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學年度彰化縣潮洋學校教師公開觀課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社會 設計者 董郁嬪 

實施年級 六下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三、關懷臺灣與國際議題 

探究實作名稱 面對全球交流造成的影響，我們該怎麼做？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c-Ⅲ-1 評論社會議題處理方案的優缺點，並提

出個人的看法。 

3a-Ⅲ-1 透過對時事的理解與省思，提出感興趣

或令人困惑的現象及社會議題。 

3b-Ⅲ-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社會議題的相關資

料，並兼顧不同觀點或意見。 

3d-Ⅲ-2 探究社會議題發生的原因與影響，評估

與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

題，規劃學習計畫，並在執

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

持續調整與創新。 

學
習
內
容 

Af-Ⅲ-1為了確保基本人權、維護生態環境的永

續發展，全球須共同關心許多議題。 

融入議題
與其實質
內涵 

●環境教育 

環 E4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擊。 

環 E6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會對未來世代造成衝擊。 

與其他領
域/科目的
連結 

無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社會領域六下第三單元探究實作 

教學設備/

資源 

●課本、智慧型電視、平板 

●電子書、加分吧文章(附件一)、Canva 

學習目標 

※能透過閱讀文章、小組討論，探究並思考「快時尚」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評量方式 

◆面對全球交流造成的影響，我們該怎麼做？ 

(一)引起動機 

1.觀察課本第 54頁圖文，討論造成衣服被堆積成垃圾山的主因，引導學

生思考自身的消費習慣，是否受到全球交流的影響，產生不必要的消費

與浪費，以利探究進行。 

2.教師提問：「你是否曾因折扣或流行而購買衣服但卻不曾穿過？」 

答：是，當我看見商場裡的衣服在促銷，總是會因為優惠的價格，多買好

 

5 

 

 

 

 

 

 

●態度檢核 

●口頭發表 

 

 

 

 



幾件衣服，但後來因為衣服太多，其實從來沒穿過。（答案僅供參

考） 

(二)發展活動 

1.觀察提問：引導學生思考面對全球交流造成的影響，我們該怎麼做？ 

答：全球交流帶來了多元的商品選擇，也使得我們消費習慣改變，我想

以「快時尚而造成過度消費」為例，探究當人們過度消費衣物，而

造成環境的破壞，我們可以怎麼做來減緩這樣的情況。（答案僅供參

考） 

2.蒐集摘要：除了課文的內容外，還可以上網蒐集快時尚造成過度浪費與

衣服垃圾製造等相關的資料，讓學生使用平板或電腦等，透過關鍵字搜

尋了解相關資料。 

▶教師：「除了課文的內容外，老師從『加分吧』上有找到相關的文章，

已指派成學習任務，現在請大家先閱讀文章後，我們再來進行相關討

論」 

3.分析歸納：將閱讀到的資訊，透過 ORID分析法整理並歸納重點，將問

題分成四個層次來提問，聚焦所讀到的訊息。 

▶教師提問：「ORID分析法要如何使用？」 

答：依據不同步驟，逐漸聚焦並釐清問題，並找出可行的方法。 

⑴客觀事實：觀察蒐集到的資料，並描述自己發現的現象。 

⑵感受反應：看到這樣的現象，所產生的感受，以及印象深刻的地

方。 

⑶詮釋意義：釐清自己為什麼產生這樣的感受。 

⑷決定行動：針對這個議題，接下來可以做出的行動與改變。 

（答案僅供參考） 

4.行動省思：透過探究全球交流下快時尚造成的問題，思考對我們的生活

可能帶來哪些影響？ 

(三)綜合活動 

1. 請蒐集同一種影響的學生組成一組，上臺分享該影響為何、探究的結

果以及「我的發現」。 

2. 教師總結：實施環保標準可能會提高成本，對快時尚品牌的利潤構成

挑戰。消費者的意識和行為改變需要時間，並且需要教育和推廣來實

現。全球交流下的快時尚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需要我們通過支持

環境友善的品牌、遵循環保政策、推廣循環經濟和提高消費者意識等

措施來應對，平衡時尚需求與環境保護，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第一節結束／本探究活動共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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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口頭發表 

●專心聆聽 

 

 

 

 

 

 

 

 

 

 

 

 

 

 

 

 

 

 

 

 

●態度檢核 

●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參與討論 

參考 

資料 
●南一版社會六下教師手冊 

 

 

 

 

 



《附件一》 

法國將立法 促快時尚永續發展 

文／沈志翰 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法國下議院「國民議會」在三月十四日通過一項打擊「快時尚」行業的法案，使法國成為全球

第一個針對快時尚立法的國家，希望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促進更永續的時尚樣貌。 

紡織業是汙染嚴重的行業，尤其是快時尚品牌，不像傳統服裝業者是隨著季節更新商品，而是

幾乎每天都會推出數千款新的服飾；廉價、款式多、快速反映潮流等快時尚品牌的特點，已經帶來

過度消費的問題，並加重環境汙染。 

這項法案針對造成汙染的品牌處以罰款，並將所得金額用來獎勵對環境採取積極保護措施的品

牌。罰款金額會每年提高，預期在 2030年，會對快時尚品牌每件售出的商品，處以十歐元（約新臺

幣三百四十五元）或售價五成的罰款。 

此外，這項法案也禁止為廉價快時尚產品做廣告，以避免消費者受廣告誘惑而過度消費。另一

方面，法案也要求快時尚的企業巨頭，必須揭露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建立透明和究責的制度，使整

個行業轉向更永續的經營方向。 

國民議會議員坦言，這項限制快時尚的法案，主要是針對總部位於新加坡，但產品在中國製造

的快時尚品牌「希音」（SHEIN）。而希音回應，他們生產的服裝由於能夠滿足市場的即時需求，未售

出比率始終保持在個位數，而傳統服裝生產商的浪費率卻高達四成；而且，法國的奢侈品巨頭，每

年通常有數十億歐元的未售出商品。 

也有人質疑，法國是由於低價服裝市場受到進口的快時尚時裝侵蝕，許多品牌宣布破產，才推

出這項保護法案；批評者指，該法案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原則，而且快

時尚品牌也會提高價格來應付罰款，最終仍將由法國消費者買單，使整體購買力下降。而且，法案

也沒有定義快時尚的內容與區分標準。 

然而，有專家指出，快時尚所涉及的問題不只是產量、價格與環境，還有勞工的工作條件。快

時尚產業的勞工每天通常工作超過十二小時，很少有假日；工作環境惡劣，而且經常聘用童工，產

品也往往使用對人體有害的物質。唯有透過法案加以限制，才能使消費者意識到自己對人權與環境

應有的道德責任，節制消費。 

這項法案將提交上議院，上議院可以選擇通過，或是調整內容後再送回國民議會，能否具體落

實仍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