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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臺東縣立大王國民中學 

執行教師： 楊淑惠 教師 

輔導單位： 東區 基地大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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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東縣立大王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楊淑惠 

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6 班 

學生總數 123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安妮新聞美感智能閱讀計畫」二部曲 

施作課堂 4 施作總節數 4~6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七、八 年級

一、 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施作分成兩部分： 

1. Part1 ─「認識安妮新聞」：玩個小遊戲進行異質性分組，小組共讀探索(5 組 5 個主題美感

報紙)，總共有四個任務，提醒學生可以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完成將學習單的任務，完成

後選出演說家與展示模特兒向全班發表 (鼓勵學生可以依照學習單內容分享)，分享的內容

如果很精彩會引起其他學生繼續探索的好奇與興趣。

2. Part2 ─「玩報紙-空間色彩」：每一個學生都要設計自己的空間色彩，教師介紹空間的家

具，加入情境讓學生當一日設計師，可以自由配置自己喜歡的或覺得美的空間色彩，準備

多張影印稿備用(會有學生想重新設計)。彩色鉛筆的技法示範「漸層」，鼓勵學生試著畫畫

看，但讓學生自己決定是否要用或是用在哪裡，並在作品完成後，使用平板對著完成的作

品探索玩 AR。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 認識「安妮新聞」美感報紙。

(二) 能利用美感報紙中的標題、圖像的線索，摘要報紙的主題並清楚簡要的表達內容。

(三) 能應用美的形式原則欣賞、分析美感報紙，練習與他人討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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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一) 認識安妮新聞

七年級 

1.引導學生進行光譜分組(1~10 分)，閱讀與我的關係指數：提供參考的形容詞對應指數，讓學生能快

速進入狀況，拿著自己的分數找其他組員相加(25~35 分內)，先完成者小組加分。

2. 美好的閱讀與探索時光，各組員分工合作完成學習單的任務(美的形式原理可以查閱課本)。

3.分組發表：練習表達與專注聆聽同樣的重要，教師會指名提問其他小組成員(例：剛剛發表小組覺得

最驚奇的部分是什麼?)，期待大家都能練習當個專業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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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玩報紙 ─ 空間色彩

B 課堂流程說明： 

課程流程介紹： 

1. Part1 ─「認識安妮新聞」：

(1) 依照美感報紙的五個主題分組 ( 5 小組 )，使用光譜分組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2) 各小組分到一種主題，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上的四個任務(報紙主色調、找出

報紙美的形式原則、善用標題和圖像線索設計代表符號、心得與期待指數)。

(3) 小組發表(一位演說家、三位展示模特兒)，向大家介紹自己閱讀的美感報紙。

2. Part2 ─「玩報紙-空間色彩」：

(1) 玩報紙：採用安妮新聞的第五期的活動─「畫一畫，設計自己的房間」，考量

學生的耐心程度，使用 A4 大小的影印稿(感謝東區美感基地辦的研習與呂郁

芬老師無私的分享縮小版影稿)，讓學生利用彩色鉛筆學習空間配色，彩繪技

巧上鼓勵他們玩看看漸層的技法。

(2) 玩轉 AR：美感報紙上提供 AR 擴增實境的部分，待完成空間色彩的學習單，

學生可以利用平板(或手機)操作探索自己的空間配色作品。

註：七年級配合教學進度的色彩理論課程；八年級複習並再應用(實踐)美的形式原理， 

    因為每年的教學活動設計不一樣，故不會有重複單元活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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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教學觀察：搭配任務的引導，帶著學生用另一種眼光探索美感報紙，觀

察到小組的方式閱讀時，識讀能力低的學生有機會被幫助(平常很被動)，藉

著同儕的討論或分享，引發對內容的好奇心而產生興趣，甚至開始自發地動

動腦和組員討論報紙的小活動怎麼玩。由於一組閱讀一種主題，學生會想去

看別人看到了什麼? 預計下學期九年級施作完成後，放置圖書館讓學生有獨

自深度閱讀內容的機會(因為數量當初只申請 20 份，考慮到使用的損耗速度

而調整的決定)，其實和別人共讀與自己閱讀的經驗是不一樣的，收穫也很不

同，這是我當初在課程設計的時候也想讓學生能夠體驗的部分。 

(二) 教學反思：課程進行中，也聽到學生很直接的反饋，像是「文字好多，

看不下去，也看不懂」、「沒有我喜歡的內容耶~」、「字很小，懶得

看!」、「老師!不能直接在上面畫迷宮嗎?」(限量的沒辦法讓你亂畫喔~)，

「老師，可以直接剪報紙來貼(色票)嗎?」(別班還要使用喔!)，「老師，這報

紙有不雅的照片耶!」(那是墨西哥女藝術家卡蘿的生命畫作)，「老師，標題

是什麼?在哪裡?」，「老師，我告訴妳，這個是錯視喔!妳來看~」…等，這

些「線索」都提醒了我，學生的「大驚小怪」都是他透過自身的觀察和探索

而發現的呼聲，這是使用課本時比較看不到的反應，課本他們只會問「第幾

頁」就沒了，美感報紙帶給他們新鮮感，不只是單一的領域議題。 

    隨著美感報紙的破損、被塗鴉(再三提醒還是會有小天兵)，一起想像著

「撕不破」、「可清潔」、「可拆解、可回拼」的美感報紙的各種「可

能」，覺得有一份報紙帶著師生去冒險、大膽想像，真好!有一位導師看到美

感報紙頻頻稱讚很美，還想跟我要一份去佈置教室環境，學生也很喜歡空間

色彩的設計活動，很多平常說著自己不會畫、不喜歡畫的學生，也跟我再要

一張想要重新配色，原本預期這學期就結束的課程，想要下學期再找時間讓

他們能夠有多點時間完成空間的色彩，再玩玩來不及試試看的 AR。 

PS.我們學生的實作都會需要多一些時間才能完成，不感興趣的他們會很快交

差了事，對喜歡的東西或是表演(影片)反覆(練)看都不會厭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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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 以下想呈現學習單未批改的樣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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