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同學  回饋建議 

 書審老師A 
 報告裡有寫到未來展望，但整個作品並未多加著墨具體進⾏⽅向， 
 稍微可惜，此外，也可以思考⼀下⾃⼰的⼈格特質是否在這份多元 
 表現理佔了多少作⽤。 

 書審老師B 

 相當好的⼀篇作品呈現！細節適當充分、內容完整不浮濫，也能再 
 待改進處充分反思與解決，很為你們的成果感到⾼興。 
 期待你們之後針對新的具體⽬標訂下額外的計畫，嘗試去敘述與思 
 考如何把這個專案中的學習運⽤到其他領域或事情上喔。 
 辛苦了~ 

 書審老師C 

 這是⼀份令⼈相當佩服的學習歷程，可以看⾒你們從計畫、執⾏、 
 檢討的歷程，⽽且你們在這個主題上完成了三個⼤任務：問卷調 
 查、宣講授課、成果發表，連現職的老師都相當感佩你們的成果。 
 另外，我特別喜歡你們所選的主題，觸及了價值觀的討論，是比學 
 科還要更重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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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字簡述

我參加了⼀個公益提案活動，⽅案主題為「美麗無限」，
我們的⽅案⽬的是降低國⼩⾼年級學童對容貌的焦慮及⾝體
意象上的壓⼒，並⼊校宣講協助他們打破對「美」的框架，
幫助他們增加⾃信。在過程我學習到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專業的簡報能⼒及⼝語表達的技巧，也增加了我的抗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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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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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我和四位同樣是國貿科的學妹們組
成了⼀個團隊，⼀起參加了國際扶
輪3482地區舉辦的賦權女孩公益計
畫徵案。我們的提案-「美麗無限」
在計畫決選會議上取得了佳作，⽽
扶輪社也將挹注資⾦給我們去完成
這項計畫。有兩位學妹因為志向的
考量⽽轉學，所以在執⾏階段是由

我和兩位學妹⼀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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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動機-荷蘭公主
我們偶然在網路上看到⼀篇關於荷蘭公主
阿⾺利婭的報導，這是荷蘭王室⼀家在出
遊時被媒體所拍下的照⽚，⽽雜誌卻刻意
以大公主的照⽚配上聳動的標題「大公主
以她大碼的⾝材⽽感到⾃豪」。這對當時
年僅18歲的少女無疑是⼀大傷害，媒體
在審美上的吹捧、貶低，都在無形間塑造

了社會對美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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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就成⻑在單⼀審美標準下，所以在
成⻑過程中也會產⽣很多對⾃⼰的懷疑和不
⾃信，⽽對現在的⻘少年族群來說，容貌焦
慮及對⾝體意象的壓⼒已是普遍的現象。
結合了公主和⾃⾝的經歷，讓我們重新審視
了這個世界對於漂亮的定義，⼀定要符合大

眾的審美標準才是「美」的嗎?

計畫動機-⾃⾝經驗

07



⼆、計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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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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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施測

我們也實際走訪了國⼩，和學童們
說明我們的⽅案並為他們施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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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施測

我們針對了基隆市七堵區的七堵、華興、
⻑興三所國⼩的⾼年級學⽣施測問卷，

總共收回來483份問卷。
其中，我們的問卷有效率⾼達95%。
蒐集問卷後我們⽤SPSS做專業的統計
分析，並將分析報告提供給國⼩師⻑。

無效問卷5%

有效問卷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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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結果

0-3小時
84%

4-6小時
12%

6⼩時以上
4%

我們統計了國⼩⾼年級學童平⽇使⽤社群
媒體的時數，有84%的同學使⽤時數不到
三⼩時，因為同學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
學校，所以使⽤時數也相對⽐較少，只有
少數4%的同學使⽤時數為六⼩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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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結果

