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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小 

授課教師 顏尉倫、謝明宏、姜秀潔、陳世芬、黃蕓珊、黃逸娟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文 

班級數 三年級 6 個班 

學生總數 180 名學生 

2.課程概要與目標 

    由於學生之前接觸過的國語日報有注音輔助，學生自行閱讀上較為容易，相對地，美

感智能報紙沒有注音，因此對剛升上三年級的學生而言，有些識字量較少的學生可能無法

自行讀懂內容，需要教師在旁導讀。因此，在學期初的學年課程共備時，三年級教師團隊

決定將國語文課程、美感智能報紙以及讀報教育進行結合。教師引導學生先概覽報紙，了

解報紙的構成元素，再從美感報紙的專題當中擇一設計教案。基於中年級學生須積極培養

「同理式聆聽（尊重、察覺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欣賞式聆聽（理解與體會美感，

專注的聽覺使用）」，以及「積極地聆聽（包含對話、溝通與互動學習）」等概念，故三

年級教師老師共備討論後，決定以「溝通的魔法」此專題，引導學生深入閱讀，激發學生

的閱讀興趣，進而引導學生建立「聆聽與溝通」的能力。三年級教師團隊所設計的教案之

課程概要與目標請參見下列的教學活動設計單。 

 

 



4 

教學科目 
國語文領域 教學時間 40 分鐘 

教學主題 
溝通的魔法 

教材來源 

  康軒國語課本第五冊 

美感報紙 

教學單元 
溝通的魔法 設計者 三年級教學團隊 

單元活動 
溝通的魔法 教學者 姜秀潔 

教學年級 三年級 教學時間 113.01.16 

領域核心 

素養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

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

互動。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表達想法。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學習

內容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判別文本中圖片的情緒內涵，並從文本中找出符應情緒描述語

句。 

2. 學生能運用溝通紅綠燈，判別發言時機。 

3. 學生能運用適當的情緒詞語，正確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4. 學生能運用「行為」「情緒」、「影響」、「期待」步驟，清楚表達自

己的想法。 

教學資源 美感報紙、國語課本（康軒版第五冊）、投影片 

學生經驗 
1.學生已學過如何辨別感嘆句與祈使句。 

2.學生已學過正向與負向的情緒詞語。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

式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導入】請學生觀看ＰＰＴ中的人物圖片（康軒課本第五冊

第二單元）。 

 

人物圖片 

 

 

 

5 分

鐘 

 

 

口說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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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請各位小朋友仔細觀察圖片中的主角(大黃魚、小

丑魚、海葵)表情與動作，說一說他們表達出什麼情

緒？為什麼？ 

【聆聽】請學生舉手各自發表。 

【串連】教師歸納情緒理解與表達歷程為：個體所處情境或

遭遇問題(例如：威脅情境)－情緒表現的特徵、動

作（嘴巴、眼睛睜大）－情緒語詞(緊張、害怕) －

具體行為反應（逃走）。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識讀報紙基本元素(複習) 

【提問】請學生利用一分鐘的時間快速翻閱自己手上的安

妮新聞，並回憶之前認識的國語日報，並說一說

自己看到哪些內容。 

【聆聽】請學生舉手各自發表。 

【歸納】教師歸納報紙包含報頭、報眉、精選提

要、標題、內文、圖說等六項基本要素。 

【聆聽與歸納】學生發表及教師歸納。 

活動二、溝通的魔法  

【默讀】請全班學生翻到報紙第二頁『溝通的魔法』默讀三

分鐘。 

【提問】請學生用肢體(o或 x)回答剛剛默讀文章的內容。 

        1.溝通的技巧是天生就會的，不需要練習。 

        2.表情或動作是一種「非語言」的訊息，可以幫助

你了解別人的想法。 

        3.發言時機是先做出行動，再停下來思考。 

        4.利用「『我』訊息」，是一種不批評、不指責的

溝通方法。 

【歸納】教師歸納文章的重點。 

【討論】教師提供每組一張情緒表情姿態表（Ａ3 大小），

請各組學生討論並選出不同情緒的圖片，並請學

生將結果張貼於黑板。 

【歸納】教師歸納各組呈現的情緒貼圖/圖片之異同，並結合

KWLH 學習策略，呈現學生已知的 K（知識），

包含情緒有不同的向度、表情特徵（非語言訊息）。 

【提問】請學生根據報紙內容說一說，當你覺察到周圍氣氛

或別人的情緒表達後，要如何才能看準時機發

言？ 

 

 

 

 

 

 

 

 

 

美感報

紙、 

簡報 

 

 

 

 

 

美感報

紙、 

情緒表情

姿態表學

習單、 

情緒圖卡

數張 

 

 

 

 

 

 

 

 

 

 

 

 

 

 

 

 

 

 

 

 

 

 

 

 

 

5 分

鐘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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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請學生舉手各自發表。 

