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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張馨文 

教師主授科目 時事議題 

班級數 四年級資優資源班 

學生總數 16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時事議題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07 期，第 03-

04,06-08,011-012 頁 
文章標題 

⚫ 地球不堪負荷了！四項過度消耗的自

然資源 

⚫ 改變世界，從「小」做起 五名環保

學生的故事 

⚫ 垃圾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 激起敬畏的畫筆 19 世紀浪漫主義會

畫裡的崇高自然 

⚫ 用垃圾蓋學校——一次一個塑膠磚 

⚫ 回收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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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議題 施作總節數 16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四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時事議題」是本校資優班中年級的必修課程，尋找與中年級學生生活與個人切身的相

關議題是課程設計的重要關鍵。安妮新聞第七期的主題是［地球護衛隊］，正好從各種不同

面向來看「垃圾」對於環境與人的影響。 

本課程以認知地球的能源消耗事實為起點，運用角色扮演的短劇問答以及欣賞崇高自然

的畫作，藉以啟發學生面對大自然的偉大與人類渺小的真實感受；再將焦點拉回到生活，如

何做好垃圾分類的學習。最後，藉由五位環保小勇士的真實故事來喚起學生對週遭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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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學生以小組或個人的方式來設計減少垃圾的具體行動並確實執行，同時體會宣傳垃

圾減量所需要的勇氣。課程進入尾聲時，帶領學生回顧課程，邀請學生寫下印象最深刻的學

習與心得回饋。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能理解垃圾污染問題的嚴重性，並能指出地球上過渡消耗的自然資源。 

2能理解垃圾分類的重要性，並能辨別不同的垃圾該如何回收的確實做法。 

3認識台灣與世界環保小勇士，理解他們對於生活習慣的堅持，如何影響這世代的人與我們的

環境。 

4能針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提出小學生可以減少垃圾的行動方案或宣傳計畫並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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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在遊戲中~第 06-07 頁 垃圾在哪裡 好奇地欣賞名畫~第 08 頁 激起敬畏的畫筆 

  

角色扮演[樹木]~第 03 頁 地球不堪負荷了 生活用品卡進行垃圾分類~第 12 頁 回收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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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小海報~ 第 12 頁 回收大百科 體貼垃圾回收車清潔人員的心聲來學習 

［垃圾與回收］的確實做法 

 

 

用六Ｗ法來閱讀與出題~ 第 11 頁 用垃圾

蓋學校 

減少垃圾的 6W 法宣傳計畫~ 第 04 頁 

改變世界，從「小」做起  

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單元 <垃圾污染 & 能源消耗～看人類的渺小> 

1.一起玩遊戲～尋找垃圾在哪裏（P06-P07） 

2.用六Ｗ法來閱讀與出題～用垃圾蓋學校 一次一個塑膠磚（P11） 

3.四大消耗能源,是什麼～小組運用閱讀安妮新聞（P03）找重點,改編成短劇並演出後提問,

讓其他組員再次閱讀此文章,並找出答案。 

4.欣賞《海邊修士、神忿怒的大日》畫作（P08）～以[藝術鑑賞四步驟：描述、分析、詮

釋、判斷]帶領學生來欣賞畫作，並從中感受與體會大自然的偉大與人類的渺小。 

第二單元 <是垃圾？是回收?還是部分可回收？> 

垃圾的分類與回收～物品猜一猜～將（P12）14項生活用品製作成每小組 14張小紙卡,並以

一般垃圾、資源回收和部分可回收來分類,再以《一位垃圾回收車清潔人員的真實心聲》文

章來學習［垃圾與回收］的確實做法;最後,才再揭曉 14項生活用品在台灣的回收方式,並將

14張小紙卡做成一張小海報。 

第三單元 < 5 位環保小勇士與減少垃圾宣傳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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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五名環保學生的故事（P04）與相關的時事新聞做聯結,這五位分別是：反對[兒童塑膠餐

