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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蘇晉儀 

教師主授科目 特殊需求領域/創造力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35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立體書創作 

報紙期數／

頁數 
聆聽特刊，第 1~16 頁 文章標題  

施作課堂 
（如：國文） 

延伸活

動 
施作總節數 36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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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官當中，視覺接收的訊息占了絕大多數，導致現代人大多依賴視覺來生活，甚至會讓

自己忽略其他訊息的可能，相較之下，聆聽卻是默默地在為我們的生活增添色彩，也讓我們

收到不同的訊息。本次透過安妮新聞的聆聽特刊，期待帶領學生發現聆聽的價值以及對生活

的影響。透過不同的感官接收訊息，讓自己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生活，聽見生活中的美，聽

見不一樣的聲音。最後讓學生透過視覺化的方式，將感受以立體書的方式創作出來，讓聽這

件事情變得看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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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能從文章中找出吸引自己的內容。 

2.能從文章中發現聆聽的價值或重要。 

3.能夠用有創意或獨特的方式轉化文章中的訊息。 

4.能夠用轉化的訊息來創作一段文字或是故事。 

5.能夠透過立體書表現自己創作的故事或文字。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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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一、閱讀安妮新聞，找出自己感動的文章 

先透過詢問來了解學生閱讀書報的習慣，並且引導學生反思閱讀報紙時的印象

與感受。發下安妮新聞後請學生觀察此報紙和之前閱讀的報紙之間有何差異，

藉此了解學生的觀察力。給予學生一段時間靜心閱讀，此期間觀察學生在閱讀

時的反應，是先快速瀏覽之後選一篇閱讀，還是一篇一篇依序看，閱讀時是否

有手指或是其他反應。 

二、感動的原因：連結自身經驗或是感受 

請學生針對自己最有感受和喜愛的篇章進行深讀，之後進行分享，這篇文章為

何吸引自己?和自己過往的經驗有何相似或是相異之處?最喜愛的句子是?閱讀

時腦中想到什麼畫面或是聲音? 

 

三、故事製造所：轉化感動，用文字流傳 

學生皆分享之後，請每位學生以自己喜愛的文章中的一句話，設計成一個短篇

故事，可以改編現有童話或是舊經驗，讓這個故事可以展現這句話的意涵。僵

固事先以起承轉合四個點進行設計分析，有了骨架之後進行內容或是對話的補

充。 

四、躍升紙面：將文字轉化為圖像，並以立體技法表現 

針對故事，以四到八個畫面進行設計，此畫面設計要包含精彩轉折或是情緒的

畫面。請學生將畫面以草稿的形式畫在紙上並且標註重點，例如張大嘴巴很驚

訝的小老虎。 

將過去學過的立體技巧應用在畫面的呈現上，藉此凸顯該畫面的意象。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長文閱讀與找出重點需要引導 

國小學生平常雖然有閱讀相關的活動，但是每位學生的閱讀習慣與能力皆不同，教師觀察

部分閱讀能力較弱的學生，在閱讀時比較容易分心，需要有明確的指令或是閱讀策略協



7 

助。 

2.將感動以言語分享 

請學生分享感動的內容時，學生的說明通常只有短短幾個字，需要透過教師以追問好奇的

態度讓學生可以多分享一些。這個環節也可以設計讓一位學生分享，其他同學提問，藉此

讓全體練習聆聽與好奇提問的能力。 

3.感受與感動的轉化 

一個閱讀的感動要轉化為故事創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般學生可能會以最直接的方式例

如讓角色直接說出那句話作為故事內容，但是要如何鋪陳情境或情節，甚至將感動的語句

隱藏在故事中，會需要優良的模範作品或是引導才有辦法完成。 

4.立體技法的應用 

學生在畫面想像上比較缺乏漫畫式或是構圖的技巧，因此畫面比較平淡，在效果上比較缺

乏吸引力。立體技巧因為該開始學，所以在應用上比較生疏，若能長時間浸潤在此領域

中，多接觸相關的立體技法，應該可以表現更好。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