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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 基本資料 

授課教師 
1 

何宗璟 
2 

謝必強 
3 

林宇瑾 
4 

王瑞聞 

教師主授科目 閱讀 閱讀 國數 國數 

施作班級 五年一班；五年二班 

班級數 2班 

學生總數 43名學生 

二、 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安妮新聞-美感･媒感(媒體識讀) 

施作課堂 綜合(閱讀)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五年級 

一、 課程活動簡介 

在這個紙媒體式微的時代，如何增進學生的閱讀能力已成為現階段國

小教育的重要課題，且根據日本調查發現，具有讀報習慣的孩子，國語文

科目考試答對率比未讀報者高出一成，所以先進國家仍看重報紙的教育功

能。 

新課綱中強調跨領域學習，透過安妮新聞這份報紙將資訊有效整理與

分類，並包裝成不同主題，適合做為很多學科教材並同時讓美感教育融入

各領域。 

很榮幸敝校能參與此次計畫，經由教師團隊討論後，我們將課程設計

為兩大主軸-美感與媒感(媒體識讀)，首先規劃讓學生在課前利用晨間閱讀

時間，自由閱覽《安妮新聞》報紙，經由實際五官的感受，讓學生主動發

現這份報紙的與眾不同，進入課堂後再引導學生更具體且有結構的分析《安

妮新聞》這份報紙與傳統報刊不同之處；接著透過簡報讓學生觀看各國街

景、建築、空間設計……等圖片，覺察美感對生活影響的重要性，一系列

美感入門的影片讓學生更有組織去認識美的要素構成。 

在第二主軸-媒感(媒體識讀)這部分的課程，則是選定《安妮新聞》第

四期【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主題融入媒體識讀教育。一開始

由影片觀賞開啟學生對假新聞議題的興趣，接續閱讀報紙文字內容，並分

配任務分組整理重點摘要和上台報告，讓學生由影像的感官刺激最終回到

文字的反思與整合，學生透過報紙主題閱讀的過程，深入認識如何辨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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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以及不論何時在遇到新資訊時能適時提出疑問，檢視資料的可靠性，

而不是一味的盲從。 

閱讀開啟孩子的視野，期許孩子經過這次的課程及活動體驗能對提升

對生活美感的重視及開啟對紙媒的喜愛。 

二、 課程目標 

1. 透過《安妮新聞》報刊體驗美感生活。

2. 藉由「美感入門」的影片，了解美感構成的要素。

3. 閱讀《安妮新聞》主題內容，練習摘要報紙中的報導重點。

4. 認識假新聞，了解虛實並存的世界並能懂得謹慎思辨。

5. 辨識媒體資訊的真實性，覺察自己辨識與防範的方法。

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張） 

自由閱讀《安妮新聞》時間 小組討論發現《安妮新聞》的不同 

用條列式重點記錄自我的想法與發現 觀看圖片了解美的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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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分配任務進行摘要與紀錄 上台發表各組整理的筆記 

統整辨別資訊真實性的步驟 整理主題報導中的重點 

B 課堂流程說明： 

(一)【美感入門-安妮新聞】-2節(80分鐘)

1. 請學生閱讀《安妮新聞》報紙 5-8分鐘(每生有 5份安妮新聞報紙)。

2. 請學生寫下對這份報紙的感覺。

(1) 你喜歡《安妮新聞》這份報紙嗎?

(2) 你覺得這份《安妮新聞》哪個頁面、圖案或內容最能使你感興趣?

3. 請學生說一說。

(1) 分享你剛剛寫下對《安妮新聞》最感興趣的頁面、圖案或內容，再說

說為什麼最能吸引你的注意?

(2) 你覺得這份報紙和傳統報紙的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4. 觀賞「美感是什麼」的影片，說說看你對美的感覺是什麼?

