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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王煜榕 

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3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彈性學習時間（增廣／補強）微課程 

施作課堂 

（eg.國文） 
表達與策展 

施作總

節數 
12 

教學

對象 
■高級中學    一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安妮新聞版面形式活潑、多元且具美感，教師容易挑選適合的例子，向學生說明「形式」

之於「閱讀理解」的作用，本課程希望藉此開啟學生對「圖文形式的想像與理解」。 

而伴隨新課綱的變革，除了學科素養題型越發生活化、閱讀題型增加、題幹字數也提高；

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亦成為高一新生初次面臨的挑戰。除了需要增進閱讀資訊、找重點的能力，

也需掌握「資料」呈現的要領，才能在短時間內讓自己及他人能「順利擷取重要資訊」。 

本學期開設「表達與策展」微課程，希望在「容易取得知識」、「記憶外包」、「資訊爆

炸」的時代，試圖引導學生善用人類的心智能力、創造力、跨領域處理資訊的能力。近年

「策展」逐漸成為各領域的顯學，考驗的也是人們能不能跨域思考、整合資訊、具有同理

心，並且輸出對社會有啟發、有助益的資訊。 

本課程由美術科與國文科老師協作，以安妮新聞及博館特展內容做為引起動機、形式的

示例及編採素材，讓高一學生能夠藉由「編輯」專欄這般「紙上策展」的的過程，初探「表

達」的奧秘與樂趣。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 學生能理解「策展」是作為溝通表達的一種方式，從觀摩策展到主題刊物的編輯、製

作，展開對自身或社會議題的好奇。 

(二) 學生能運用「階層」及「視覺組塊」的概念，進行圖文的版面編排，達到資訊傳達的

可讀性及形式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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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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觀看安妮新聞第一期太空人專刊 學生比較安妮新聞與傳統報紙的異同 

  

學生觀摩台史博「算。命」特展中將「文獻

資料」轉譯成「互動性」展品 

學生自台史博「算。命」特展中取材，完成

版式設計學習單。 

  

學生自台史博「算。命」特展中取材，完成 學生利用 google 雲端簡報共編製作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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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設計學習單。 

B 課堂流程說明： 

一、 安妮新聞美在哪？ （1 節）： 

(一) 簡介說明報章雜誌、專欄基本版式名詞概念。 

(二) 討論：好的閱讀形式需要那些條件？ 

1. 看封面猜主題。 

2. 版面由哪些元素所構成？ 

3. 最感興趣的是哪一個版面？為什麼吸引你？ 

(三) 比較傳統報紙及安妮新聞的異同差異，並討論「適合閱讀」的「視覺原則」。協助

學生統整出圖文呈現的重點及「易讀」的版面編排原則：包含組塊、標題階層、

圖示、色彩比例等。 

二、 學科夯議題專欄主題發想（3 節）： 

(一) 從腦力激盪「議題關鍵字」聚焦小組主題刊物的核心概念（以安妮新聞第一期為

例，如：太空）。 

(二) 並延伸各「領域學科」（以安妮新聞第一期為例，如:太空 X 科技、太空 X 電影、

太空 X 藝術… …等），引導學生將所接觸的領域知識內容，作為撰寫專欄的興趣起

點。 

(三) 透過「網路」超連結更多知識、資料素材，作為編輯的文本。 

(四) 最後，小組統整資訊並訂定「刊物主題名稱」及「各專欄主題大標題」。(教學材

料：台史博刊物《觀。臺灣》、見域工作室《貢丸湯》) 

三、 從立體策展到紙上策展（2 節）： 

(一) 觀摩台灣歷史博物館策展──「算‧命」歐洲與臺灣的占卜特展，挑選一個最有感覺的展

區、主題，將「空間」的策展轉化為「紙上」策展形式。 

(二) 將版式元素，如：大標題 、小標題、內文、圖（照片、插圖）、圖標及圖說，以「顏色」、

「組塊」的概念，嘗試在學習單上進行版式編輯。 

四、 寂寞的易讀性（2 節）： 

(一) 核心問題：你認為好的排版需要符合哪些要素？ 

(二) 運用《NHK 排版之歌》，提問：影片中做了哪些排版設計的調整？請留意「關鍵

字」。 

(三) 以編輯者的關鍵心法：讀者的大腦式懶惰的！善用「對齊、放大/凸顯、分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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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留空/留白、字型選擇」等排版技巧，在「美感設計」與「易讀性」之間取得

平衡。 

(四) 實作階段運用便利貼，進行版式設計，並且撰寫內容及設計插畫草圖。 

五、 小組主題刊物製作（4 節）： 

(一) 組內分工作為主題專欄的責任編輯，負責撰稿、美術設計及編輯工作。 

(二) 小組將掃描後圖檔及文字內容以 google 雲端簡報共編，完成一小組主題刊物。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本校高一學生先備知識、文化刺激較為淺薄，每個教學單元跟任務，老

師雖認為彼此之間已有連貫的鷹架，但學生並未順利跟上學習的節奏。 

1. 第一個落差是「創意發想」階段，學生不易產生流暢的點子，以至於

主題較為侷限，無法達到教師預期，產出具有像安妮新聞橫跨各領域

專欄的點子。 

2. 第二個落差是「銜接性單元的遷移性」，例如：教師試圖透過觀摩博

物館策展，並搭配版式設計學習單，希望學生能將之學習表現遷移至

下一堂課，由自己負責編輯的專欄主題進行版式設計。學生雖然在前

一節課學習單表現不錯，但當要將學生的表現卻像是「從零開始」，

彷彿前一節課的學習任務不曾來過。此現象需要教師適性調整，預計

未來可拉長課程實施節數，將「內容產出」、「插圖繪製」跟「版面編

排」各自成至少 4 週的教學與實作階段。 

(二) 表達、編輯或策展都需要學科知識奠基，若能召集校內各科老師，盤點

同一年段學習重點，由老師作為編輯核心小組，以策展的概念連結當學

期授予學生的學科知識，最後導入美感設計、整合企劃的能力，學生應

能透過「主題專欄」(其實也是學習歷程檔案)在學習上更有深化的感

觸，並多面向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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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 107 班 黃Ｏ慈同學： 

在這堂課雖然一開始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也不了解到底為什麼

我要選這門課,但後來經過這幾週的時間下來，越來越了解他的含義。表

達與策展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能，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去把想表達的東

西透過紙上的策展來呈現。 

這其中包含排版、顏色、字體大小等,真的是一個非常需要去學習的

東西。這個過程當中還有到台灣歷史博物館去參訪，真的是一個難忘的回

憶。 

(二) 106 班 鄭Ｏ臻同學： 

最大的收獲就是用自己一些自己擅長的方式（ex:繪畫，文字），表達

自己要表達的事。 

(三) 102 班 陳Ｏ妤同學： 

這堂課讓我學到了如何製成吸引大家目光的報刊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