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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在地美感報紙製作 

 

施作課堂 

 

國文 
施作總節數 

 

約 15 節 

 

教學對象 

 

高級中學 1 年級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試圖以高中國文課的角度，進行跨領域式的美感閱讀教學。課程最初發想，是

以高中國文選文──〈晚遊六橋待月記〉的審美主題、〈雨神眷顧的平原〉的在地主題、以及

〈㇐桿「秤子」〉延伸的日治時期醫療文化史作為起點。教學主軸以美感報紙「安妮新聞」為基

礎，引導學生認識與掌握報紙、美感與在地的相關概念，並使學生據此進行在地美感報紙

創作。 

 

本課程引導學生藉由美感報紙的形式，進行主題策展的編輯組織與文字圖像表達，最

終呈現個人對於在地的探究、認識、觀察與思考。期待學生藉由製作在地美感報紙，提升

個人主題策展的能力（編輯排版的組織能力，與運用文字、圖像的表達能力）、與增進對於

在地的認識與思考。 
 

二、 課程目標 

 

（㇐）使學生認識「美感報紙（安妮新聞）」與「報紙版面構成」的基本概念。 

（二）使學生掌握「美感的基本概念」、「提升美感的方法」與「策展」的概念。 

（三）使學生提升對「在地」的認識與思考。 

（四）使學生藉由製作在地美感報紙，提升主題策展的能力（編輯排版的組織能力，與運

用文字、圖像的表達能力），並藉此呈現個人對於在地的探究、認識、觀察與思考。 

授課教師 林洋毅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科 

施作班級 1 年仁班、1 年愛班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60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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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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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與認識美感報紙 

使學生瀏覽、閱讀、觀察安妮新聞，並藉由教師的說明與提問，認識報紙媒介、美感報

紙安妮新聞與報紙的基本構成，並由教師說明本學期的課程計畫緣起、教學安排與學習任務。 

 

（二）美感前導活動 

1. 閱讀〈藝術很有事第 29 集：再見鄭問〉：從〈出師表〉的教學，延伸到鄭問對三國主

題的創作，使學生對於三國題材的再詮釋、鄭問的生平與其創作美學有基本認識。 

 

2. 閱讀電影《㇐代茶聖千利休》：透過閱讀《㇐代茶聖千利休》與提問，使學生觀察影片

中的美，與嘗試解讀對於千利休的生命、茶道思想的理解，提出對美的觀察與思考。 

 

（三）美感教學 

1. 美感基礎概念：以吳光庭等人主編的《美感入門》為基礎，使學生認識美感的培養歷程、

美感的核心與六大構面。 

 

2. 美感進階概念：以寶琳布朗《哈佛商學院的美學課》第二部「提升你的 AQ」為中心， 帶

領學生思考美感的力量，並說明「調諧、詮釋、策展」等概念，使學生將之與《美感入

們》的概念進行整合，並將之應用在生活與學習表現的主題策展上。 

 

3. 美感應用練習：以奇異果出版社所編高中國文第㇐冊〈項脊軒志〉的插圖為例，透過提

問的方式，使學生運用美感六大構面，對圖像進行觀察、思考與詮釋。 

 

4. 藉由《版面設計學》，使學生認識排版的主要目的，並瞭解版面編排會因對象目的有所

改變的基本概念，繼以版面、圖片、與文字三大方面，擇要展示說明版型範例，使學生能夠

掌握應用在學習表現上。 

 

（四）在地教學 

1. 引起動機： 

 

以《天橋上的魔術師》、《用九柑仔店》、與高中課文〈㇐桿秤子〉閱讀後分享的鬥鬧熱走

唱隊《賴和音樂專輯》，使學生理解感受創作者對在地的重新認識與再創作，並分享台南㇐中

梁佳雯老師指導的「過城」創作，激發學生對在地創作的挑戰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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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在地的方法 

 

首先透過「在地九宮格」與「朴子百問」的活動熱身，使學生初步探索認識在地；其次

以卓翠巒〈彰化訪古早──風土踏查篇〉為例，藉由分析文章結構，讓學生掌握切入在地的

基本架構；最終以朴子在地文史工作者陳俊哲的部落格「朴子郡@生活圈」與「嘉義縣文

化觀光局：探索嘉義」網頁為基礎，讓學生進行探索與認識在地的行動，並藉此選擇想深入

探究的在地主題。 

 

