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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詹皓鈞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社會、美勞、校訂 

班級 三年四班 

學生總數 26 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拼湊報紙 

施作課堂 
校訂、國

語、美勞 
施作總節數 40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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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年級時，學生還在在各個班級，多於報紙多少有些涉略，透過臺灣讀報教育資源網上對

於報紙的介紹，生產的形式與誕生，讓學生對於報紙的版面與組成有了更多的了解。 

三年級下學期的目標，是希望學生不僅能培養對於報紙內容主動探索的好習慣，從美感與

字裡行間的尋寶，學生在討論時眼睛都是發亮的，特別是有個森林裡的圖畫，在完成叢林一

些破損的圖畫時，學生的想像力更是天馬行空。 

先是從框架裡加油添醋，再來是透過白紙加上無限制的剪報，讓孩子隨意的組貼出他們覺

得有趣的畫作或是故事，打破框架的想像，可以看見不同學生的構思方向都大不相同。 

累積整整一年的寫作累積、生活照片、繪畫作品的紀錄，最後部分透過學生電腦打字、修

圖，最後校稿，全班剪貼，規劃成類似屬於我們自己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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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一、學生能說出報紙中的元素有哪些。 

二、學生能和同學仿製報紙中的部分環節。 

三、學生能安靜聆聽同學分享對於報紙的見解。 

四、學生能利用報紙資源，重新拼貼新的畫面。 

五、學生能進行校稿修正部分錯字及文意內容。 

六、學生能透過簡單的軟體修圖並應用於報紙。 

七、學生能合作完成一份嶄新的報紙。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仿畫並構思版面                   ▼剪裁插圖佈置報紙  ▼報紙元素重組 

 

 

 

 

 

         

 

▼修圖供版面佈置用      ▼取用合適的素材共用        

                                                ▼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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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一、了解報紙的製作與排版內容。  

二、教師導讀報紙內容。 

三、學生各自閱讀報紙後同儕討論教師提問。 

四、利用報紙資源，拼貼新的主題構思。 

五、班級合作完成屬於學生自己的一份報紙。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報紙，對於初入中年級的孩子來說，有部分的熟悉，但大部分是陌生。自發互動與共

好的倡導，在教學現場的我們都知道，孩子不會自動好，需要老師一步步的引導。 

 報紙裡的世界可以複雜也可以簡單，就孩子初步的來看，裡面無非就兩個元素，文與

圖，圖片的吸引人、讓人感到新鮮的標題，是讓孩子繼續看續文的首要條件；如果孩子只

看到了這裡，因為對於閱讀很小很小的字體，還有有部分不懂的語詞影響，而沒能繼續看

下去，進而進行思考後的化學反應，那會是相當可惜的。 

 讓孩子喜歡不排斥是老師在班上做的首要重點，當孩子經過一節節課後的討論聲變得

熱絡後，詢問孩子們要不要我們也來做一份屬於我們自己的內容時，孩子是興奮而少有懷

疑自己的。好的引導可以讓學生自信，相對的，老師要準備的鷹架也需要更多時間預備。 

 寫作，是一剛接觸時，很多孩子所害怕的事情，國字不會寫要查字典的麻煩、字多要

一直寫覺得手很痠、內容不通順不懂得善用句型又要重新寫過想過，諸如此類的問題發生

在大部分初學寫作的孩子想法中。孩子的寫作，我從不讓他們帶回去完成，安親班的填

鴨、家長的修改，寫出來的東西都不是孩子所想；對於他們的作文我很少紅筆批改，多半

是有大框架的帶著孩子試著寫作，投影開著 word 讓孩子問不會寫的國字帶著全班一起逐

段完成，省去查字典的時間可以讓孩子也同時看看別人想了哪些語詞，老師在這上面也補

充同義詞或成語，孩子在卡住沒有方向敘寫時，也會因為看了這些分享而變得更有自己的

主觀想法與構思。 

 經過一段時間後，漸漸孩子不再害怕寫作也不再覺得寫作是麻煩的事情，老師不會因

為他們寫得怎麼樣而去評價他們寫得好或不好，每次的書寫，都是他們理清自己邏輯的一

個過程，大家一起討論可不可以怎麼寫的時候，帶著的是快樂的情緒。從仿作到創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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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過程的，如果孩子能正向積極的去面對這件事情，我相信學習的效果會越來越好。 

 在思考如何製作這份報紙時，老師想了很多關於內容的部分，有哪些是孩子可以做

的，除了他們自己的寫作、畫作，用電腦打字編輯文章、用電腦軟體修圖整理平常美勞的

畫、版面的排版與呈現，雖然每一個環節三年級的孩子能做到的品質有限，但讓他們更多

的去完成這份報紙，他們就更能看見自己無限的可能性；孩子在參與這些的過程中，看到

的是積極主動與躍躍欲試的期待，這樣為期一個學期的讀報教育，不只對於海量新知的認

知還有寫作能力的技能養成，著實讓孩子在提升自我的肯定上，發揮了不少的成效。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對於色彩鮮艷的報紙，學生總帶著期待的心情去翻閱，「老師我們今天要一起看報紙

嗎？」、「老師你看我們拼貼的圖片是不是很有趣？」這些提問出現在我們的日常，學生不

擔心自己做不好，因為我們總是一起努力與前進。 

成果報紙的內容預計會在最後一周做出來，如果可以讓我事後補上，能不能提供我上

傳的方式或是寄封信給我讓我知道怎麼對外分享，再麻煩透過信箱與我聯繫。期末繁忙，

如若內容是單位所感興趣，覺得值得作為推廣所用，煩請來信我會再補上成果報告授權同

意書，謝謝您們的計畫，我與孩子們都獲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