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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市立慈文國中 

授課教師 王柔雅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61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閱報你我他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8  期，第  全 頁 文章標題 

閱報你我他—透過讀報認識自己、同學 
與友情 

施作課堂 
（如：國文）  國文 施作總節數 1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7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孩子們升上七年級，成為我的新生，第一次接觸他們，不知道每個人的閱讀能力與閱讀

興趣，所以希望透過這份用心設計的美感教育報紙，初探孩子們的閱讀能力與興趣。此外，

也透過讀報的討論、分享過程，讓學生們更認識彼此。 

    一開始先看「封面」，大家對於封面會有不同的解讀，也會看見不同細節。透過課堂分

享，可以知道哪些人看到了什麼，誰是與自己相似的，而誰又看見了自己沒注意到的部分。

是一個認識自己與認識同儕的暖身活動。 

    接著，運用「速讀」的技巧，讓大家在限定時間內快速瀏覽全報，透過初步的「標題」

或「圖案」的閱覽，選出自己第一時間最受吸引的部分，並記錄受到吸引的原因。 

    下一步，給學生閱讀剛剛「自選」的內容，並針對此篇文章或內容，記錄自己的閱讀心

得或是從文章中所習得的新知識。最後，老師透過簡單的問答，可以得知「自選文章」的重

複性與差異性，並讓幾位同學發表與分享，使大家認識自己與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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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孩子能夠聽懂老師的指令進行活動，如：閱讀相關頁面與主題。 

2.孩子能夠自行閱讀所規定的範圍，並從報紙中習得新資訊。 

3.孩子們能書寫心得與所學，並分享自己的心得。 

4.孩子能從活動中更認識自己與同儕。 

5.孩子能得知此份報紙與課文的相關性：封面—第七課兒時記趣。 

                                    主題—友誼，第八課「朋友相交」。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大家舉起報紙合照                            ↑發表對封面的感受 

     

↑仔細閱讀中，也可以看出選文的相似與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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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位學生選擇同一篇文章，並進行閱讀與書寫心得。 

  

↑另幾位學生選擇其他的同篇文章，並進行閱讀與書寫心得。 

2. 課堂流程說明 

5 分鐘—請學生仔細觀看封面，並於學習單寫下自己的感受。  

5 分鐘—請幾位學生分享觀看封面所帶來的感受。 

        老師藉由提問讓學生具體說出封面細節，與引導全班觀看封面各處。 

        讓學生臆測出封面與課本的相關性—第七課兒時記趣的「觀察力」與「想像力」。 

5 分鐘—讓學生快速閱覽整份報紙，找出自己最有興趣的一篇，寫下頁碼、篇名，並以 

        30-50 字簡述選擇原因。老師提問，讓他們歸納此份報紙的主題—友誼，並知道 

        與第八課「朋友相交」課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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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鐘 讓學生安靜閱讀所選的篇章。 

10 分鐘 讓學生書寫閱讀後習得的新知識或是心得。(老師巡堂觀察、協助) 

5 分鐘 老師提問後，歸納學生所選文章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使大家認識自己與同儕。 

5 分鐘 讓幾位同學發表與分享，並由老師簡單統整與分析學生選取的原因。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上課節奏較快，只能關注在某些學生身上，無法即時掌握全體學生狀態。 

  或許之後可以使用異質能力分組，讓小組之間可以互相協助，更能關注到閱讀理解能力  

  較差的學生，也能增進整體教學成效。 

2.因為是初探學生閱讀興趣與能力，所以並未聚焦在某一篇文章，是藉由廣泛式分享的方 

 式進行。這樣比較難對文章有深入的分析。 

 未來可以多設計一或二節課，找出班上最多人有興趣的一篇，設計成更完整的教案。 

3.因為活動是以自由分享的方式進行，可以讓學生比較沒有壓力的發表，不過也沒有讓學   

  生學習到更正確的分享與發表方式。 

  或許未來也可以搭配口語表達的訓練，讓學生逐步完成更完善的上台報告能力。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以下為學生學習單(讓學生自行安排格式，也藉此了解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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