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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授課教師 許怡麗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文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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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新聞報：設計你的校園空間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5 期，第 2-9 頁 文章標題 

眼見為憑、感受聲音的方式，人類聆聽音樂
的演進、現代建築教父柯比意、七位台灣設

計師專訪、待在家裡，為世界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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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涵養與美感教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如：國文） 國文 施作總節數 八節課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八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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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新聞報：設計你的校園空間」課程，旨在引導國中學生認識設計如何改善校園環

境，並培養他們的設計思考與實作能力。課程設計結合了科技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和自主行

動等核心素養，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解決校園空間中實際存在的問題。期許學生能將設計應

用於改善校園環境，提升生活品質，並在過程中培養創新能力、公民意識和社會參與能力，

成為積極主動的學習者。 

課程分為四個階段：首先，透過圖片和影片啟發學生對設計的興趣，並引導他們觀察校

園環境，發現需要改善的空間。接著，學生將分組討論，參考安妮新聞報的「實務應用」概

念，提出具體的改造計畫。第二階段著重設計發想和製作。學生將嘗試跳脫框架，發想設計

方案，並透過模型製作或設計圖繪製，將其具體化。第三階段則讓學生發表設計成果，並由

老師、家長和社區人士共同評選，選出最具創意和可行性的方案。最後，課程鼓勵學生將設

計作品在校園中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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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條列式） 

• 培養學生對資訊與媒體的觀察、分析與判讀能力。 

• 提升學生的設計思考與美感創意。 

• 認識設計的概念和重要性。 

• 培養觀察和分析能力，了解設計如何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 激發創意和想像力，學習設計思考的方法。  

• 提升動手實作能力，將設計理念具體化。 

• 學習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共同完成設計任務。 

• 培養公民意識和社會參與能力，將設計應用於改善公共環境。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這學期先用三節課介紹學生認識安妮新聞報(見所附 ppt)，後續課程(下學期用五節課)將進行

跨領域結合的實作課程，將設計概念融入日常生活的問題解決，實踐”設計思考”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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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堂流程說明 

（一）我的夢想校園 (第一節課) 

1.課堂導入 (20 分鐘) 

a.以圖片或影片展示各種不同風格的校園空間設計，引發學生對設計的興趣。 

b.播放短片，呈現校園中擁擠的走廊、缺乏綠化的角落、動線不佳的樓梯等問題，引導學生

思考校園空間設計的重要性。 

c.引導學生思考： 「什麼是設計？」、「設計如何改善生活環境？」、「你理想中的校園空

間是什麼樣子？」 

d.分享安妮新聞報中「設計是一種思考方式，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創造更好的生活環

境」的概念。 

2.分組討論：校園空間改造計畫 (25 分鐘) 

a.將學生分組，並帶領他們實地觀察校園環境，引導他們發現需要改善的空間，並記錄下

來。 

b.引導學生思考： 「這個空間有哪些問題？」、「為什麼會造成這些問題？」、「可以如何

利用設計來解決這些問題？」 

c.鼓勵學生參考安妮新聞報中「實務應用」的概念，發想具體的改造計畫，將創意轉化為實

際應用。例如：設計可以調節人流的走廊動線、利用垂直綠化來美化校園角落、設計一個可

以促進互動和交流的公共空間。 

3.分享與討論 (15 分鐘) 

a.各組分享觀察和分析結果，以及初步的改造計畫構想。 

b.引導學生思考設計的多元性和可能性，並鼓勵學生互相提問和交流。 

（二）設計發想與製作 (第二、三節課) 

1.設計發想 (50 分鐘)  

a.引導學生參考安妮新聞報的內容，以及第一節課的觀察和分析結果，發想更具體的設計方

案。 

b.鼓勵學生天馬行空地想像，並參考安妮新聞報中「想像」的概念，跳脫框架，創造出令人

驚嘆的成果。 

c.引導學生思考設計方案的可行性、美觀性、實用性、安全性等方面。 

d.教師提供一些設計案例或設計工具，例如：設計軟體、模型材料等，幫助學生將設計理念

具體化。 

2.模型製作或設計圖繪製 (40 分鐘)  

a.學生分組，選擇以模型製作或設計圖繪製的方式來呈現他們的設計方案。 

b.鼓勵學生分工合作，發揮團隊精神，共同完成設計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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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發表與評選 (第四節課) 

1.成果發表 (30 分鐘)  

a.各組學生將他們的設計方案以模型、簡報、影片等方式呈現，並向同學們分享設計理念和

製作過程。 

b.鼓勵學生參考安妮新聞報中「讀者交流」的概念，分享設計理念，交流設計經驗，激發更

多創意。 

2.評選與回饋 (30 分鐘)  

a.邀請老師、家長、社區人士等參與評選，選出最具創意和可行性的設計方案。 

b.評選的標準可以包含：創意性、可行性、美觀性、實用性、安全性等。 

c.教師和評審給予學生具體的回饋和建議，鼓勵學生持續學習和進步。 

（四）設計展覽與延伸活動 (課後) 

