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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苗栗縣立後龍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曹珈菱、饒芫慈、張育羚 

教師主授科目 閱讀 

班級數 5 班 

學生總數 13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立足家鄉放眼世界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5   期，第  4-9   

頁 
文章標題 

色彩可以改變空間-現代建築教父柯比意 
待在家裡為世界上色 

畫一畫設計自己的房間 
如何成為一位創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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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SDG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閱讀 施作總節數 10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4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結合 SDGs中的指標十一：永續城市與社區。課程將透過認識世界特色建築，了解建築對城

市及人民的意義，完成美感教育報紙-介紹現代建築教父柯比意、待在家裡為世界上色，並結合

生涯規劃教育認識 SDG名人─綠帶運動的大地孕育者：萬格麗·瑪泰，思考對環境更友善的綠建

築設施，最後透過通用設計與通用學習提出校園空間改善方案-性別友善廁所。 

2. 課程目標 

（1） 認識世界特色建築與家鄉特色建築。 

（2） 認識現代建築教父柯比意。 

（3） 學會思考對環境更友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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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合生涯規劃教育認識 SDG名人─綠帶運動的大地孕育者：萬格麗·瑪泰。 

（5） 認識永續示範社區─藤澤永續智慧城 

（6） 提出校園空間改善方案-性別友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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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一：介紹各國建築特色與家鄉特色建築 

    透過閱讀世界建築之旅簡報從台灣站出發，認識台灣傳統建築：三合院、東

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台北 101大樓。接著介紹法國巴黎的羅浮宮、拿破崙廣場：

與路思義教堂相互比較、艾菲爾鐵塔：設計工法說明及凱旋門：歷史意義和現代

藝術融合的創作。埃及站：金字塔做來世觀念及現代觀光發展比較。 

英國站：介紹大笨鐘及倫敦塔橋，與運輸、城市發展相關的意義。義大利站：比

薩斜塔是一座位於義大利的高塔。杜拜站：哈里發塔是位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

拜境內的摩天大樓，為當前世界第一高樓與人工構造物，高度為 828公尺，樓層

總數 169 層，造價達 15 億美元。帆船飯店，世界第一家「七星級」飯店。「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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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就是杜拜的精神，帆船就是最佳的代表」 建造在海上，填海造陸 2 年，施工

3年。中國站：滕王閣，江南三大名樓之一，位於中國江西省南昌市。 

    接著閱讀安妮新聞「色彩可以改變空間-現代建築教父柯比意」，讓孩子完

成「待在家裡為世界上色」 

課程二：認識 SDG名人─綠帶運動的大地孕育者：萬格麗·瑪泰 

    導讀完繪本「和平樹」後經過四層次問答，引導到 SDG11 的子目標中提到

「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可負擔、易於使用及永續的交通運輸系統，改善道路安全，

尤其是擴大公共運輸，特別汪意弱勢族群、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及老年人的

需求」以及「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包容、無障礙及綠色的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

孩童、老年人以及身心障礙者」。從不適合居住的環境介紹到適合人類居住的環

境。 

課程三：結合 SDG11思考永續示範社區─藤澤永續智慧城 

    結合國際教育日本姊妹校來訪活動，介紹日本的藤澤永續智慧城，是在東

京和富士山之間的一家老工廠舊址上從零開始建造，集結最新能源科技所打造

實現永續智慧生活的未來社區。社區占地面積約四個東京巨蛋，目前已斥資超

過六百億日圓，有兩千人居住在此。 

    藤澤永續智慧社區透過大自然的力量節能減碳，每戶獨棟住宅均設置太陽

能板、蓄電池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讓家戶自行生產並儲存能源；街道動線更

設計了「風的通道」，讓海風吹拂整個社區，走在街上可以明顯感受到風的流

動，減少盛夏能源的消耗，且目標將減少 70% 碳排放量。除了日本松下，這個

未來社區還計畫集結十八個企業團體持續發展，這樣開創性的社區模型不僅被

視為日本未來社區的樣板，也受到全球關注。 

課程四：通用設計與通用學習提出校園空間改善方案-性別友善廁所 

    結合安妮新聞 6-9 頁，介紹通用設計如同綠色設計一樣，可運用在任何領

域。綠色設計觀念用在包裝上，稱為環保包裝，用在建築上，叫做「綠建築」。

而通用設計觀念用在公園規劃，在台灣稱為「共融公園」，用在社會住宅，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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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國宅。另外，有些生活常見的應用，我們可能沒有特別用通用設計命名，

但其設計有涵括通用設計觀念，如所有使用族群都方便上下車的「低底盤公車」。 

再談到設計師行業與實地觀察校內新設計的性別友善廁所的好與壞。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建築課程與美感報紙結合使用的效果很好，學生對於認識建築師設計師等行業，很感興

趣，透過報紙也因為如此對設計行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配合新改建的校園友善廁所，也讓

學生知道關懷弱勢的通用設計十分重要，對於性別議題，也能更加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