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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丘念佳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1 

學生總數 30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我都念 Emoji：進擊的表情符號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４ 期，第  ８ 頁 文章標題 

從象形文字到表情符號： 
如果法老王也可以傳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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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校內文

學性社團

「青年

社」社課

施作 

施作總節數 1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一、二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這門課程的目標是引導學生深入了解表情符號（emoji）的歷史發展、意義與背後的文化。 

課程一開始，會運用 Kahoot 進行小測驗，讓學生回答各類關於 emoji 的題目，以遊戲的方

式引發學習動機。接著，聚焦於表情符號（emoji）的歷史，回溯 emoji 的起源，從早期的

顏文字（Emoticon）到如今的繪文字（emoji），說明其演變過程與引發全球流行的契機。 

再來，會結合安妮報紙的內容，探討政治正確對 emoji 帶來的改變，從職業、膚色、性別等

面向，讓學生反思表情符號如何隨著社會進步變得更多元、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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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會說明 emoji 的使用意涵與背後的文化差異，分析其作為情感傳遞、流行文化乃至網

路暗語的角色，並討論不同世代、地域對 emoji 的使用習慣，避免文化誤解。 

在引導學生從各個面向認識 emoji 後，課程結尾會安排學生實作，運用「Emoji Kitchen」

網站，創造專屬於自己的 emoji，展現個人創意並說明使用情境。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引導學生認識表情符號（emoji）的歷史發展。 

(2) 引導學生認識表情符號（emoji）的功能與其使用意涵。 

(3) 引導學生認識表情符號（emoji）背後的文化差異。 

(4) 引導學生創造屬於自己的表情符號（em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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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導入：我是 Emoji 知識王 

課程開始時，透過 Kahoot 互動測驗，讓學生挑戰「我是 Emoji 知識王」。測驗內容涵

蓋 emoji 的歷史、演變、使用方式及其背後的文化意涵。透過競爭與遊戲的方式，不僅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初步測試學生對 emoji 的理解程度，為接下來的課程內容

鋪墊基礎知識。 

二、從前從前，表情符號…… 

透過圖文並茂的方式，說明 emoji 的命名由來與象徵意義，並梳理表情符號的發展歷程。

課程從最早期的顏文字（Emoticon）談起，解析其如何因應數位通訊需求而演變為現今

的 emoji。接著，將介紹 emoji 的國際化歷程，包括日本發展初期的影響、美國科技公司

的推廣，以及 Unicode 標準化的過程，幫助學生理解 emoji 如何從區域文化走向全球流

行。 

三、Emoji 也要政治正確？ 

透過案例討論，引導學生觀察 emoji 在多元文化與政治正確議題上的變遷。課程將聚焦

於以下幾個面向： 

（一） 膚色選擇與種族代表性：討論為何後來的 emoji 新增了不同膚色選項，以及這

對社會公平性的影響。 

（二） 職業與性別角色：探討過去 emoji 的職業形象多偏男性，如何因應性別平權運

動逐步增加女性及非二元性別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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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身障者與家庭結構：介紹身障者專屬 emoji 的加入，並讓學生觀察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家庭組成（如單親家庭、同志家庭）的表現方式。 

在介紹完各類因應多元文化而新增的 emoji 後，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現有的表情符號

體系是否仍有不夠完備之處？哪些社群或族群可能仍未能獲得充分呈現與代表？ 

四、Emoji 的功能與背後的文化差異 

透過實例分析與分組討論，幫助學生理解 emoji 在不同語境中的應用，並拆解其文化影

響力： 

（一） 我的 emoji 使用哲學 

引導學生回顧自己的 emoji 使用習慣，覺察自己使用 emoji 的時機，探討哪些 emoji

最常出現在自己的訊息中，並分享其使用情境。 

（二） 從符號到文字—emoji 的功能演變 

在網路上對話時，因為無法面對面溝通，缺乏語氣、肢體語言等線索，較難判斷對方

的感受，甚至容易引起誤會，而 emoji 能作為輔助表達的工具，更有效地幫助我們

傳達情意。時至今日，隨著網路快速發展，emoji 功能更趨多元，除了成為流行文化

的載體，被製作為迷因、諧音哏之外，甚至成為某些族群的暗語，或規避網路審查的

利器。 

（三） emoji 背後的文化與世代差異 

舉例說明某些 emoji 在不同世代或不同文化族群中的使用情境差異，例如「🙏」在

西方被視為「祈禱」，但在東亞更常被理解為「感謝」；「😂」在年輕人眼中表示

歡笑，但部分長輩可能誤解為哭泣。 

五、Emoji Kitchen：創造屬於你的表情符號吧！ 

課程最後，讓學生運用「Emoji Kitchen」網站，結合兩種既有的 emoji，創造出自己獨

一無二的 emoji，並說明其意涵與應用場景。透過實作活動，學生能將所學內容內化，

並實際運用 emoji 作為一種創新溝通工具，使課程體驗更加深刻且具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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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能藉由活動設計與生活化舉例有效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課程開場透過 Kahoot 互動測驗，成功吸引學生注意，讓學生在競爭與遊戲氛圍中學習 

emoji 相關知識。此外，課程結合許多生活化的例子，如 emoji 在網路迷因、諧音哏

的應用，能引起學生共鳴。 

二、透過數位工具補足時間限制問題 

由於課程時間有限，部分互動問答環節無法讓每位學生完整發表，但透過數位共編頁面

（Padlet），有效蒐集學生的即時回應，並能快速整理並回應學生的想法。未來可考慮縮

減講授時間，增加分組討論或即席發表機會，提升學生參與感。 

三、未來的教學規劃方向 

可結合 AI，分析、探究 AI 如何解讀 emoji 在不同語境中的使用意涵。另外還可嘗試讓

學生以此為主題，發展為校刊的專題文章，如發起 emoji 使用相關調查、製作 emoji 

介紹，設計 emoji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