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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 

授課教師 劉曉恬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高中 48 班 

學生總數 高中部共 1681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閱讀與表達：SDG 議題思辨與發表 

報紙期數 第  9   期 文章標題 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公平呢？ 

施作課堂 

（如：國文） 閱讀與表達 施作總節數 20 
教學

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2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安妮新聞》為媒介不但能啟發同學對於美的認知，更能旁徵博引的引介國內文重

要的新聞給學生。授課教師為國文教師，為提升學生在校定必修課「閱讀與表達」的語文能

力與相關素養，教師同時也搭配《SDGs 議題國寫指南》(龍騰版)一書作為教學素材，讓同學

根據目次選出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分別是「消除貧窮」、「消除飢餓」、「良好健康與福祉」、「優

質教育」、「性別平等」、「潔淨水與衛生」、「可負擔的潔淨能源」與「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而本次成果報告僅擇一組「消除飢餓」進行分享。同學將在老師進行主題式教學和報告示範

之後，於期末進行分組報告，並在報告過程中，隨時接住老師針對簡報內容所提出的問題，

以訓練報告者的臨場反應和小組團隊合作的默契。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探究 SDG2 的目標「消除飢餓」的定義「關注種植與養殖技術，重新檢討共享和消費

糧食的模式，是解決飢餓問題的重要行動」，而教師做為前導主，介紹與該目標相關的

事例，激勵學生去思考如何解決飢餓的問題，並透過實際行動來，並且瞭解公平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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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重要性。 

2. 引導學生閱讀《安妮新聞》中〈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公平呢〉一文，根據文中不同哲

學家的觀點進行討論，最後反思內隱聯結測驗的結果，並思考如何消除對不同群體的歧

視。通過不同時代對公平的討論，反思了《安提戈涅》中的道德困境。強調了公平不僅

僅是為了個人，更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公正。 

3. 同學在期末進行專題報告，透過 Canva 進行有美感的簡報設計，以活潑的視覺元素，

結合相關的報告素材進行口頭報告，並可設計與台下同學的互動遊戲，以提升同學的語

文相關能力和控場能力。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1)教師課用投影片(摘錄):引發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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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結合國文科學科本位進行寫作驗練習 

 

 

 

 

 

 

 

 

 

 

 

 

 

 

 

 

 

 

▲佳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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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學上台報告 

 

 

 

 

 

 

 

 

▲同學在進行期末報告時，為搭配 SDG2 的主題「消除飢餓」，以組員喜歡的食物來介紹小

組，既扣題又讓人感覺耳目一新。 

 

▼帶學生走訪大稻埕，記錄當地的美食和景點，並要求以 Y2K 拍貼機的風格進行呈現。此

舉除了是要紀念住同學高二的當下，也像過去的美好時光致敬。 

 

2. 課堂流程說明 

 

 

從〈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公平呢〉文末提及的「內隱聯結測驗」的結果進行思考，並結

合 SDG 2 的訴求「消除飢餓」去思考「糧食損失」和「食物浪費」的相異之處。並在 SDG 

2 主張下，透過自身的理解和體悟，去思考台灣的剩食解決方法。 

教師授課 同學討論 上台報告 教師提問 教師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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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本次課程是以 SDGs 作為主題進行發想，並進行議題式的全新規劃。在內容上不若以往

熟悉的主題，因此在講解的過程中偶有吃螺絲情況，期待之後的操作能夠更熟練。 

2. 目前的學生長於社群時代，因此上課參與度會因主題是否讓他們感興趣而產生極大的落

差，因此搭配《安妮新聞》活潑的是視覺化設計，確實讓他們在課堂的參與度有所提升。在

問題設計的時候，可以適度引導同學發表個人看法，並適度結合相關時勢，在經過多次練習

後，同學確實在口語表達上有所進步，而且在與國際接軌上也變得更能處類旁通，頗為可喜。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