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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嘉義市大同國小 

授課教師 高玉娟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4 班） 

學生總數 （106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小兔相伴《愛牠~靜靜的看著牠》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9 期，第 1、2 頁 文章標題 貓就是這樣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視覺 

藝術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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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材》安妮新聞、筆記本、各色書寫筆、平板、不同材質的創作材料(雕塑土、美術紙、剪

刀、黏著劑、麥克筆、水彩用具等) 

教學活動簡介 

1. 安妮新聞閱讀與討論：帶領學生閱讀尋找《安妮新聞》中的議題，了解不同動物的生活習

性和特徵。引導學生自主討論選題，探討如何對待人與人、人與動物、人動與創作。 

2. 動物觀察與互動：學生觀察校園的兔子或社區內動物，理解動物的行為和特徵。鼓勵學生

與動物進行溫柔的互動，體驗動物的情感。 

3. 視覺藝術創作：引導學生將觀察到的兔子特徵轉化為藝術創作，活動形式包括線畫、LINE

貼圖設計、剪紙和雕塑等，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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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與分享：引導學生分享他們從動物和他人處接受的幫助和支持，討論如何表達感恩之

心。 

通過這些教學活動，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在尊重動物、培養同理心和感恩之心的同時，提升他

們的藝術創作能力，從而實現全面的情感和藝術教育目標。 

《迷思概念》 

課程可以幫助學生改變對動物互動和藝術創作的看法。通過他們對過度熱情行為對動物的影

響的誤解，並使他們意識到細膩的關懷對動物和藝術創作的重要性。同時，課程鼓勵學生使

用不同的媒材和觀點探索藝術創作，這樣的方式試著幫助習慣線性思維的學生多元化思考，

也期望能讓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學生更有方向感。透過與同儕互動和作品創作的過程，學生

們能夠更加靈活地調整和理解這些觀念。 

《拔尖》：給予對藝術有特別天賦或對動物有特殊關注的學生更多的挑戰性任務，擴展他們

的創作空間。 

《扶弱》：提供更多的指導和支持給那些對藝術或與動物互動感到不太自信的學生，讓他們

能夠逐步提升技能。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教學理念旨在透過閱讀《安妮新聞》，培養學生對動物的尊重和相處等，並通過美術創作來

展現這種觀察方式，從而豐富教學內容。通過教學策略，學生能夠感受到溫柔和愛的情感，

並將這些情感融入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視覺藝術融入生命教育議題，有助於學生探討生活

議題，培養適當的情意與態度，發展同理心、感恩之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 

1. 尊重與和平相處：學生能尊重並溫柔地與動物相處，例如與一隻兔子建立友善互動，理解

動物的情感和需求。 

2. 視覺藝術創作：學生探索、觀察兔子的線條，並創作相關的視覺作品（如線畫、LINE 貼

圖、剪紙、雕塑等），從而提升觀察力和藝術表現力。 

3. 情感與同理心：透過觀察、互動和創作，學生將培養感知能力、同理心，以及對色彩和造

形的理解。學生將學會從動物和他人的角度思考，發展出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4. 感恩與愛：學生將察覺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並發展出感恩之心。通過藝術創作，

學生能表達並傳遞感恩和愛的情感，培養主動去愛和回報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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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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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創作》命題：小兔相伴《愛牠~靜靜的看著牠》學生對動物(小兔)的觀察 

2. 課堂流程說明 

一、課堂引導與提問 

1. 引導問題： 

   提問 1：你喜歡什麼動物？喜歡的理由是什麼？ 

   提問 2：你在「安妮新聞」中發現了哪些動物？ 

   提問 3：從「安妮新聞」的內容中，你想討論的主題是什麼？ 

2. 使用平板進行資料收集*： 

   學生使用平板收集相關資料，並選擇一個自訂主題以心智圖的方進行深入理解。 

3. 觀察與創作指導： 

   提示：愛動物可以透過靜靜地觀察牠們，畫下牠們的樣子。 

二、美術活動設計 

1. 活動 1：線條創作： 觀察兔子的線條特徵，創作線畫。 

2. 活動 2：色塊造形：使用不同色塊進行兔子形象的創作，了解色彩的運用。 

3. 活動 3：體積觸感雕塑： 使用雕塑土創作兔子的立體形象，感受材料的體積和觸感。 

4. 活動 4：媒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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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索各種美術媒材，如筆、剪刀、雕塑土，進行不同形式的創作。 

