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至 112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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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辦理學校 台中市立光德國中 

授課教師 林淑雯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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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 

施作課堂 國文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八年級 

 課程活動簡介： 

根據研究顯示，台灣屬於高度受到假訊息攻擊的地區，人們接受訊息的速度超乎想

像，而假訊息的辨別包含著「同溫層效應」、「網路盲從」、「訊息篩選餵養」等問題，因此

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已成為公民教育的重要環節。此次教學以翰林版二下自學選文二

「面對假訊息，其實我可以這樣做！」為底本，搭配安妮新聞第四期第三版與第九版為

輔，進行教學。希望藉由討論方式讓學生能重新思索對訊息的接收該如何辦別以及如何

因應。期許能激發學生的思辨能力與闡述多元觀點的能力，從而應用於日常生活當 

中，當個正確的訊息守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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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照片說明：引起動機 

以威廉王子不同的角度拍攝的同一個動 

作，讓學生思索「眼見為憑」即是真嗎？ 

還是只是「看圖說故事」。 

照片說明：同一事件不同觀點 

以同一事件，台灣四大報紙不同的標題， 

來說明不同「立場」，對事件的看法可能會 

有帶來的差異。 

 

課程目標：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 與 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 與 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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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課堂活動照 照片說明：學生課堂活動照 

 

 

  

 

 
照片說明：學生課堂活動照 照片說明：學生課堂活動照 

 

B 課堂流程說明： 

⑴ 提出問題一：眼見真的為實嗎 

以英國威廉王子兩張手勢照片為例，引學生學習動機 

⑵提出問題二：文章標題的內在意涵 

以同一事件，不同的標題，討論播報者的立場與所要傳達的可能目的 

⑵ 提出問題三：如何檢視資料來源真偽 

以「安妮新聞」為例，請學生猜測報名緣由與發刊者為何，進一步推論其文章報

導地之真偽性 

⑶ 報刊第九版：你看見了什麼? 

以三個問句 

①這張圖讓你看見了什麼 

② 你看見了什麼讓你這樣說 

③ 我們還能發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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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在引起動機時，非常興奮，因為課堂上老師很少以有爭議性的圖片的例

子來討論，所以學生發言非常踴躍，而當另一角度的照片展現時，學生恍然大

悟老師所要帶入的主題。而當一份前所未見的安妮新聞出現時，完全沒有任何

先備知識可供憑藉時，學生似乎能類推在茫茫網路中，到底何者資訊是可信 

的，何者不信，又要從那些報紙的位置去檢索資訊，學生的發問非常的天馬行

空，所以老師事前的備課也要夠扎實，才能有效引導學生。 

媒體識讀的可用資料非常的多，安妮報紙提供的資訊也很多，礙於課程進

度，我只能安排兩節課來操作，有些遺憾。這份教材可以嘗試改成社團課，用

12-16 節課來做跨領域的深入課程設 

請同學發表意見 

⑸翰林版二下自學選文二教學： 

引導學生，當你對一則訊息內容有疑慮時，可以透過那些方式來查證 

⑹外國的例子： 

舉報刊第四版芬蘭為例，請同學練習摘要重點 

⑺課本課後練習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