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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勵志中學 

授課教師 丁鳳吟 

教師主授科目 高職國文科(兼授國中視覺藝術) 

班級數 3班 

學生總數 40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繪 X話生活手記 

施作課堂 
國文、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2節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三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一     年級 

課程活動簡介： 

    安妮新聞無論在內容選材、視覺排版皆極度吸睛，本課程設計即善用此二特點，啟發學

生主動閱讀之興趣，培養其問題意識、觀察感知，以及轉化抽象情緒想法為語言、文字、色

彩形象之能力。 

    課程分為「暖身 x 暖聲」、「情緒『色』計師」、「盛夏詠嘆調」三個子單元。「暖身 x 暖

聲」，提供學生 1-5 期安妮報紙自由閱覽，輔以便利貼筆記、ORID 架構學習單提問，練習摘

要文章關鍵字詞句，並分享印象深刻之報導版面；「情緒『色』計師」，以第四期表情符號專

題為發想起點，配合國文課小說概論和視覺藝術電影敘事，帶領學生尋找不同媒材文本透過

「色彩」呈顯的人物情緒、環境氛圍，並嘗試以「情緒代表色」關照表達自身當下心情；

「盛夏詠嘆調」，將觀察力、感知力回歸生活實踐。以色票概念切入，鼓勵學生觀察夏日景

物色彩，找出心目中的夏日「意象」，並以現代詩選習作過的「極短詩」形式，創作專屬明

信片。 

    期待藉由以上單元安排循序漸進，讓學生透過閱讀、實作和分享，了解在快速變遷的世

界，仍有許多值得停留駐足的風景，只要，我們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 

 課程目標： 

1.培養對於日常生活和各式訊息傳遞媒材的觀察力和感知力。 

2.能將抽象思考歷程、想法、情緒等轉化為語言、文字、色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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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暖身 x暖聲 運用便利貼整理觀察及提問 

  
課堂中，專注閱讀 

  
課堂中，專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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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一、暖身 x暖聲 

(一)提供五期安妮報紙，讓學生選擇感興趣的期數先行速讀概覽。 

(二)速讀概覽過程中，透過便利貼讓學生紀錄，並練習提問，如「以一個形容詞/一句

話描述安妮報紙」、「針對安妮報紙，請提出至少一個問題/想更了解的部分」等。

完成後貼到小白板上，共同討論及回應提問。 

(三)進入「精讀」階段，帶領學生認識 ORID 架構，再針對報紙中特定版面進行摘要，

提出自己的觀察、感受及看法。 

(四)進行音樂傳球，音樂結束時拿到球的同學需上台，簡要分享自己的學習單內容。 

(五)針對分享內容進行回饋，並總結本課程單元。 

 
 

二、情緒「色」計師 

(一)介紹安妮報紙第四期中的表情符號(Emoji)專題，說明表情符號是以簡約精煉的線

條排列組成的具象徵性符號，生動貼切地傳達個人當下的情緒。 

(二)回顧個人生活經驗，思考「自己使用表情符號的時機」、「表情符號 VS純文字 VS

純圖像在傳遞訊息/表達感受等方面的精確程度」等問題。各小組成員以「六六討

論法」於組內進行一輪腦力激盪後，再推派代表上台分享。 

(三)以「情緒表達」為基點，連結國文課小說概論(高職一年級)和視覺藝術電影敘事

(國中三年級)，帶領學生尋找不同媒材文本中，呈顯人物情緒、環境氛圍的方

式，例如透過色彩配置、場景調度、鏡頭語言(遠景、近景、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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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派發回家作業「情緒『色』計師」學習單，以「色彩」為切入點，引導學生關照

自身心情，並嘗試以具體色彩轉化抽象情緒，藉此說出自己當下的真實感受。 

 
 

三、盛夏詠嘆調 

延續前二單元關於觀察、感知、表達的練習主軸，本單元鼓勵學生將目光回歸自身生

活，找出生活當中的「色彩」和「意象」。 

(一)單元開始，先介紹「色票」概念，並以 PANTONE年度代表色、NIPPON COLORS網站

中的日本傳統色命名為例，讓學生了解色彩的生成與生活環境間的緊密聯繫。 

(二)進行實作任務：美源自生活，適逢夏季，鼓勵學生運用課後時間觀察校園景物，

找出心目中最能代表夏日的獨特「意象」(「意象」概念已於現代詩課堂講授)。 

(三)課堂中，運用尋找到的夏日「意象」，創作一首極短詩，並為其繪製搭配插圖(需

考慮主題、用色、版面、文字大小等)，完成專屬明信片。 

(四)明信片完成後，安排「盛夏詠嘆調」特展，結合靜態作品展出和動態三分鐘短

講，互相交流，分享創作發想和歷程並給予回饋。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本次實施，六月份校園內因應疫情停課，原定三個子單元僅

部分班級進行至第二單元「情緒『色』計師」。第三單元

「盛夏詠嘆調」由於包含實體展覽和現場短講發表未能舉

辦，期待未來能有機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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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次接觸安妮報紙，學生皆迅速被精緻而色彩鮮明的插圖

吸引目光，能自主性翻閱各版面內容，並配合相關課堂流程

安排進行提問、討論，於學習單簡要紀錄想法。 

(三) 由於教授班級年級包含高一女生班、高一男生班國文及國中

部視覺藝術，故在原規劃教學架構下，未來可能需要依據各

班級學生特質有更大程度的差異化調整，例如授課節數、給

予更具體的說明和示例、在實作任務前更多些鋪墊。 

(四) 本次計畫執行期間，安妮報紙清晰生動的插圖排版、多樣的

選題，無論是在課堂教學議題連結，或是作為延伸閱讀素

材，皆相當能引起學生興趣和動機。但在課堂安排上，可能

需要更完整時間區段，例如連堂、寒暑假多元課程(特色課

程、加深加廣)等，方能更循序漸進和系統地串連各單元之

間學生的學習經驗。或者，將安妮新聞作為引起動機的暖身

切入，鼓勵學生尋找喜愛的主題，善用自主學習時間進行深

入的理解和探究，同時記錄自我學習歷程，未來也可作為高

中學習歷程檔案製作的參考。 

(五) 培養觀察力和感知力，將抽象想法轉化為具體表達----是本

次教學設計的核心目標。期待本課程作為一個開端，讓學生

打開「發現美的眼睛」，看見生活中，美，無處不在。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 暖身 x暖聲 課堂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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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緒「色」計師 課堂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