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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蘇芷瑩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13 班 

學生總數 208 名同學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安妮的生活進行式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7 期 

第  3、5、12   頁 
文章標題 

地球不堪負荷了！ 四項過度消耗的自然資源 

食衣住行：環保入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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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國文） 美術 施作總節數 9 堂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一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此學期申請第七期《地球護衛隊》，並結合廣達文教基金會巡迴展《遇見大未來》，兩

者皆是以環境議題作為關注焦點，看過展覽藝術家的相關作品，從強烈的視覺影像感

受，再進入此期報紙內容更為生活化的文章範疇討論，觀察並挖掘自身的生活習慣對環

境所造成的影響，進而嘗試改善的計畫；此外，從蒐集身邊的生活廢棄物開始，認識在

工業文明發展下的集合藝術家阿曼，理解物件的本質性及象徵性，透過觀察、改造，轉

化其在大眾眼光下的角色，創造一件既奇幻卻又帶些負荷感的作品，引導觀眾觀看的意

義；最後，結合安妮新聞本身的版面設計原理及方法，帶領同學應用於最後的課程回饋

及統整省思之版面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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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認識安妮新聞出版由來與精神。 

(2) 理解該期主題核心精神。 

(3) 省視自身對環境造成的負荷。 

(4) 理解現成物的本質思考及其象徵意義。 

(5) 觀察造形之切割、堆疊應用，進行空間創作表現。 

(6) 運用排版基本原則以進行書寫回饋統整。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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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 

  介紹安妮新聞的由來及該期之主題精神，自行閱讀各頁專欄並選擇一篇文章進行重點統

整，最後大家輪流分享，討論生活中造成的環境負荷。 

  第二堂 

  以〈地球不堪負荷了！ 四項過度消耗的自然資源〉及〈食衣住行：環保入門指南〉出發，著手思考如 

何降低環境負荷，並透過行動便利貼，設定「綠色行動 21 天」計畫目標。 

第三堂 

參觀廣達游於藝《遇見大未來》校園巡迴展，欣賞藝術家運用透過不同形式、方法及設計媒介來警 

醒大眾對於環境的重視，並分享圖像創作的手法、色彩、象徵性等面向，完成學習單任務。 

第四堂 

蒐集生活廢棄物轉化思考，運用材料的本質性，嘗試創造大量產製文明下的未來生態環境，以刺激 

大眾對於垃圾問題的正視。前置作業是先將創作概念說明釐清，並描述創作內容以及步驟走向，同 

時開始利用課餘時間蒐集廢棄物等素材。 

第五－八堂 

製作「未來生態燈箱」： 

(1) 利用疫情時代校方主辦國中會考所遺留下的隔板（未使用過）再次利用作為底材，裁割出燈箱

所需尺寸。 

(2) 進行觀景窗設計及裁切。 

(3) 思考內部主角及廢棄物如何連結應用，利用美的形式原理加以空間安排，主角的處理可以由現

成公仔或輕黏土自製。 

(4) 調整燈串，打上合適的光源，營造奇幻又真實、甜美又負擔的衝突反差性。 

第九堂 

回顧整個系列課程，並透過安妮新聞及日本「Design Ah！」之中的「Layout Song」排版影片，

認識基本版面原則，將之練習於統整課程的反饋書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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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同學對於安妮新聞的內容及版面大多給予好評，且興致濃厚，但在一般美術課程的教學 

時間緊縮下，可以進行完整延伸的討論及創作較受限，或許可以在藝術相關的選修課程 

或社團活動，進行更深入的創作表現，組成的學生其特質也會更投入於藝術發想。 

  (2)廢棄物蒐集須說明清楚且給予更長時間整理，是在生活中實際製造加以轉化利用，而非 

蒐集新品用來作為素材，改變了原始的初衷；而廢棄物本身即具有材料特性與象徵性， 

也帶有些許的批判性，而非單單僅以裝飾素材看待。 

  (3)對於高中學生而言，內容易於理解，可以以相關的關鍵字詞進行延伸發展，搭建線上平 

台，互相交流彼此資訊與議題，以達廣度及深度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