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成果報告書 美感智能閱讀－安妮

新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領頭羊：詹羽菩 老師 

參與核心成員：顏志賢、林孜蓰、張淑惠、林慧珊、王慧棻、謝金鳳、潘佳玟等教師 

 

緣起 / 前奏 

 
        我和幾位藝術專長的夥伴，這幾年一直有機會透過不同方式閱讀《安妮新

聞》，每一次閱讀，都讓我們感到驚艷，內容圖文排版的美，讓這份在手上的報

紙格外的想讓人珍藏，品讀時，總是能和報紙裡的圖文互動產生聯想、產生課程

的雛形⋯，這份富含美感、圖文內容涵蓋各領域以及觸及生活的報紙《安妮新

聞》，參與了我無數次備課和帶領跨領域跨年級教師群增能的重要角色！ 

        前年因為我不在高年級任課，所以推薦給新任主任和高年級老師，他們很有

意願和興趣申請試做，我未能參與其中，頗為遺憾，這學期得知因為總總因素，

沒能落實推廣將這份美感報紙發揮其神奇的效應，老師們或許礙於時間限制、或

許是沒能有適切的方式和經驗連結和實施，因此開始收集過去的安妮新聞報紙再

次品讀並思考和整合如何融入現有閱讀教育和各領域教學，並協助有興趣的教師

們善用這份美感文本，豐厚每一個課室。 

        當我再一次有機會聆聽各校試辦成果分享，每一位台上老師分享的課室裡，

師生閱讀美感報紙的點點滴滴，深深的再次讓我想要把《安妮新聞》這份美感報紙

引介給身旁夥伴、學生和家長們！我相信一份好的文本加上美的圖文傳遞，只要

連結點接上了，必能引起共鳴和有機會被老師們、親子、個人日常以其方式品讀

而產生珍貴的連結和影響，這是我期待的「讓老師有感受，美感教育便能先在大

人心底播下種子，孩子們將因此獲得更真切實的美感教育環境，《安妮新聞》也會

是跨領域美感教育重要的楔子！所以我申請了這份資源，邀請了 2 個高年級，中

低年級個一個班參與這個構思！讓這一期 30 份的文本開創更多自發的美力，觸

及更多能持續品讀美感的前行力量！ 



 

 

              首先，我利用每週一次的共備時間，分享《安妮新

聞》的閱讀心得以及其美感編排，試圖引老師們喜歡這份

美感報紙。然後，我也開始試圖與老師們一起品讀其中一

個區塊，如預期，停下繁忙腳步的老師們在沒有成果壓力

下更能與其連結，老師們像回到初任教師的熱情充滿創

意，一如平常凡事都和教學連上關係，我也受益其中，激

發許多融入現有課程的點子。接著，我開始與老師分享和

試圖討論可以如何運用這份美感報紙在課堂上；然而，從

我收集到的訊息和發現，老師熱切想法往往因迴到各自教室時被迫按下暫停鍵，

老師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足夠時間、因想做得太多而感到執行不易或受到

舊經驗的阻礙。於是，我在共備會議分享《安妮新聞》，更改了策略：透過以下流

程聚焦、更具體明瞭！ 

 

1.取材：直接取報紙其中最感動我、或是與現行課程或議題        

              有關、或是和時事有關的部分。 

2.共讀：發現與眾不同—透過圖像和編排感受構面的比例、色彩、質感⋯，共讀 

              安妮新聞的內容並開啟對話。（ 例如：疫情時代下，COVID 19 病毒樣

貌 

              原來如此、用美學的角度或自身直觀閱讀這些影響人類世界的病毒細菌

的樣貌，老師們彷彿可以跳脫原本視角，被「美麗」的圖樣吸引，造型、色彩、線

條進入了對話，⋯。《安妮新聞》的內容最能引起對話共鳴的是互動式圖文元素，

以此集為例，因為人手一份，閱讀不受彼此干擾，我們開始猜測這些微觀圖像真

正身份為何？有人專注品讀圖像、有人尋找著答案、有人閱讀細小文字內容，開

始你一言我一語的對話，有人自然地道出，可以給班上孩子們看耶！元素於是躍

然加入我們的共讀的對話內容，⋯⋯⋯，老師們說這種過程，如果是共備便能激

發更多豐富有趣的課程，老師們說報紙內容涵蓋不同領域，自然融合⋯。 

 

註：當老師有感，好的適切的文本素材便會自然地參與於師生的課室裡。 

      往往放慢腳步，等待一下，容許師生擁有沉澱的時間，美感教育搭乘 

     《安妮新聞》將在北小課室展開許多小而美的閱讀足跡，美的力量兼顧大 

      小朋友！美感經驗將陪伴更多師生閱讀跨領域的「視」界。 

 

3.課程示例：透過教學實例《不一樣樣的眼探訪生活裡的微觀世界》分享，鼓勵 

   老師們嘗試。 



 

