及影響，並思考自己可

以為環境做那些倡議行動。在〈吃與不吃的兩難〉閱讀中，在食物吃入口之前先想想吃之前

要考慮什麼，可以怎麼做。在生活中實踐低碳生活。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對於回收垃圾的觀念不太正確，報中的圖文對學生來說極具吸引力，讓他們有興趣讀

完。吃與不吃的兩難中，這些食物的兩難是學生從未涉及的問題，能夠引起學生學習思考的

動機。因為這課程是七年級學生，且以閱讀策略為主的教學，未來這份報紙會推廣至八年

級，讓他們於數位資源閱讀時可以針對食物與環境議題做更深刻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