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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賴柏宗 

教師主授科目 一般智能資優班創造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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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地球重要的海島小尖兵 

施作課堂 

（eg.國文） 

資優科 

創造力課程 
施作總節數 

１０節 

＋ 

４小時校外參

觀淨灘活動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五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為以第 7 期安妮新聞為出發點，設計資優班自編創造力課程，結合領導才能、環

境教育與公民行動，希望藉由環保及海洋生態議題之切入，帶領學生探討目前的臺灣環

境或全球環保議題等，以自主學習策略引導相關概念與知識的學習，並運用創造性問題

解決之技巧，構思可能的解決方案，進而提出可行方案具體去行動；行動的方式透過師

生討論生活中可行的垃圾回收再利用，並分工進行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等六大部分的探

究，找出現階段小學生可行的環保行動，最後以團隊合作方式行動進行行動，並將理念

整理成文案，以海報、小遊戲及影片方式與普通班同學們進行推廣分享。期許資優教育

為全人教育，希望帶給資優學生不同的視野與體驗，另外他們也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

具有更寬廣的國際觀，更能為國家開拓嶄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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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 利用第 7 期安妮新聞，引導學生對垃圾與生態環境關係的正確了解。 

2. 透過環境議題主題討論，了解環境與人我的關係及海島國家的生態資源。 

3. 透過第 7 期安妮新聞中介紹世界各地的環保尖兵，搜尋並深入了解瑞典氣候少女─

葛莉塔‧桑柏格(Greta Thunberg)，並關心 2021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6 討論

的議題與會議結論，引起學生的批判思考，並更加認識氣候變遷與地球的交互作

用。 

4. 以第 7 期安妮新聞中關於資源回收處理介紹，引起學生對於身邊資源回收再利用的

興趣，請學生利用網路進行生活中六大面向中關於資源回收的相關資料進行搜尋整

理，並帶領學生針對當前科技發展對回收與環境保護的現況與發展可能性進行反思

及創造性思考。 

5. 除了知識的了解，並搭配淨灘課程，將知識與生活進行結合，幫助學生親身體驗人

類對環境的影響，進而反思我們可以為環境生態做的努力。 

6. 透過自主學習策略教學，實際動手進行資料蒐尋與整理，達到自主學習能力的實

踐。 

7. 能從環境巡禮間，珍惜自然賦予的資源並展現自我的創造力。 

8. 能培養出尊重團體與合作學習的精神並增進同學情誼。 

9. 運用資訊科技工具呈現個人創意，並將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進行整合。 

10. 經由環境主題引導與同儕分享，提昇學生利用科技輔具製作影音及互評的能力，並

培養發表的口條與台風能力。 

 

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１．垃圾找一找，從安妮新聞開始引起動機

 
２．對瑞士氣候少女及氣候變遷大會 COP26 進行相關資料搜尋



3 

 
３．淨灘活動（淨灘實作與淨灘後垃圾分類） 

 
 

 
４．閱讀安妮新聞中關於垃圾回收與資源再利用相關介紹 

 
５．利用網路進行生活中六大面向中關於資源回收的相關資料進行搜尋整理並以線上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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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 Coggle 進行整理 

 
６．小組內分享搜尋科技協助回收再利用及小學生可行的創意環保行為的資料 

 
B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垃圾找一找 

利用第 7 期安妮新聞的垃圾找一找引起學生對垃圾的關注，討論垃圾為何被稱作垃圾？垃

圾會造成那些問題？ 

學生對於閱讀安妮新聞非常興奮，許多學生興致高昂，除了版面有圖有文很吸引學生之

外，學生會忍不住想要仔細閱讀安妮新聞整份報紙的其他文字部分。 

第二堂：討論台灣海島國家我們與海洋的關係 

利用荒野保護協會關於淨灘的介紹影片(【海洋倡議 x 撿垃圾救鯨鯊】及【塑誰殺了信天

翁？】)，引起學生關於海洋中垃圾議題的關注，並透過教師問題引導，幫助學生討論海島

國家以靠海洋生活的密切關聯，並討論海洋垃圾對我們生活中會產生的問題。 

第三堂：為什麼要做環保？ 

先帶學生閱讀網路「國際轉角」2015.9.9 文章「吸管、微粒、塑膠袋：被人造垃圾淹沒的

海洋」(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950611)及「倡議+」2019.7.11 文

