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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雲林縣鎮西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蔡易諦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 

班級數 資優班 

學生總數 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台灣妖怪與牠們的產地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夏季特刊  期，第澳

只 10 ~12  頁 
文章標題 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認識台灣的新觀點 

施作課堂 國語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五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本次的課程是以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為主題，從引起動機跟學生們一起討論在未閱讀安妮新

聞前對於妖怪的認知，答案五花八門，有虎姑婆、佛地魔、尼斯湖水怪等。探討妖怪生成原

因，多數是虛構或是為了達到恐嚇的效果，透過安妮新聞的介入，我們可以了解多元文化台

灣下的民間故事，從而引導學生思考，妖怪的產生來自民間價值文化信念的累積，不同的文

化會延伸屬於自己獨特的妖怪傳聞，人民也會賦於意義。在請學生們思考分類妖怪類型以及

生成原因，我們可以發現學生所討論出來的內容，也會隨著學生自己背後的價值觀、思考風

格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甚至會跟自己閱讀過的小說內的妖怪，進行交叉比對，延伸出學生

個人的思考，例如有妖怪一定是壞事嗎？我們該如何跟妖怪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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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 了解台灣妖怪的歷史。 

(2) 分析台灣妖怪傳聞的原因。 

(3) 分析妖怪故事中的道德、價值觀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2. 課堂流程說明 

(1) 我們耳聞的妖怪:透過小組討論，學生們分享自己聽聞的妖怪故事。 

(2) 妖怪與牠們的產地:介入安妮新聞，引導學生認識不同妖怪的生成背景及文化。 

(3) 妖怪類型及傳聞生成分析:學生思考妖怪生成的脈絡及類型，以心智圖的方式進行分析。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可以藉由安妮新聞讓學生們了解台灣妖怪的文化背景，圖文並茂呈現台灣妖怪，學生瞬間

就被吸引，並能深入討論老師所拋出的問題，如果在課程最後，能讓學生因應目前的環境，

設計可能出現的妖怪，以及為牠編寫傳聞，整體課程能夠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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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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