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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余秀蘭 

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6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名畫型錄再詮釋─美感讀報課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九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透過四個活動鷹架，以《安妮新聞》第四期為自學文本，以學思達教學法帶領學

生進行《安妮新聞》創造性閱讀的學習歷程：  

【啟】快速瀏覽報紙，掌握文章主題及編輯特色。閱讀《安妮新聞》策劃緣由，自選關鍵字

掌握編輯目標。 

【承】詳讀〈20 世紀名畫型錄〉，擇一作品重新下標題。透過小組競答討論，了解新標題所

指，藉以認識名畫，並感受同學對名畫的理解與詮釋。 

【轉】利用〈20 世紀名畫型錄〉裡的畫家、作品及時代等專有名詞，仿造第 2 頁「字詞鏈結

遊戲」重新設計一組字詞鏈結遊戲。作品投影於螢幕讓全班試玩，體驗遊戲創意發想

過程，同時加深名畫印象。 

【合】學生安靜閱讀自選感興趣的篇章，對應《安妮新聞》的編輯初衷，寫下自己閱讀過程

中的學習感受，後設思考《安妮新聞》帶給大家什麼新意與啟發。 

二、課程目標： 

(1) 能掌握及欣賞《安妮新聞》的編輯特色與目的。 

(2) 能掌握文章訊息並轉化思考，展現個人獨特的觀察與見解。 

(3) 能透過自學、討論、分享與比較，感受與欣賞同儕創意及見解。 

(4) 能覺察個人讀報歷程中的學習感受，後設思考《安妮新聞》編輯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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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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寫出三個關鍵字 

1. 老師說明本課程為教育部美感閱讀計畫課程。老師發下《安妮新聞》第四期及學習單。 

2. 老師給學生 5 分鐘時間瀏覽報紙，看到感興趣的文章或圖片可作停留閱讀，但必須在 5

分鐘內完成全部共 12 頁的報章瀏覽。 

3. 時間到，老師依序逐頁詢問學生哪些頁面你有因為好奇而停留閱讀？學生以舉手方式表

達。在提問的過程中，老師視狀況簡單帶出各篇主題及編輯手法的獨特性。  

4. 老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寫上班級姓名座號後，指示學生依學習單說明來閱讀第二頁之

〈The Anne Times《安妮新聞》策劃緣由〉，寫下三個你覺得最重要、有共鳴或感到好

奇的三個關鍵字。計時 5 分鐘。 

5. 請小組討論各自的三組關鍵字，並從組員的關鍵字中精選五個關鍵字寫在白板上，再貼

到黑板。老師針對各組白板中學生較好奇的關鍵字請該組提出說明或解釋。 

6. 老師總結：《安妮新聞》的編輯目的仍是希望學生能在數位世代對報紙有多一份親近，對

報紙的內容的各個層面感到好奇，並願意帶著好奇熱情的心去了解、探索乃至創造，開

創和學校體制課程不一樣的學習面貌。 

【第二節】為名畫短文重新下標 

1. 老師發下《安妮新聞》第四期。學生利用 20 分鐘閱讀第 4~5 頁之〈20 世紀以前名畫型

錄〉，並要求學生閱讀時必須隨時把文字和作品進行對照，才能理解文字意涵。 

2. 閱讀後，選擇自己最感興趣的一幅畫及短文，在學習單的空格裡為它重新下標題。請學

生注意：你所下的標題能展現你對這幅畫的觀察、理解、詮釋乃至創意。 

3. 小組討論分享想法，請組長把成員的標題逐條寫於白板，並貼到黑板上。 

4. 老師主持引導，推論看看，同學所寫的標題是指哪一幅畫作？為什麼？學生要發揮圖片

理解與文意連結力，答對的組別加分。受限於時間，每組僅選一個標題來討論。比較少

人答對的題目，會特別請標題創作者與答對組別，分別發表自己的觀察與理解。 

5. 老師總結：在發表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聽到不同學生對作品的不同著重點，藉此提醒學

生，創造性閱讀應包含對文本脈絡的掌握與理解，並在腦中運思，去蕪存菁，提取出符

合主題且新穎的概念。這是一種創造與轉譯的過程。 

【第三節】「字詞鏈結遊戲」再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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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師發下《安妮新聞》第四期。學生先試玩該期「字詞鏈結遊戲」，了解遊戲玩法及設計

