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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莊家宸 

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1 班/圖書小志工 

學生總數 29 名學生(四年級)/16 名圖書小志工(三-六年級)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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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活動簡介： 

   以封面色彩搭配運用及符號表情引起動機，引發學生互動討論。從而介紹色彩學，不同 

色彩可營造的感覺與氛圍，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應用，探討了解人類符號起源及發展歷

程，進而設計屬於個人特色的符號表情包，並上台發表分享。在媒體識讀方面，結合時事新

聞的探討，認識訊息的來源、對象、目的等並學習分辨真偽，成為一個懂得思考表達的人。

透過藝術臉譜的創作，將五官分割打散再重組，並透過色彩、表情傳達內心的感受與想法，

打破既有的框架，讓創意更無限。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透過讀報教育，訓練學生思考分辨、包容反省，並學習自我表達。 

   2.藉由國際文化，了解各國觀點，建立學生世界觀，開拓國際視野。 

   3.經由藝術創作，讓學生自我探索，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以傳達思想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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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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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至三堂課教師說明美感教育的內涵，安妮新聞的策畫緣起，接著由第四期的封面

開始引導，讓學生透過色彩配置運用，感受色彩美學，並藉由封面表情符號引起討論。 

 

    透過介紹符號的起源、演進，連結到現今的符號表情包，學生發表踴躍，對符號表情

的運用表達深感興趣，進而引發想要設計屬於自己的符號表情。 

 

    學生們設計創造屬於自己的符號表情，並上台發表，說明設計的理念，創造的靈感，

及如何運用，同學和教師皆予以回饋。 

 

    第四堂課教師結合時事新聞，引導學生認識各種訊息來源，判讀各類訊息，從中思考

分辨訊息的來源、對象、目的、真偽，了解媒體識讀的重要性，學生透過問答、討論，學

習的歷程從中建立判別訊息的正確觀念。 

 

    第五至八堂課從符號表情延伸課程，學生嘗試臉譜的解構、重組，以色彩表達情緒，

透過臉譜的建構傳達內心的想法。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安妮新聞內容豐富多元，可規劃延伸之教學活動多樣，在設計課程及實施上

以跨域合作教學會比較適合，以這學期實施一期為例，從讀報到媒體識讀議題融

入，最後延伸藝文創作，皆在藝文領域中實施，一學期 20 節藝文課就佔了 8 節，

對藝文老師而言負擔較大且占據過多既定課程時間，未來可修正課程之設計規劃，

於語文領域讓學生自由閱讀，每期選定一個主要議題或內容來深入探討，並視內

容統整延伸一個主題創作活動於藝文領域跨域實施。 

    學生在閱讀安妮新聞的過程中，對國外的文章及連載漫畫比較感到陌生，

較難發生共鳴，需較仔細地引導閱讀，補充說明，較能領會其中寓意，了解文

化上的差異。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對於讀報教育感到較陌生，雖然看過或多少接觸過報紙，但多數並未實

際且深入閱讀，因此大多有著極高的興趣。安妮新聞內容包羅萬象，跨學科跨領

域的知識，可帶給學生多元的學習面向，學生大多覺得新聞議題內容新穎且有趣，

能吸引學生閱讀並引發好奇心。學生先個別自行閱讀之後，再經由老師的講解說

明與補充介紹，能學習到許多領域的相關知識，這樣有別於傳統教科書的學習媒

材對學生而言是充滿想像與樂趣，也能引發其創新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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