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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台南市和順國小 

授課教師 陳之喬 

教師主授科目 導師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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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畫說故事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4  期，第  4  頁 文章標題 20 世紀以前名畫型錄 

施作課堂 
（如：國文） 綜合 施作總節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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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五年級有先申請《冬季安妮新聞特刊》，帶學生認識《安妮新聞》這份刊物，原本擔心內容是

否對五年級的孩子來說太深，但我們從報紙的標題、各版面主題內容、顏色、插畫、來介紹

特刊裡多樣化的內容。其中「冬季出沒的妖精們」，引起學生的興趣，原來關於冰雪在文學家

筆下有那麼多不同的解讀，「什麼都比什麼都不奇怪」引起學生共鳴，在其他媒體報導有看到。

學生的閱讀喜好不同、在整份刊物中，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喜歡的主題。繼而在六年級申請

《安妮新聞第四期傳播與溝通主題》。面對當代視覺文化充斥的環境中，如何解讀圖像中的意

義，與批判能力，是重要的能力，透過本期的藝術作品介紹，引導學生如何解讀藝術作品，

試著練習能更深一層解讀其意義。在這學期國語課文中有篇提到《蒙娜麗莎的微笑》，藉此機

會，試著將課程延伸讓學生再深入了解，如何解讀作品，以艾斯納的藝術鑑賞步驟，來引導

孩子觀賞藝術作品，練習觀看的方式，應用於生活中各類文本與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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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透過閱讀安妮新聞，內容識讀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特質及其 與藝術的關係。 

(2)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 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3)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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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讓學生先自由閱讀安妮西新聞各個版面內容。 

(2)教師提問：■請先仔細看看，你在作品中看到了什麼？ 

            ■畫作中的顏色有哪些，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你覺得作品想要傳達什麼？ 

            ■試著說說看這件作品在當時的年代有什麼角色？或創新？ 

(3)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從刊物中的作品選擇一件作品，討論作品想要傳達出什麼訊息，

試著將討論的結果用文字呈現。 

小組發表：每組分享共同討論的內容。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報刊的內容多元豐富，非常值得學生閱讀。有些題材引起學生好奇，會想要進一步的

了解。對於作品的內容描述，會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詮釋，但在解讀作品的第四層次上，

因學生在學科的背景知識較缺乏，會有些困難，不易更深入探討。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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