要領，並意識到如果不讀完全部的報紙內容，我們可能沒有足夠的文學常識去連結全部

的字詞。限時 3 分鐘。 

2. 接著學生利用第 4~5 頁〈20 世紀以前名畫型錄〉的名畫、作者名稱及時代等專有名詞來

創作「字詞鏈結遊戲」。起點與終點必須是一組兩個字的專有名詞，例如：「宮女」、「聖

經」。限時 20 分鐘。 

2. 小組推派最好的作品直接投影於螢幕，每組發給空白「字詞鏈結遊戲」表格讓全班試玩，

速度最快的前三組分別加 5、3、1 分。 

3. 老師總結：《安妮新聞》裡的「字詞鏈結遊戲」由該期報章所提到的專有名詞所組成。學

生必須讀完整份報紙才能正確填答，然而遊戲規則卻沒有做這個提示。這意味著《安妮新

聞》有非常多的玄機要自己用敏銳好奇的態度去解開，尋找答案。 設計「字詞鏈結遊戲」

並不是容易的事。設計者必須對資料有正確的掌握與字詞排列的邏輯概念，解題者亦然。

希望學生常常保有好奇並願意嘗試，時時練習各種跳躍思考尋找創意的可能。 

【第四節】總結你的學習好心情 

1. 老師發下《安妮新聞》第四期。提供學生 25 分鐘自選其餘章節自由閱讀。  

2. 請學生作以下思考： 

「安妮她們對於微小平凡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對生命懷抱的熱誠，正是我們對這份報紙的

期待：愛、美、勇氣、熱情、好奇心、求知心、探索力與創造力。」  

在你閱讀這份報紙的歷程中，哪個關鍵字最符合你的學習感受，請圈選並舉例說明原因： 

「愛。美。勇氣。熱情。好奇。求知。探索。創造」 

3. 老師請學生分享自己的覺察，並舉例說明。 

4. 老師總結：從「文字」出發的報章編輯重視語言邏輯，希望閱聽者能得到正確、詳盡、「有

用」的訊息。從「圖像」出發的報章編輯重視圖文的連結與想像，希望閱聽者啟動更多的想

像力來連結圖文。而這種跳躍的、冒險的、隱昧不清又無限拓展的想像力與連結力，讓我們

啟動更大的好奇心，卻也對習於文字閱讀的讀者帶來閱讀理解上的障礙。希望同學在閱讀《安

妮新聞》時能常有遊戲與探索的心情，倘若靈光一現，就抓住靈光的尾巴自在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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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課程採用《安妮新聞》第四期為閱讀文本。課程目的並不是把《安妮新聞》

當作是引導另一個美術創作單元的「素材」或「工具」，而是帶領同學去體會一

個「充滿創意與驚喜」的「驚奇文本」。然而這樣的報章編輯手法卻讓一位長期

推動閱讀的國文老師感到困惑與挑戰。究其原因，我想是因為《安妮新聞》的編

輯舵手是建築與設計背景專長的人才，他們追求美，更追求創意與巧思。這些巧

思表現在主題設定、文章選編、圖文處理、遊戲設計、跨期呈現等編輯手法上，

在在挑戰了文字閱聽者的閱讀習慣。 

在一場校內領域教學成果分享中，音樂科陳友梅老師提供了這樣的回饋：「以

圖像導向的編輯，和傳統文字導向的編輯非常不同，卻很貼近新世代接觸新知的

媒介和閱讀習慣，像網路塊狀的多元畫面呈現，並且運用他們感興趣的元素，例

如迷宮、字詞鏈結遊戲，和時下流行的表情符號，更能引起他們想要繼續閱讀下

去的興趣！」陳老師一語中的說出《安妮新聞》為何能吸引學生的原因！ 

我對於《安妮新聞》美感閱讀課的想像不是國文閱讀，而是讓學生在報章的

素材中看到一個創意的世界，在不按牌理出牌的編輯創意中，學習到用新奇的眼

光、創意的手法來呈現知識。這樣的課程目標並不容易，它一方面要學生認真閱

讀和體會，另一方面又要有新的創意覺察。因此本課程採用學思達教學法，把《安

妮新聞》定義為自學素材，並透過學習單設計來搭設學習鷹架，讓學生透過自學

思考和活動討論，一步步探到課程核心，成為一個能協作、有創意的人。課程中

所展現的學習氛圍出乎預料的良好！ 

第一個案例是，我請學生從〈The Anne Times《安妮新聞》策劃緣由〉一

文中選出自己覺得重要、有共鳴或是感得好奇的三個關鍵字。其中 310 班茅宇

翔同學對芬蘭的「無課綱」計畫感到好奇。他問：「因為台灣教育都有清楚的課

程，學生有明確的學習內容。如果是無課綱，那老師要教什麼？」 

我在回答學生之前，請學生先思考無課綱教育的可能樣貌？學生怎樣學習？

老師怎樣上課？教室是怎樣的氛圍？310 班林仕騰同學主動分享他的觀點：「它

應該是想要讓學生多方嘗試，沒有課本代表學生可以嘗試的東西更多，可以在裡

面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像現在教國文教數學，我們就是單純的只能學這科。你可

以去觀察大自然、或是你想要留在教室裡面畫畫。或者你對數學文科有興趣，你

就去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大家不必侷限在一個單科裡面學習。」從學生的回答裡，

我發現學生對未來的教育樣貌是有想像的！ 

第二個案例是，我請學生選擇一幅名畫及其介紹短文，進行理解後重新下標

題的活動，再讓同學推論此新標題之所指。維拉斯貴茲的「宮女」獲得同學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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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介紹短文用極少的篇幅介紹「宮女」裡的「觀看」與「空間」的關係，是一個

