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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花蓮縣立吉安國中 

執行教師： 蔡易伶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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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易伶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75 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環境聲音的甦醒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4 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八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前導活動：發下安妮新聞聆聽特刊報紙，進行傾聽（尊重與同理）與聆聽（有意識地聽）課程，

先帶著學生了解什麼是安妮新聞（A New Newspaper in Education）。學習報紙的編排結構與主題大

綱、版面構成要素、色彩計畫與整體美感安排等等。 

熱身活動：帶領學生練習傾聽，坐下來閉上眼睛放空沉靜，打開耳朵專注地感受自己和這個環境

的聲音。並參考《聽見聲音的地景—100 種聆聽與聲音創造的練習》內容，讓學生學會靜心傾聽，

並且在練習過程中鼓勵學生討論與分享。 

主題活動：學生有了上述兩項學習之後，帶領學生前往校園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走去或坐或躺，

學著關注到自己的腳步聲，仔細聆聽周遭的聲音，並且學會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與認識聲音地景

(Soundcape)。 

 2. 課程目標 

(1) 學生能透過聆聽環境藝術活動，展現對人文與環境議題的關懷及省思。 

(2) 激發學生跨出教室框架，走讀多元文化，觀察日常美感。 

(3) 促進專注環境聆聽的能力，學習安靜聆聽，提升聽覺感官的思索能力與情緒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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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 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全班一起閱讀安妮新聞內容 ↑閱讀安妮新聞內容進行學習單撰寫 

  

↑寫下安妮新聞中感受力最強的兩句話 ↑學習單心得撰寫 

  

↑美感智能閱讀－聆聽聲景練習 ↑美感智能閱讀－校園聲音採集 



5 

 

 

2. 課堂流程說明 
 

【認識安妮新聞】： 

 (1)依照報紙的主題去了解五大子題是什麼。 

 (2) 引導學生找出報紙美的形式與色彩。 

 (3) 學生完成學習單上的閱讀報紙文字內容感受力最強的佳句與心得。 

 

【專注聆聽的暖身遊戲】： 

(1) 老師設計一個簡單的習題，讓大家練習達到安静的境界。站起來再坐下去，不要發出任何一點聲

音。跟同學強調，如果不小心發出聲音(衣服摩擦、地作響、關節咯咯作響) ，就要立刻停止動作，

沒有發出任何聲響的人勝出。 

 (2)將教室椅子拿到講台再拿回來，不能發出任何聲響。同學可以在練習的過程中達到一心一意的境

界。 

 (3)在全班寂靜無聲的狀態下，將一張紙從一個人手中傳到另外一個人手中，直到在教室裡傅過一輪

止。再進階到把紙張當作樂器，每個人都要發出不同的聲音，不能跟之前聽過的聲音一樣，將紙張

在教室裡傳一輪。這個作法會讓練習變得更困難，需要發揮更多想像力。 

 

【校園採集聲景】： 

學生帶著紀錄單走出了教室，到校園各處尋找不同的聲音並且記錄下來，有操場上同學嘻笑的聲

音、各班教室中讀書的聲音、老師在台上認真講解的聲音，校外汽車聲與農作機器聲，感受蟲鳴鳥

叫、踩踏樹葉的聲音。結束校園聆聽課程之後，回到教室填寫學習單以及繪畫活動。  

 

【分享與討論】： 

請同學上台分享單元課程學習到的經驗，老師結合安妮新聞聆聽專刊與課程過程的總評。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安妮新聞聆聽特刊內容豐富，每一個主題都能延伸結合許多的教學模式，在設計教案、教學流

程與設計學習單上，此次結合安妮新聞聆聽特刊中的「用創作引導人們聆聽世界的聲音藝術家們」

的主題，讓學生認識聲景藝術。 

       學生在第一次閱讀安妮新聞時，對於文字的閱讀部分學生感到排斥，但安妮新聞中的視覺插畫

吸引不擅長閱讀的學生不再抗拒讀報。課程進行時先以跨頁台灣地景聲音為插畫的引導成效非常



6 

好，掃 QRCode 聽取來自台灣各地的聲音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開始活絡表達各種想法。 

       不論是專注聆聽的暖身遊戲或者是走出教室到校園各處尋找不同的聲音，藉由聽覺感官學習專

心聆聽，摒除習慣以視覺為主感知及傳達訊息，思考平時並不太會注意周遭的聲音，學生皆能投入

課程。此次聲音的探索之旅，加入聆聽的啟發結合美術與表演藝術能擦出許多不同的火花，但是如

果能把課程時數增加，再加深加廣讓學生學習更多不同面向是今後可以修正的方向。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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