3. 思考在地的形式 

 

以兩本刊物為中心，思考不同切入在地的觀點與架構。首先以《在台北生存的㇐百個理由》

的編輯架構為例，帶領學生掌握本刊物「以文藝青年的身份觀點，表達對城市周遭事物的生活

態度與看法」的概念，並將之遷移到以「高中生的觀點」進行在地的重新觀看與思考。 

 

其次以《地味手帖》這本以地方為中心的雜誌切入，帶領學生認識觀察每期不同的主題

企劃，以及固定的編輯架構與專欄，讓學生發現從不同人、事、時、地、物、風土與技藝， 

切入在地的各種觀察角度，讓學生應用在個人的報紙主題企劃上。 

 

4. 深入在地的內容 

 

以蘇明修的《朴子醫療文化備忘錄》、薰風雜誌第 14 期醫療建築，與日治時期朴子公學

校教師群合著的《朴樹之蔭》，搭配公視「我們的島」：關於日新醫院與濟生醫院的專題，進行

以朴子醫療文化為中心的「認識在地」教學。 

 

（五）學生進行報紙創作與修正 

本部分主要以兩個月為週期，在第㇐次段考後到第三次段考前，進行三次報紙進度繳 

交：分別為進度㇐、進度二、最終版本，與最終版本微調。以兩到三個禮拜為週期，檢視學

生的作品進度，並在過程中，與學生個別進行主題與形式表現上的討論，給予意見與回饋， 

同時掃描部分學生的作品，公開說明創作優秀之處與必須注意修正之處，使學生有參照、修正

的機會。 

 

（六）教師總結回饋與學生省思評鑑 

針對學生的形成性與總結性學習表現給予評價，讓學生在線上分享個人作品互相觀摩， 

教師帶領學生回顧在地美感報紙的教學與學習歷程，最終使學生進行學習歷程檔案的省思評

鑑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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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語文課程如何進行美感與在地教學 

 

1. 從課文主題、課本美感編排切入與延伸 

 

關於國文課如何進行美感與在地教學，建議教師可針對課文的主題切入，也可

帶領學生從課本課文的編排設計、圖像配置進行思考，或進行不同版本，同樣課目

的編排比較。若以本教案為例，整體思考是從高中課文〈晚遊六橋待月記〉切入審美

與千利休、〈出師表〉切入鄭問與三國、〈雨神眷顧的平原〉切入在地、 

〈㇐桿秤子〉切入日治時期醫療文化史。 
 

2. 從給予內容到給予框架、資源 

 

由於美感與在地主題對國文老師而言，並非本科專業能力，備課過程中多少

會有力有未逮之感。在美感教學方面，建議可先借助《美感入門》，建立基本美

感觀念與知識；在地方面，若在轉化在地的內容傳遞地給學生上時間心力有限， 建

議可以帶領學生藉由文本的編輯，觀看思考框架（例如雜誌、書籍如何呈現編輯

在地主題）、或是給予學生資源進行探索探究（例如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部落格、官

方的文化觀光宣傳網站），可能是另㇐種切入在地的角度。 

 

3. 結合口語、文字表達的訓練 

 

文字與圖像同屬於表達媒介之㇐，將圖像表達與文字表達結合，是國文課在

訓練美感閱讀上的㇐大優勢；學生在針對作品進行發表時，亦可同時訓練口語表

達能力。此外，美感的要素：質感、比例、構成、色彩，其實與國文的感官書寫

表達相輔相成、結構與比例的配置方面，也與書寫的主題意識有異曲同工之妙， 兩

者其實可互相詮釋。 

 

（二）教學方法的反思 

 

1. 以任務性與互動性增進教學效果 

 

美感與在地都有傳遞知識性與技能方面的內容，建議在教學設計上除了講述

之外，能將知識與技能的教學轉化為任務性或互動性的形式，較能有效增進教學效

果。 

 

2. 作業滾動式修正與對話觀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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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學生作品經過三次的繳交與修正，再過程中與教師進行作品的討論對話

並觀摩同儕的作品與聆聽解說與講評，對於作品的修正與最終的呈現有很大的幫

助。建議教師若時間充裕，可以參考此㇐方式進行教學。 

 

3. 發揮學生多元特質，增進小組化的合作 

 

