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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林孜蓰（主教學) 、詹羽菩（協同）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綜合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8 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聆聽與思考的藝術 

報紙期數

／頁數 

特刊，第 4頁 文章標題 聆聽文化裡的不同 
探索什麼是同理 

施作課堂 

（如：國文） 

國語、 
綜合、 

資訊。 

施作總節

數 
6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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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透過共讀安妮新聞，結合國語文領域教學、品格教育與國際視野，讓學生認識世界各地的

多元文化和說話方式，藉此強化學生思考角度的重要性，提醒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並強調掌握聆聽與說話的禮節，才能與人建立良好的互動。另外，學生運用資訊網路查找

世界各地關於聆聽與說話的格言、詩詞佳句或諺語，再次強調聆聽與說話的重要。並試圖

引導學生透過各種資訊，閱讀名人成長環境背景，進而通過思維歷程並發揮想像力，開啟

「感同身受」的感知能力，看見「同理的心」。最後，指導學生指導學童描繪名人肖像，

並整合運用 Ipad 的 app 輔助，運用美感的原理原則進行圖文排版設計，將設計模組套用製

作成書籤、杯墊、燈片⋯等，運用於多元型態、具有美感的文創作品；感受傾聽美於生活

裡的裝扮。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 能透過美學智能閱讀，進行藝術創作，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 寫作時能練習運用格言、詩詞佳句或諺語做例證，增加文章的說服力。 

● 能透過科技與媒體，體驗藝術創作與鑑賞，並運用於生活藝術的創作。 

● 統整文學和美感元素，了解世界多元的文化，進而同理並接納各種不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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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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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教學圖像示意。     

     

        左圖：每一到兩週的週五下午共讀安妮新聞的共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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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珊老師、孜蓰老師、志賢老師、淑惠老師、羽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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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複習國語第八課，說明人們在面對自己質疑的事件時，必須學會調整思考的角度， 

    學習尊重對方 ，並學習適當的語言表達和聆聽的習慣。 

(2)安妮新聞特刊-「聆聽」的介紹與閱讀。  

＊針對討論與分享：聽與聆聽、聽與聽到、聽與聽懂…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針對「同理式聆聽（尊重、察覺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進行課堂討論與發表，鼓勵學生針

對同一事件或現象，提出自己的想法，並深入討論想法的緣由，建立同儕之間想法交流與彼此

尊重的溝通模式。 

(3)學生運用資訊網路查找世界各地關於聆聽與說話的格言、詩詞佳句或諺語，配合國語議論類

文章的寫作，提出論點、舉出論據印證、最後總結，讓學生更理解聆聽與說話的真義。 

(4)繪製名人的圖像，指導學生並試圖引導學生透過各種資訊，閱讀名人成長環境背景，進而通

過思維歷程並發揮想像力，開啟「感同身受」的感知能力，看見「同理的心」。最後，指導學

生指導學童描繪名人肖像，並整合運用 Ipad 的 app 輔助，進行文創作品設計： 

運用美感的原理原則進行圖文排版設計，將設計模組套用製作成書籤、杯墊、燈片、日曆、班

服、紀念袋⋯等，運用於多元型態、具有美感的文創作品；感受傾聽美於生活裡的裝扮。 

  ——— 流程概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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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閱讀與理解 》搜尋 》閱讀摘要 》文字輸入與排版設計 〉描繪名人圖畫 + 翻拍

      

  》文創作品產出 （六丙製作書籤，112-2 五乙製作杯墊，鑰匙圈等嘗試不同媒材應用） 

 



11 

 

備註：延伸閱讀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推動美感智能閱讀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當學生初次拿到安妮新聞報紙，每個人

都被繽紛的色彩美學，包羅萬象的內容和精緻的排版設計所吸引，各個都迫不急待地埋首

閱讀。這次的特刊-「聆聽」特別能引發高年級前青春期學童的共鳴，不論是〈溝通的魔

法〉：學習如何有效的溝通，又或是〈跟爸媽像朋友一樣相處，真的很難做到嗎？〉：試著理

解和父母之間的相處模式，並學習調整心態，施展溝通技巧，以減少親子衝突。孩子一拿到報

紙，便專注的仔細閱讀。 

        有別於一般的藝術課程和既定的國語課程內容，藉由安妮新聞的資源來進行相關主題的課

程設計和活動延伸，除了將美學和美感教育不著痕跡的融入學童的日常閱讀經驗中，也加深加

廣跨領域學習的內容。本次教學活動遇到的困難是，將國語文領域教學和美感智能閱讀以外的

延伸藝術創作學習活動安排在學期末，卻讓突如其來的學校和班級活動拖延實作課程的進度，

使得活動收尾有些倉促，有部分學生感到時間緊迫而無法將藝術作品完成的更細緻。希望未來

能調整課程進行的時間，讓教學與創作都更順暢。（孜蓰老師 2024/1/19) 

        透過安妮新聞的共讀與共備過程當中，老師們對於聆聽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和看法，並透過

運用多元的教
學策略與素材/

跨領域合作/ 
協同教學/ 
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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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新聞內容的多元視角，引導老師在對話的過程中有更深刻的延伸與探究；針對不同年級可

以從聆聽特刊中找到許多的教學靈感，我們有了很多的課程發現，礙於時間的有限來不及一一

倉促實施，因此我們決定隨著老師和孩子的腳步一步步鑲入課室與融入領域，例如在低年級嘗

試通過英文與注音符號等方式請聽動物與大自然的聲音，並以兒童的圖文小書記錄聲音；在中

年級透過語文的修辭教學融入寫作與視覺、聽覺、肢體的並用，以不同的形式和孩子一起傾聽

這世界的聲音，並化為孩子的視角，以不同的樣貌被表達。 

首先邀請孜蓰老師先將六年丙班的教學活動化為文字與大家分享，我們還有一個考慮的前提是

希望能夠透過較容易入手的方式來吸引更多的老師起心動念，運用安妮新聞這份有溫度的美感

文本！這是一個小而美的安妮新聞融入班級的例子，而且可以延伸出簡單，又讓孩子有成就感

的文創設計作品，同樣的一段文字加上一些巧思和創意，就可以運用在不同的材質與設計，進

而形塑出有趣的文創小物；簡易卻可以做出有質感的東西，往往可以讓高年級的孩子滿足並獲

得極高的成就感與自信。同時藉由關於聆聽的名人佳句的分享與咀嚼將會對於傾聽這件事情有

更深刻的感受與延伸討論，帶給師生更多的討論可能，有別於師長的說教之刻板印象。（羽菩

老師 2024/1/19)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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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回饋，如有可附上。） 

 將手繪的作品置入 iPad可以透過 App的

功能轉化為不同媒材效果的呈現手法，感

受不同的美感呈

現，是一件很有趣

的創作過程，設計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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