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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洪培玲 

教師主授科目 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13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以我之眼，察性別日常 

施作課堂 
社會、藝術

與人文 
施作總節數 

社會 4 

藝文 2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此次運用《安妮新聞》計畫來進行跨領域學習，除了美感經驗、閱讀策略及議題融入教

學之外，也帶入新課綱之核心素養，在學習活動設計上能與生活情境有緊密連結與互動的

關係。 

社會領域部分：首先運用《安妮新聞》第七期【用垃圾蓋學校-一次一個塑膠磚】，進行了自

由閱覽、發表感想、長文閱讀、以關鍵字統整概念等課程，主要是此篇文章同時符合「社會

變遷」單元中的社會轉型、性別新關係，以及「福爾摩沙我的家」單元中的環境行動。考慮

到學生初始經驗、語文程度及文章篇幅較長，因此實際教學時是將文章放大影印成兩篇，分

兩節操作。 

    再來是以《安妮新聞》第九期【廣告糾察隊】延續以關鍵字統整文章概念和媒體識讀部

分，尤其是家庭角色及職業選擇等，進行生活檢視和自我覺察性別刻板印象等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生已參與過蕭壠文化園區「2021 藝術紮根-生活影音部落格」線上課

程，接觸過拍攝影片所需分鏡圖、取景等概念。此次以《安妮新聞》【廣告糾察隊】中提及的

四部廣告為媒材，讓學生以性別平等觀點，練習重製廣告分鏡圖，並發表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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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1. 經由《安妮新聞》感受美感閱讀經驗。 

2. 藉由讀報去了解國內外社會變遷對家庭與女性的影響。 

3. 探究《安妮新聞》之主題文章，覺察日常生活中隱含的刻板印象，並瞭解家庭分工

與職業選擇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4.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嘗試完成融入性別議題之有規畫及自我想法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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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安妮新聞》初體驗 從封面設計、顏色等角度，發表感想 

  

找出【用垃圾蓋學校-一次一個塑膠磚】文章

中關鍵字 
各組發表歸納出關鍵字 

  
以螢光筆輔助，找出【廣告糾察隊】文章中

關鍵字 

考慮到資源永續及實地操作便利性，將文章

影印放大供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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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板搜尋市面上日用品相關廣告 觀看媒體識讀的影片 
 

B 課堂流程說明： 

社會領域第一~二節課（80 分鐘） 

1. 發下《安妮新聞》第七期，簡要說明《安妮新聞》計畫。 

2. 自由翻閱報紙，教師引導學生從整體印象、封面設計、刊頭、版面、顏色等各種

角度，請學生發表初體驗的感覺以及較感興趣的文章。 

3. 請學生略讀【用垃圾蓋學校-一次一個塑膠磚】一文。 

4. 發下已放大影印的半篇文章，分段朗讀後由個人找出關鍵字 10 個寫在便利貼上，

再將便利貼貼在各組大張書面紙上，接著分組討論、歸納出 5 個關鍵字及一個大

標題。 

5. 各組發表自己組別的關鍵字及大標題。 

6. 教師歸納統整概念。 

社會領域第三~四節課（80 分鐘） 

1. 發下《安妮新聞》第七期【用垃圾蓋學校-一次一個塑膠磚】已放大影印的後

半篇文 章，閱讀文章後找出關鍵字 5 個並用螢光筆標出，共同討論及發表。 



5 

2. 發下《安妮新聞》第九期，自由翻閱。自由發表：本期報紙的主題是什麼？除

了文字，找一找還有哪些設計去呼應主題？ 

3. 請學生略讀【廣告糾察隊】，接著發下已放大影印的文章，在【全職媽媽】、

【你算什麼男人】、【全家不是你家】、【自然就是美？】各段落中找出關鍵

字 5 個並用螢光筆標出。 

4. 共同討論：各段落文章觀點是什麼？個人的經驗及想法？ 

5. 以平板搜尋日用品相關廣告，了解廣告中可能隱藏的價值觀。 

6. 教師總結。 

藝文第一~二節課（80 分鐘） 

1. 觀看媒體識讀的影片，。 

2. 複習分鏡圖的畫法 

3. 發下《安妮新聞》第九期，請學生試著以性別平等的觀點修正廣告，並畫出四

格分鏡圖。或者自己另外設計一個跟日用品相關的廣告。 

4. 作品展示及發表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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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初接觸《安妮新聞》時，考慮到美感經驗、偏遠小校學生語文程度以及搭

配社會領域教學，原始構想是搭配第七期多篇文章設計「圖像」、「環境教育」、

「解決問題」、「實地行動」等，但因計畫時程問題，課程主軸改為「閱讀理

解」、「性別議題」、「媒體識讀」。【用垃圾蓋學校-一次一個塑膠磚】文章中提到

清潔環境、改善教育狀況和「奮鬥女性協會」等面向，是非常豐富的素材，但

對國小學生而言太難了。實際教學時除了將報導分成兩部分放大影印，並由教

師進行段落朗讀及重讀部分關鍵字，接著才讓學生一小段一小段去找關鍵字。 

學生一拿到《安妮新聞》，很專注地去翻閱各個版面，一方面是家庭沒有訂

閱刊物的習慣，另一方面與其他報章的閱讀經驗不同，最後當然還是圖像比較

吸引孩子的注意。重頭戲是第九期【廣告糾察隊】，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對這

幾個廣告比較陌生，原因可能是沒注意到、較舊的廣告、廣告出現的媒體不同

（孩子們只玩手機）等，但報導中對廣告內容的敘述、分析以及插圖恰好補足

想像，加上每個段落文字篇幅較短，大體而言不構成解讀障礙及概念的學習，

也有可能在前一篇教學活動中已有舊經驗。此部分教學上更需要花時間的是

「如何帶著性別意識的眼去覺察日常」，畢竟人們對很多事物都是習以為常，而

站在教師立場，只希望學生多接觸多省思，而非直接告知。實際操作上覺得如

果再多規劃一節課，教學效果會更好。當然除了文章，還是有孩子敏銳的覺察

到編者在編排及顏色上的用心，也讀到了性別刻板印象、性騷擾及性別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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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文章，只不過相較於學校宣導，傳達更多的是選擇的自由， 

視覺藝術課程則試圖在媒體識讀及創作時間上平衡分配，目的是對《安妮

新聞》這幾節教學做個統整。而後發現對學生線上教學效果太過樂觀，加上有

轉學生，所以又挪了一些時間複習分鏡圖、取景等概念，導致縮短了作品創作

時間，更沒辦法讓作品發表及討論，非常可惜。從學生作品中觀察到的現象，

比如受限於個人能力，無法呈現流暢的分鏡圖（不會畫）；即使對廣告中性別

刻板印象有感，無法藉由廣告作部分翻轉（想不出來）等等，但此部分可透過

教學及延長創作時間改善。出乎意料的某些學生作品投射出原生家庭的狀態以

及對特定家庭角色的情意投射，表面上不符此節課程，但以議題融入的角度而

言，若有時間可以搭配《安妮新聞》相關文章來價值澄清，整體教學會更完

整。 

日後再進行《安妮新聞》相關素材教學時，應該還是會採跨領域學習的方

式，但讀報及閱讀理解部分會尋求導師利用閱讀課或綜合課來進行，讓社會領

與及視覺藝術部分的教學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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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較完整之分鏡圖作品 單親家庭角色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