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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李欣怡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綜合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2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設計屬於你的制服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4 期，第 3 頁 文章標題 術業有專攻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 

課程融入 

議題 

V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V 多元文化教育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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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2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五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配合本期報紙內容「安妮報紙美感課程：NO.44 人的配件」學生可以認識衣服的基

本功能，以及配件的運用。接著，在「術業有專攻 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一文中，認識

不同國家的制服樣式及設計理念，進一步理解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制服需求概念。 

有了這樣的先備知識後，再請學生檢視自己的身分，思考「學生制服」的需求是什

麼? 在課堂中發表討論，並把自己認為最重要需求記錄下來。最後，依照這樣的設計理

念，設計一件符合自己的制服。完成的學習單，張貼在布告欄，讓班上同學互相交流，

並且說說看最喜歡的設計是那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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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 學生理解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制服需求。 

■ 學生能理解學生身分需要的制服有什麼特點。 

■ 學生能根據學生的身分，設計屬於自己的專屬制服。 

■ 學生能欣賞別人的設計，說出美的要素，提升對美感敏銳度。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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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課： 

1.發下報紙「安妮報紙美感課程：NO.44 人的配件」請學生閱讀。 

2.說說看，這份報紙的內容主題是什麼? 

3.再請學生發表自己最喜歡的報紙內容是哪一篇? 

 

第二堂課： 

1.教師將重點放在「術業有專攻 尊重專業的制服文化」一文。 

2.教師提問： 

■ 引導請學生分享自己看見在報紙中看見了那些制服的樣式? 

■ 這是哪一個國家的制服設計? 

■ 除了報紙這些制服，你在日常生活中，還曾經看過那些制服?該職業身分又是什麼? 

  ■ 請問制服的樣式都一樣嗎? 

  ■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制服樣式? 

3.透過討論活動，讓學生思考並理解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制服需求概念。 

4.想一想，你自己的身分是什麼，思考「學生制服」的需求是什麼?  

5.請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觀點，並把自己認為最重要需求記錄在學習單中。 

 

第三堂課： 

1.依照上一堂課的設計理念，設計一件符合自己的制服。 

2.教師將學生完成的學習單，張貼在布告欄， 

3.讓班上同學互相交流，並且說說看最喜歡的設計是那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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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在進行「人的配件」及「制服文化」的課程中，我意識到「性別」和「多元化」對

於制服的影響不容忽視。不同職業的制服，往往反映了性別角色的期待及文化背

景。例如，某些制服可能強調男性及女性不同的責任及形象，這讓我們更深刻地理

解制服不僅是功能性的需求，還承載著社會對性別的期望。和學生討論時，針對不

同性別的制服需求，常常發現帶有多性別的刻板印象，這一點需要和孩子多多釐清

說明。 

 

二、在討論制服樣式時，可以更引導琢磨學生探討以下問題： 

1. 為什麼某些職業的制服，有分男性或女性的？這反映了哪些文化觀念？ 

2. 有哪些職業制服打破了傳統的性別界限？這對於性別平等有什麼影響？ 

 

三、在請學生們在設計自己的制服時，我是採取自由的選擇，他們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設

計男女有別的制服。最後的呈現，有的孩子是設計男女有別的不同樣式，有的則是設

計同一種，符合不同的性別。這一點，未來若再次執行，我會可考慮融合性別的多樣

性，要求學生設計出符合男生和女生需求的共同樣式。 

 

四、透過問題討論，我希望能使學生更有意識地思考性別及多元化的議題，不僅在制服設

計上，更在日常生活中。這一次的課程設計是三堂課的時間，如果還有時間，希望能

引入更多的例項分享以及相關的多元文化素材，讓學生能夠在多元化的視角下，進一

步探索和設計符流行的觀點，並在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包容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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