章「好盒器／環保杯租借計畫：A 點借 B 點還，輕鬆逛街」

(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2116/3922566)，討論做環保的意義及評估做環保要

附上的代價。 

第四堂：認識垃圾回收與資源再利用 

從安妮新聞中閱讀關於垃圾回收及建設學校的文章，先請學生討論資源回收的困難度，接

著讓學生分享自己知道關於資源回收再利用的例子(再生紙、鞋子、衣服等)，再引導學生

討論特殊垃圾回收的可能性(例如輪胎、玻璃、鋼鐵、三 C 產品等)，並透過網路搜尋特殊



5 

的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品項及相關報導。 

第五堂：認識世界各地小小勇士 

從安妮新聞中認識世界各地環保小勇士，並討論環保小勇士的行為自己可以做到那些行

為？反思環保小勇士的想法是否有問題或再多注意那些面向會更好？接著閱讀關於垃圾回

收建設學校的文章，先請學生討論資源回收的困難度，接著讓學生分享自己知道關於資源

回收再利用的例子(再生紙、鞋子、衣服等)，再引導學生討論特殊垃圾回收的可能性(例如

輪胎、玻璃、鋼鐵、三 C 產品等)，並透過網路搜尋特殊的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品項及相關報

導。 

第六堂：從瑞士氣候少女認識 2021 氣候變遷大會 COP26 

帶著學生觀看桑柏格 2018.11 在 TED 的演說(https://www.ted.com/talks/greta_thun-

berg_the_disarming_case_to_act_right_now_on_climate_change?language=zh-tw)，讓學生分

享對桑柏格說的內容有哪些想法；接著老師介紹 2021 氣候變遷大會 COP26 的爭議與相關

新聞，從桑柏格的言論中討論他的立場是否得到學生自己的同意；請學生利用平板搜尋關

於 2021 氣候變遷大會 COP26 的相關新聞，並分享一則最能引起自己共鳴或思考的相關報

導。 

第七堂：淨灘課程前置準備 

帶學生從荒野保護協會及海科館介紹淨灘的網站認識淨灘要做的準備及海洋公民的任務與

職責，接著讓學生利用「海廢圖鑑」網站進行海洋廢棄物的相關資訊的認識；透過學習單

書寫紀錄學生在前置準備完成的程度。 

校外教學：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淨灘課程 

第八堂：分享淨灘活動的收穫，討論資源回收與垃圾處理的重要性 

請學生分享淨灘的收穫，帶領學生再次討論進行資源回收與垃圾處理的重要性，並請學生

針對 Covid-19 帶來的環境問題進行相關報導搜尋並討論。 

第九堂：科技輔助資源回收 

跟學生重新討論垃圾磚蓋學校的故事，請學生思考針對 Covid-19 帶來的環境問題可以利用

科技做哪些的回收再利用，或是在防疫的行為下，找出可以替代的環保素材或行為；請學

生閱讀安妮新聞中提到食衣住行的垃圾問題與環保行為，再將學生分組並利用平板搜尋生

活中六大面向(食衣住行育樂)的問題與為了環保可以從事的創新行動，且利用線上心智圖

Coggle 將搜尋後的結果整理完成。 

第十堂：分享搜尋生活中六大面向的創意環保行為的資料 

請學生先與同組同學分享自己負責的部分，再派代表上台與全班同學分享自己組別中提到

的重點；最後請聆聽學生提出問題並互相給予回饋。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由於學期的時間限制，所以原本規劃要將討論的結果做成海報、小遊戲及影

片進行推廣，最後無法實施，下學期會繼續實施這個部分，希望能讓學生確

實將學習變成一個輸入到產出的循環，將知識能確實內化到身心腦中。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淨灘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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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產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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