   - 主題包括：觀察兔子的線畫、創作 LINE 貼圖、名畫作品賞析、剪紙、雕塑等。 

 

三、課間觀察與互動 

1.觀察時間： 在課堂中下課時間，讓學生觀察兔子的行為和特徵。 

   2.互動時間：給予學生與兔子互動的機會，體驗動物的情感和行為。 

四、課堂創作流程 

1.閱報： 學生閱讀「安妮新聞」，了解、選擇、理解「安妮新聞」中的訊息。 

2.選擇主題：從閱讀內容中選擇感興趣的主題。 

3.自訂主題：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觀察，自訂收集資料主題及創作主題。 

4.收集資料：使用平板電腦等工具，收集與主題相關的資料。 

5.創作：進行美術創作，將所學知識和觀察到的內容轉化為藝術作品。 

五、展示與反思 

1.作品展示：學生展示自己的作品，互相欣賞和交流創作心得。    

2.課堂反思：引導學生分享他們的觀察經歷、創作過程以及對動物的感悟和體會。 

期望通過多樣化的美術活動和與動物的互動，讓學生在觀察、創作和反思中培養對動物的尊

重、同理心以及藝術表現力。 

學生從《閱報》《選擇主題》《自訂主題》《建立資料》《創作》 

《閱報》 《閱報》 《閱報》 

《閱報》 
《閱報》 《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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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主題》 《選擇主題》 《選擇主題》 

《自訂主題》 《自訂主題》 《自訂主題》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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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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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建立資料》 

《創作》 

《創作》 《創作》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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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創作》 《創作》 

 

《教師觀察向度》以學生完成的視覺作品和對兔子相處的進步為評量依據。針對一個主題單

元的學習過程的整體表現，以下是教師觀察向度的評量項目示例： 

教師觀察向度 說明 

1.美術作品評價 學習期間內所創作的美術作品的總體評價，包括技

術水平、創意性、表達能力等。 

2.學習成果展示 展示作品(集) 

3.評估學習目標達成程度 包括技術性的能力、觀察記錄、對動物行為的理解

和表達等。 

4.個人成長與發展 在美術創作方面的個人成長和進步，是否能從開始

到結束展示出技術和創意方面的改善。 

5.對待動物的態度 對待兔子或動物的態度，是否有改善和進步，是否

能夠理解和尊重動物，表現出溫柔與關愛。 

6.學習歷程的反思 對於自己的學習歷程的反思，是否有表現出對於學

習過程的理解和自我評估的能力。 

7.合作和團隊工作 評估學生在合作中的角色、貢獻和與同儕的互動。 

《形成性評量》包括學生對動物(例如:兔子)觀察和互動的紀錄、美術作品的進展。幫助我了

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並為之提供適切的指導和支持。形成性評量旨在評估學生學習

過程中的進步和能力，以下是一些形成性評量的評量項目示例： 

自評表向度 說明 滿意度 

1.作品品質 美術作品或創作的品質和技術，例如線

條、色彩運用、造形和創意。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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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察記錄 觀察兔子行為的記錄、描述和分析，包括

他們所觀察到的行為模式和動作。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3.創意表達 兔子特質的表達和呈現，是否能將觀察到

的動物特徵巧妙地融入到創作中。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4.對話和討論參與 參與討論、分享觀察到的動物(例如:兔子)

行為、作品創作的過程等，評估參與討論

的積極性。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5.同理心和倫理觀 對待動物的態度，包括是否展現出同理

心、尊重和愛護動物的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6.自我評估與反思 對自己作品、觀察紀錄和參與過程的自我