5. 透過「美感入門」的影片，認識生活美感中的色彩、質感、比例、構成。

(二) 【媒體識讀-安妮報紙】-2節(80分鐘)

1. 教師示範閱讀《安妮新聞》第四期(10 May 2020) 第 3 頁《 芬蘭如何

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第二段落-假新聞大戰，仰賴全體公民投入》，並

進行摘要。

2. 分組閱讀不同段落，並利用小白板進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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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體識讀從小學開始，各科目都可以加入。

(2)新聞小偵探、從實作中發現假新聞。

(3)「事實酒吧」與「教育科技程式設計馬拉松」

3. 分組上台分享各個段落的摘要重點，以及你學到什麼。

4. 透過 ppt簡報，深入認識如何辨別假新聞，遇到新資訊時能自我提出疑

問，檢視資料的可靠性。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參與這次的美感智能閱讀計畫時，首先第一眼就被《安妮新聞》這份報紙

的質感所震撼，因為從來沒有想過平凡的報紙也能具有高度的設計品味，仔細觀

看每個版面內容後，更加覺得這份報紙的內容不但十分新穎有趣，同時兼具話題

及深度，不過文字的陳述稍嫌艱深，對偏鄉國小五年級的學生來說，還是頗具難

度及挑戰性，這也增加課程設計上的難度。 

在寒假期間教師團隊就開始著手討論這次的課程內容，在團隊的合作下我們

先選出課程的兩大主軸，一個是美感智能計畫中希望帶給學生美感視野所必須具

備的課程要素，第二個主軸則是在閱讀五期報紙後，選出符合校本閱讀課程中媒

體素養的學習內容，設計出【美感•媒感】這個課程。 

在執行課程時，我們觀察到學生和老師一樣，首先就被如此具有設計美感的

報紙所吸引，不論是色彩質感都與以往印象中的報紙不同，第一眼就抓住學生的

目光和好奇心，不過接踵而來的問題就是文字量和字彙的艱深難度，對大部分的

小五學生來說，獨立閱讀這份報紙仍略顯吃力，所以引導學生讀懂並能摘要這份

報紙的內容，就成為課程中的重頭戲。 

幸好美感教育已深耕多年，在教育部及各大專院校努力積累下，我們不但有

《安妮新聞》這份報紙可以使用，還能搭配《美感入門》影片有系統的介紹給學

生認識-美，並讓學生知道美感與生活的結合其實不如他們原先印象中那麼遙不

可及與昂貴(對偏鄉孩子來說美等於昂貴)，物質無法與都市地區相比的生活，也

讓孩子長期對美的要求降低，甚至認為那是高貴不可及的，透過課程影片中的分

析，以及教師在課堂提問引導，讓學生逐漸了解，美感是一種知能，是一種選擇，

不一定是要花大錢才能擁有，有時甚至因為你開始重視生活的美，使你更懂得如

何去選擇你真正需要而且符合美感的事物，而不是盲目得跟隨流行或是被廣告吸

引而失心瘋的購買和雜亂無章的堆積，造成浪費及居家環境混亂，藉由這次的學

習期許學生將美感融入生活，並成為自身的公民素養，長大後能將此概念落實於

生活和公共事務的選擇。 

第二堂課媒體識讀的部分則結合閱讀課程-摘要的策略運用，分組讓學生去

閱讀指定的段落，減輕學生閱讀的分量，並透過小組合作討論，上台報告自己負

責的段落，運用拼圖法的合作學習模式，在有限的課堂時間中快速掌握芬蘭這個

國家如何從小落實媒體識讀-真假消息的辨別這個觀念。 

觀察學生上台報告的表現後，我們也驚訝的發現，一開始教師群認為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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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紙內容會有極大的閱讀困難，但因為採用分組合作學習法，反而讓學生更

專注自己負責的閱讀段落，再加上討論的過程中，四位教師適時會到各小組去觀

察及協助，所以最後我們發現學生利用小白板摘要的紀錄，是相當能掌握重點，

並且摘要的很清楚，學生在這次的學習中展現驚人的成果，上台報告的表現，讓

授課教師相當肯定，只有短短的時間討論實作，摘要的成果就已經相當有條理，

高度達到這次學習目標，這點讓教師團隊相當有成就感。 

未來在課程設計中，可再增加授課的時數，充分使《安妮新聞》這份報紙發

揮最大的學習功效，這次計畫所提供報紙，教學團隊也一份一份整理妥當收藏，

下一學年會在滾動式修正課程內容，期待更深更廣的學習活動，讓這個計劃不斷

延續，讓孩子未來成為有美感素養及國際觀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