我們也統計了學童假⽇使⽤社群媒體的時
數，相較於平⽇，假⽇的使⽤時數有明顯的

增⻑，有半數以上的同學使⽤時數為
四⼩時以上，更有19%的同學使⽤時數

超過六⼩時。從結果我們也可以得知，對於
現在的國⼩學童來說，假⽇大部分的閒暇時
間都是使⽤社群媒體，所以接觸社群媒體

所帶給他們的資訊也是很重要的。

6⼩時以上
19%

4-6⼩時
35%

0-3⼩時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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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結果

同學們使⽤社群媒體的⽬的，有54%⽤於資
訊交流，有些⼈會學美妝、學跳舞，或是打
電競。有45%的同學會上網追劇、看網美或
網帥。學童們在看網帥、網美的同時，也
容易讓他們被動的接受「美」，覺得美⼀定

是有標準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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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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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焦慮⼈數

分數

國⼩⾼年級的同學們，在
容貌焦慮上的分數表現。滿分為
25分，愈⾼分代表著越焦慮。
由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半數以
上的同學分數超過15分，代表著

大家在容貌焦慮的分數
表現是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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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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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意象
接著是同學們在⾝體意象上的表
現分數，有半數以上的同學分數
超過13分，代表大家在⾝體意象

的分數表現是偏⾼的。
綜合以上兩個結果，我們可以發
現，在國⼩⾼年級學童的⾝上，
已經開始出現容貌焦慮以及對⾝
體意象感到不滿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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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問卷結果

男生 女生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容貌焦慮(25分)

身體意象(25分)

總分(50分)

我們針對男⽣和女⽣兩個團體，
進⾏容貌焦慮及⾝體意象的分數
⽐較，從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女⽣
在各⽅⾯的分數都是⾼於男⽣的。
也代表著女⽣更容易受到主流⽂化
媒體的影響。雖然看似只差了⼀兩
分，但在統計上是有著⾮常顯著的

差異。

17



五年級 六年級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容貌焦慮(25分)

身體意象(25分)

總分(50分)

計畫執⾏-問卷結果
我們也針對五年級和六年級的分數
進⾏⽐較，從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六年級的學⽣在各⽅⾯的分數都是
⾼於五年級的。因為愈接近國中階
段，即將踏⼊⻘春期，所以開始會
對容貌⾝材感到在意，我們也⿎勵
學童們可以透過學習充實⾃⼰的能

⼒，增加⾃信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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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課程設計

我們在進⾏問卷分析後，進⾏課程
的討論及設計。並製作成⼊校宣講

的簡報。
在這個階段我負責的工作是將統計
數據製作成⻑條/圓餅圖，並將我們
討論出的課程草稿彙整成⼊校宣講

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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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宣講練習

完成課程設計後，我們也反覆的
練習試講，⼒求呈現完美的課程給

學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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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課程特⾊
我們以貼近⼩朋友們的迪⼠尼公主為例，呈現美的多樣性，

以及提升他們辨識社群媒體資訊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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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課程特⾊
我們也利⽤了光譜的概念，去拓展學童們多元的審美觀點，

和他們說，每⼀個⼈都有專屬⾃⼰的位置，大家都是獨⼀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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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宣導書籤

我們也精⼼設計了宣導⼩語並
製作成書籤，以加深學童們對

課程的印象。
我負責的工作是書籤的設計及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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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課程大綱
我們⼊校宣講的課程分為四個環節：1.問卷結果說明

2.課程主軸—美麗無限 3.宣導⼩語分享 4.⼼得分享及互動，
我負責的是問卷結果說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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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校宣講
第⼀站-七堵國⼩六年級，在課程中我們以迪⼠尼公主真⼈版

為例，去探討大眾對美的定義。
最後我們也有⼀個環節是請同學們上台分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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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校宣講
接著我們去了華興國⼩，同學們都很活潑，也很熱烈的歡迎

我們，我們也得到了校⻑及師⻑的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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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校宣講
再來是去七堵國⼩為五年級的同學宣講，我們也告訴同學們，

美不應該只是單⼀的標準。我們也和⼩朋友們⼀起拍了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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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校宣講
最後⼀站-⻑興國⼩，和同學們分享了美麗無限的最終秘笈，

同學們都很積極的表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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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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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益-學⽣回饋
我們收到了204份學童的回饋

