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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嘉義縣立大埔國民中小學 

授課教師 施勁臣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社會 

班級數 1 班（301） 

學生總數 13 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小小設計師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5  期，第 6~7 頁 文章標題 畫一畫，設計自己的房間 

施作課堂 實驗課程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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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班學生在二年級上學期的實驗課程中，「觀察」了校園中的植物，對於色彩、形狀、

均有基本的認識。二年級下學期則培養學生「欣賞」的能力，引導學生從專業的角度，對美

的事物進行欣賞。更進一步跳脫具體的、藝術的美，融入品格教育，讓孩子們學習尊重每個

人的差異，欣賞他人有別於自己的特質。 

    在該學期，旨在讓學生學習「表達與溝通」。並且不單侷限於語言或文字，繪畫、戲

劇、音樂、設計等，都是創作者與欣賞者之間表達與溝通的媒介。課程中，學生必須身兼創

作者與欣賞者，讓學生從不同角度，不透過語言與文字，而是透過肢體或圖畫，來進行表

達，並達到彼此溝通的目的。 

    又適逢本校美感基地落成，因此結合課程，帶著學生走出教室，讓學生在不同的學習

場域中，進行探索與學習。配合安妮新聞第五期報紙中的內容「畫一畫，設計自己的房間」，

讓學生嘗試將美感基地，設計成心中理想的空間，並與其他同學分享。學生需要透過繪畫與

設計，「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在欣賞與分享的過程中，練習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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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能獨立進行觀察與探索。 

2.能善用各種輔助工具，獲取需要的資訊。 

3.能透過創作表達自己的想法。 

4.能在分享的過程中，做到良好的溝通。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上課前，先將教學場域打掃乾淨，也是一種學習。 

 

 

 

 

 

 

 

   

￪引導學生自由觀察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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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由選擇喜歡的位置，以最舒服的、最不受拘束的姿勢進行創作。 

 

 

 

 

 

 

 

   

￪課程結束後，不忘將教學場域復原並打掃乾淨，培養學生的公德心。 

 



6 

2. 課堂流程說明 

第1節  

壹、準備活動 

一、學生自學 

1. 課程開始前，請學生於美感基地進行簡單打掃。 

2. 請學生圍著老師成一個圓圈，席地而坐。 

3. 引導學生察覺美感基地的「位置」、「環境」、「設施」。 

4. 給予自由活動時間，讓學生在美感基地進行探索。 

 

貳、發展活動 

一、組內共學 

1. 引導學生分組討論。 

2. 小組分析所觀察到的「位置」、「環境」、「設施」，並記錄下來。 

3. 小組通過所觀察到的內容進行思考，以「為什麼」的句型來進行問答。 

4. 完成任務單。 

 

二、組間互學 

1. 請各組學生進行分享。 

2. 引導學生，針對其他組別分享的內容，就異同進行提問與討論。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導學 

1. 統整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並結語。 

2. 預告之後課程的內容。 

 

第2節  

壹、準備活動 

一、學生自學 

1. 複習第一節課的內容。 

 

貳、發展活動 

一、組內共學 

1. 引導學生分組討論。 

2. 小組討論，美感基地的空間，還可以有哪些更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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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學生分別從「空間規劃」、「設施增減」、「色彩美感」的角度去思考。 

4. 將想法記錄下來。 

 

二、組間互學 

1. 請各組學生進行分享。 

2. 引導學生，針對其他組別分享的內容，就異同進行提問與討論。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導學 

1. 統整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並結語。 

2. 預告之後課程的內容。 

 

第3節  

壹、準備活動 

一、學生自學 

1. 複習第一、二節課的內容。 

 

貳、發展活動 

一、發散思維 

1. 引導學生思考，一個舒適方便的空間，應該要有哪些條件。 

2. 小組討論，以美感基地的空間來進行創意發想。 

3. 將想法記錄下來。 

4. 請各組學生進行分享。 

5. 引導學生，針對其他組別分享的內容，就異同進行提問與討論。 

 

二、創作 

1. 每位學生獨自進行創作。 

2. 運用小筆電、安妮新聞報紙等工具，設計出心中理想的空間。 

3. 上台分享自己的設計理念。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導學 

1. 請學生將美感基地復原並打掃乾淨。 

2. 統整作品，引導學生思考，並以「設計是一種表達與溝通」，做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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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對於偏鄉小學的三年級學生，安妮新聞報紙的內容稍嫌艱澀，因為沒有注音符號，學

生在閱讀時多以色彩與圖像為焦點。因此學生只在初次閱讀時，表現出興趣，後續推動持

續閱讀的成效不彰。因此在課程設計中，將安妮新聞報紙作為查詢資料與靈感發想的工具

來使用。且擷取單一板塊內容與課程相結合，學生較能在課程中掌握重點，並進行學習，

對於在課程中引導學生也更為容易。 

    因考量到學生的年齡，該次選取的報紙期數為設計相關的內容。實際操作後也發現，

偏鄉小學的三年級學生，比起文字，確實對於色彩與圖像較有興趣。若是能在報紙中，再

多一些符合低學齡孩子的圖像內容，甚至輔助以注音符號，對於美感教育旨在全學齡的推

動，或許會更具可行性。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本次課程結合了美感教育，期望學生從生活中感受美，並將其表現在生活中或學習

上。學生們對於走出教室的授課方式反饋良好，後續多次詢問老師可否多安排類似的課

程，對於課程內容也記憶深刻，常常能在其他課程中將其類化。這次課程，也讓我深深體

認到，雖然偏鄉學校的學生學力可能不如都市學校的學生，但其創造力卻不會因為城鄉差

距而有打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