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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 

授課教師 陳珈霈 

教師主授科目 英文 

班級數 （7 班）301-307 

學生總數 （16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仙子麵包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7 期，封面及 

第  7 頁 
文章標題 

Where is the rubbish ?  
以及安妮法蘭克的故事 

課程融入 

議題 

生命教育    

國際教育 

環保教育 

施作課堂 
（如：國文） 英文 施作總節數 三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三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這是一堂國小三年級孩子的創意與啟發課程，旨在透過從安妮新聞的環境主題,以及了解安妮

法蘭克故事,結合製作仙子麵包（Fairy Bread）的有趣活動，讓學生對 兒童權利 和 環境保護 

有更多的認識與反思，培養孩子的同理心和全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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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條列式） 

•  創造力與設計力：讓孩子欣賞富有美感的安妮日報,鼓勵學生以創意設計出獨一無二的仙子

麵包，嘗試混搭不同的食材。 

•  認識兒童權利：了解世界上仍有許多孩子因戰爭問題無法上學，並反思自身的幸運與責

任。 

•  環境意識：探索食物生產對環境的影響，學習選擇更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  感恩與啟發：透過了解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故事，啟發孩子珍惜生命、感恩當

下，並以行動幫助他人。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請提供 5-8 張，如有學生學習回饋可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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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與學生回饋 

•  故事分享：以安妮新聞紀念的安妮‧法蘭克的故事作為引子，探討兒童權利和生活的珍

貴。 

•  互動討論：圍繞安妮故事討論，並一同閱讀安妮日報,讓孩子發表感受與看法。 

•  實作體驗：創造屬於自己的彩虹麵包，並將兒童權利與環境保護融入設計理念。 

•  反思與行動：孩子透過反思問題、記錄心得，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傳遞影響力。 

 

學生回饋摘要 

「我覺得安妮很勇敢。」 

             「我會珍惜每天的生活。」 

              「我最喜歡的環保食材是水果。」 

               「我們可以選擇少用塑料包裝的食物來保護環境 

                 「我設計了一個星星形狀，代表希望。」 

                   「我的麵包上有一顆心形草莓，因為愛心能讓世界更好。」 

              「我用聖誕樹的顏色設計，是因為我們應該保護森林，讓地球更健康。」 

                安妮一定會喜歡這個麵包，因為它代表溫暖。 

                 「這是我第一次和大家一起設計麵包，我覺得很好玩！」 

             「安妮生活在沒有光 也沒有很多朋友的地下室 我要好好珍惜現在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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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以後可變通的對策 

問題 1：學生對議題理解有限 

方法：  

提供視覺輔助材料，如圖片或短影片，幫助孩子更直觀地了解議題。 

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例如：「如果你是

安妮，會有哪些困難? 

 

問題 2：孩子更關注活動本身而忽略核心議題 

方法：  

提供有趣的反思問題，例如：「如果安妮‧法蘭克能品嘗這個麵包，她會怎麼

描述它？」 

 

問題 3：部分學生表達能力不足或害羞 

方法： 提供多種反思形式，如畫圖表達或加分，讓孩子選擇最舒適的方式。 

問題 4：時間控制挑戰 

• 對策：  

o 為每個環節設置清晰的時間框架，並用視覺提示（如倒計時）提醒進度。 

o 保持靈活性，縮短麵包製作 

 

相關教學可以發展的規劃與期望 

規劃： 

1. 可延伸活動：課堂結束後，提供相關影片或活動，讓孩子持續學習議題 



7 

 

2   合作：與當地環保或公益組織合作,帶領孩子參與簡單的實踐活動，如義賣公平貿易

產品或舉辦環保日。設立一個展示平台，例如課後分享會或作品展，讓學生展示自己的

設計與反思。 

3 安妮新聞數位化學習：線上版的課程，希望能結合線上互動工具,例如:wordwall 讓更多

孩子更喜歡參與這類議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