極需要讀者專注於文圖連結相互對照的案例，然而圖片卻是那麼的小。如果按照

過往教學經驗，老師要耗費唇舌去說明畫裡玄機，然而學生卻在極短的自學時間

裡，自行掌握了相關概念，並重新下標為「空間的轉換」。 

下標的 324 班楊惠淳同學是這樣觀察的：「畫中的人都在看前面，但是答案

卻是在畫中的鏡子裡，然而畫家在畫那幅畫，其實他就是在畫我們正在所看的這

幅。」 

至於答對的組別代表 324 班朱媁嬣同學，她是這樣解釋的：「它一開始有說

裡面有很多方形的框框，還有鏡子跟門，及鏡子中的國王和皇后。作家把自己畫

在裡面，但其實他可能是在看這幅畫的作者，就會有一種畫中和現實空間在轉換

的感覺。」 

從以上兩個案例及其他同學的學習表現，以及閱讀時沈靜、表達時活潑的課

堂風景，回扣美感讀報計畫所期望的目標：「安妮她們對於微小平凡事物的好奇

心以及對生命懷抱的熱誠，正是我們對這份報紙的期待：愛、美、勇氣、熱情、

好奇心、求知心、探索力與創造力」，我相信這個讀報課堂確有幫助學生找到微

妙的好奇起點。 

學習是一連串的好奇與探索。未來的學校教育應該轉向不要求每一個學生都

「學會」相同的教材、得到一致的答案。相反的，在多元的教材裡，每一位學生

都在學習的歷程中學會彼此欣賞，允許好奇與摸索，用更長的時間去看待教育的

成效，而不急於在分數/對錯中定錨人生。所以，在這之前，我覺得不管是教育

者或是受教育者，大家最需要的是「勇氣」來面對教育改革！所以如果我要在

〈The Anne Times《安妮新聞》策劃緣由〉一文裡找出我覺得最重要、最有共

鳴的關鍵字，那一定就是「勇氣」！ 

 

三、教師自編《安妮新聞》美感讀報計畫課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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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學】  

閱讀第 2頁〈The Anne Times《安妮新

聞》策劃緣由〉。 

1-2【思考】 

寫下你覺得文章中最重要的三個關鍵字： 

(1) 

(2) 

(3) 

1-3【討論】小組討論分享想法，票選最

佳五個關鍵字寫於白板，貼到黑板上。 

1-4【表達】選擇這五個關鍵字的理由？ 

1-5【統整】老師統整。 

美感讀報計畫  自學素材：《安妮新聞》第 4期 

1 2 
2-1【自學】  

閱讀第 4~5頁〈20世紀以前名畫型錄〉。

名畫作品以時間軸線選件編輯，請務必從

第 1件閱讀到第 12件。記得：閱讀時要

隨時把文字和作品進行對照，千萬別只看

文字不看畫哦~ （看畫也是一種閱讀） 

2-2【思考】 

閱讀後，選擇自己最感興趣的一幅畫，為

它重新下標題。 

注意：你所下的標題能展現你對這幅畫的

觀察、理解、詮釋甚至創新！ 

作品編號：_________ 

 

 

 

3-3【討論】小組討論分享想法。把成員

標題逐一寫於白板，並貼到黑板上。 

3-4【發表】猜猜看，同學所寫的標題是

指哪一幅畫作？為什麼？ 

3-5【統整】老師統整。 

  

 

 

4 
4-1【自學】自選其餘章節自由閱讀。  

4-2【思考】「安妮她們對於微小平凡事物的好奇心以

及對生命懷抱的熱誠，正是我們對這份報紙的期待：

愛、美、勇氣、熱情、好奇心、求知心、探索力與創

造力。」 在你閱讀這份報紙的歷程中，哪個關鍵字

最符合你的學習感受，請圈選並舉例說明原因： 

愛、美、勇氣、熱情、好奇、求知、探索、創造 

我選擇 _________，因為： 

 

 

3-1【自學與思考】嘗試利用第 4~5

頁〈20世紀以前名畫型錄〉的名畫

作品名稱、作者及時代等元素來創

作「字詞鏈結遊戲」。（參考第 2頁

「字詞鏈結遊戲」玩法） 

       

       

       

       

       

       

       

3-2【討論與發表】小組討論，選出

最佳設計並發表。 

3 

班級______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 組別___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