【串連】教師歸納發言的紅綠燈模式，並結合 KWLH 學習

策略，呈現學生的Ｗ（What do I want to know?）。 

【提問】請學生根據報紙內容說一說，當你覺察到周圍氣氛

或別人的情緒表達後，要如何才能清楚表達『我』

訊息？ 

【串連】教師歸納呈現『我』訊息的要點及步驟，並結合

KWLH 學習策略，呈現學生的Ｗ（What do I want 

to know?）。 

三、綜合活動 

【導入】老師選出三個教室常發生的情境，請學生回想： 

       情境 1.同學經過我的座位，撞倒我的鉛筆盒…… 

       情境 2.交作業時，有人插隊…… 

       情境 3.發考卷時，同學偷看我的分數…… 

【討論】教師提供每組一張『我』訊息步驟表（Ａ3 大小），

請各組學生討論並寫出遇到上述情境可以怎麼回

應，計時五分鐘完成並請學生將結果張貼於黑板。 

【串連】教師歸納各組『我』訊息的要點及步驟，並結合

KWLH 學習策略，呈現學生的Ｌ（What do I want 

to know?）。 

（一）行為 （二）情緒 （三）影響 （四）期待 

當我看到/聽

當同學經過

我的座位，

我看到他撞

倒我的鉛筆

盒 

我感到 

生氣、難

過、捨不得 

因為 

這是我才新

買的鉛筆

盒，我捨不

得它弄髒 

所以我希望 

你下次經過

我的座位時

小心一點、

我把桌面的

東西都收拾

好 

組合後的句子： 

當同學經過我的座位，我看到他撞倒我的鉛筆盒，我

感到生氣(難過/捨不得)，因為這是我才新買的鉛筆

盒，我捨不得它弄髒，所以我希望你下次經過我的座

位時小心一點，我也會把我的東西收拾好。 

 

 

 

 

 

 

 

 

 

 

 

 

情境簡報 

 

『我』訊

息步驟學

習單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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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課程實施照片 

 

 

 

 

 

 

 

 

 

 

 

結合舊經驗，介紹報紙的元素 

 

 

 

 

 

 

 

 

 

 

學生發表觀察安妮新聞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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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區辨情緒表情與動作 

 

 

 

 

 

 

 

         練習情緒辨識與小組呈現 

 

 

 

 

 

 

 

 

 

 

「『我』訊息」的小組討論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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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我』訊息」上臺分享 

 

 

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值得學習之處 

1. 延伸國語領域與讀報教育的學習，可以加深加廣學生的視野與閱讀文章的

種類。 

2. 學年共同集思廣益設計教案，多能符合三年級學生能力表現與課程需求。 

3. 老師和學生的默契建立十分的重要，孩子從課堂開始到結束，都保持著良

好的秩序，座位的安排也是值得學習。 

4. 課程的流程，基本上都如討論時相去不遠，經過秀潔老師的安排及修改

後，變得更容易執行，並且讓孩子有時間去討論及見證他人的回答，使課

程緊湊卻不失流暢。 

5. 教學內容緊扣主題「溝通」，從表情開始判別情緒或狀況、接著知道如何

處理情緒，及溝通的次序，中間穿插了閱讀報紙的相關知識，因為孩子平

時有讀國語日報的習慣，所以秀潔老師班上起來，孩子很快就能進入狀

況，並且不會在介紹報紙的結構上，花費過多時間。 

6. 能讓學生有機會去發表和統整「『我』訊息」的使用方式與步驟，有助於

日後生活中的應用。 

 

 (二)夥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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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這堂課中，剛好碰上教具的印製出了點問題，但依舊順利的進行活動，

孩子也沒有因此卡關，這是我十分需要學習的，且在討論的秩序方面，我

們班的確是稍微吵雜了一些教會孩子如何有效率的進行小組討論，也是我

們在設計時課程時，必要考慮進去的。 

 

