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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小 

授課教師 高志遠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資訊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3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服裝的異想世界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4 期，第 1~8 頁 文章標題 

找到勇氣的盔甲、服裝的無限想像、術業有
專攻、裙子有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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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施作總節數 16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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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從第 14 期頭版插圖切入，讓學生找尋線索判斷插圖人物職業，帶出課程主題-服裝，

介紹並分享安妮新聞報紙的理念及編排設計特色；學生閱讀安妮新聞報紙，使用 ipad 搭配

Loilonote 平台，擷取重點並找尋答案，理解文本所要傳達的核心重點。 

取五年級社會課本中日據時代的婚禮大合照照片，觀察合照中人物所呈現多樣的服裝樣貌，

帶出服裝背後的文化意義，利用 kahoot!的遊戲評量模式，從人物服裝判斷所代表的國家，增

進學生對課程主題的參與度和興趣。 

服裝設計師：學生觀察服裝不同形式所產生的差異，把自己對服裝的想法在男女模特兒身上

呈現，有意識的思考並繪製服裝設計圖，大量從生活周遭收集各類型的材料，材料挑選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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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不同於紙類的選擇，避免過於侷限，從收集材料的過程中培養對材料質感及效果的敏感

度，利用適當材料呈現自己的服裝設計概念。 

服裝發表會：把自己的服裝設計作品轉成數位檔案，呈現在 Padlet 平台，學生化身為服裝設

計師，錄製自己的服裝設計理念，分享自己的創作想法，欣賞他人的作品並學習給予正向實

質的回饋。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能閱讀安妮報紙內容，並掌握文章要點。 

(2)能欣賞並感受不同服裝的文化差異，並融入於設計。 

(3)能有意識的設計出男女不同造型的服裝。 

(4)能分享說明自己的服裝設計，並欣賞他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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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圖找一找>安妮新聞報紙介紹>閱讀安妮新聞(擷取重點回答問題)>照片找服

裝>從服裝看文化>服裝設計師>服裝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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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服裝的主題其實不難入手，端看老師想要達到的教學目標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個人認

為課前的引導更加重要，因本學期執行此課程的時間較短，實際執行時間又大於原本的設

定，要在有限時間讓課程能完整進行，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課程引導運用數位學習的方式，利用 ipad 搭配 Loilonote、kahoot!平台進行，可讓學

生學習更加聚焦，kahoot!的遊戲性質也可激起學生挑戰的慾望，提高學習興趣。課程安排

在閱讀安妮新聞報紙預留的時間太短，學生不易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擷取重點及回答問題的課

題，但從學生的答案可以發現，學生都能夠找出文章的重點，故往後應可在課前先讓學生完

整閱讀安妮新聞報紙，課堂再進行擷取重點回答問題，相信會有更好的成效。 

由於學生對於服裝的認識有限，設計服裝時避免憑空想像，需透過 ipad 搜尋相關圖

片，認識服裝的款式、剪裁、功能、細節，接受一些視覺刺激，才不會落入千篇一律的設

計。因學生須配合自己的設計收集各種質感的材料，作品效果的呈現往往和材料的選擇成正

比，教師可鼓勵學生彼此交換材料，讓手上有更多可運用的資源做選擇。 

學生從服裝設計、材料選擇、材質搭配、質感呈現都需要經過思考與設計，創作的時間

比預期地來的多，課程實施時間不足，最後只能完整完成 1 位模特兒的服裝設計頗為可惜，

畢竟當初課程設計希望讓學生有機會設計不同性別的服裝，唯有實際在設計服裝時才會去思

考服裝的搭配。 

服裝發表會目的在於讓學生能有機會談談自己的設計，分享自己的設計亮點，同時也了

解他人設計時不同的考量，利用 Padlet 數位平台，呈現每位學生的服裝設計，以短影片的

方式分享自己的設計理念，打破時間的限制，讓學生能利用課餘時間彼此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