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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鳳西國中 

授課教師 陳宜政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58 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靈誀新聞報——當上帝創造我時忘了加點…… 

施作課堂 國文 施作總節數 3~5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7、8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為國文科融入式教學，以國中學生一學期分割為三次段考之有限時間內，進行讀報

及課外書籍並撰寫自編「閱讀紀錄單」，並完成《靈誀新聞報》(OZ TIMES)。 

本學期閱讀安妮新聞報 6~10 期，由於七年級學生剛進入國中校園尚在適應環境，故第一

次段考前先閱讀第 6 期，第二次段考前閱讀第 7、8 期，第三次段考前則閱讀第 9、10 期；八

年級學生則倒著順序讀，第一次段考前先讀第 7、8 期，第二次段考前則閱讀第 9、10 期，第

三次段考前則因未參與大露營，故只閱讀第 6 期。 

    七上康軒版國文課本範文選錄胡適〈差不多先生傳〉，胡適以虛構人物之寓言故事，諷喻

國人不知精準實證，藉以匡正時弊，倡導民主與科學；八上康軒版國文課本範文則選錄陶淵明

〈五柳先生傳〉，陶淵明假藉他傳五柳先生實為闡明心志，於混亂之時不為五斗米折腰，為「任

真自得」下了最佳註解。 

    學生於課堂上習得部編本「紀傳體」語文知識，於課間閱讀《安妮新聞報》，撰寫「閱讀

單」，並透過老師引導，獨自設計一份《靈誀新聞報》(OZ TIMES)，主題為「當神創造我時，

忘了加點……」梗圖及「完美與不完美自己」陳述，最後完成一篇寫作〈當神創造我時忘了加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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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一) 藉由國文課本範文〈差不多先生傳〉、〈五柳先生傳〉習得紀傳體。 

(二) 閱讀《安妮新聞報》感知圖文設計之要點並感知手寫創作之溫度。 

(三) 設計學生喜愛之網路梗圖以拉近學生距離並減少對於寫作之恐懼。 

(四) 獨立製作並安排自己的專刊《靈誀新聞報·當神創造我時忘了加點》。 

(五) 透過《靈誀新聞報》引導完成一篇寫作〈當神創造我時忘了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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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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一說明：閱讀時發現第 9、10 期封面正好為紅、綠色，在聖誕節前夕，課堂上發下報

紙閱讀，色彩十分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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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說明：孩子們人手各一份紅綠封面報紙，教室頓時成為聖誕 PARTY 風。 

 

照片三說明：閱讀報紙也可以歡樂無比，順應時代美學風尚，孩子們覺得「潮」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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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四說明：顯微鏡下世界，人看物？亦或物看人？微觀？巨觀？ 

 

照片五說明：哪一份報紙可以將顯微鏡下的世界，色彩奪目，成為另一個美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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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六說明：閱讀〈食衣住行：環保入門指南〉，了解守護環境的方法及重要性。 

 

照片七說明：輕鬆習染 108 課綱強調「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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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八說明：課堂臨時票選最喜愛的封面設計，學生直接舉起報紙，比比哪個票數多。 
 

B 課堂流程說明： 

1.時間安排： 

    由於本報紙內容繁多，安排學生於課餘閒暇自行閱讀，每一次只給兩份報紙閱讀。國中

學生課業繁重，部編本教材段考進度壓力，因此安排以學期段考為區間，每一位學生一次閱

讀兩分。本課程安排七、八年級交換讀報，本學期閱讀安妮新聞報 6~10 期，由於七年級學

生剛進入國中校園尚在適應環境，故第一次段考前先閱讀第 6 期，第二次段考前閱讀第 7、

8 期，第三次段考前則閱讀第 9、10 期；八年級學生則倒著順序讀，第一次段考前先讀第 7、

8 期，第二次段考前則閱讀第 9、10 期，第三次段考前則因未參與大露營，故只閱讀第 6 期。 

2.課程規劃： 

    本校國文科一週有五節課，並規劃一堂彈性時間：七年級為「我愛閱世界」、八年級為

「快樂交響閱」。筆者於正式課程中配合學生段考進度，進行部編版國文教材之教學，至於

彈性課程則進行由本校國文老師自編課外閱讀教材，並配合校本研發「食育計畫」進行多元

課程，再者筆者更以「時事」、「節令」、「歷史」、「文化」，隨時隨地進行美感教育，

而《安妮新聞報》(Anne Times)則成為筆者藉由閱讀及其他校園活動推廣美感教育之良器。 

   本學期學生習得人物傳記之寫作。七上康軒版國文課本範文選錄胡適〈差不多先生傳〉，

胡適以虛構人物之寓言故事，諷喻國人不知精準實證，藉以匡正時弊，倡導民主與科學；八

上康軒版國文課本範文則選錄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陶淵明假藉他傳五柳先生實為闡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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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於混亂之時不為五斗米折腰，為「任真自得」下了最佳註解。 

