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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李璟玫 

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11 班 

學生總數 326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溝通傳播好默契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八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人與人的相處有賴於良好的人際溝通和建立圓融的人際關係，而有效的溝通在於 

能正確傳達訊息，透過多種類型的傳達方式，則能更準確將訊息傳達出去。本課程設 

計以小組合作為基礎，體驗溝通常用的視覺的認知、語言的描述以及聽覺的意會方法 

，以桌遊「三人成築」引起動機，透過操作可體驗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 

溝通模式，可知當扮演不同角色時，所需要用到的感官都不一樣。接著在試試其它各 

類溝通方法後，閱讀報紙安妮新聞第四期，報紙透過文字將資訊傳遞給讀者，亦是溝 

通方式之一，並思考要如何辨識這份報紙內容真實性和訊息真偽。假新聞識讀術在於 

讓學生做出正確選擇，找出假訊息隱藏規則，以奠定「先存疑後求證」的態度，具備 

 媒體識讀力。最後，透過顏文字、表情符號和傳達情緒的表情圖像練習，以進行經驗、 

 思想、價值與情意之表達。 

 

 二、課程目標 

1.透過小組合作，培養對視覺的認知、語言的描述以及聽覺的意會。 

2.覺察人際互動中語言及非語言訊息對溝通的影響。 

3.藉由閱讀，開啟觀察、思考、懷疑和查證精神，培養媒體識讀力。 

4.理解顏文字和表情符號於生活中的運用，並能透過圖像合宜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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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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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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  溝通妙方法 1  

    1.教師準備桌遊-三人成築。 

    2.學生以小組分配勿言、勿聽、勿視的溝通方法，建築師限制用手比劃，監工限口說， 

     建築工限盲建，試試不同角色扮演，進行默契考驗。 

 

第二堂  溝通妙方法 2  

    1.以小組競賽進行溝通方法考驗，依任務寫下答案於白板上，依階段統計小組分數。 

      任務一∶指派一人，依據老師出題，在勿言限制下，試試順利將訊息傳達給組員的 

 可行方法，共 2 題。 

      任務二∶成語大挑戰，依照身分排序，在勿言限制下，以繪圖方式，讓組員猜猜所 

 繪成語，共 2 題。 

    2.以各類溝通方法影片，學生討論歸納其差異性和優缺點，依「減壓六招」影片，邊 

     看邊記錄，進行圖像記錄練習，透過文字轉圖像的溝通形式傳遞訊息。 

 

第三堂  假新聞識讀術  

    1.閱讀安妮新聞第四期，先細讀 p.8 EMOJIj，再擇有興趣的內容閱讀，分享關注焦點 

     的差異。 

    2.報紙透過文字將資訊傳遞給讀者，思考這份報紙內容真實性，要如何辨識訊息真偽？  

    3.以公視「假新聞試讀術」影片說明，指出 Anne 新聞的新聞生產貼紙內容。 

    4.顏文字是由文字組成的表情，由常用符號表講義中，選擇符號並組合成各式表情， 

     透過符號物件的多種組合所產生的對應關係，則會有不同樣貌。 

 

第四堂  emoji  

1.觀看「電影片名的表情符號」影片，猜出正確的迪士尼電影片名。 

2. emoji 特色介紹。 

3.以石牌科技中心「小石」為主角，依指定情緒，加入表情和肢體，完成能成功傳 

 達情緒的表情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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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溝通傳播好默契課程主題，未來可和綜合領域跨域共備，讓課程更完整。 

2.閱讀文本為安妮新聞第四期，學生普遍喜愛閱讀，最感興趣的內容是第六 

 至七頁的迷宮，有設計感的排版和圖像，較能引起學生興趣。唯因應班級 

 特質，教師在學生閱讀時間的控制，需彈性做調整。 

3.培養媒體識讀力有其重要性，所幸學生對這份報紙的興趣，在公視「假新 

 聞試讀術」影片說明下，學生能開啟查證精神，順利辨識出安妮新聞的真 

 假度。 

4.第三堂可加入表情符號 APP 操作，融入科技領域。 

5.透過小組合作，嘗試手語、口語、文字和圖像的訊息溝通，學生可探索自 

 己可能最擅長的溝通方法，期望能運用在生活中。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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