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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國中部) 

授課教師 董惠茹 

教師主授科目 童軍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5 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情緒有那些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10 期，第 6、7 頁     文章標題 看圖說情緒 

施作課堂 
（如：國文） 早自修 施作總節數 1~3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七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報紙的閱讀，老師舉一些生活例子，讓孩子敘述事件中可能會引發的情緒詞彙，跟

孩子分享情緒觀點，討論情緒是「自然的反應」、「信息的載體」、「生活的多樣性體驗」、「否

定情緒有沒有可能造成更大問題」等觀念。 

 第二堂課，運用圖片，引導還孩子對圖畫中的物品，產生事件連結，並填入情緒詞。 

 第三堂課中，運用故事接龍的模式，激發學生的創意，將自己本身的事件連結情緒外化

(第二堂的圖片、情緒詞)，變成說別人的事，來串聯故事。 

  課程活動中，強調了每種情緒都有其價值和意義，並鼓勵我們接受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

情緒表達。培養孩子對情緒的正確理解，並建立健康的情緒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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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學生能夠描述事件可能引發的情緒詞彙。 

(2)教師分享情緒觀點，討論情緒是「自然的反應」、「信息的載體」、「生活的多樣性體驗」、

「否定情緒有沒有可能造成更大問題」等觀念。 

(3)學生能使用報紙內的圖片與情緒辭彙連結，發現自身的情緒。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左方照片說明：第二堂課中， 

報紙內填入相應的情緒詞。 

 

 

 

 

下方照片說明：第三堂課中，故事接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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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課： 

▪使用報紙讀物。 

▪舉一些生活例子，讓孩子敘述可能引發的情緒詞彙。 

▪與孩子分享情緒觀點，討論情緒的自然反應、信息載體、生活多樣性體驗以及否定情緒可

能造成的問題。 

 

第二堂課： 

▪使用報紙內的圖片。 

▪引導孩子將圖片中的物品與事件連結，並填入相應的情緒詞。 

 

 

第三堂課： 

▪使用故事接龍模式。 

▪激發學生創意，將自身事件與情緒外化，轉換成說別人的事來串聯故事。 

 

＊整個課程活動強調： 

▪每種情緒都有價值和意義。 

▪鼓勵接受和尊重自己及他人的情緒表達。 

▪培養孩子正確理解情緒，建立健康的情緒管理能力。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這次教學活動透過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教材，試圖培養孩子對情緒的理解和管理能力。

以下是我在教學過程中觀察到的問題、對策和未來的教學規劃： 

(一)問題： 

1.學生理解情緒概念的程度不同，有些學生可能難以理解或表達自己的情緒。 

2.故事接龍可能會受到學生創造力和情緒表達能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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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策： 

1.差異化教學：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和輔助工具，例如提供更具體 

              的情境描述或示範情緒表達方式。 

2.支援學生情緒表達：建立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並提供情緒 

                    表達技巧的指導和訓練。 

(三)未來教學規劃： 

1.整合多元教學資源：探索更多的教學資源和活動，例如影片、遊戲或角色扮演，以提供 

                    更豐富的情緒教育體驗。 

2.持續評估和調整：定期評估教學效果，根據學生的反饋和觀察調整教學方法和內容，確 

                  保教學活動的有效性和適切性。 

這些反思和規劃可作為未來情緒教育課程的推廣參考，以不斷改進和豐富教學內容，促進

學生情緒智慧的全面發展。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