評估和反思能力。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7.探索與學習進展 探索美術和動物行為方面的主動性、學習

進步和成長。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8.合作與團隊合作 在合作中的參與度和與同學相處的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還要加油 

    

《差異化教學》 

學習導向的環境：提供一個開放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和學習。給予他們足夠的空

間和時間，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姿態與動物~兔子用心相處。 

教師觀察學生課間與班兔相處的不同方式，如下表: 

1.守株待兔型:會利用下課時間趴在地上看著兔子的移動蹤跡 

2.尋尋覓覓型：掃教室的學生，一邊掃地，一邊翻看紙箱，問老師的第一句話：「兔子在哪

裡?」 

3.萍水相逢型：偶而會想起兔子，偶爾看見兔子也會會心一笑眼睛一亮 

4.觸摸型：非常渴望摸到兔子軟軟的毛,會拜託學姊抱小兔起來給他們摸一下! 

5.五分鐘熱度型：一開始對兔子十分積極，為了兔子犧牲下課時間，在校園裡摘採蒲公英和兔兒

草…後來，一下課便馬上跑出去…打球! 

6.默默等待經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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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偶遇型 

  
 

8.投其所好型：會用心了解兔子的習性。尤其是牠的食物,例如:芭樂、青椒、蒲公英、巴西牧

草、兔兒草、君達菜、萵苣、高麗菜….也會知道牠挑食,最愛吃什麼,不愛吃什麼?!只為了能夠接

近牠。 

  
 

9.紓壓抱抱型：參加美術比賽抱著兔子感覺特別紓壓!抱著兔子會讓我情緒穩定。 

   

10.自選兔子主題創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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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這星期的課堂上，我申請了一份《安妮新聞》（有 30 份同樣的報紙）並進行了實

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教學經驗。選擇了一份關於有貓有狗等議題的期數，試圖透過這

份新聞，將學生與動物之間的舊經驗連結起來。 

在實施過程中，設計了幾道提問，讓學生可以遵循並更好地理解新聞內容和主題。提問

包括：「你喜歡什麼動物？喜歡的理由是什麼？你在

報紙中發現了哪些動物？從報紙的內容中，我們可以

討論的主題是什麼？等」學生用平板收集相關資料，

並從自訂主題出發進行創作。愛動物可以透過靜靜地

觀察，畫下它們的樣子。 

學生閱讀《安妮新聞》VOL.09 對報紙不同議題

內容的關注度，顯然不同，課後依據他們的筆記內

容，統計如右圖。 

同時，意外地發現，兩節課學生們可以自主地選

定主題、自主地收集資料，並進行了創作的過程。 

因為素描教室裡養了一隻小動物~兔子。透過這隻兔子，開展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美術課

程，這包括學生對待動物的方式。有時候，他們可能不知道如何與動物和平且溫柔地相處，

過度的熱情和激烈的動作反而可能對動物造成傷害，同時也反映在他們與同儕之間的互動

中。 

在美術課程中，我安排各種活動，包括觀察小動物~兔子的線條畫、創作可愛的兔子

Line 貼圖、欣賞名畫席勒野兔作品、進行兔子造形剪紙和雕塑等。在課間時間，學生有機會

有條件地與兔子相處並觀察，這樣的互動使他們可以溫柔地觸摸小兔，從中感受到喜悅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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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培養同理心。透過不同的觀察角度和姿勢，例如蹲下、趴下、跪著等等，學生可以捕捉

到並展現出自然的姿態，進而培養與動物和諧相處的能力。教學策略試著能讓學生體驗與動

物相處的樂趣，還能通過創作展現他們對動物的觀察和理解，同時激發對美術創作的熱情。

透過《安妮新聞 VOL.09》的深入探討，進一步引導學生學習如何與動物、人類和自然和諧

相處。我很驚訝學生都特別注意到《TNVR》，並且在網上針對相關資訊做了專門的查找。

甚至將它書寫或畫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