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3 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桃園復旦國小 

執行教師： 劉雨柔 教師 

 

 



2 

 

目錄 
 

一、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目標 

3. 執行內容與反思 

 

二、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3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復旦國小 

授課教師 劉雨柔 

教師主授科目 自然/閱讀 

班級數 （34 班） 

學生總數 （819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再生能源，能援!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7  期 

文章

標題 
地球不堪負荷了！四項過度消耗的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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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國文） 

自然、

閱讀 

施作總

節數 
8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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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每天起床開燈、用電動牙刷刷牙、用麵包機烤土司、開冰箱拿鮮奶、搭電梯下

樓、搭車上學，老師開觸屏上國語課、主任廣播提醒同學升旗，放學用手機跟同學聊天、和

爸媽一起看電視、等電鍋煮好飯……我們的生活已經與「電」形影不離，沒有辦法想像停電所

帶來的大大不便，如何拒絕將能源的消耗視為理所當然，培養永續環境的好習慣，是身為地

球公民的我們必須正視的重要議題。 

   本活動設計也秉持環抱概念，不使用紙本學習單及顏料，使用數位形式進行作品呈現，

實際在課程活動中落實永續環境、愛惜地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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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課程發想由安妮新聞的能源主題延伸，配合國高年級能源教育，做一系列與社會、

美術、資訊科目進行跨域主題式課程發展，從三大主

題、三大面向去研發整體課程，環環相扣、相輔相成。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A. 認識能源的概念與重要性 

學生應能了解能源的定義、種類、來源、用途等基本概念，並認識能源對人類社會的重要

性。 

B. 培養節約能源的態度與習慣 

學生應能培養節約能源的態度與習慣，並能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節約能源的措施。 

C. 探討能源的永續利用與發展 

學生應能了解能源永續利用的概念，並探討新能源的發展與應用。 

D. 跨領域的整合教學 

將能源教育與其他美術領域整合，讓學生從不同角度來探討能源議題，提升能源素養。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架構規劃圖 

 閱“毒“理解 電力啟動 流體星球 

發散 x 閱讀 地球不堪負荷了！ 

再生能源海報 

認識台灣的發電廠 

SDGs 指標內容 

過載的地球 

聚斂 x 反思 生活中浪費的能源 

再生能源的潛力 

桌遊致勝策略分析 

解決現今環境問題 

再生 v.s 非再生能源 

乾淨 v.s 便利 

美感 x 創作 環保行動四格漫畫 SDGs cards 流體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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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閱”毒“理解(2-1) 

引起動機 

利用安妮新聞第 7 期跨頁專欄請學生利用 ipad 圖檔找找垃圾在哪裡，看看誰最快找到博物

館中所有的垃圾，就是本節課的環保小尖兵! 

 

發展活動 

⚫ 地球不堪負荷了!四項過度消耗的自然資源(數位閱讀

安妮新聞) 

⚫ 猜猜看是哪四項??(padlet) 

綜合活動 

⚫ 生活中有哪些時候使用到這 4 種資源? 

1. School:電燈、觸屏、廣播系統、學校鐵門、平板 

2. Home:電鍋、熱水器、電視、手機 

⚫ 探討「怕浪費奶奶」的哲學，與繪本作家的天馬行空，你覺得怕浪費奶奶還會做出什麼

有趣的環保行動？用四格漫畫畫出來吧！ 

 

 

閱”毒“理解(2-2) 

引起動機 

猜猜看再生能源有哪些?(後閱覽區) 

閱讀再生能源海報，回答 Google 表單問題 

Q1 本次以【再生能源】為海報展示主題，請問最符合哪項

SDGs 指標? 



6 

 

Q2【地熱能】地熱發電天然條件是地下幾度以上? 

Q3【海洋能】  下列何者不是海洋溫差發電的系統? 

Q4【氫能】  目前我國氫能的應用以何者為主? 

Q5 關於桃園的藻礁，以下何者錯誤? 

 

發展活動 

⚫ 介紹各種再生能源 

⚫ 哪一個最讓我覺得有發展潛力? 

綜合活動 

Q1 桃園最適合哪種能源? 

Q2 再生能源那麼多，怎麼台灣現況還是以非再生能源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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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還有什麼發電方法是我想到，但能源海報中沒有的種類呢? 

