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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彰化縣信義國民中小學 

授課教師 陳卉玟 

教師主授科目 地理 

班級數 12 班 

學生總數 322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施作課堂 社會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七、八年級 

課程活動簡介： 

第一節課：利用暑期輔導沒有課程進度壓力的時間，讓學生有機會靜下心閱讀報紙。首先請

學生觀察安妮新聞與其他報紙刊物的不同，讓學生自由閱讀，引發學生的好奇以及展開自

學，再讓學生分享自己對於安妮新聞的觀察有哪些不同?還有自己最有興趣的主題是什麼?原

因為何? 

第二節課：針對文章長度較長的媒體識讀單元，進行更詳細的閱讀，搭配學習單的提問設

計，讓學生了解文章架構以及內容。接著利用政府的網頁以及 Youtube 上面的影片，讓學生

明白網路上的內容並不完全正確可信，要保有警覺，小心使用。 

 課程目標： 

1.認識假新聞的三種類型。 

2.認識檢核假新聞的方式。 

3.知道面對假新聞的合適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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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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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一、引起動機：先詢問同學家裡是否有訂購報紙? 同學有看新聞嗎? 再請同學回想接觸到的

新聞來源為何?  

二、課程進行： 

1.發下報紙後，請學生閱讀整份報紙，並口頭回答兩個問題： 

 (1)請問這份報紙跟以往看過的報紙有何不同?   

 (2) 這份報紙當中，最有興趣的主題是什麼?原因為何? 

2.指定同學閱讀「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根據文章內容，完成學習單 1-4 題，

及 5-1~5-3 的填寫。 

3.補充說明學生在網路搜尋資訊時，習慣使用維基百科的利弊，以及看到網路上假新聞的檢

核方式及推薦網站。 

(1) outube 影片兩部： 

1.維基百科 20 歲了！人類史上最大知識庫，是怎麼誕生的？｜志祺七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3FYvQm5qg 

2.造假滿天飛！維基百科到底可不可信？｜【阿睿怎麼看】EP0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0H8ErTEMQ0 

 

(2) 法務部推薦的查證網頁 https://www.mjib.gov.tw/EditPage/?PageID=adf9b60f-98af-4b65-

b996-4f74145a4cd0Y  

 

4.與學生分享遇到在 LINE 的訊息中，收到假新聞的經驗，再請同學分享面臨這個情境會如

何面對? 

5.請學生接續完成學習單 5-4~5-6。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安妮新聞的設計與排版相當有質感，而且主題相當貼近學生的生活，因此

學生對於拿起報紙翻閱不會抗拒，反而相當興奮，在翻閱時也能投入有興趣

的主題進行閱讀，非常推薦各校進行申請。 

2. 在操作前即能預測學生的閱讀狀況：對於迷宮、手作、照片、插圖的類

別，都較能直接吸引學生的學習，較長篇的文章也很優質卻容易被略過，就

會需要教師來引導。 

3. 此次的課程設計針對媒體識讀的主題，是現今身為網路世代的大家，都必

須具備的能力。剛好這篇文章較長，學生閱讀起來較為吃力也沒有耐心，需

要更多引導。透過學習單的提問設計，讓學生可以邊閱讀，邊將文章中的重

點擷取出來，填寫到學習單當中，了解文章的目的。接著再搭配網頁與影音

的內容，讓學生對於這個議題的概念更加認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3FYvQm5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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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