本次作業相對來說，圖像表達能力較佳的學生仍具有㇐定優勢，建議在教學

上可以進㇐步設計讓不同特質的學生都有發揮的空間的學習任務，或是增加小組

合作的學習任務，讓學生在主題探究上，能夠展現進行更多元的思考與對話。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學習心得 

1. 我最喜歡的課程是看班上或是別班同學的作品，有㇐種欣賞畫展的感覺，每

㇐次成果驗收都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每㇐次都有被激勵到。老師也會針對每

㇐個作品講評，也會給我們更多的建議和想法，對於我設計報紙時有很大的

幫助。（婉怡） 

 

2. 跟老師的對話讓我更明確自己的主題，老師給我們個別的建議，幫我們分析

主題的焦點分別在哪，讓我們更確定自己想要表達呈現的作品方向，並且分

享每個同學不同階段的作品，讓我們對自己的作品多㇐點想法。（愷伶） 

 

3. 自己排版完之後，我腦袋就㇐片空白了。老師跟我討論作品，讓我更有目標， 老

師會利用「為什麼」來帶出我們真正想做的東西，讓我們不只是只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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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的文章。我真的覺得以問題來帶出問題，然後細分從大問題到小問題

來問，更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孟涵） 

 

4. 老師讓我們參考各種不同類型的報紙、雜誌、圖畫等，在其中總是能看見創

意和理念，在每㇐件作品中，也使我對於美有全新的感受。老師並且善於㇐

步步的激發我們的想像力，並對於我們的作品能很快的指出缺陷，並提出改

進方法。美感課程讓我理解美感不是從單㇐角度去看待，我能夠試著調諧對

環境的敏銳度，並多元的詮釋它。（士瑋） 

 

5. 這份作業讓我了解呈現㇐個主題時，不能過於注重表面意象的刻畫，這樣重

點會無法凸顯，或者無法讓人明瞭內容，跟老師的對話讓我知道哪些地方需

要修正、怎麼呈現主題更好、看見自己的盲點、還有㇐些如何看待事情的態

度。 

 

老師從內文、排版到學習歷程都帶著我們如何做，對報紙主題沒有想法時也

提供意見和資源給我們參考，真的獲益良多！還有在中間檢查進度，而不是

㇐次收，也讓拖延症的人不得不動筆，每次都畫㇐點，讓最後的成品更好。 

（佩婷） 

 

6. 通過這次的作業，我發現要在排版與設計美感兩件事做取捨是很不容易的。

要有想法已經很難，還要在有限的空間中，發揮自己的想像力。過程中，我

發現了很多我排版上的不足，還有很多我沒有想到的部分，讓我發現在排版

的時候應該多想很多層面，每㇐個地方每㇐個角落的安排都有它的意義。 

 

我覺得在上課的時候學習美感這件事讓我學習到很多，平時不太會去注意的

人事物，通過這堂課之後，讓我學會從另㇐個角度去欣賞與觀察每件事物的

美，讓我學習到，原來美是㇐直存在於我們身邊的，只要去仔細觀察，都會

發現很多事情是很美的。（芊綾） 

 

7. 我最喜歡的課程是閱讀安妮新聞。我其實不是很愛看新聞，因為我認為新聞

的生產大多都是為了騙熱度，不過安妮新聞讓我改觀，或許是多虧了其中的

文青氣息。閱讀這份不㇐樣的報紙真的有吸引到我，讓我想多看看，甚至之

後自己創作。 

 

課程中，我覺得對我最有用的是美感設計，其中的排版算是幫助最大的。我

覺得在設計這部份，大多數人很會畫插畫，但是如何安排圖形和文字卻不是

人人都有概念，所以當初排版學完後，其實我收穫滿大的。後來其他課有需

要做簡報或是安排架構方面，我發現自己的文字變得不那麼緊湊，同時在插 



12 
 

畫的安排上也有所進步。整堂課下來，我感覺自己能從生活中發現更多的「美」， 算

是對於很多事物都變得更敏銳了，也懂得要從什麼面向去看待「美」。 

 

老師在用㇐些例子引導學生的興趣真的是很成功，比起直接跟同學說要我們

做，引起我們的注意真的好很多，然後給我們看班上的範例也是很有幫助， 

避免了我們像無頭蒼蠅不知道該做出甚麼成品，心中有㇐個底，然後漸進式

的看進度也是幫助很大，不會有那種㇐次要交出來的壓迫感，並且在各個階

段都能有老師的建議。（玉坤） 

 

