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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吳敏綺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人文創新(校訂課程)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1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生活中大小事~你能做!? _運用安妮新聞報與樂高創意教學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7  期，第  1、

6、7、9、12   頁 
文章標題 

 1.垃圾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2.吃與不吃的兩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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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活動 
施作總節數 5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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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採用特殊規格的報紙作為教材，其長方形版面設計特別適合小學生閱讀與操作。

內容編排由淺入深，符合學童認知發展。帶領學童認識環境保護議題，培養環保意識與

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主題式篇幅呈現，引導學生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環保議題。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促進環保意識啟發與表達能力培養 

透過「認識垃圾怪物」的創意故事活動，激發學生對環保議題的興趣，增強創意思考

與表達能力，並初步建立環境保護的基本概念。 

2. 培養觀察力與環境意識 



4 

 

在「環境觀察家」單元中，引導學生敏銳觀察周遭環境，辨識垃圾分類及其對生態的

影響，提升學生的環境敏感度與責任感。 

3. 發展批判性思考與決策能力 

以「生活中的兩難」情境討論，幫助學生在日常選擇中思考環保與便利的取捨，提升

做決定的能力，並培養對選擇結果負責的態度。 

4. 增強實用環保知識與技能 

在「回收大百科」單元，讓學生學習各類物品的正確回收方式，並能將環保知識內化

為生活實踐，進一步促進資源永續利用。 

5. 發揮創造力與團體合作能力 

透過「樂高海底清潔裝置」設計活動，培養學生運用跨領域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學

生在團隊中合作，運用創意與科技設計海洋垃圾清理機器，實現環保理念與未來想像

力。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學生認識 SDGs & 口頭發表安妮新聞報紙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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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倆倆合作，進行「垃圾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挑戰 

 

 

 

 

 

 

 

 



6 

 

 

 

 

          

 

       

 

 

         

 

 

    

 

 

 

 

 

 

 

 

 

 

        ▲「回收大百科」網站介紹與使用，學生利用載具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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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s 題目問答，全班針對「生活大小事」遊戲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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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完成「海底垃圾清潔裝置」，並進行功能性解說。 

 

2. 課堂流程說明 

教學流程 

第一節：認識安妮新聞報及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引起動機 (10 分鐘) 

      展示各種不同形式的報紙，引導學生觀察並討論報紙的特色 

      提問：「你們平常在哪裡看到報紙？家中長輩會看報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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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活動 (20 分鐘) 

      介紹安妮新聞報的特殊版型與設計理念 

      帶領學生認識報紙各個版面的功能與內容 

      進行報紙導讀，示範如何閱讀報紙的重點 

      前往 SDGs 展示牆，介紹各項永續發展目標 

   綜合活動 (10 分鐘) 

      分組討論：找出安妮新聞報與一般報紙的異同 

      口頭分享今天所學知識或概念 

第二節：垃圾怪物特輯 

   引起動機 (10 分鐘) 

       播放短片：海洋垃圾問題的現況 

       請學生分享看完影片的感受 

   發展活動 (20 分鐘) 

       閱讀頭版「垃圾怪物」報導 

       小組討論：垃圾怪物的形成原因及故事 

   綜合活動 (10 分鐘) 

       各組上台分享創作的故事並票選最有創意的環保故事 

第三節：環境觀察家 

   引起動機 (10 分鐘) 

       進行「垃圾在哪裡」遊戲：兩人一組在報紙上找出配對的垃圾並貼上便利貼     

   發展活動 (25 分鐘) 

       主題探索：帶領學生觀察報紙上的垃圾分布 

       檢視觀察結果，並核對答案 

       討論改善方案 

   綜合活動 (5 分鐘) 

       口頭發表「環保行動計畫表」 

       訂定個人環保目標 

第四節：環保兩難與回收知識 

   引起動機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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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扮演：模擬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兩難情境 

       討論「吃不吃」的環保議題 

   發展活動 (20 分鐘) 

       認識各種回收標誌與分類方法 

       實作：回收物品分類競賽/使用載具完成學習單 

   綜合活動 (10 分鐘) 

      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困擾並討論解決方案 

第五節：樂高海底清潔裝置 

   引起動機 (10 分鐘) 

       觀看海洋科技發展影片 

       介紹現有的海洋清潔技術 

   發展活動 (25 分鐘) 

       分組討論：設計海底清潔裝置的功能需求 

       運用樂高積木進行創意設計與製作 

       測試與改良作品 

   綜合活動 (5 分鐘) 

       各組展示作品並說明設計理念 

       連結環保行動與科技創新的重要性 

教學評量方式 

   學習單完成度 

   課堂參與度 

   小組合作表現 

   創意設計作品創意設計作品 

   環保知識測驗(SDGs 議題、回收大百科) 

教學資源準備 

   安妮新聞報第 7 期、環保主題影片、回收物品範例、樂高積木組、「回收大百科」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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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教學整體成效 

安妮新聞第 7 期以「地球護衛隊」為主題，報導文體簡明扼要且多元，有效幫助學生聚焦於

探究主題。第一次申請一期安妮新聞，學生感受安妮新聞的排版與風格的與眾不同，學習過

程具新鮮感。因本校無共備夥伴，單打獨鬥的教學總覺得會發散出去，無法及時聚焦，教學

時間易受限，還未能帶領學生進一步探究，尚有進步空間。 

教學困境與改進策略 

 文本理解問題 

 困境： 

• 報紙字型較小，缺乏注音 

• 部分用字對國小四年級學生較艱澀、難理解 

 改進策略： 

• 針對主題式篇幅，進行局部放大列印 

• 引導學生自主查找生字、語詞 

• 透過同儕討論增進理解 

 教學時程問題 

 困境： 

• 對報紙使用方式與技巧尚未純熟，故沒有探究深度 

 改進策略： 

• 本學期聚焦僅於口頭報告、學習單任務及堆設樂高任務 

 強化教師專業社群 

• 利用時間與他校夥伴進行共備 

• 整合跨領域課程 

 拓展學習成果展現 

• 運用學校班級網站展示學生作品 

 

 結語 

    雖然本次教學流程面臨時間與文本理解的挑戰，但學生的對安妮新聞的喜歡、學習熱情

和創作表現令人欣慰。未來將透過更完善的課程規劃和資源整合，提升環境教育的深度與廣

度，同時強化跨領域學習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