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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詹雅筑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文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5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新食器時代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2 期，第  05  頁 
第 06-07 頁 
第  10  頁 

文章標題 
我是發明家 

前進的多種可能 
做坐看⸺傳統與當代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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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一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運用安妮新聞第 12 期中提供的工具整理術與設計創意發想，檢視與反思日常
生活中各種工具的使用情況。藉由不同類別工具的蒐集、整理、操作，思索工具在不同生
活情境或工作場景下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如何挑選、運用適當的工具解決問題；並從店家、
集資網站推出的改良商品，了解現有工具之不足，進一步發揮創意、發想個人生活或職涯
可能需要的工具組合。第一堂課，搭配國語文「夢溪筆談選」一課，以討論「發明」與「發
現」的異同引起動機，思索發明╱發現的緣由；請學生回顧生活中最常使用到的工具有哪
些？根據自己的經驗，選擇一項最想改造的工具，爬梳這類工具演進的歷史，作為未來推
陳出新的依據。第二節課，閱讀安妮報紙，請同學拿出手邊既有的各式物品，共同為「前
進的多種可能」專題找尋最適合用來解任務的工具，分享並觀察不同的工具各自起了什麼
作用。第三節課，結合歷史課本「那些吃喝的歷史」單元，以餐飲工具為發想，搭配國語
文「夜市」一課，蒐集、設計在地夜市美食使用的廚具或餐具，了解不同工具的演變過程
與時代意義，體會發明家如何運用觀察力及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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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檢視日常生活中各種工具的使用情況及其在不同情境下所扮演的角色。 

二、了解如何挑選、運用適當的工具解決問題。 

三、體認發明者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細膩的日常觀察。 

四、反思工具的演進對於個人及群體的時代意義。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蒐集並分類生活中常用工具：機械製圖用具、文具袋 

   

共同為「前進的多種可能」專題找尋最適合用來解任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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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餐飲工具為發想，蒐集夜市美食使用的廚具或餐具，並扮演小小發明家。 

2. 課堂流程說明 

一、教師說明課程主題、進行方式、學習成果呈現方式。 

二、教師展示、分享個人慣用文具，分析使用經驗及優缺點。 

三、蒐集集資商店的改良商品提案，培養設計思考的能力。 

四、閱讀安妮新聞報紙，共同挑選適合解決問題的各式工具。 

五、以餐飲工具為主題，搭配教材，請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蒐集夜市美食使 

用的烹調器具或餐具，進一步分析工具設計與使用者需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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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期報紙作為教學工具，結合國語文「夢溪筆談選」討論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及發明家的

科學精神、「夜市」中琳瑯滿目的商販器用，以及歷史教材中飲食文化主題，與日常生活緊

密相關，可培養同學善用工具解決問題、反思的素養與能力。 

    日常生活中，人們使用各種工具滿足需求、從事生產；學習場域中，更是隨著不同的專

業和目的，同學們將學習到很多特殊工具的使用時機與方法，例如：機械科的游標卡尺、農

業類科的農機具等等。利用同學對於日用工具的喜好觀察、以及對於罕見工具所產生的好奇

心，引導學生反思科技發展的意義與影響，也能進一步思索理想職涯或自身嗜好所需，發想

改善生活的工具。 

    本次教學活動除了課堂上的閱讀、討論與實作，並要求學生課前蒐集、分享屬於自己或

家中的「工具箱」，課後則須自行運用時間至最貼近庶民生活的夜市蒐集特殊的餐飲工具。

課程中，學生皆能反思平日使用的工具有何不便利之處，透過參考他人的設計發想改善之

道，例如：日本的橡皮擦會在其中一段附上黏屑滾輪、保鮮盒製作成乾溼分離的食物罐等

等，從中了解科技發展的動力來源。  

    其中，比較困難之處在於，同學能夠找出需求點，但對於結合歷史演進及技術發展，未

來能夠走向多遠，實較難掌握，若未認真爬梳所需技術的現況，可能流於天馬行空；其次，

教師能夠準備至課堂上的實物有限，時間、空間限制下亦較不允許樣樣實際操作。後續課程

規畫將限縮主題、以更貼合生活實務與專業科目實作的方向作規劃，培養學生觀察、思考的

習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