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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陳雯娜 

教師主授科目 社會 

班級數 一班 

學生總數 二十八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感受臺灣之美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聆聽特刊   期， 

第 ８—９ 頁 
文章標題 探索聲音地圖計畫 

施作課堂 
（如：國文） 社會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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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搭配社會四上第六單元「家鄉故事導覽員」，並結合安妮新聞

「聆聽」特刊中的《臺灣聲音地圖計畫》，在學生已經上完一學期臺灣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相

關知識後，藉由專業攝影師和錄音師所製作的素材，以「縮時」和「聆聽」的方式，重新

認識臺灣的人文地景和聲音地圖，最後回到個人的生活，以周遭環境為出發點，聆聽生活

中的聲音，並找到自己家鄉的特有聲音。 

課程規畫為三個活動，每個活動各說明如下，其中活動二便是使用安妮新聞「聆聽」特刊

中的《臺灣聲音地圖計畫》作為素材： 

 活動一「縮時臺灣」（1 節）：取材馬來西亞攝影師馮業輝的縮時攝影作品，搭配臺灣地

圖，認識許多要透過時間才能觀察到的臺灣特色景點，並與行政區域作連結。 

  活動二「聆聽臺灣聲音地圖」（2 節）：取材吳燦政老師的《臺灣聲音地圖計畫》，請小組

合作聆聽臺灣聲音地圖，藉由地圖的提示，用聲音來連結不同區域與地點，加深對地點所

屬的區域印象，以及該地點的特色。 

 活動三「生活中的聲音」（1 節）：個人從生活中出發，留意周遭環境的哪些聲音，會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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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特別的感受，像是刺耳的噪音，或是悅耳的音樂，也可以是下課時的遊戲聲⋯⋯等。這

種種聲音當中，哪些聲音是自己身處的家鄉獨有的特色，用這特有的聲音，來介紹自己的家

鄉吧。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藉由聲音地圖的聆聽，認識臺灣不同的區域各自有其獨特的聲音。 

  2.連結不同的聲音與地點，練習用耳朵傾聽各地點的聲音特色。 

  3.區辨各個地點的聲音特色，感受不同於臺北市的聆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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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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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事前準備： 

  1.將《臺灣聲音地圖》依縣市區域分成七組，並也將學生分成對應的七組，

規畫每組負責聆聽一個區域的三個聲音檔。 

  2.製作教學簡報，以利上課說明（詳附於三、教學素材） 

  3.設計學習單，供學生上課記錄用（詳附於三、教學素材） 

教學流程： 

  1.引起動機：教師播放臺灣聲音地圖中的一段聲音，讓學生猜看看是哪個地

的聲音，並說明原因；接著請各小組討論「我們身處臺北市，認為最能代表臺

市的三種聲音是哪些？」，討論後並由一位組員負責發表。 

  2.發展活動：教師拿出安妮聆聽特刊的報紙，介紹其中關於《臺灣聲音地

圖》的概要；接著搭配簡報說明（已事先分成七個區域，每個區域有三個聲音

檔），請各小組依抽籤分配到的區域進行猜測再聆聽（從地圖上的地理位置猜

測對應的聲音檔在哪裡，然後再針對可能的聲音檔進行聆聽）；最後決定所負

責的三個地點所對應的聲音檔是哪一個。 

  3.綜合活動：各小組逐一上臺報告組內的調查成果與發現，教師應逐一給予

回饋與講評，最後統整各組報告，將完成的《臺灣聲音地圖》對應到正確的地

點。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由於在規畫課程時，將此一活動搭配社會最後一個單元，施行期間是期末最後一週，

適逢班內家長有拍攝公益影片需求，於是挪出時間來協助，反而使得本活動時間不夠完

整的做完，是最可惜的一點。日後在規畫時，可以考慮提前實施。 

2.由於聲音檔多達 21 個，事前考慮了很久，與其漫無目的的讓學生聽，不如依鄰近的行

政區分組，這樣小組合作的結果，每組只要搭配地理位置，找到對應的 3 個聲音，相較

之下降低難度，學生也比較能夠專注於聆聽負責的區域聲音。 

3.聲音檔以 QRCode 方式在報紙上呈現是很不錯的，但方塊碼有點小，有些區域鄰近又

有兩、三個，學生使用平板掃碼時，不時會掃到鄰近的碼，若能夠距離再分隔開一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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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好掃。 

4.掃碼聆聽聲音檔時，還可以選擇衛星影像或是一般地圖，學生發現只要點選地圖，就

可以找到對應的地點，這個設計很棒，讓學生可以有所參照；但也有部分學生學會偷

懶，不聽聲音就直接按地圖找答案，建議在教學實施時，把重點強調在「聆聽」的經

驗，或者設計學習單時，請學生描述聽到了什麼，以避免只看不聽的狀況。 

安妮報紙是一份很優質的刊物，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試閱，並運用於教學。只是現

今學校必須進行的課程繁多，教學時間也被切割得零碎不堪，誠心希望這樣一個具有美

感且優質的刊物，能夠更普遍且方便的為教師們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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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素材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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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