具]～1.米洛・克雷斯，艾拉 & 2.凱特琳・麥克伊旺 3.堅持[種樹救地球]～費利克斯・芬克

貝納 4.堅持[環保餐盒]～來自台灣的李若慈 5.關心[氣候變暖]但有爭議的～瑞典環保少女 

格蕾塔．桑伯格。接著，邀請學生以小組或個人來完成 6W法宣傳計畫，並執行至少要連續七

次的減少垃圾具體行動。 

3. 教學觀察與反思（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這次的課程主要以［安妮新聞第七期地球護衛隊／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作

為主要的設計架構和文本參考，提供學生使用實際的報紙來學習時事議題。當學生拿到這份

美感報紙時，都相當地興奮與期待。課程設計的主軸在於「認知-情意-技能」的互動連結與

發想學習，期待學生們在認知垃圾對環境污染的嚴重性還有能源消耗的情況下，能夠感受人

類對大自然的影響力以及激發個人面對有限的自然能源，如何為我們相處的地球，盡一份最

大的力量，因此，課程最後會連結到技能，也就是行動力的展現。 

很欣慰，看到學生們的課程回饋，都有連結到上面所說的，像是認知的學習如下： 

我覺得時事議題很辛苦，要很認真的聽，也要做筆記。因為期末要到各班發表，所以如果不專

心，重要的地方可能就沒聽到(N.3)。 

讓我學到垃圾有分成：垃圾、回收與部分可回收。更要感謝張老師給我們（圖片）材料，讓我們

更了解如何（做好垃圾）分類(N.2)。 

讓我更深入了解垃圾分類這個學問。例如雨傘布是垃圾，雨傘架是回收，所以雨傘是部分可回收

(N.15)。 

學生們得到情意的啟發，如下： 

在四大能源短劇中，小朋友都很認真，有些同學演得很搞笑，讓我也學到地球的能源（正在）變

少(N.7)。 

我最喜歡環保小勇士（這個單元）可以學到如何愛護環境，像桑柏格，她讓大人也重視到環境

（的重要），但她的做法有點極端(N.9)。 

我看到了一個女生（李若慈）把全校使用的餐盤做成一個大怪物，我在想，為什麼大家都要用一

次性的東西？我懷疑，她已經下定決心要減少一次性餐具(N.1)。 

「神憤怒的大日」這一幅畫告訴我：如果人類沒有好好保護環境，總有一天會遭到報應，（像

是）氣候變遷，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要盡量減塑(N.14)。 

學生們在技能與行動的展現，如下： 

我們認識垃圾會帶來的影響與如何分類垃圾…等，我覺得這些對以後的我們很重要，所以我一定

會努力學習的(N.5)。 

我學到垃圾汙染的嚴重性，學會如何回收，也明白了地球資源過度使用的後果，之後我會隨手關

燈(N.16)。 

比較可惜的是，當學生在期末準備垃圾減量的行動與宣傳時，一來是時間相當有限,二

來是學生的思考點似乎會受限在五位環保小勇士的具體行動上，還沒能看到學生有創意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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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這個部分在未來課程實施中，可以調整如下：在學期中，也就是課程前半段的歷程，認

知學習後就可以直接切入五位環保小勇士的行動故事，跳脫單元式的教學，好讓學生有更多

的時間來沉澱體會，這五位環保勇士的行動，也能更進一步的在生活中，融入「自我察覺」

的情意教學內容，並加強觀察力的學習，以發現自己的行動對環境的影響，另外也要多加入

「綠生活」的概念和做法，尤其是食衣住行的生活面向，小學生可以做的事。如此一來，才

能更開闊學生的視角，而不是只有環保餐具的使用而已.雖然這一學期,學生們只能完成宣傳

計劃的紙本方案,但是我會繼續堅持～學生需要運用寒假或是下學期初，將自己設計的宣傳

行動，還有具體落實行動，讓這群資優學生的學習不會只有停留在認知階段。 

未來將繼續申請［安妮新聞第七期地球護衛隊］在四年級的時事議題課程，因為安妮新

聞的版面美麗、色彩豐富與遊戲性及議題深入的文章可以提供資優生跨領域的學習。課程實

施時，將讓學生有較多的時間探索或是融入設計思考的教學，相信他們可以不是只對保護環

境做口號，而是真的去做出，在未來日子中，回想起來，即使困難，但就是會“擇善固

執”，值得對地球做的一件美事，一件有意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