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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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品德教育 

班級數 4 班 

學生總數 17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看圖說故事——閱讀圖像設計 

施作課堂 美術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職業學校    1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次課程藉《安妮新聞》讓學生體驗將故事主題轉化為「平面視覺」的美感經驗，針對

不同科別區分為幼保科、多媒體科與僑生班三種不同的教學活動實施。對於幼保科的學生而

言，擔任對幼兒說故事的角色是其專業訓練過程的一環，故請學生試著將所閱讀到的內容以

「適合供幼兒理解」為前提，設計規劃適合的圖像或互動遊戲。多媒體科的學生則以「將整

份報紙內容轉化為一份完整圖象」為前提，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嘗試運用一個畫面去敘述整份

報紙告訴讀者的重點資訊。針對剛來到臺灣的僑生因為受限於中文問題，恰巧更適合嘗試將

文字內容轉換以圖像的方式來傳遞資訊，故設定其「將一篇文章圖像化」，請其以圖像的方

式表現報紙中某篇感興趣的主題。 

二、課程目標 

 從報紙媒體識讀反思自身成長經驗，分析背後的文化脈絡，培養理性思辨的系統思

考與後設思考素養。 

 藉由圖像情境的繪製與設計，引導學生運用多元視覺符號，針對特定對象以合適的

圖像語彙詮釋生活經驗與人溝通。 

 以分組創作的形式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溝通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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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B 課堂流程說明： 

1. 先請學生分組自由閱讀報紙，討論最感興趣的期別與主題，透過團體討論思考不同圖

像、符號給人的感覺，嘗試分析「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 

2. 教師小結：我們的思考模式都受到文化脈絡的影響，展現在符號、圖像甚至是語言用

字遣詞表達上，如何運用合適的符號與視覺圖像語彙傳達訊息予觀者是重要議題。 

3. 請同學分組針對幼兒 / 中學生 / 家鄉的閱讀者，挑選欲展現的章節 / 期別，以符

號、插畫等圖像設計的方式重現該篇主題或該期報紙重點。 

4. 請同學分組上臺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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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能力培養層面 

請學生說出「這張圖在表達什麼？」時，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能夠回答出個

人的想法，甚至會不約而同有相似的看法。然而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我們

會想的一樣？」或是「為什麼我們會想的不一樣時？」則需要不斷追問，

細細抽絲剝繭背後的文化理解脈絡。上這堂課時，在反覆討論「後設思

考」的抽象概念上花了不少時間。學生往往用較簡單的概念概括，例如提

問為何「火山」會代表憤怒，學生可能會回應「因為他很『火』」，教師

進一步追問，那在非中文使用者或是幼兒認知上，「火山」也能用來代表

「憤怒」嗎？就能引發更多的激盪與迴響。 

2. 符號溝通與圖像表達詮釋層面 

本次實作課程要求學生系統性的閱讀文章後，嘗試以不同的圖像、符號重

新詮釋該篇文章，或是呈現整份報紙重點。此處遇到困難是多數學生會直

覺性地繪製「報紙原插圖」，教師需要從旁提醒，引導學生思考整體畫面

的呈現是否能達到「傳遞資訊」的功能，重新調整圖案甚至是使用簡單的

符號表達主題訴求。於幼保科實施時，特別先討論使用者（幼兒）的閱讀

模式與習慣，亦強調如何透過圖像設計與幼兒的對話情境，部分組別從部

分其別的互動設計中獲得靈感，因此設計出互動性高的圖像遊戲形式，例

如以垃圾桶與垃圾圖像引導幼兒執行「垃圾分類」，即有一組手繪能力較



4 

差的組別，以設計分類垃圾桶的方式，搭配剪下「現成物」，規劃引導幼

兒進行垃圾分類模擬遊戲，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3. 分組合作解決問題能力層面 

本次於 4 個班實施，其中 1 個班以 6 人一組，另外 3 個班以 2 人一組，全

數學生皆能分組共同完成實作作品，唯在上臺發表時發現 2 人一組的班級

介紹內容完整性多半超過 6 人一組的小組，互動創新的概念也多半出自 2

人一組的班級，或許是 6 人的意見反而真的較難統整之故；不過在符號詮

釋上，6 人一組的成果則能較為精準地使用符號，例如使用 youtube 符號

暗示 youtuber、運用簡單的人物造型暗示憂鬱與心理狀態等，或許是在眾

人討論下則能讓符號運用成果更簡化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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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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