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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 基本資料 

 
授課教師 

1 
蘇芷瑩 

2 
 

3 
 

4 
 

教師主授科⺫ 美術    
施作班級 
（eg. 9 年 1 班） 

全⾼中⼀年級（除卻數理科技實驗班、體育班兩班） 
及 302、306 

班級數 15 班 
學⽣總數 319 名學⽣ 

 

⼆、課程概要與⺫標 

課程名稱：安妮⼼中的⼩宇宙 

施作課堂 
（eg.國⽂） 美術 施作總節

數 8 教學對象 

□國⺠⼩學          年級  
□國⺠中學          年級 
■⾼級中學    ⼀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課程活動簡介： 
 
    整體課程設計上希望學⽣能發掘各⾃內⼼深感興趣的⼀個⼩宇宙，並透過藝
術創作的呈現形態，將這份熱忱分享給他⼈。 
    如同安妮新聞的每⼀期主題，探討⾃然、社會、個⼈等多元內容，藉由不同
的⾓度切⼊專欄報導，層層扣合該期延伸發展的相關性議題；因此，⼀開始發放
安妮新聞給同學⾃⾏閱讀和分享，欣賞其中的報導內涵與編排⼿法，加以進⾏引
導，再挪移思考在個⼈創作上的整體規劃。 
    此次的創作是藉由現成的鞋盒空間來創造⼀個微型展覽，⽽後在實體創作之
前先⾏蒐集與其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學習使⽤線上免費的編輯設計平台，將資料
進⾏版⾯編排之統整程序，最後在作品的呈現中附上整理後資料的 QR code 進
⾏說明與研讀，使觀看者能夠有較完整的理解那份潛藏在每個創作者⼼中的⼩宇
宙。 

 ⼆、課程⺫標（條列式） 
     1.透過安妮新聞的閱讀，認識多元領域的內涵，且藉由刊物版⾯的引導，體驗不同的 
      視覺美感經驗。 
     2.能夠從⾃我、社會與⾃然環境的關係中，發掘創作的主題與想法。 
     3.認識版⾯編排的基本原理，進⽽嘗試資料統整並作完善安排規劃。 
     4.認識不同材料特性，綜合運⽤多種媒材，表現具獨創性的作品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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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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系列課程以四個部分循序漸進加以建構：  
 （1）分析：第⼀、⼆堂課，先以「安妮⼼中的⼩宇宙」專題命名為引導，引起學⽣對於「安 
            妮」的好奇，接著進⾏整體課程的學習⺫標與步驟進⾏分享，隨後發下五期安 
            妮新聞給予⼤家⾃由欣賞時間，選取⾃⼰感興趣的期數進⾏閱讀，並搭配學習     
            單的引導分析，了解安妮新聞出刊的緣由、主題的選擇與畫⾯安排，進⾏重點 
            書寫與分享。 
 （2）策劃：第三、四堂課，在了解每期安妮新聞皆由⼀個主題拓展出相關專欄的報導，並 
            採取⽔平性的資料統整後，開始引導學⽣以「安妮」所賦予對世界不同⾯向的 
            好奇與熱情的⾓⾊出發，發掘⾃我⼼中對於哪些事物、議題有所觸動，進⽽著 
            ⼿開始策劃往後的創作藍圖，並欣賞範例說明隨後創作的⼤⽅向及型態內容。 
            當個⼈有明確⽅向後，開始進⾏資料的蒐集與統整，帶領學⽣前往電腦教室進 
            ⾏線上編輯平台的教學，認識版⾯設計的基本原理與操作。 
 （3）執⾏：第五、六、七堂課，準備材料、⼯具，並說明不同材料的特性與複合性運⽤應 
            注意的重點提醒，以每個⼈各⾃的主題出發進⾏個別引導與建議的實作時間。 
 （4）呈現：第⼋節課，將同學的作品彙整以進⾏分享交流，在同時間可以看到同學間各⾃ 
            的投⼊與對⽣活的所感，刺激彼此的視界也收獲各⾃的精彩。 

 

⼆、教學觀察與反思 

     1.學⽣的反饋普遍驚喜且喜愛，不同於⼀般制式的知識書，⽽是透過趣味 
      的專題、互動的形態、具美感的編排來帶領學習事物，⼤多給予正向的肯 
      定。 
     2.因為本次⽀援的為每⼈發放五期的刊物，在規劃課程的時間與空間無法 
      每期都深⼊介紹分享，是較為可惜之處，所以採取⾃由型態讓學⽣⾃⾏閱 
      讀理解，但也因為可以⼀次看遍五期不同的內涵，在之後的主題引導上可 
      以更加多元與個⼈化。 
     3. 在資源到位情況下，若是以單期深⼊介紹，可以跨領域的選修課程與不 
      同教師社群進⾏整學期共備規劃，探索專題⾯向會更加扎實。 
     4.中段課程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教學，因此在過程回饋及問題解決的即時 
      性較為不⾜，⽽各⾃在家學習也考驗學⽣的執⾏及應變能⼒，⽼師對於整 
      體學習的了解與掌握也隱藏⼀些不確定性，但也因為如此，可以看到許多 
      不同於在校園制式教室中的驚喜之作，引發思考在⽣活周遭中許多可以善 
      ⽤的材料與創作模式，或許更加的有⽣命⼒！ 
 

 



4	

三、學⽣學習⼼得與成果 

     1.學習成果 / 線上展覽之部分作品 

 

 
      
 
 
     2.學習⼼得 / Google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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