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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計理念 

蔣渭水曾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過去的時代下，促使知識分

子意識臺灣的社會問題，並且發起運動，致力於使社會向上。然而，社會的

問題持續存在，且隨著世代更迭有不同的面向產生。蔣渭水寫下給臺灣的處

方箋──〈臨床講義〉，這也促使筆者思考：面對現今的臺灣社會，我們又能

如何給予臺灣什麼樣的處方箋？故藉由讀報的教學設計，引領學生發現報紙

上訴諸的議題，正如同《臺灣民報》的意念，關懷我們的家國與社會。 

貳、教學目標 

 

叁、相關領域對應之學習重點 

 

讀報策略

•透過古今報紙比較

報紙的異同，如：

版面要素等。

•運用摘要與六何法

的策略，整理報紙

中的重點。

•透過讀報內容，分
析社會議題並連結
自身經驗。

閱讀策略

•運用有層次的提問

分析〈臨床講義〉。

•使用連結與推論的
閱讀策略分析文本
訊息。

•讀報時能運用觀點
分析之閱讀策略，
反思自身想法與觀
點。

社會領域之核心素養

•了解日治時期的歷

史背景與民主運動。

•思考現今社會議題

與SDGs的關聯，並

提出自己的見解。

•透過古今的讀報活

動，思考現今的社

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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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對象、年級：國小五年級學生 

伍、教學時間：民國 113年 3月～5月，共 9節。 

陸、課程架構 

 

 第一、二節(社會＋國語)：配合社會領域中，日治時期單元裡的臺灣民主

運動，延伸閱讀蔣渭水〈臨床講義〉，透過「診斷臺灣的處方箋」的社會課

程使學生理解當時臺灣社會如何遭受嚴重的文化營養不良。並藉由「古今

報紙比一比」的國語課程，讓學生閱讀日治時期創辦且曾設有漢文欄之重

要報紙，比較與現今報紙的異同，進而思考時代下的脈絡。 

 第三～四節(國語＋綜合)：在「發現現今臺灣的問題」的國語課程，讓學

生藉由讀報彙整出報紙中的社會議題，再藉由「SDGs的省思」的綜合課程，

讓學生反思社會議題與永續發展目標的關聯性。 

 第五～九節(社會＋國語＋綜合)：在「現代版的臺灣處方箋」的社會課程，

運用資料搜索能力，探索社會議題的解決方案。接著透過「AI藥師的設計」

的國語課程，讓學生透過自身的表述能力，輸入指令使 AI產生處方箋的圖

像作為簡報設計素材。最後，藉由「臺灣議題高峰會」的成果發表，學生

發表自己的簡報內容，分享自己對於社會議題的解決方案。 

回顧歷史
的報紙

•節次：第1～2節（診斷臺灣的處方箋＋古今報紙比一比）

•讀報資源：蔣渭水〈臨床講義〉、《臺灣民報》

•閱讀策略：有層次的提問、連結

•讀寫應用：閱讀理解學習單

發現現今
的問題

•節次：第3～4節（發現現今臺灣的問題＋SDGs的省思）

•閱讀資源：《國語日報》、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

•閱讀策略：摘要、六何法、連結、推論

•讀寫應用：讀報學習單

探索解決
的方案

•節次：第5～10節（現代版的臺灣處方箋＋AI藥師的設計）

•讀報資源：《國語日報》

•閱讀策略：連結、推論

•讀寫應用：讀報學習單、myedit(AI製圖)、簡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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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過程 

【活動一】回顧歷史中的報紙 

◎教學目標： 

一、透過古今報紙比較報紙的異同，如：版面要素等。 

二、運用有層次的提問分析〈臨床講義〉。 

三、了解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與民主運動。 

◎教學準備：蔣渭水〈臨床講義〉、《臺灣民報》、閱讀理解學習單 

◎教學流程： 

【第一節：診斷臺灣的處方箋】 

一、引起動機 

1.以社會課本（翰林版 5 下）裡「1-2 日治時期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如何？」

