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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 晞 

教師主授科目 歷史、校定彈性課程-社會識界、健康教育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52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

名稱 
歷史專題-改變事件的選擇 

報紙

使用 

期數

及頁

數 

第  2  期，第 6-11 頁 

第  18  期，第 2-3 頁 
文章標題 

Vol. 02 生物演化史- 
「The Mars Generation 火星世代」 

Vol. 18 人生的可能性 
「選擇難？不難？」 

「把日常作息視為創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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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 

校訂-社會識界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三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歷史專題是同學共同經歷的社會過去、現在、未來的衝擊與挑戰，作為專題研討開端，

從「社會『識』界」課程出發，再深入健康教育的課程；事件引發各種蝴蝶效應的過程與影

響，以此帶入事件與背景的連動性，從小事件引發連環觸發的面向，到選擇到決定，後到結

果的探索；從大歷史回歸到小人物本身，透過活動帶領與教學平台的分析梳理，讓學生從

「認識」到「辨識」雙議題，從教科書的被動接收，到合作學習的主動輸出，進而主動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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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自身的生存狀態與未來走向，而不是處於不自覺的演進潮流之中，認知未來的可能性遠遠

超乎想像，如同國三生即將邁入下個階段的未知與無限可能，與學生共同從歷史小事邁入自

己人生諸事的影響性探究。     

   國三是邁入離校與進入新階段最後一個年頭，課程就是從這時間點出發，巧妙地將兩個

課程結合，經由安妮新聞來做為橋樑，搭配出歷史專題和選擇議題做結合；健康教育第三單

元「快樂人生開步走」在於體認個人身心協調有助於情緒健康平衡；銜接校本的自編課程-社

會識界，課程是上下學期分屬事件與人物兩大主題的課程，主題做出相對應的專題，歲末年

終時序來到以改變人類事件為題的「歷史專題」，結合「The Mars Generation 火星世代」-

The Big Bang Theory 裡的圖片，依循著時間的流動穿插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重要演化及事

件，也回顧自身 2024 年的一路走來，其中再加入美感的設計體驗，在藝術治療的小活動裡，

結合情緒抒發與繪圖美感藝術，共創課程與當下的心情回憶。 

 2. 課程目標 

一、能瞭解過往歷史脈絡與吸納新知，並融會體認其蝴蝶效應。 

二、自我覺察與認識情緒，並體認個人行為助於維繫健康身心。 

三、分析重組事件的連結與選擇議題，進而完成平台發表分享。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上課的紀錄與美感作品的呈現、教學平台發表的呈現） 

「The Mars Generation 火星世代」-The Big Bang Theory 桌遊 

 

 

 

 

 

 

 

 

結合平板教學與安妮新聞，轉化報紙活動為桌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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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自己藝術治療， 

看中每件小事的 

蝴蝶效應， 

開始行動體驗， 

才能滾動思考； 

唯有改變想法， 

才能翻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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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 引起動機： 

    介紹 Anne times 的發想:「a me」裡的 m 拆成數學裡代表無限多數的 n，

我變成我們「我的時代，我們的報紙」，也鼓勵學生邁向下一階段，也創造屬於

自己的時代，從營造出事件與人的關係為開端，帶領學生在意小事的蝴蝶效應。 

(2)小小改變，大大影響(一)：社會識界-歷史專題 

     應用 The Anne Times-Vol. 02 火星世代-The Big Bang Theory 裡的圖

片，依循著時間的流動穿插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重要演化及事件，圖表共 95 

格，以桌遊方式開場，學生走到的格子，需蒐集資訊向同桌同學介紹相關知識

點，再請學生應用平版與 padlet 共創出自己的那一格，加入歷史專題的時間大

表(如上右圖)，再請學生將自己選擇的那一格更深討論與寫入(如上左圖大衛像方

格)，先在組內做分享，後請學生代表發表分享(如下圖為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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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小改變，大大影響(二)：社會識界-蝴蝶效應 

    介紹「蝴蝶效應」，搭配

Vol. 18 人生的可能性「選擇

難？不難？」，讓學生從理論到

日常生活的實際面，感受人類的

一小格，創建出歷史的一大步， 

    請學生應用沙盒討論版，讓

學生可以就拿到的事件

圖卡做操作，也同時發

下實體文字圖卡，讓圖

文各項在小組內互相配

合，最後解說各組排列

出來的圖卡其中的蝴蝶

效應。 

(4) 小小力量，大大影響(一)： 

    由蝴蝶效應做延伸，從一個 

點影響一個面的概念，也配合 

健康教育第三單元「健康生活 

實踐家」，陪著處於青春風暴期 

的學生，正在一個自我認同的路 

上，陪著學生不斷去摸索、透過 

碰撞逐步建構出「我是誰」。 

發展順利的青少年，能夠有更穩固的自我概念，為自我訂定明確方向，然而，若

在期間發展遇到阻礙者，則可能會在迷惘中失去生活的目標及重心，對於自我角

色的定位容易出現混淆，也了解每一件小事連鎖性的影響，進而勿以惡小而為

之，健康生活從每一口、每一個健康選擇開始，勿以善小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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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藝術治療的繪畫體驗做出發， 

