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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雲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吳育寧 

教師主授科目 公民科 

班級數 1班 

學生總數 27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貓派？狗派？／性別刻板印象／安全距離—騷擾不騷擾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9   期，第  1~11   頁 文章標題 

「粉色和藍色」性別刻板印象正在摧

殘英國年輕人的心靈、騷擾不燒腦、

回到第零天 專訪《十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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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一年級 

1.課程活動簡介 

（一）以公民課程『民主社會中的公共意見』提到的十二夜安樂死的議題融入教學，用「尊

重、包容、友善」態度愛護動物，結合安妮新聞文章以教學策略進行案例討論。 

（二）以公民課程『社會中的公平正義』提到的性別刻板印象來思考，討論日常生活中常常

接受到的觀念，尤其是家庭角色及職業選擇等，進行生活檢視和自我覺察性別刻板印象，結

合期刊和玫瑰少年葉永鋕的事件，引導學生關注性別平權的重要性，透過分享討論，成為自

己喜歡的樣子。 

（三）透過公民課程『人權與人性尊嚴』提到的性騷擾事件，討論身體的自主權，進而說明

性騷擾行為有哪些及求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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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目標 
(1) 藉由《安妮新聞》感受美感閱讀經驗。 

(2) 學生閱讀後繪畫，開展探索與想像的空間、自我想法的創作。 

(3) 學習尊重生命，懂得愛護生命，學習以同理心看待動物。 

(4) 藉由讀報進而了解國內外社會變遷對家庭與女性的影響。 

(5) 能夠覺察日常生活中隱含的刻板印象，並瞭解家庭分工與職業選擇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6) 透過觀察，發現生活中隱藏的性別刻板印象。 

(7) 學習探索自我並且瞭解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進而學習看見自己、成為自己。 

(8) 能夠尊重、同理他人感受，能了解「性別平權」。 

(9) 能夠分辨性騷擾與性侵害的差異，明白生活中與他人相處的界線。 

(10)懂得自我保護，為自己發聲，瞭解相關應對措施，提升性別意識。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學生分組討論 

 

 

 

 

 

 

 

 

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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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堂流程說明 

(1) 社會領域第一～二節課（90分鐘） 

(2) 發下《安妮新聞》第九期，簡要說明《安妮新聞》計畫。  

(3) 播放「便當排版法」了解排版的各種方法。 

(4) 播放電影「十二夜」的片段，希望學生能換位思考，把「領養，不棄養」概念深植心

中。  

(5) 自由翻閱報紙，引導學生從整體印象、封面設計、刊頭、版面、顏色等各種角度，請學

生發表初體驗的感覺以及較感興趣的文章。（以公民課的議題為主，例如：動保法、性

騷擾、性別刻板印象等）  

(6) 發下圖畫紙，分組請學生從文章中找出關鍵字、重點，圖文並茂畫在圖畫紙上。  

(7) 各組發表自己組別的關鍵字及大標題。  

(8) 教師歸納統整概念。 

3.教學觀察與反思 
   因公民課時間比較趕，所以討論比較壓縮，也比較沒有時間讓他們充足準備，且分組討

論時可能會導致有些學生沒有分配到工作，所以需要教師在旁協助，實際操作上如果再多規

劃一節課，教學效果會更好。 

    國一生面對性騷擾議題能以同理心的話語回應，透過對話反思、對於不同的行為有更明

確的認知，瞭解界線所在，也能在課堂後與教師分享會期望未來大眾更重視性騷擾議題，也

能夠懂得保護自己並協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藉由公民課所上的議題再加以延伸，讓學生從公平與正義中發想，並進一步將生存的權

利開展到萬物，啟發萬物平權的思維，學生都能了解萬物皆平等的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