    學生於正式課程課堂上習得部編本「紀傳體」語文知識，於課間閱讀《安妮新聞報》，

撰寫「閱讀單」，並透過老師自編教材之引導，獨自設計一份《靈誀新聞報》(OZ TIMES)，

主題為「當神創造我時，忘了加點……」梗圖及「完美與不完美自己」陳述，最後完成一篇寫

作〈當神創造我時，忘了加點……〉。 

3.教師自編教材： 

    筆者自擬一份空白《靈誀新聞報》(OZ TIMES)之格式，並定義命名由來，故本分班刊之

發刊詞則為： 

    靈，意味著「靈魂」；誀，「言」加上「耳」，則有「引誘」的意思。這份觀點報紙，

除了吸引讀者目光，還希望引誘讀者的靈魂，深入剖析屬於我們 02 班青少年的理性與感性

觀點。英文刊名 THE OZ TIMES，則是 OPINION ZONE(觀點區域)的英文字母縮寫，代表我

們的練習發言，是邁向成為一位有理性，能為自己發言負責公民的起步。OZ 也形似 02，更

是人頭與身形的結合，象徵我們虔誠崇敬大自然的與人類社會的決心。 

    每一期的發行，將配合我們的班級活動或國文科教學主軸目標。快跟著我們一起「靈誀、

靈誀」吧！ 

    閱讀，美好！我們閱讀教育部美感智能報［安妮新聞］而發想設計本報。 

學生配合國文主題教學，適時進行撰寫並獨立設計本報。 

4.學生圖文撰稿： 

    配合部編本紀傳體教材，設計訓練學生寫自傳的能力。筆者先安排學生於課間自行閱讀

《安妮新聞報》(Anne Times)，再於一~二節「彈性時間」(閱讀)課堂，進行筆者自編之教

材，《靈誀新聞報》(OZ Times)，本報第一期之主題配合「紀傳體」之學習，又不想太傳統

八股地從其歷史沿革進行教學，故筆者搜尋了相當受學生歡迎的網路梗圖軟體，並編輯了為

「當神創造我時忘了加點……」引導式學習單，其空白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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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本寫作訓練： 

    經過引導學習單《靈誀新聞報》(OZ Times)「上帝創造我時忘了加點……」之撰寫，學生

必須回歸傳統課程「寫作訓練」，因此每一位學生在課程結束前定要完成作文〈當神創造我

時忘了加點……〉稿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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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融入式課程門檻低，對於課業繁重的國中教學現場較容易操作。 

    國中學生有段考進度壓力，因此透過融入式課程，不影響段考進度課程之安

排，於彈性時間操作，能增加課程的深度、豐富與趣味，學生與教師較不會有壓

力及負擔。 

(二) 不限定選擇哪一篇文本撰寫閱讀心得，學生較能發揮自己特長。 

    學生於課間讀報，能依照自己的速度與學習方式進行，而教師則以口頭提問

或學生之心得報告進行評鑑，以了解學生之學習效果。 

(三) 報紙色彩斑斕，內容符應時事，從多元角度打破時空吸引讀者。 

    不可諱言，現在的 E 世代大多是「外貌」協會成員，如果能從色彩圖像吸引

小讀者進行閱讀，何樂而不為？再者，筆者進行「閱讀」與「美感」教學已行之

有年，如果能從一份專業設計師手中所設計的報紙進行閱讀，這對筆者而言確實

是教學利器，何況這份報紙不只有文本與色彩、圖樣，更有吸引小讀者的紙上遊

戲，增添閱讀樂趣，刺激美感視覺和文本解讀與分析。 

(四) 青少年得以放下手機進行讀報，實因能將深刻知識圖像系統化。 

    現代的青少年於閒暇之時，大多以手遊填塞空閒時間，因此已經習慣性接受

視覺圖像刺激，趣味性極高；課本或教材大多以文字組成，知識性較強但趣味性

低。《安妮新聞報》則兼具知識性與趣味性，這兩年 covid-19 疫情嚴峻，將「新

冠病毒」放大圖示，並將過去歷史中曾發生人類傷亡慘重的病毒做一陳列，以疾

病史的方式讓學生了解病毒，更含有美術史裡畫家對病毒的詮釋。 

(五) 本課程設計之步驟及流程經過施行，仍有操作細節宜需再補充。 

    本課程由筆者設計報紙架構，於課堂實際施行後，筆者發現學生對於「認識

自己」仍需要多一些引導，不知是否因為媒體推波助瀾，加上青少年對於自己的

外觀較為在意，回收學生作答反應後，發現大多數學生寫「不完美」的自己多描

述外觀，或個性上拖拉的毛病。由此可見，筆者在設計提問仍需多一些細節與階

梯，才更能有效地協助學生精準「認識自己」，並得以改善成為「完美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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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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