（二）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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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 基本資料 

授課教師 林麗容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施作班級 普高一忠班 

班級數 4 班 

學生總數 126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在地文化之美 

施作課堂 
國語文、專題寫作、班

會、班及團體活動 
施作總節數 8 教學對象 □高級中學 1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因為剛好有微電影講習，朴子市在地攝影師攝影展，故藉由攝影訓練學生審美概念，

並配合第二冊相關文本晚遊六橋待月記講解何謂獨特審美概念，及簡媜與神眷顧的平

原、卓翠鑾〈彰化訪古早──風土踏查篇〉文章為例和介紹瀏覽並記錄在地文史工作者

陳俊哲的部落格「朴子郡@生活圈」，讓學生掌握切入在地的基本框架，最後請陳俊哲

老師蒞班導讀配天宮廟宇建築特色，讓學生認識廟宇之美與並親自踏查探索配天宮，

並選擇想深入探究的在地文化之美主題。 

二、 課程目標 

1. 認識「美感報紙（安妮新聞）」「大誌雜誌」與「報紙版面構成」的基本概念。 

2. 掌握「美感的基本概念」、「提升美感的方法」的概念。 

3. 提升對「在地」的認識與思考。 

4. （四）能製作在地美感報紙（編輯排版的組織能力，與運用文字、圖像的表達能力），

並藉此呈現個人對於在地的認識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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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一部分 

題目：「金」生「金」世(慈穎) 

莒光樓上遠眺一水之隔，想像昨日的炮聲隆 隆，

烽火連天；今夜兩岸的萬家燈火如悄然綻放的曇

花，祝願生機不滅，永保和平。 

無論經過多少個寒風侵肌、焦沙爛石的日子，都 願意

一直佇立在這裡，等你的歸來。(羿臻) 

  

題目：扛(玄嘉) 

在過去的日子裡我一直站在這裡，即便是在美軍的

掃射下我也沒有倒下，我不能倒下，只因我是他們

生命的源泉。 

水道頭 
 

B 課堂流程說明： 

(一)美感前導活動 

1、109-1 寒假作業：圖文並茂 

雕塑家羅丹曾說：「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當我們用鏡頭代替了眼睛之後，

自然應當明白，決定「是否能發現美」的是鏡頭後面的頭腦和心靈。請利用鏡頭詮釋你以頭腦與心

靈發現的美，並用四句左右(或者十句以下)的文詞去形容或定義，賦予這張照片圖文並茂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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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1 寒假作業：分組在地走春(疫情關係，以網路搜尋資料為主，出門探查為輔) 

以學校所在朴子市在地的食衣住行育樂介紹為主，網頁以在地文史工作者陳俊哲的部落格「朴

子郡@生活圈」與「嘉義縣文化觀光局：探索嘉義」推薦，開學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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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二部分： 

  

  

  
 

B 課堂流程說明： 

(二) 閱讀與認識美感報紙、大誌雜誌 

1、109-1 寒假作業：圖文並茂 

讓學生瀏覽、閱讀、觀察安妮新聞、大誌雜誌，並藉由教師的說明與提問，認識平面媒介、美感報紙內

容的基本構成。並以大誌 2019/04/01 109 期 05Edits 專訪 Flaneur 總編輯﹤讓做雜誌這件事變得稍

微不那麼舒適﹥一文切入如何規畫主題、聚焦內容。接著由教師說明本學期的美感課程計畫緣起、教學

安排與學習任務。 

導讀完安妮新聞初版，再讓學生自己閱讀大誌，並寫學習單，發現大誌與安妮兩種出版品的不同。 



5 

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三部分之 1： 

  

 

攝影家夾腳拖先生黃老師建議聚焦的照片，去掉雜蕪，主

題更鮮明。 

 

學生(思穎)發表第一次拍攝作品 
攝影家夾腳拖先生黃一盛攝影展，每幅作品都附有拍攝

技巧說明 

 

 

閔其慰老師攝影臉粉專指導推薦作品 學生模仿黃老師鏡面倒影拍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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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其慰老師蒞校講習攝影微電影拍攝 學生模仿黃老師鏡面倒影拍攝技巧 
 