(三)教學者的省思、檢討反省： 

1. 世芬老師在這一系列的公開課打先鋒，給了我們很棒的教學靈感，為了使

容易有衝突的我班能有更多的時間討論「『我』訊息」的使用方式與步驟，

因此減了報紙元素的個別測驗，改為全班一起回答，並企圖檢核孩子是否

有在默讀文章中理解內容，簡單測驗讓學生能快速抓到文章重點並維持專

注。 

2. 學生對於表情的呈現如何用線條呈現不這麼熟練，因此使用有動作和表情

圖案，讓學生討論後區辨並貼上。七組中有一組將「疲憊」的表情配對到

「厭惡」的選項中，其他各組全部表情都答對；我們就針對他們這組的配

對做了一個討論，請他們觀察學習單上的提示，是否有符合「鼻子皺起、

嘴角下垂、斜眼看別處、身體後退、雙臂交叉」等元素，後來發現有更

適合的圖形，而解開第五組的困惑。 

3. 日後在印製情緒表情姿態表學習單時要再確認，才能印出每組都比例正確

的學習單，不致無法將圖卡貼入正確的格子當中。 

4. 學生在健教課時，曾經練習過「『我』訊息」的使用在家庭溝通中，當時的

步驟是「我覺得……因為……我希望……」，當時的練習學生都能正確表達

感受，此處安妮新聞的「『我』訊息」加上「影響」，學生還是容易歸因於

對方的錯處，而不是客觀的發現對每個人的影響，討論起來還是需要多多

引導，三年級的孩子還是多以自身為出發點，要說出「影響」的層面還是

稍難。 

5. 時間掌控若再細緻些，應該每一組都能充分上台發表，並給觀看者進行他

評，學生們的課程向度會更完整。 

6. 安妮新聞有許多主題可以結合課程教學，並做跨領域的整合。整體來說，

報紙上的文字內容對中年級的理解而言略難，需要授課老師架好鷹架，或

更多引導，協助理解，將來還可以借用安妮新聞發展不同主題的教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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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並加廣學生學習的層次與內容。 

 

三、 課堂流程說明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導入】請學生觀看ＰＰＴ中的人物圖片（康軒課本第五冊第二單元）。 

【提問】請各位小朋友仔細觀察圖片中的主角(大黃魚、小丑魚、海葵)表情與動作，說一說

他們表達出什麼情緒？為什麼？ 

【聆聽】請學生舉手各自發表。 

【串連】教師歸納情緒理解與表達歷程為：個體所處情境或遭遇問題(例如：威脅情境)－情

緒表現的特徵、動作（嘴巴、眼睛睜大）－情緒語詞(緊張、害怕) －具體行為反應

（逃走）。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識讀報紙基本元素(複習) 

【提問】請學生利用一分鐘的時間快速翻閱自己手上的安妮新聞，回義之前認識的國語日

報，並說一說自己看到哪些內容。 

【聆聽】請學生舉手各自發表。 

【歸納】教師歸納報紙包含報頭、報眉、精選提要、標題、內文、圖說等六

項基本要素。 

【聆聽與歸納】學生發表及教師歸納。 

活動二、溝通的魔法  

【默讀】請全班學生翻到報紙第二頁『溝通的魔法』默讀三分鐘。 

【提問】請學生用肢體(o或 x)回答剛剛默讀文章的內容。 

        1.溝通的技巧是天生就會的，不需要練習。 

        2.表情或動作是一種「非語言」的訊息，可以幫助你了解別人的想法。 

        3.發言時機是先做出行動，再停下來思考。 

        4.利用「『我』訊息」，是一種不批評、不指責的溝通方法。 

【歸納】教師歸納文章的重點。 

【討論】教師提供每組一張情緒表情姿態表（Ａ3 大小），請各組學生討論並選出不同情緒

的圖片，並請學生將結果張貼於黑板。 

【歸納】教師歸納各組呈現的情緒貼圖/圖片之異同，並結合 KWLH 學習策略，呈現學生已

知的 K（知識），包含情緒有不同的向度、表情特徵（非語言訊息）。 

【提問】請學生根據報紙內容說一說，當你覺察到周圍氣氛或別人的情緒表達後，要如何

才能看準時機發言？ 

【聆聽】請學生舉手各自發表。 

【串連】教師歸納發言的紅綠燈模式，並結合 KWLH 學習策略，呈現學生的Ｗ（What d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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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 to know?）。 

【提問】請學生根據報紙內容說一說，當你覺察到周圍氣氛或別人的情緒表達後，要如何

才能清楚表達『我』訊息？ 

【串連】教師歸納呈現『我』訊息的要點及步驟，並結合 KWLH 學習策略，呈現學生的Ｗ

（What do I want to know?）。 

三、綜合活動 

【導入】老師選出三個教室常發生的情境，請學生回想： 

       情境 1.同學經過我的座位，撞倒我的鉛筆盒…… 

       情境 2.交作業時，有人插隊…… 

       情境 3.發考卷時，同學偷看我的分數…… 

【討論】教師提供每組一張『我』訊息步驟表（Ａ3 大小），請各組學生討論並寫出遇到上

述情境可以怎麼回應，計時五分鐘完成並請學生將結果張貼於黑板。 

【串連】教師歸納各組『我』訊息的要點及步驟，並結合 KWLH 學習策略，呈現學生的Ｌ

（What do I want to know?）。 

（一）行為 （二）情緒 （三）影響 （四）期待 

當我看到/聽

當同學經過

我的座位，

我看到他撞

倒我的鉛筆

盒 

我感到 

生氣、難

過、捨不得 

因為 

這是我才新

買的鉛筆

盒，我捨不

得它弄髒 

所以我希望 

你下次經過

我的座位時

小心一點、

我把桌面的

東西都收拾

好 

組合後的句子： 

當同學經過我的座位，我看到他撞倒我的鉛筆盒，我

感到生氣(難過/捨不得)，因為這是我才新買的鉛筆

盒，我捨不得它弄髒，所以我希望你下次經過我的座

位時小心一點，我也會把我的東西收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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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