電力啟動(4-1) 

引起動機 

⚫ 認識台灣發電廠(結合翰林自然六下能源單元)  

1. 火力發電（煤、石油、天然氣） 

2. 核能發電（鈾－２３５） 

3. 風力發電（風） 

4. 太陽能發電（太陽） 

5. 水力發電（水、高低差） 

發展活動 

⚫ 介紹電力啟動桌遊 

⚫ 講解電廠發電規則時，可以詢問學生為什麼遊戲會這樣設計與安排，和生活中的電廠運

行是否有相類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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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 策略分析與討論 

⚫ 在聽完遊戲規則後、遊玩前，你請各組提出致勝的策略為何？為什麼？風險是怎麼評估

的？ 

電力啟動(4-2) 

⚫ 進行桌遊實作，並記錄戰況(padlet)  

1. 我本局對戰策略為:________ 

2. 本局的贏家使用了:____個再生能源發電、____個核能發電 

3. 我覺得獲勝的策略為:__________________ 

電力啟動(4-3)  

引起動機 

⚫ 統整獲勝的策略模式，請各組獲勝者分享致勝心得 

⚫ 在各組分享後統整出一個獲勝的秘訣是什麼？ 

發展活動 

⚫ 請舉出各電廠的優缺點 

⚫ 省思台灣發電廠發電現況，我們要如何才能做到永續環境、解決環境的問題？ 

綜合活動 

⚫ 創造圓餅圖！考慮台灣的氣候、人口分佈、地形、地理位置，畫出適合台灣發電比例的

圓餅圖吧！（無邊記） 

⚫ 圓餅圖的願景要如何實現呢？有哪些方法可以達到目標？ 

電力啟動(4-4) 

引起動機 

⚫ 親子天下 SDGs 十七項指標人格測試，看看自己是哪些指標的天賦者！ 

⚫ 得到人格測驗結果後，找到測驗結果相同的夥伴，一起上網探究這些指標的內容以及實

踐目標有哪些？ 

發展活動 

⚫ SDGs cards 設計桌遊擴充包，把你所能想到的再生能源方法畫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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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設計好的卡片調好顏色、文字排版完成後，將成果上傳到 padlet 

⚫ 大家一同集思廣益，如何改良才能對環境的傷害降到最低？環境效益如何最大化？ 

綜合活動 

⚫ 全班大家選出在台灣最有趣、有潛力的發電方式，並請設計

師上台分享原因與發電方式。 

⚫ 想想看，將設計的遊戲卡牌加入電力啟動桌遊中會有什麼不

同嗎？ 

 

 

 

 

 

 

 

流體星球(2-1) 

引起動機 

⚫ 數位閱讀「過載的地球會如何？」 

⚫ 投票：支持再生能源（永續環境）還是非再生能源（快速便利）？ 

⚫ 請兩方學生分享一下選擇的原因 

發展活動 

⚫ 我們居住的地球如果不堪負荷的話會如何？ 

⚫ 觀看「人類是地球最大的危機」影片 

⚫ 影片中有哪些是傷害環境的事情？為什麼？ 

⚫ 健康的地球，應該是什麼顏色的？找出屬於健康地球的色卡吧！ 

⚫ 受污染的地球，應該是什麼顏色的？找出被污染的地球色卡吧！ 

綜合活動 

⚫ 將色卡（圈圈表示），分比例調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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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球陸地表面積：海洋表面積＝3:7，雲層分佈自由拿捏 

流體星球(2-2) 

引起動機 

⚫ 觀察行星的表面，發現了什麼？ 

⚫ 流體畫是什麼？可以呈現出星球的表面一環一環的樣子？ 

發展活動 

⚫ 利用手邊的壓克力顏料調出需要的顏色 

⚫ 將壓克力顏料以 1:1 混合攪拌 

⚫ 依照前一節課所調整的色卡，按照比例的倒入小杯子中 

⚫ 開始創造流體地球 

綜合活動 

⚫  

⚫ 分享你的創作：色塊比例、線條繪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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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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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教學是一項重要的教育課題，透過能源教育，可以讓學生認識能源的概念與重要

性，了解能源的生產、運輸、使用與轉換，培養節約能源的態度與習慣，探討能源的永續利

用與發展，提升能源議題的思考與行動能力，並培養能源公民素養。 

在實施能源教學時，教師應注意以下幾點： 

• 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能源議題與學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教學時，應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讓學

生能夠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應用於實際生活中。例如，可以讓學生調查家中使用的能

源種類與來源，製作節電宣導海報，或分享節約能源的撇步。 

• 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能源議題往往涉及複雜的科學概念與社會價值觀，因此在教學時，應培養學生的批判

思考能力，讓學生能夠從多角度來思考能源議題，並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可以讓

學生討論能源使用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或設計新能源應用模型。 

• 鼓勵學生參與行動 

能源教育的目的不僅在於傳授知識，更在於培養學生的行動能力，因此在教學時，應

鼓勵學生參與能源議題的倡議與行動。例如，可以讓學生參與能源議題倡議活動，或

提案改善學校能源使用狀況。 

    能源教學是一項永續的課題，教師應不斷反思與精進教學方法，讓學生能夠在能源素養

與公民意識上有所成長，為永續發展的未來貢獻一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