B 課堂流程說明： 

（三）美感教學 

1 美感基礎概念： 

學習單：第一次拍攝校園最美的一隅 

學生人手一機，審美眼光各有獨特想法，提供較知名攝影教學網頁，例如手機拍出好照片(閔其慰攝影

學園)，朴子在地攝影家夾腳拖先生黃一盛攝影展，教導學生拍出好作品，讓學生認識美感的核 心，培

養美感。 

鼓勵學生參加閔其慰老師蒞校講習的攝影課程 

帶少數學生出席夾腳拖先生黃攝影展，以學生校園最美一隅照片請教黃老師指正。 

學習單：第二次修正校園最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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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三部分之 2： 

  

  

〈晚遊六橋待月記〉《文學的感知與素養》課中小組

討論學習單 

課後學習單，小組需派組員上臺發表 

學生討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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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三）美感教學 

2  美感進階概念： 

請林洋毅老師以寶琳布朗《哈佛商學院的美學課》第二部「提升你的 AQ」為中心，帶領學生思

考美感的力量，並說明「調諧、詮釋、策展」等概念，並將之應用在生活與學習表現。 

1. 調諧：培養自己對環境以及環境所產生的刺激後更敏銳的意識。 

2. 詮釋：把自己對感官刺激後的情緒反應，轉譯成自己對美感立場偏好的基礎。 

3. 策展：組織、整合以及編輯廣泛多樣的訊息和理念，來達成最大的目的—無論寫作或個

人特色的塑造。 

3  美感應用練習： 

藉由高中國文第二冊〈晚遊六橋待月記〉的學習，挖掘獨特的審美品味。晚明小品，是體現晚明

美學思潮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參考翰林出版，卓翠鑾編著的《文學的感知與素養》學習單問題帶

入簡單的美學觀念，讓學生閱讀理解文本之外，也能習得審美的知識與技能，進而鍛鍊美感力。 

「遊觀」一詞，始見於《荀子‧君道》，意為「遊覽」，在範圍上涵蓋長時程、遠距離的旅行，以及

短時間、近距離的攬勝遊逛活動。遊觀盛行是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透過對於遊觀現象的分析，

可以揭示當時社會的生活及其心態。 

遊觀經驗中，除發現一個不斷被開拓的新世界，又可透過本身的技藝，如文學創作、藝術創作等，

各自表現出人對於空間、時間變化的感知，以此體認、構連自我與世界的關係。晚明時代，遊觀是

一種審美的鍛鍊。對文人而言，美是一種人生境界，審美是一種人生實踐，更是一種存在方 式，

同時也和其他實踐活動一起，共同構成了人的「在世」存在方式的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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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第四部分之 1： 

  

  
 

B 課堂流程說明： 

（四）在地教學 

1 引起動機： 

以羅伯沃克《觀察的藝術》讓學生留心，培養觀察力。 

觀察三步驟 How to see → How I see → See for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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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第四部分之 2： 

  

  

  

 

週記書寫在地文史工作者陳俊哲的部落格「朴子郡@生

活圈」印象最深刻的在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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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子文史工作者陳俊哲老師蒞班導讀配天宮廟宇建築

特色 

 

課後執行踏查活動 

   

大耳香爐與黑狗精 錯誤的石獅 扛廟角的日本人 
 

B 課堂流程說明： 

（四）在地教學 

2 認識在地的方法： 

寒假已透過「在地走春」的活動熱身，使學生初步探索認識朴子市； 

週記記錄瀏覽在地文史工作者陳俊哲的部落格「朴子郡@生活圈」印象最深刻的在地報導其次以

卓翠巒〈彰化訪古早──風土踏查篇〉文章為例，讓學生掌握切入在地的基本框架；最後請朴子文

史工作者陳俊哲老師蒞班導讀配天宮廟宇建築特色，讓學生認識廟宇之美與並親自踏查探索配天

宮，並選擇想深入探究的在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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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照片與課堂流程說明： 

第五部分： 

學生進行報紙創作與修正 

5/19 疫情嚴峻停課，此項課程停止。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針對學生的形成性學習表現給予評價，學生能在課堂上分享個人作品互相觀

摩，教師能回饋學生對於美感學習，無法作總結性評量，遺憾沒能讓學生應

用在個人的報紙主題企劃與編輯排版，並進行學習歷程檔案的省思評鑑與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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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評量重點： 

（一）審美品味的獨特性 

（二）運用文字、圖像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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