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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東縣豐里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梁慧琦 

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彈性課程、資訊、藝文 

班級數 2個班 

學生總數 23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超級「豐報」⸺⸺六年級畢業刊物製作

施作課堂 

彈性 

資訊 

藝術人文 

施作總節數 12節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 

課程活動簡介： 

 這學期安排有趣的｢安妮新聞｣的課程活動, 主要是為提升學生閱讀力、鑑賞力與設計力，

在有限的學校課程時間內，開啟學生的設計視野，激勵學生發揮個人創造力，學生接觸日常

報章媒體的機會很多，但大多以閱讀者的角度，被動的接收媒體給予的訊息與美學觀點，透

過此次課程,教師希望帶領學生來到幕後，仔細了解報紙這項傳統媒體的是如何被編製出來

的，也發現了新的報紙做那些改變，慢慢引導學生認識「設計」這個需要實踐才能完全理解

的概念。 

 課堂中老師為學生講述報紙的版面細節，並引導學生分析採訪與資訊報導的細膩分工、

比較了兩份報紙間的異同， 讓學生知曉如何著手編輯新聞的相關步驟後，教學的重點即著重

在如何引導學生發掘生活中有趣、有感的事物，將自身對學校生活、對環境的感知，轉化為

一篇篇動人的文章， 應用採訪、寫作、美編等技巧, 透過學生的視角將採訪內容轉化成畢業刊

物，也為孩子們的寶貴青春留下美好記錄。 

 二、課程目標 

(一)認識報章媒體編輯方式，拓展學生美感視野。 

(二)學習多重角度思考，關注周遭生活與環境議題。

(三)應用資訊、語文、藝文知識，實現跨域學習之生活能力。

(四)增進學生合作默契，達成發展學校特色畢業報刊之共同目標。

(五)培養學生藝術鑑賞能力，並增進其國際觀。

(六)尊重族群文化，培養社會問題觀察與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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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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1 一份報紙的誕生 

        學生經由腦力激盪討論問題，再利用心智圖記錄思考邏輯，羅列製作報紙的各個可能環

節。 

10/15 報紙的超級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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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學生日常閱讀的國○日報和安妮新聞做比較，讓學生分組討論、記錄其中的異同之

處，學生發現每份安妮新聞都有主題，針對主題做深入的介紹，也發現頁面編排與文章內容

的特別之處。 

12/13 訂定畢業報導刊名 

        經由共同討論票選出畢業報的名稱⸺⸺⸺⸺「超級豐報」，由學生們分組擔任小記者，

討論畢業報中的報導主題，先記錄主題細節，再分工合作收集資料。 

12/18 封面設計 

        學生化身小小設計師，在老師的引導下為超級豐報設計具有個人特色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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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電腦美編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收集相關資訊，並運用資訊課所學做整合，老師示範利用網路編輯軟

體的編排功能，學生進行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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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期末觀摩討論 

        老師分享這學期的學習成果，介紹各組學生作品，並請同學利用時間再次閱讀安妮新

聞，細讀文章與圖片，再次發現新事物。 

B 課堂流程說明： 

本學期相關課程共有： 

09/11一份報紙的誕生 

10/15 報紙的超級比一比 

12/13 訂定畢業報導刊名 

12/18 封面設計 

01/11電腦美編 

01/15 期末觀摩討論 

課程思考架構流程：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老師在引導學生從讀者角度，轉換成作者角度時，學生才了解原來握

在手上輕輕的幾張報紙，需要經過這麼多道手續才能編輯完成，而且為數

不小的編輯群似乎還要具備十八般武藝，才能完成這樣的超級任務。分析

觀察的過程中，學生從一開始的隨意瀏覽，慢慢轉化成細細閱讀，從他們

小心翻閱的小動作中，可以看出對新聞報紙產生了一種「敬意」。 

        現在的短影音的形式流行，電子媒體發達、訊息流通快速，在這樣瞬

間變化、真假新聞雜陳、處處網紅的時代，學生的專注力十分短暫，要讓

他們靜心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老師思考如果讓他們來辦一份關於

他們自己生活的報刊，應該更能吸引學生的目光，於是在大家的提名表決

後，「超級豐報」誕生了。孩子們對於自己有時身兼採訪者、受訪者、編

輯者、讀者......等等，多重的角色感到驚喜，老師也希望透過實作的過

程，不斷磨練學生平時在課堂上學習到的技能，將原本被拆開的各領域整

合一起，產生加乘效果，期待能產出作品，屆時會印刷成冊，在畢業典禮

時發放，當作是畢業紀念品。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觀察 比較 分析 實作 分享 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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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學習回饋） 

昀蓁：讓我們學習當一位小記者，有點困難但很有趣。 

奕丞：我學到報紙的內容架構，讓我們知道做這份報紙不容易。 

易融：每天看報紙，沒想做一份報紙竟然這麼好玩！ 

俐伶：讓我們接觸這麼有趣的事物，感覺很新奇。 

誼庭：看報紙可以學很多知識，而且內容很稀奇古怪。 

可縈：讀完報紙後，讓我學到更多知識。 

庭瑜：可以深入體驗報紙採訪的趣味，透過採訪可以看到跟平時一樣的同

學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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