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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世惠 

主授科目 國文、閱讀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6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假新聞放大鏡 

施作課堂 閱讀課 施作總節數 1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1.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一、 課程活動簡介 

    （一）設計動機及目的： 

    隨著網路迅速發展，新興媒體竄起、普遍應用，大量訊息進入生活，人們對於真假新聞辨

識的敏銳度亦須提升。教師結合《安妮新聞》第四期〈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文章

的素材，進行「假新聞放大鏡」的課程教學設計，結合紙媒與數媒材料，運用閱讀策略進行學

習，培養學生從學習過程認知外國打擊假新聞的教育經驗，進而能理解假新聞常見的形式、針

對假新聞能進行辨識與查證。 

    （二）課程活動設計： 

  1.教學時間：閱讀課。 

        2.教學材料：《安妮新聞》第四期報紙、教師自製教學簡報。 

  3.課程學習活動特色：結合紙媒與數位媒體的運用，融入媒體識讀教育的學習。 

二、 課程目標（條列式） 

1.透過《安妮新聞》閱讀，獲得美感力與知識力的提升。 

2.辨識媒體假資訊的表現形式，學會覺察與防範。 

3.從認知到解決問題的課程架構，培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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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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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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一、與安妮見面：進行《安妮新聞》第四期報紙的個別閱讀。 

二、提取知識：以《安妮新聞》第四期〈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一文，進行 

全體討論、摘要重點。 

三、認知補給站：結合簡報教學，教師帶著學生認識真假訊息常見表現形式，透過觀察 

新聞內容、思考蹊蹺待釐清之處、討論與實踐的課程學習順序， 

四、技能挑戰：以遊戲方式進行，由教師出題、學生限時回答，檢核假新聞的辨識技能 

學會多少。 

五、增強實踐力：運用數位工具進行查詢、查核網站內容瀏覽，能提出自己面對假新聞假

訊息可以怎麼做的看法，進一步在生活中以行動展現。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面對與生活相關的主題及新聞訊息，學習動機積極，在課程中的學習專注度、參與

度表現佳。學生對於媒體刻意操作之聳動、腥羶、具爭議性等話題的接觸機會大，也容易感興

趣進而成為同學間課餘的話題，因此，學會辨識、選擇、釐清等能力有其意義，同時，也反映

了如「假新聞放大鏡」之媒體識讀相關課程教學的需要性。透過具美感構面設計的《安妮新聞》

報紙閱讀，讓此嚴肅的議題得以容易與學生親近，且成為學生讀報後思考與討論的內容。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們經上課期間，得知並經上線搜尋查核訊息的幾個網站後，在下課後仍見意猶未盡

閱覽在查核網站上已被查核、澄清的假新聞內容者，同時很激動地對著平板發出「原來如此」、

「原來這是假的」的聲音。 

因為《安妮新聞》的內容面向，得以開啟這個課程設計的方向，從看見他國對於假新聞

存在的問題，如何透過教育提高國民的危機意識、將假訊息的傷害降到最低，開啟我們對新聞

內容的敏感度，課程之後，老師再與同學提及當下媒體所關注的新聞時，學生很自然地會產生

「會不會是假新聞」的質疑，提高了訊息接受前的評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