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12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1學年度第1學期「美感智能閱讀－安妮新聞」前導領航種⼦學校計畫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單位： 國立臺北教育⼤學附設實驗國⺠⼩學

執⾏教師：
詹⽻菩、張淑惠、林孜蓰、 

顏志賢、林慧珊。
教師



⽬錄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標 

執⾏內容 

1. 課程記錄 

2. 教學觀察與反思 

3. 學⽣學習⼼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授權書（下學期開學後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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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基本資料 

⼆、課程概要與⽬標 

前⾔： 
         美感教育在跨領域是⼀個重要的關鍵素養，也是當今世界各國⾮常重要的教育重
點，我們多年來在教育第⼀現場，確實看⾒美感與各領域的交織在孩⼦的⾃信與感官
激發學習上，確實起了很正向的作⽤！ 
        當孩⼦對環境的感受⼒提升，⾃然牽動著其對⽣活細節的敏感度；因此，我們從
「教師⼼」啟航，沈浸於美感智能（Aesthetic Intelligence）的啟蒙！連動親師⽣的交
集，傳承北⼩數⼗年在「悦讀」教育的理念，讓閱讀成為連結世界動脈的鑰匙，是⽇
常，⽽且很個⼈也很社會的事。 
        師⽣在參與《安妮新聞》的歷程，不只是連結世界，同時受著美的元素：⾊彩、
⽐例、質感和構成等的薰陶；讀報不再只是讀報，更不再只是知識的填塞與汲取，⽽
是在過程中，經歷各種充滿彈性的可能與想像。 
        重要的是：我們想讓更多族群與《安妮新聞》相遇連接；⼀份好的⽂本加上美的
圖⽂傳遞，只要 連結點接上了，必能引起共鳴和有機會被⽼師、孩⼦、親⼦…，在⽇
常以其⽅式品讀，產⽣珍貴的連結和影響；這即是我們所期待的「讓⽼師有感受，美
感教育便能先在⼤ ⼈⼼底播下種⼦，孩⼦們將因此獲得更真切的美感教育環境，《安
妮新聞》也會 是跨領域美感教育與終⾝閱讀，重要的楔⼦! 
         當⽼師有感，好的適切的⽂本素材便會⾃然地參與於師⽣的課室裡。 往往放慢腳
步，等待⼀下，容許師⽣擁有沉澱的時間， 《安妮新聞》將逐漸在北⼩課室展開許多
⼩⽽美的閱讀⾜跡。 

辦理學校 國立臺北教育⼤學附設實驗國⺠⼩學

授課教師 詹⽻菩、張淑惠、林孜蓰、顏志賢、林慧珊（課程發展與授課核⼼群組）

教師主授

科⽬

* 5位皆為導師（國⼩導師授課國語、數學、綜合、⽣活、校訂課程） 

* 專長- 詹⽻菩（視覺）、張淑惠（⾃然）、林孜蓰（國語） 

* 專長- 顏志賢（數學）、林慧珊（國語）

班級數 5班

學⽣總數 150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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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實施推廣概念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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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發展與領頭之核⼼教師班級概要 

* 本學期111-1 報告書，將以其中⼆丙、三丙、六⼰的課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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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再也不能增加的⽣物圖鑑-瀕危物種紅⽪書

施作課堂 
（eg.國

⽂）

1.國語- 
閱讀課 
2. 
三丙/ 
綜合活動 
⼆丙/ 
⽣活課程 
3.移地教
學-動物
園

施作總節
數

10
教學對

象

✔  國⺠⼩學     ⼆、三年級  

□國⺠中學          年級 
□⾼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1. 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安妮新聞的美感編排和內容豐厚，然⽽⽂字偏⼩沒有注⾳，如何將課程向
下延伸，讓中低年級孩⼦也能閱讀？是我們想要探究，並嘗試了解在⼩學不同
年段的孩⼦透過⾃⾏閱讀或⽼師引導閱讀後，孩⼦會有什麼樣的學習與收穫。 
          在⼆丙三丙⽼師發下第⼗期進⾏師⽣靜讀與討論，多數孩⼦們都對於瀕臨
絕種動物與插圖顏⾊不約⽽同的感到特別有興趣，開啟了師⽣共構的跨領域美
感學習之旅；此篇⽂章介紹了瀕危物種的國際組織及相關資訊，三丙淑惠⽼師
巧妙的連結了國語課本⽂本進⼀步認識臺灣⽯虎的特徵及所⾯臨的困境，也從
中知道有些動物⾯臨了⽣存的危機與可能滅絕的未來。幾個班級導師便攜⼿共
備從這篇⽂章連結其他期數和動物相關的版⾯統整發展相關；⼆丙接著透過本
⼟設計桌遊進⼀步認識台灣特有種；三丙也在⽼師引導下，以孩⼦視⾓進⼀步
探究孩⼦從安妮新聞的內容所想知道的課題，最為閱讀課程的下⼀步；期末兩
個班前往台北市⽴動物園台灣動物區近距離觀察、寫⽣，為下學期的動物雙語
⼩書創作、環境變遷與未來⽣物做了前導。 