為起點，討論社會運動的興起與行動。提問如下： 

A.蔣渭水為什麼會投入社會運動？ 

B.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成立臺灣文化協會的目的是什麼？ 

C.臺灣文化協會透過那些方式，批評殖民政策，並傳播現代知識與文化？ 

2.藉由臺灣文化協會所發行的《臺灣民報》為引入，說明蔣渭水與報紙。 

二、發展活動 

閱讀〈臨床講義〉、藝術領域之音樂劇，並藉由「有層次的提問」理解文本： 

1.臺灣島患者有什麼原籍和現住所？ 

2.臺灣島患者的職業是什麼？ 

3.臺灣島患者的既往症有哪些？ 

4.臺灣島患者現在主訴什麼症狀？ 

5.蔣渭水醫師提到臺灣島患者的預後是什麼？ 

三、綜合活動 

1.討論「為什麼臺灣島患者被稱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2.總結臺灣日治時期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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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古今報紙比一比】 

一、引起動機 

提問並複習舊經驗：「臺灣文化協會發行何種刊物，對總督府的不平等政策提

出許多批評與建議？」並引入《臺灣民報》的讀報媒材。 

二、發展活動 

1.運用「連結」策略，讓孩子們倆倆討論思考報紙的元素。 

2.認識報紙基本元素：報頭、精選提要、標題、報導、圖片、廣告等。 

3.觀察《國語日報》的形式 

4.觀察《臺灣民報》的形式 

5.將觀察的元素書寫下來。 

三、綜合活動 

1.利用古今報紙的元素，比較

兩種報紙的異同之處。 

2.課程總結：被喻為「臺灣人的唯一喉舌」，成為日治時期許多社運團體的言

論機關，鼓吹、傳播各種思潮。 

【活動二】發現現今的問題 

◎教學目標： 

一、運用摘要與六何法的策略，整理報紙中的重點。 

二、使用連結與推論的閱讀策略分析文本訊息。 

三、思考現今社會議題與 SDGs的關聯，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教學準備：《國語日報》、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讀報學習單 

◎教學流程： 

【第三節：發現現今臺灣的問題】 

一、引起動機 

提問並複習舊經驗：透過〈臨床講義〉和《臺灣民報》的書寫與發行，蔣渭

水提出臺灣當時社會的問題，並讓學生思考臺灣現今的社會問題。（使用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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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的方式，讓學生輪流提出自己的想法） 

二、發展活動 

1.透過《國語日報》的新聞讓學生藉由讀報發現社會問題。 

2.藉由「六何法」與「摘要」的閱讀策略，分析新聞的內容。（詳見教學成果） 

三、綜合活動 

1.小組討論：個人讀報的內容，並「提出自己的觀點」。 

2.討論問題：你對報紙上這個故事有什麼感受？∕你認為這個新聞的主要意

思是什麼？∕如果你是新聞中的人，你會怎麼做？為什麼？∕你覺得新聞中

的人物有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為什麼？∕你能從這個新聞中學到什麼？ 

◎教學成果：「讀報學習單」──六何法 

  

◎教學成果：「讀報學習單」──提出自己的觀點 

檢討少事法民團籲司法院跨院協商 蘿蔔刀涉校園安全中小學最有感 

  

基隆市立高中 113學年每班降至 30人 高教網路民調八成民眾大學文憑貶值 

  

【第四節：SDGs的省思】 

一、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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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上節課：藉由讀報的方式，發現現今臺灣的問題有哪些？ 

二、發展活動 

1.介紹 SDGs永續發展目標 

2.透過 SDGs 的分類與議題，小組討論並將

上節課的讀報內容，「推論」問題的類型。 

   

三、綜合活動 

小組發表討論的結果，並且全班討論哪些議題最多？為什麼？ 

◎教學成果：「讀報學習單」──推論 SDGs永續發展目標 

病媒蚊叮咬像共用針頭加速登革熱 全國校園禁辣椒粉、咖哩粉午餐改單 

  

八成弱勢少兒很少或未參與藝文展覽 小兄妹學習滿檔每天只睡 6.5小時 

  

【活動三】探索解決的方案 

◎教學目標： 

一、透過讀報內容，分析社會議題並連結自身經驗。 

二、讀報時能運用觀點分析之閱讀策略，反思自身想法與觀點。 

三、透過古今的讀報活動，思考現今的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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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準備：《國語日報》、讀報學習單、myedit(AI製圖) 