讓學生用聯想法，完成六個繪圖並擺設， 

配合日常常用的物品，排列出屬於自身主觀

美感的一幅心理美感畫，也為學生解讀其潛

意識內涵，寓教於樂的心裡探索。 

    運用目的性不強的小活動，當學生被觸

動內心並持續與學生保持連結，也同時表達

對學生的理解與尊重，讓學生知道師長內心

真正的擔憂與期待，試著讓彼此更加靠近，

在這樣的互動下也更能陪伴克服青春期的不

安與焦慮，心裡想法推動行動實踐。 

(5)小小力量，大大影響(二)：健康教育-作息看職涯 

    延伸導讀-「把日常作息視為創作的一部

分」，帶領學生從 Anne times 的 4 位知名人

物，窺見大人物的小日常，其實與你我都面臨相

同課題，但又看見大人物其中的自律性與日常。 

請學生發表自己的選擇難題，並進行線上測驗，

探索生理時鐘:究竟是偏向擁抱星光的夜型人？還

是在晨光翱翔的晨型人？去探索自己的作息。 

    再重讀-「把日常作息視為創作的一部分」:

從他們的日常，我們可以看到當有了清楚的目

的，作息會成為一種主動積極的選擇，無論是怎樣時間安排都有其道理存在。請

學生從他們的測驗結果與自己的作息判斷進而延伸到求職網站，去調配自己的未

來的工作想像與生活搭配。 

結語省思: 

    生活中無可避免各種選擇，無論是日常的選擇，或是會影響人生的抉擇，無

不影響著每一步的未來。帶領著學生從大大的歷史大格裡切分小格，了解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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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步是從一小步開始走起，進而應用多媒體影片與圖文方式，帶出歷史裡的蝴

蝶效應，以 Anne times 為橋梁，藝術美感為觸動，進而由歷史跨入日常的生活

探索，引領學生從村上春樹在《尋找漩渦貓的方法》稱「耐著性子激烈運動後，

來杯冰涼啤酒的感覺」就是所謂的「小確幸」。看見村上天天秉持長跑、寫作、

聽音樂、閱讀的規律生活。作者說這種小確幸與自律是互為表裡，藉由自律的生

活達成高產出。然而媒體扭曲了大眾最這個名詞的認知，變成「不敢奢求大夢

想，只能追求小確幸。成了買不起房、工作缺乏成就感的刻意追求」。自此，無

論自己是否自律，只要能追求短暫的歡樂和消遣，就成了小確幸的代名詞。小確

幸與自律應該互為表裡，而不是成為逃避夢想的短暫消遣，回歸日常作息與選擇

課題，是生命教育、職涯輔導的人與人的範疇裡，很好的學習途徑，從中學習知

識經驗與生命信念，期能藉以內化正向價值觀，進而探索自我，從自己做起，開

創生命意義與價值的連鎖選擇題。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跨科卻連貫的體驗，學生多口頭反饋這是新鮮的嘗試，國中總是制式化的

按課表分科上課，突破以往框架，也讓學生感受生活是應用各項知識的匯集， 

從各樣看人生，生活就是不停做選擇，然後找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事，小大

之辯，無論懷抱著小確幸還是大夢想都很好，學生的選擇難題裡有小至早餐的選

擇、或是對未來的遲疑，藉由課程告訴學生選擇沒有大小，都值得探索。 

未來的教學規劃: 

    教學期望在教學正常化的框架下，發展出具有素養價值的課程，因此突破在

不同課程裡帶出同一延伸性的課程，原本健康教育課大多是先理念的宣導，能在

銜接裡，應用安妮新聞的活動帶至實際面，並搭配學生生活經驗與 

經歷，過往學生認知出現在歷史裡都是名留千古的大人物，卻在課 

程裡見識小事也不可輕忽的蝴蝶效應。 

    課程進行途中，也參與了高雄市舉辦的「2024 高雄市自主學 

習節公開授課 」，以下是委員的回饋(如圖下表)，也感謝 Anne times 一路的 

陪伴與社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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