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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胡融昀 

教師主授科目 綜合活動領域 

班級數 15 班 

學生總數 41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設計臺南 400 

報紙期數／

頁數 

夏日特輯，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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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

動領域 
施作總節數 3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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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程活動簡介 

    以安妮新聞報中「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認識台灣的新觀點」為課程主軸，配合 2024

「臺南 400」在地活動，創造出系列課程。以台灣妖怪的閱讀與賞析，創發出屬於臺南專屬

400 年間的妖怪，讓學生與在地結合，深入在地文化、傳統或歷史，創作出相關的妖怪及傳

說故事。 

    課程將以報紙的閱讀開啟學生對於安妮新聞報的興趣，並且比較其與一般的不同報紙

或者電子報間的差異；再以分析概念，讓學生設計專屬於孩童的報章內容；最後針對「台灣

妖怪的魔幻世界」主題欄目進行深度閱讀與賞析，並且以此設計關於「臺南 400」的妖怪，

並且撰寫相關傳說、以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創作將妖怪的平面立體化。以此螺旋式課程深化美

感智能報的形式與內容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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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了解「安妮新聞報」與其他報章於版面的配置及內容的撰寫之差異。 

(2)以孩童視角，設計專屬於孩童的新聞報。 

(3)能夠分析安妮新聞報中「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的形象與故事撰寫貼合度。 

(4)能夠依照臺南的歷史文化，設計專屬於臺南的妖怪，並且依設計的妖怪撰寫相關傳說。 

(5)能夠以自己設計的妖怪，將平面圖轉化為 3D 設計圖。 

(6)能夠將自己設計的「臺南妖怪」製作出來。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了解其他報紙 學生查詢一般報紙內容 

介紹報紙欄目與排版 比較一般報紙與安妮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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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安妮新聞報 閱讀「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 

設計臺南妖怪形象 製作臺南妖怪 

 

2. 課堂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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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當前的學生較少閱讀報章的經驗，故對於一般報章的排版與內容安排沒有先備經驗，需

要多加講解、引導與歸納才能有初步的概念。 

2.學生對於「欄目」的觀念薄弱，需要大量的例證及說明才能了解。 

3.學生將平面設計圖轉為 3D 立體圖較無概念，容易將平面設計圖設計得複雜，無法顧慮

到立體化後會遇到的製作問題，容易在立體化時修改設計圖圖樣。 

4.對於所遺之報紙，將來想將上面的圖案讓學生加以剪貼利用，從新組合後產生新的故事

畫面，並且以之進行二次文字創作；讓安妮新聞報能更有藝術及語文領域上的再次利用。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以下區分成兩個部分進行統計分析，分別為學生認為課程中「收穫最多的部分」與

「最喜歡的部分」，以此未來在課程設計時能有所調整與依循。 

(一)課程中收穫最多的部分 

 

    由上圖可以看出，學生認為在課程中收穫最多的為「分析安妮新聞報與其他報紙的不

同」佔 25%。其次為「設計臺南妖怪」佔 20%。 

    在「分析安妮新聞報與其他報紙的不同」中，多數學生認為可以從中更了解安妮新聞

報的特點、並且更加喜歡安妮新聞報的內容；A 學生提到「我原本對於報紙的認知就是報

25%

20%

18%

16%

16%

5%

課程收穫最多的部分

分析安妮報與其他報紙的不同 設計臺南妖怪

用平板搜尋其他電子報 閱讀安妮新聞報

臺南妖怪立體化 自己設計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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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國際政治、社會事件等新聞，頂多像國語週報一樣刊登一些小漫畫或者投稿的文

