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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江沛航 

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7 班 

學生總數 335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美感閱讀——架構圖繪製與設計 

施作課堂 美術 施作總節數 
每班 2 節 

總節數 12 節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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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安妮新聞美感閱讀課程設計參考前次工作坊美感閱讀與圖像理解之課程活動設計，

時間規劃為二節課，由於高職美術課程中原本即有「設計」單元，本學期亦有執行「美

感與設計課程計畫」之色彩、比例、構成等相關構面，故可整合學生先備經驗，引導學

生進行美感閱讀之文章摘要架構圖設計。請學生在閱讀安妮新聞過後，透過小組討論，

依照主要標題、次要標題、內容重點等三層次，嘗試替喜好的文章整理出內容架構。而

後引導學生注意平面設計中色彩、版面構成、文字大小等設計重點，分組繪製文章摘要

架構圖。手繪能力較佳的班級甚至可以引導學生嘗試進一步融入更多圖像，以圖像為主

的方式呈現文章內容重點。 

二、課程目標 

1. 引導學生進行美感閱讀，並且嘗試梳理文章脈絡與架構。 

2. 透過觀察報紙刊物之版面設計，了解平面設計色彩、比例、構成之應用。 

3. 讓學生掌握色彩、比例、構成重點進行文章摘要架構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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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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探索平面刊物設計 

介紹平面刊物的版面配置，引導學生閱讀刊頭、標題、內文、圖案說明等文字，歸納版面

編排層次邏輯與字體、字級的關係；另外請學生觀察刊物的色彩使用，思考如何透過色彩

營造版面整體感，甚至暗示文章的架構關系。 

2. 分組架構圖繪製與設計 

以分組討論的形式，請學生選擇喜好的文章內容進行文字摘要與架構圖設計繪製，實作時

提醒學生需注意內容層次的展現、版面規劃與色彩統整性。 

3. 成果發表 

請學生派員上臺發表繪製成果，教師給予回饋並做總結。 

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遭遇問題與解決對策 

 在實施時，因為高職學生的閱讀與分析能力較差，部分閱讀理解能力較弱

的班級需要較多時間引導，故在架構圖設計繪製時去除「色彩」要素，引

導學生注意層次、架構以單色進行版面設計。 

 部分閱讀速度和理解能力較差的組別會無法抓到文章的層次，教師需透過

反覆討論，引導學生發掘文字重點，但因為報紙是多個班級共用，無法在

其上直接畫記，故需請學生另外準備回收紙抄寫重點再謄至文章摘要架構

圖上。 

 高職學生對於語文自信較為不足，會因為遲疑而耗費不少時間，教師可盡

量採取鼓勵的方式，引導學生先將想法寫下，再進行文字與句的調整。 

2. 未來教學規劃 

 雖然先前已經進行過色彩、比例、構成等課程，但學生一時之間仍難以馬

上應用於平面設計中，需要一再提醒，故亦可考慮將課程延長為 3 節課，

第二節課先複習曾經學過的平面設計概念。 

 實際執行上 2 節課能夠完成的組別十分有限，此則壓縮到分組發表的時

間，亦可考慮增加一堂課，讓所有組別皆有充足上台發表時間。 

 未來也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彙集全班繪製的文章摘要架構圖，製作成冊

刊物，或是如同一張報紙版面，再將組別合併，請學生思考如何運用圖表

重組成一版報紙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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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學生學習成果 

 學生能思考色彩與造型整體性進行設計 

 學生能考量整體設計近似元素與圖案 

 

 學生能融入職業群科特色以眼影創作 

 

2. 學生學習成效 

 超過六成學生認為閱讀《安妮新聞》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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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七成學生認同能按設計要點，設計文章架構圖 

 

 超過八成學生認同能夠認真投入創作，完成文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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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質性心得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