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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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宜玲 

主授科目 校訂彈性課程(悅讀思想起)、藝術與人文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5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我的專屬 Emoji 

施作課堂 
校訂彈性課程(悅

讀思想起)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二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在二上有關閱讀思考與品格教育之「悅讀思想起」校訂課程，學生學習過書籍與文字的

發展與演變，進入有關情緒認識之主題，除閱讀與情緒相關之繪本，認識情緒詞彙、相關情

緒之表現，並學習分辨正、負向情緒，學習調適情緒。 

在認識情緒詞彙與表達中，安妮新聞第四期「傳播與溝通」主題「Emoji (絵文字)」版之

「從象形文字到表情符號：如果法老王也可以傳簡訊」一文，便可補充相關資訊，讓學生學

習到除中國甲骨文外的象形文字，並練習自行設計自己專屬的情緒符號貼圖—亦即現代版的

象形文字。 

因對象為國小二年級學生，閱讀能力有限，讀報的經驗亦缺乏，第一節課由學習整理報

紙、簡要認識報紙版面開始，接著以閱讀理解策略進入文章的閱讀與討論，了解「符號文

字」發展的相關歷程。第二節以圓形貼紙讓學生仿現有 Emoji 圖案創作自己專屬的情緒貼

圖，創作後彼此分享、交換。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能說出報紙版面重要部位名稱。 

2. 能閱讀文章內容，順利掌握文章重點。 

3. 能創作專屬個人情緒符號（Emoji）。 

4. 能以情緒貼圖表示自己的心情。 

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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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練習整理報紙，便於閱讀 認識報紙版面 

  
閱讀文章內容 檢測閱讀理解，全班以手勢作答 

  
以貼紙、簽字筆製作專屬表情貼圖 emoji 觀摩分享(小組) 

  
交流、交換 送給老師一張情緒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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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一、 整理報紙，認識報紙版面： 

1. 發下報紙，熟悉報紙感覺（大小、紙張、味道……）。 

2. 認識「頭版」，觀察安妮新聞第四期頭版所呈現元素，說明這是「符號」或「文字」。 

3. 練習翻摺報紙至第 8 版 Emoji。 

4. 認識報紙版面：報頭(報紙名稱)、報眉、版名、文章標題與文、圖作者。 

二、 閱讀第 8 版「Emoji」 

1. 文章內容： 

(1) 閱讀標題。 

(2) 閱讀文字：運用閱讀理解監控策略找不懂提問。 

(3) 解決不懂：同學解答，教師補充。 

(4) 整理大意。 

2. 閱讀圖表：找出「象形文字簡史」中，共提到幾種象形文字？ 

3. 補充聖書體、甲骨文、emoji 說明。 

三、 創作個人專屬情緒貼圖 

1. 說明情緒貼圖創作任務：每人至少畫出 3 種正向情緒，3 種負向情緒，10-14 張貼紙。 

2. 情緒貼圖要以大家能看得懂為主。 

3. 可以由眼睛線條開始創作，嘗試不同線條產生之結果，再佐以嘴巴形狀。 

4. 發給圓形貼紙，以黑色簽字筆、彩色筆創作。 

四、 交流分享情緒貼圖 

1. 倆倆互相交流分享貼圖，另一位務必由回應自己覺得最特別的一張。 

2. 交換收藏情緒貼圖。 

3. 給老師情緒貼圖。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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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小二生對報紙媒體的陌生：雖然許多小朋友均反映他們讀過「報紙」，實際上小朋友對