章，對小孩而言常常會覺得無趣，加上顏色黯淡的紙張、文字及圖片，讓人看了昏昏欲

睡。不過安妮新聞報卻打破了我對報紙的印象，讓我感受到原來報紙也可以這麼有趣。」、

B 學生提到：「經過分析後，我才知道原來安妮新聞報不只是色彩繽紛而已，連內容也都和

一般報紙截然不同。」C 學生認為：「在分析報紙的不同時，同時可以讓我認識其他報紙有

哪寫單元、在報導什麼內容，也讓我了解原來報紙也可以像安妮新聞報一樣這麼精采有

趣。」D 學生更覺得他對於「報紙」更感興趣。另外，也因為分析，學生更了解自己喜歡

的板塊與內容，更明確的了解自己的喜惡；E 學生提到：「從分析中可以知道那些模式、內

容是小朋友喜歡的，透過比較以後就可以更明確的選擇自己喜歡的報章內容。」、F 學生更

認為：「讓我更明白安妮新聞報的內容更偏向小孩子的需求，與一般的報紙的內容都是經

濟、軍事……不同，而且讓我覺得安妮新聞報更加的吸引人，相信很多小朋友會放下手機

來看安妮新聞報。」 

    而在票選第二高課程收穫最多的部分是「設計臺南妖怪」。學生更能夠了解到美術領域

中形象設計所能帶來的思考與推敲，G 學生提到：「當我們在小組討論的時候可以互相傳達

意見，聽到其他人的設計，可以讓自己做出更多的調整，能夠在趣味中完成自己設計的妖

怪。」H 學生提到：「設計妖怪時讓我感受到每個宗教的神靈或妖怪都來之不易，不管是外

觀或者造型還有神話的編纂都困難重重，更重要的是被創造出來的神靈或者妖怪，還需要

讓人們去相信祂，而我在設計臺南妖怪的形象時就已經卡關了，形象換了又換，故事也難

以拼湊。」另外更使人受鼓舞的是學生認為在設計臺南妖怪時，可以更了解自身臺南的文

史並且與之結合，未來還有更多的延展性，I 學生提到：「可以寫一篇故事講自己設計的妖

怪，並且結合台南特色、文化，創作出專屬於自己的臺南妖怪很有成就感。」、J 學生提

到：「設計臺南妖怪時，不僅能幫助我們了解臺南與其他縣市的不同，更能了解自己的家

鄉，使我們以後能夠去改善臺南的缺點，這個部份讓我收穫最多。」，由此可以看到學生在

創作的同時吸收了土地創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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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中最喜歡的部分 

 

    由上圖可知，學生認為課程中最喜歡的部分為「臺南妖怪立體化」佔 39%。其次為

「設計臺南妖怪」佔 28%。 

    首先在學生最喜歡的課程部分，佔比最高的為「臺南妖怪立體化」。多數學生認為立體

化的過程是十分困難的，例如：結構的思考、立體形象的造型……等等，並且需要針對所遇

困難進行問題解決，但相對帶來的成就感也就更多。K 學生提到：「我認為『動手做』比

『動手畫』更真實，畢竟動手畫比較簡單，只要把心中想表達的想法描繪出來就好，但是

動手做就必須要把整體做出來，四面八方都需要顧慮到，立體化雖然比平面還要困難，但

是成就感遠遠比不上立體化，這也讓我思考了立體化該如何呈現的問題。」、L 學生認為：

「台灣妖怪不容易做出來，但是遇到困難解決後，會非常有成就感，從原本的平面圖形到

立體化的過程都是自己親手完成的，作品還可以永久保存，還能跟同學分享創過過程的點

滴。」M 學生提到：「製作的過程中需要思考結構和顏色以及上色的問題，雖然過程很辛

苦，但是好玩又有趣。」 

    其次是立體化前一個步驟課程，即「設計臺南妖怪」。在這項課程中，學生發現自己需

要跟過去所學之臺南文史相互結合，並且以之設計形象，在設計的同時能回望土地並且將

臺南文史進行文創與形象化，已達到課程設計者所希望課程能傳達的核心重點。N 學生提

到：「我需要再次翻閱歷史，雖然很燒腦但也給了我再次複習歷史的機會，在腦中構思屬於

這隻妖怪的傳說故事，可以將我心裡的設計想法寫出來，並且還能跟老師及同學分享。」

39%

28%

11%

9%

7%
7%

課程中最喜歡的部分

臺南妖怪立體化 設計臺南妖怪

閱讀安妮新聞報 分析安妮報與其他報紙的不同

用平板搜尋其他電子報 自己設計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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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學生認為：「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讓妖怪結合台南的文化，還可以自己創造妖怪的故

事，不僅能增進歷史與文化的知識，同時讓自己的繪畫能力進步，不但收穫很多還很有

趣，真是令人意猶未盡。」最後課程的引導中，學生因為自行設計妖怪形象，而對自己的

設計有更深的情感，加上針對自己設計之臺南妖怪進行傳說撰寫，所以更期待傳說能夠成

真，在此說明了學生對於作品創作的投入與傳說背後的意涵。P 學生提到：「將自己發明的

妖怪立體化是一件很酷的事！感覺就像這隻妖怪真的存在一樣，如果真的有隻妖怪存在，

一定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做完後有滿滿的成就感，雖然他不存在，但是能夠成形就能打

開我心中想像力的大門。」Q 學生提到：「看到自己可以親手將設計的妖怪立體化、出現在

自己眼前，就像這隻妖怪真實存在、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把我的想法實體化，也讓我

寫的傳說變得更有意義，就好像祂真的做過故事裡面的事情一樣，讓我幻想著祂是否有一

天真的會有生命一樣動了起來。」能透過課程設計讓學生回望土地、深入在地文史、創生

臺南，達到設計者的核心理念的傳遞，相信這項課程設計是十分成功的模組。 

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