1.設計展覽  

a.將學生的設計作品在校園中展覽，讓全校師生都能欣賞和學習。 

b.鼓勵學生擔任展覽的導覽員，向參觀者介紹他們的設計理念和作品特色。 

c.參考安妮新聞報中「設計展覽」的概念，讓讀者能親身體驗設計作品，感受設計的魅力，

激發設計靈感。 

2.延伸活動  

a.參考安妮新聞報中「推薦書籍」的概念，提供設計相關書籍推薦，讓學生能深入了解設計

領域，擴展視野。 

b.邀請設計師或建築師到校演講，分享他們的設計經驗和理念。 

c.帶領學生參觀設計工作室或建築設計展覽。 

d.鼓勵學生將他們的設計作品投稿到設計比賽。 

    簡而言之，整個課程流程在協助學生循序漸進地參與設計過程，從觀察、發想到製作、

發表，最後到展覽與延伸，每個環節都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提升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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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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參與度：觀察學生在課堂活動中的參與度，例如是否積極參與討論、發表意見、

分享想法、提出問題等。 

• 設計作品：評估學生設計作品的創意、美感、資訊傳達的清晰度、內容的正確性與適

切性等，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和想像力，並引導他們將設計應用於解決實際問題。 

• 團隊合作：觀察學生在分組討論過程中的合作與溝通情況，例如是否能有效分工、互

相尊重、共同解決問題等。 

• 社會連結：結合更多社區資源，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和學習設計，並引導學生思考

設計的社會價值，例如：如何讓設計更符合環保理念、如何讓設計更能促進社會公平

正義等。 

• 省思： 

• 根據學生的學習表現調整教學內容、活動設計與評量方式。  

• 鼓勵學生多元創作，並提供適當的引導與回饋。  

• 結合校園活動或時事議題，提升課程的趣味性與實用性。 

• 將設計方案與學校的發展計畫結合，例如：設計學校的吉祥物、設計學校的文創商品

等，讓學生感受到設計的實用價值。 

  



9 

 

113 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同意無償將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之成果報告之

使用版權為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成

功大學（總計畫學校）於日後直接上傳「美角｜生活中的每一課」粉絲專頁或美感與

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

校不得異議。 

※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請用印）（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0 

 

113 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書(2022.01.01) 

 

本人            （聲明人為未成年人時其法定代理人須同時簽字允許）同意，

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及其託管法人，得就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執行及

日後出版及附隨廣宣之目的，於必要範圍內，拍攝、使用、修飾、公開展示本人之肖

像、姓名、聲音於各種形式之載體及媒體。 

 

必要範圍之說明：  

1. 前述肖像、姓名、聲音之使用，僅以上課教學與演出過程呈現，及其附屬廣宣展示

為範圍，不涉及學員私人領域之其他目的； 

2. 相關展示若涉肖像及姓名之顯示，視為聲明人自行公開，而得於合理範圍內公開披

露； 

3. 肖像相關人格權之地位仍屬聲明人所有；後續若有個人資料查閱、補正、停止、刪

除之需求，仍得洽主辦單位，唯若相關發布已經公開，則主辦單位僅就自有發佈平

台之展示現狀進行處理。 

 

此致  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及其託管法人 

 

聲明人：                                        （本人親簽） 

身份證字號或學號任連續四碼：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字或蓋章） 

身份證字號任連續四碼：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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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書｜家長說明 

 

您好， 

 

我們是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的總計畫團隊，這次非常榮幸邀請您的孩子參與「美感智能閱讀」計畫！在課程實施過

程中，教師將會拍照紀錄，以供未來課程推廣使用。 

 

因此在課程實施前，學校老師會協助轉知學童與家長填寫「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

明書」，若有不同意者，學校老師會避免拍攝到該學童。「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

明書」為團隊邀請專業人士擬定，同意「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使用學童肖

像。 

 

本計畫相關課程紀錄與推廣宣傳影片，請參閱下列 QR Code 內容。 

 

             

  安妮新聞影片     安妮互動網站     計畫官方網站     臉書粉絲專頁 

 

※ 肖像權被收納於民法第 18 條人格權，個人資料保護法例來採「當事人同意」而非「權利人授權」來行文，

是因為肖像的使用、姓名的轉引，大致是對人格和隱私的一種尊重，較偏向於防禦權而非積極財產授權的概

念，故配合法規的基本預設，改授權用語為「使用同意」。 

※ 關於身份證、護照及學號皆可作為人別識別，僅取連續四碼有助於減輕個資守護的蒐集責任。原則上，締立

契約時要求締約者謄具其相關證號，主要是事後用來證明締約者確實是有權締約之人，所以嚴謹的商務契

約，會要求對方填具身份證號全碼，公司則必填統一編號全碼，然而，身份證號亦為個人資料之一環，特別

是身份證字號為第一級身份識別證號，外洩時多有附帶損害風險（銀行業者預設身份證全碼為電子帳單解

鎖密碼），故建議此處僅為人別識別，得僅取連續四碼即可。 

 

國立成功大學「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總計畫團隊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