 ⼆、課程⽬標（條列式） 

1.透過閱讀《安妮新聞》發現與經驗「美感」閱讀。  
2.藉由《安妮新聞》閱讀，開啟師⽣視野，創建⾃主學習的契機。 
3.透過圖⽂並茂的⽂本內容，提升對閱讀的興趣，產⽣學習動能，兼顧不同個體。 
4.能理解、詮釋、歸納與表達，從報紙中讀到的訊息並延伸學習。 
5.透過師⽣共讀《安妮新聞》，統整與活化跨領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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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內容 
⼀、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5-8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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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反思 
     ⼆年級孩⼦⼤部分需要透過注⾳來輔助閱讀；⽽三年級的孩⼦，雖說比起來
⼤了⼀些，但閱讀時仍少不了注⾳的輔助。這讓我想起以前曾到北海岸遊玩，吃
過⼀間非常棒的特⾊餐廳，但我和先⽣只記得餐廳的名字，卻完全想不起來餐廳
的外觀，⾝旁年幼的孩⼦(當時只有三歲左右)卻可以⾺上說出餐廳的建築，甚⾄連

外觀的顏⾊都能說的⼀清⼆楚，⼀問之下才發現原來他看不懂字，只能透過直觀
的外表來記憶，讓⼩學階段的孩⼦來閱讀安妮新聞何嘗不是如此呢！低、中年級
的孩⼦雖然有的字還不太認識，或是⽂字的表達還看不太懂，但或許他們也可以

透過圖片的呈現來進⾏另⼀種⽅式的學習。（淑惠老師） 
在此堂課之前學⽣從來未接觸過「安妮新聞」，因此這個活動想了解學⽣在未經
過老師引導下，⾃⾏瀏覽、閱讀安妮新聞後的想法與感覺。 

                  學⽣第⼀次接觸安妮新聞⼤多表⽰這份報紙很「美」、顏⾊豐富、圖案漂亮 

          且幾乎都是⼿繪，和以往看過的報紙有很⼤的不同，⾃⾏閱讀後也多能掌握本期 

           報紙的主題內容。下學期，將進⼀步指導孩⼦關於排版以及⾊彩等美學原則， 

           完成圖⽂並茂具美感的海報。 

B 課堂流程說明：張淑惠老師/三年丙班 

活動⼀：初遇安妮新聞 
1. 發下第10期報紙，請孩⼦先不翻閱報紙的內容，透過封⾯的線索回答以下的

問題：(1)這份報紙的名稱是?      (2)猜⼀猜此期的主題是? 

2. 隨意翻閱、瀏覽此期的安妮新聞，並完成以下的學習單任務： 
(1) 這期的主題是?     

(2) 這份報紙給你的第⼀印象是什麼？以前有看過其他的報紙嗎?它和那些報

紙有什麼不同？ 
(3) 仔細地閱讀這份報紙，找到最喜歡或最有感覺的⼀篇報導、⼀段⽂字或
是圖片，寫下讀後感！(孩⼦可⽤⽂字、⽂字+圖片表達) 

(4) 請選擇⼀種或數種顏⾊來做代表，表達你初遇這份報紙的⼼情，為這張
紙穿上⼼情的外衣。                     

活動⼆：再也不能增加的⽣物圖鑑--瀕危物種紅⽪書 

搭配學⽣國語課第⼗⼀課 ⽯虎的告⽩的學習主題，聚焦⾄本期第12版的⽂章

「再也不 
能增加的⽣物圖鑑--瀕危物種紅⽪書」，在老師未引導之下，學⽣⾃⾏閱讀此篇⽂

章，並完成以下任務： 
1. 寫出從這篇⽂章所讀到的2個重點。 

2. 針對⽂章的內容，以圖⽂的⽅式提出2個疑問或想更深⼀層了解的概念。 

3. 以圖⽂並茂的形式呈現閱讀後摘要與⼼得或感想。 

活動三：瀕危物種專題研究+ 海報製作（1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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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學習⼼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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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期待收到新的《安妮新聞》，每⼀次收到都是驚喜 — 

⼆丙晨讀vol.12 

孩⼦們好喜歡這⼀期，求⽣、環保議題延燒，下課時聚在⼀起研究⽤⼀張摺紙杯，還畫上設計

紋飾；其中不少孩⼦和⾼年級⼀樣關注介紹書籍的版⾯，表⽰很希望閱讀書本圖⽂並茂紀錄⾃

主發揮創意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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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適逢將要迎接春節的前夕，教師⼀起讀了 vol.15， 

⼆丙孩⼦透過「導師⽻菩老師朗讀安妮新聞」認識各國節慶⽂化⼤不同， 

老師統整延伸「認識⼗⼆⽣肖和元宵節，製作花燈。 

六⼰導師慧珊老師會利⽤晨讀時間讓孩⼦閱讀安妮新聞，透過週記了解孩⼦讀到與感
興趣為何？期末時 ，因應寒假作業強調⾃主學習，慧珊老師發下安妮新聞vol.15 給每
⼀位孩⼦在寒假時閱讀，也讓家長有機會⼀起看⾒這份美感報紙。慧珊老師：「 
⼀年之中會遇到許多節⽇，然⽽現在多數的孩⼦對於節⽇的了解與聯想不外乎就是慶祝、放假
或出去玩等，不免讓⼈覺得有些可惜。適逢元旦、農曆春節的到來，學期末，孩⼦們在藝術課
中也應景的製作了兔年的提燈，希望孩⼦們對於⽣活更有感知，對於其所經驗到的事物能知其
意義，於是配合這期特刊，做了安妮新聞的指定閱讀。 
針對指定閱讀的版⾯，在任務單中做了三個簡單問題的提問：分別是孩⼦⾃⼰對元旦或過年的
認識；從⽂本中認識到他國的過年習俗；為⾃⼰的⼿作花燈找出其存在的意義。 
這次的任務單有別於以往⼀問⼀答的⽅式，在不限定版⾯的情況下，希望能讓孩⼦們跳脫「寫
作業」的感覺，透過⼿寫⼿繪的⽅式為⾃⼰留下⼀些感知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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