於報紙是幾「大」張所組成不記得有概念，甚至有小朋友誤會每張會分開是「破掉了」

(不像書本般有裝訂)，可見現代孩子對於報紙媒體的陌生。此份報紙對於小二生而言略

大，光是讓他們「找到版面、反摺以方便閱讀」就須花些時間。 

2. 文意理解：本篇文章文字量不多，二年級閱讀能力，大部分足以勝任，並多數自稱「讀

得懂」。除了詢問「印刷術」、「(埃及)羅賽塔碑」並沒有提出其他疑問。全班概略詢

問直接提取訊息的問題，幾乎全對。最特別的是：文中提到「象形文字 2.0」--熟悉科技

的現代孩子，居然很快便能說出是「升級版」，不須老師特別說明，有點出乎意料。 

3. 圖表閱讀：二年級孩子無法解讀圖中呈現「四種」象形文字，無法解讀原因除對圖表的

呈現方式陌生，一方面亦因版面文字太小，學生未留意其中訊息，經過提醒，方能觀察

發現。 

4. 設計貼圖：學生反應熱烈，設計時將畫面停留在 Emoji 的圖示中，讓學生參考，對二年

級學生而言，這樣的作法讓他們有安全感，且引發聯想。二班學生中 A 班曾在別的學習

活動中畫過情緒臉譜，畫貼圖速度快且精美，更有許多創意。B 班為第一次畫情緒臉

譜，鼓勵以不同線條先呈現眼睛，再呈現嘴巴樣貌，很快便可以創作出不同表情，部分

學生希望以其他事物來表示情緒，亦能呈現自己的創意。許多學生意猶未盡，紛紛跟老

師索取更多空白貼紙作畫。 

5. 表情與情緒詞彙連結：原設計用意希望他們可以先想到所教過的情緒詞彙(如：快樂)，

再開始創作相關表情，後發現這樣的難度太高，因能嫻熟運用詞彙形容情緒，是很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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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也就不再強求。學生可以創作出許多種正、負向表情，卻不一定能用詞彙形

容，可見表情貼圖是很直觀的東西，能超越語言，表示心情。 

6. 交流分享：小朋友對彼此的作品很是驚訝，也頗能欣賞。A 班學生較常有分組討論，要

求先組內欣賞、回應，再開放彼此交流，以一換一互換貼圖，學生讚美辭彙運用淋漓；

B 班學生較少討論，要求先倆倆分享，再開放自由與朋友交流、交換，有少數學生不願

意跟旁邊的小朋友互動，當小朋友直白地反映：「老師，都沒有人要跟我分享……」，

此時，也會有學生挺身而出：「我跟你分享！」，對於彼此交流，詞彙運用頗有幫助。 

7. 表達感覺：Ｂ班學生創作後，請學生特別創作２張貼圖，一張送導師，一張送實施的老

師，小朋友很是踴躍，特別是給導師部分，有小朋友甚至一人給老師好幾張貼紙，且都

是正向貼紙，讓導師很是快樂。給實施的老師部分，大部分正向貼圖，有幾張負向貼圖

（如大便），私下詢問學生為何貼出這些貼紙？學生表示只是「好玩」。往好處想，學

生可以自由地表示意見，而且有人讓他們貼出這些「怪怪貼紙」，也是一種紓壓。 

8. 未竟之事與延續：囿於實施時間（期末進行，每班２節，向導師借課），僅實施到創作

及交流，未能在自己創作貼圖的情緒描繪以及實際運用加以深入，較為遺憾。在聯絡簿

顯示自己每天心情，或對於某些事件表示看法（因我們通常鼓勵孩子對別人多以正向詞

彙表示，要讓孩子們能貼出不同情緒，必須「假設情境」）；另外在情緒描繪部分，二

年級語言能力有限，須有較長實施時間，鼓勵其佐以文字描述，這些是未來可修正方

向。 

整體而言，雖然安妮新聞沒有注音，但此篇文章圖畫居多，閱讀內容可適時挑戰學生閱讀

量，增加知識；貼圖設計門檻低，效果好，每一筆都可以創造，表情有不同變化，學生能創造出

正向、負向情緒貼圖，只是較無法具體形容所呈現的情緒與感覺。若能延續深入，在佐以文字描

繪及實際運用上可再著墨。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每個表情貼均不相同，簡單幾筆便能創造效果，而且可以一邊畫，一邊構思創意。 

A班學生作品（有創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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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班學生作品（第一次創作情緒臉譜） 

 

←給老師情緒貼圖，各種表情都有。還有一位同學想保存所

有貼圖，不想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