問卷，從大家的回覆可以感受到，
大家都很認真的聽我們宣講，也有
把內容都吸收進去，我們也相信，
他們⼀定可以破除⾃⼰對美的框

架，並影響周遭的⼈，找到專屬於
⾃⼰的「美」，讓「美」是不再被

侷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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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除單⼀的主流審美觀，要切記⾃⼰是獨⼀無⼆的

我們可以透過學習和努⼒提升⾃信

不應該隨意的去評斷別⼈的外在

我們要學會欣賞⾃⼰、活出最真實的⾃⼰

計畫效益-回饋節錄

這次的課程讓我獲益匪淺，知道美不應該被大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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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益-學⽣回饋
在學童的回饋問卷中，我學到「美是沒有框架的，美的標準可以很
多元」(左圖)，以及「美不只是外表，還有內在的能⼒、⾃信與勇

氣」(右圖)都有100%同意率，更有七成的同學是⾮常同意。

非常同意
71.9%

同意
28.1%

非常同意
73.8%

同意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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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益-師⻑回饋

接著是師⻑們的⽂字回饋，我們收
到了很多⽀持和⿎勵，⽼師也有

觀察到⼩朋友們對於外表的在意，
提議我們的宣導內容可以往中年級
紮根。也有⽼師說我們的宣導引發

了他們帶學⽣做研究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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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年級的女⽣來說會覺得外表很重要，因此失去⾃我

感覺得出來學⽣有將宣導內容內化

選⽤的圖⽚和題材都很貼近學⽣

引發我們⽼師帶學⽣做研究的動機！

計畫效益-回饋節錄

這觀念可以從⼩建⽴往下紮根，中年級也可以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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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益-學⽣回饋
最後是師⻑們對於⽅案的回饋，有100%的師⻑同意「美麗無限」

這個主題是⾮常重要，且對國⼩⾼年級學⽣的⾝⼼發展有正向
幫助，更有⼋成是⾮常同意。

同意 
15%

⾮常同意
85%

同意 
15%

⾮常同意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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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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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簡報架構

在我們的⽅案執⾏完畢後，
最後就是準備4/20的最終成果
發表，⽽我負責的是執⾏+效益

的簡報內容和報告。
右圖是我當時列出的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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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簡報製作
成果發表的報告是由擅⻑製作商業簡報的圖書館主任

及學⻑姊指導我們，在編排簡報的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如何
完成⼀份專業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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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語表達

除了簡報內容，主任及學⻑姊也
指導了我們上台報告時的語調、
台⾵和儀態，經過不斷的調整和
練習，我們也愈來愈熟練，也
學習到了⼀場專業的報告是有

很多細節要注意的。

39



成果發表

雖然在成果發表前，我們充分練
習了很多遍，但在活動當天我們
還是都很緊張，害怕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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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得反思

41



⼼得反思-簡報製作

在製作宣講簡報的時候，因為宣講
對象是國⼩五六年級的學童，所以我
是使⽤較活潑可愛的版⾯，加上我們
的題材是較為貼近⼩朋友的，所以在
實際宣講之後⽼師們對簡報內容及

題材選⽤這部分的反響都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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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反思-宣講過程
⽽第⼀部分—問卷結果說明，我們
有把數據以圖表呈現在簡報上，
我原本的想法是，統計圖就可以

⽐較快的帶過，以⼝頭報告的⽅式
和他們說統計出的結果即可，但在
⼩朋友的回饋問卷中，有學童反應
統計圖的部分跳太快了，所以這是
我在宣講部分需要改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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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反思-成果發表

在發表的過程中，我們準備的影⽚
因為設備問題，所以沒有聲⾳，
⾯對這個狀況，我們沒有慌亂或

不知所措，反⽽很鎮定的完成了我
們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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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其他資料及佐證資料

45



賦權女孩公益⽅案佳作獎狀 獎盃及主辦⽅贈送的易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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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執⾏回顧影⽚ ⽅案推廣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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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國⼩宣導貼⽂ ⻑興國⼩宣導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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