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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郭宗德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12 班） 

學生總數 （33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校園守護神 

施作課堂 

（如：國文） 

視覺藝術

課程 
施作總節數 6 節課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五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本次運用安妮日報的內容包含冬季特刊中：「冬季出沒的妖精們」讓學生們閱讀，並了解各

個妖精的背景故事，以做為校園特色導覽地圖中設計地圖專屬守護神的參考與討論內容。 

學校一年一度的校際交流即將來訪，從偏鄉到本校的學生、家長與老師們都是第一次到本校

參訪，校園導覽室外校參訪的必備行程，但以往都是以學校老師、行政人員的角度來安排導

覽，本次希望透過本校學生的角度，親自設計導覽地圖並規畫導覽路線，提供校外來訪的來

賓們觀看與使用。 

校園特色導覽地圖課程，是以學生的角度來出發，構思不同於以往成人、校方為視角的校園

導覽地圖，透過學生們個別觀察與小組討論，把校園當做秘密基地，進行以學生視角為出發

點的導覽地圖設計，透過地圖的呈現，將可以看見原來校園不只是校園，對於每一位學生來

說，校園的一景一物對於學生們都是獨一無二且獨特的意義。 

因為獨特且重要，所以，在設計完學生版的校園導覽地圖後，接著閱讀討論冬季特刊的文章

後，進行守護校園重要地點的守護神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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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學生們能夠分組討論一般校園導覽地圖的規劃目標與重點。 

2.學生們能夠歸納導覽地圖應有的內容、圖示、文字並規劃校園導覽路線等項目。 

2.學生們能夠說出校園中對自己有專屬意義的一景一物，並進行討論 

3.學生們能依校園導覽主題分組、配對，並進行校園導覽地圖的規劃與設計。 

5.閱讀安妮日報冬季特刊「冬季出沒的妖精們」專文，並進行討論與分享。 

6.搭配導覽地圖主題，設計具有功能性、故事性的校園主題守護神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依照課堂流程排列) 

同學們以校園平面圖進行討論。 拿著數位載具到校園記錄自己覺得有特色並

印象深刻的地點。 

學生們參考他校的導覽地圖開始規劃路線、

圖標與創作導覽地圖。 

學生們共同閱讀安妮日報冬季月刊，進行閱

讀後心得分享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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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導覽地圖與校園專屬位置設計專屬守護神 

 

 
 

為設計好的守護神進行拍攝，並運用線上軟

體進行免費去背，做為未來使用 AR 軟體可

以使用的圖檔。 

 
 

 

學生們完成的導覽路線圖之一，以休閒放鬆

為主題來進行設計。 

 

 

 
學生們設計的校園守護神學習單之一 

2. 課堂流程說明 

1. 引導學生分享與討論在校園各個場景的特殊印象與經驗，透過數位載具將景點紀錄拍

攝做為後續參考運用。 

2. 參考校園平面圖與其他學校導覽地圖，進行導覽地圖相關內容的討論，並以設計思考

同理心的應用，設計出主題性、獨特的導覽路線。 

3. 學生們依照不同主題，組隊進行創作媒材討論、規劃與實際創作。 

4. 完成創作並在過程中，透過老師引導，閱讀安妮日報冬季特刊專文，進行討論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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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做為創作校園守護神的參考內容。 

5. 完成導覽地圖創作與守護神的創作，規劃整體導覽地圖的展示，並實際完成展示看板

的設計與張貼。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能夠讓學生們以自己的想法、角度來構思校園導覽地圖，學生們的參與度都相當高且樂

於分享，但導覽地圖的內容與守護神的設計，包含地圖內容的討論、規劃與媒材應用，創

作任務內容相當繁重，應該尋求語文領域老師們的協助，如能改成協同教學，以共同備課

的方式來進行教學，教學準備能夠為完整，學生的學習與創作也才不會在短時間內過於沉

重，失去了創作的樂趣。 

2.導覽地圖的設計，主要運用平面的製作為主，但在製作過程中看到學生構思成半立體的

創作，給予授課者很好的回饋，未來將可思考將課程分成二個小組題來進行，並將時間分

成上下學期，讓學生們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媒材探索與創作。 

3.原訂將學生設計的校園守護神，以 AR 虛擬實境的方式進行空間呈現，但因前述課程內

容過於繁重，教學時數超過原本的規劃，因此，可做為未來課程調整後的參考實施方式。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在參與度方面： 

這堂主題課程的授課時數佔了相當多的時間，但學生們表現出參與的熱忱與興趣，學生們

在校際交流前，特別詢問會將導覽地圖展示在哪?希望他們校際交流的同學們可以看到地

圖，並可以跟她們討論。 

在創作方面： 

因為本次創作的內容真的蠻複雜，也耗費了相當多的時間，由於學生們是依照主題進行分

組，同組成員們在創作能力上的確有所落差，在小組進行創作時的分工、製作等過程中，

對於某些同學來說，有些許超過本身的能力，產生一些壓力。雖然在溝通過後，並沒有因

此放棄，但仍是未來設計課程應該特別留意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