◎教學流程： 

【第五、六節：現代版的臺灣處方箋】 

一、引起動機 

回顧〈臨床講義〉，思考蔣渭水給臺灣的處方箋，並帶入自身發現的社會問題。 

二、發展活動 

1.小組討論：作為小學生，針對上週讀報的新聞，思考臺灣的問題。透過「連

結」策略，你可以採取什麼行動？分成自己、家庭朋友、社會等三面向思考。 

2.個人設計：根據以上的行動，設計一個有創意的給臺灣的處方箋。 

三、綜合活動 

依據自身的思考成果，製作成簡報。 

  

【第七節：AI藥師的設計】 

一、引起動機 

回顧上節課：自己設計的現代版給臺灣的處方箋。 

二、發展活動 

1.介紹 AI生成程式──myedit，講解 AI的類型，並且說明製作圖像的 AI。 

2.學生書寫生成 AI圖像的指令內容，包含：畫風、內容、元素等。 

3.兩人互評：相互閱讀對方的指令內容，並給予修改的建議。 

三、綜合活動 

使用 myedit，並且製作自己的處方箋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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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針對現今臺灣的社會問題進行法想的內容 

八縣市串聯超商守護弱勢兒童 病媒蚊叮咬像共用針頭加速登革熱 

  

加強珍愛食物教育 國際女孩日和嬰兒性別比漸改善 

  

◎教學成果：透過 AI myedit產生之圖像 

能源轉型時代的公民責任 

  

紅海珊瑚不減反增可供墾丁借鏡 

  

【第八、九節：臺灣議題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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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動機 

回顧上節課：使用 myedit的心得與感想，並思考指令的書寫要點。 

二、發展活動 

1.個人上台發表自己的「現代版給臺灣的處方箋」。 

2.同儕互評：針對發表內容、創意性、語速、臺風等面向評分。 

三、綜合活動 

課程總結：透過蔣渭水〈臨床講義〉與新聞報紙，可以發現報紙具有揭露

問題的功能，進而讓讀者引發思考、產生行動，對於涉會有更多的想像。 

◎教學成果：成果發表 

   

捌、教學評量 

本教學活動採多元評量的方式，包含了口頭發表、小組討論、

讀報學習單等，希望能藉由多元的評量方式，檢核學生的學

習成效。此外，學生作品並放置於學校網站上。 

玖、教學省思 

在《渭水春風》的音樂劇中說道：「是他揮灑陣陣春風，讓臺灣人從此有了新

文化，讓這島上茫茫蒼生從此知道自己是『臺灣人』。」當時的我觀賞這部音樂劇

深受感動，一個人來生於家庭，生活於國家之中，層層受到社會的影響，這也是

為何我們需要關心社會的議題。透過這次的教學設計活動，我與學生一起細讀了

2023年 9月到 2024年 3月的報紙，更全面性地看見社會的議題。 

在「回顧歷史中的報紙」中，先閱讀蔣渭水的〈臨床講義〉，再比較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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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民報》與現今的《國語日報》。教學活動中，因為時代背景的差異，學生

需要了解當時的文化，才能明白文章的意義，尤其透過藝術領域的結合，讓學生

更能感受到蔣渭水的情懷。接著，比較報紙的形式時，學生們也發現新聞的元素

有許多相似之處，也笑說從古以來廣告都不曾消失。 

在「發現現今的問題」中，起初與學生蒐集國語日報的資料時，透過 SDGs的

分類後，發現報紙中有許多議題很少被書寫，例如：清潔飲水與衛生實施、氣候

行動等，藉由與學生討論後，其實這些議題仍舊存在，但是較少被關注與書寫。

過程中，也能感受到學生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懷。 

在「探索解決的方案」中，課程的最後讓學生能夠有發表的機會，因此學生

著手製作簡報，並且結合資訊科技領域，透過生成式人工智慧(AI)，讓學生將自

己處方箋的內容轉換成圖像。過程中，學生得學習如何下指令，並且製作出符合

自己預期的圖像，這同時也是表達與書寫的實務操作，如此學生才能善用 AI的科

技技術。最後的發表，學生更能夠聆聽到更多樣與創意性的發表。 

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曾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

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透過本次的教學設計，我與學生在報紙中看見社會

的面貌與議題，從中嘗試用不同的角度思考自己能怎麼行動，因為改變得從自身

開始，正如同甘地（Mohandas Gandhi）說道：「我們想要世界變成什麼樣子，自

己就得先變成什麼樣子。」 

拾、參考資料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https://www.mdnkids.com/ 

 臺灣讀報教育資源網 https://nie.mdnkids.com/ 

 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 https://archives.nmtl.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