 

4.鼓勵教師進行教材／課程的開發，落實教育現場的美感教育，希望《安妮新聞》

能成為北小親師生們嶄新的跨領域學習夥伴。 

5.共備實作：教師增能共備，已讀過的《安妮新聞》中確認內容以及實施方式

（註：下學期開學將報紙進行分配和後製，課程確認和實施時間；實施主題：友誼，，

情緒⋯等）。（註：四丁：微觀世界；五己：文本隨機發下，閱讀和分享內容，進

行媒體視讀教育；一丙：透過安妮新聞的圖引發孩子們好奇和想像力。 

 

     「閱讀」不只是閱讀！他可以是件很有趣的事，他可以扮演導遊帶

領讀者用美的視角看見世界，《安妮新聞》獲得的不只是世界的資訊，

也能透過美感概念元素詮釋、解讀、抑或欣賞：色彩、比例、質感和

構成，幫助讀者提升探索的學習面向，讓閱讀歷程充滿各種可能性與

想像力，不只是知識的填塞與汲取。 

 
 
 
 

 
 

課程概要說明 / 

 

一、2021/11月運用手機，透過放大聚焦《安妮新聞》與孩子們 

       共讀，分享討論大家這期報紙的圖文內容，試圖歸納聚焦。 

       再來，透過簡報和安妮新聞的網站資源，讓孩子們看見肉眼 

       無法看見的世界，再聚焦報紙文本內容。孩子們經由實際的 

       感受，主動發現歸納文本，進入課堂後再引導學生更具體 

       的感受《安妮新聞》這份報紙與傳統報刊不同之處，開啟視 

       野，提升對閱讀的興趣，透過閱讀產生學習動能。 

二、老師將報紙的圖片掃描製作簡報，直接以報紙內容轉為 

      有聲的口語，讓孩子討論這些是什麼？ 

      像什麼～接著以科學微觀影像對照報紙的圖例，引導孩子跳 

      脫實際為何物，開始有想像力，專注線條、色彩、結構等美 

      感元素。 

三、寫生報紙，先選擇一個微觀圖像，仔細觀察描繪細節，畫到 

      一半時，請孩子試著用豐富的線條將圖變形、改造，創建新 

已註解 [1]: 分配： 

五乙分配同一期 29 份相同報紙 

四丁分配 6 份+製作教育 

教師部分借閱。 



 

 

      的「生物」，孩子們愈畫愈專注奔馳於無限創意想像王國。 

      註：下學期開學時，剛學國字的孩子們，將試著為這圖畫 

      寫故事或介紹 

四、從閱讀《安妮新聞》圖像，老師共同規劃延伸課程，配合 

      四年級自然課程，引導四丁+五乙孩子採集校園昆蟲的微觀 

      影像。寒假老師們分配不同集的《安妮新聞》各自品讀， 

      並試圖尋找作為閱讀教育與跨領域的楔子！ 

       註：下學期 ，藝術人文的科任老師說想嘗試從閱讀《安妮 

       新聞》的排版美感觀察，進行有美感的排版印刷設計課程。 

       英文老師說想要帶孩子們從《安妮新聞》的情緒主題圖像 

       出發帶孩子延伸閱讀相關外語文本。 

 

課程目標 / 

 
 

1.透過閱讀《安妮新聞》發現與體會「美」的閱讀經驗。 

2.藉由《安妮新聞》閱讀，開啟孩子視野，體會美感構成的要素。 

3.主動發現歸納文本，提升對閱讀的興趣，產生學習動能。 

4.閱讀《安妮新聞》主題內容，練習表達報紙中讀到的訊息。 

5.認識報紙 

 

教師課後省思 

 

        因為延續 5 月疫情停課多時，所造成的效應 ，親師生都需要再適應， 

並摸索找回學習動能，學生加上累壞的教師們，讓課堂原定課程嚴重受到 

時間的壓力，為了美感教育的續航，我不希望《安妮新聞》成為許多計畫 

因各種理由而產生的形式上的應付式成果；當我們嘗試著的放掉和清空， 

單純為自己而讀出發，自然觸動回到教育的初衷；我也回到當初申請參與 

的初衷：「先感動老師，先在老師心底播下種子」，讓每一份《安妮新聞》 

無保存期限！」 



 

 

        期待寒假再次運用配發的《安妮新聞》紙本以及相關網站、持續閱讀 

和持續共備，為祝低年級師生轉化製作適切的教具和整合媒體製成教學引 

導簡報，讓更多有興趣的的教師不會再受限而實際運用這份美的報紙豐厚 

師生。 

 
 
 
 
 
 
 
 
 
 
 
 
 
 
 
 
 
 
 
 
 
 
 
 

 
 



 

 

 
 
 
 

 
 
 
 
 
 
 



 

 

 
 
 
 
 
 
 
 

撰稿、設計課程、授課：詹羽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