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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徐雋涵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社會、綜合、本土語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妖怪奇譚：穿越時空的未知探險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夏季特刊，第 10-12 頁 文章標題 

認識台灣的新觀點：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 
山海有靈，幻影蟄伏：台島神獸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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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國文） 

國語 

綜合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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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課程旨在通過閱讀「認識台灣的新觀點：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和「山海有靈，幻

影蟄伏：台島神獸誌」兩篇文章，探索臺灣妖怪與神獸的文化背景，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面

對未知的態度與解決方法。 

首先，透過閱讀和討論兩篇文章，讓學生了解妖怪的起源及其在古代社會中的文化意

義，並引導學生思考妖怪生成的原因以雞生在現代的我們可以怎麼看待過去這些妖怪，若還

有興趣亦可延伸閱讀班書--《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妖鬼神遊卷》。 

接著，老師將帶領學生探討現代社會會面對哪些未知事物，並討論因應策略，進而思

考，在現代以及未來，我們可能產生哪些新的妖怪與神獸。 

最後，學生將以自己的想像力創作現代或未來可能出現的妖怪形象與故事，先以手繪方

式呈現，進而運用 AI 繪圖製作，並透過分享與互動來展示他們的成果。這門課程不僅旨在豐

富學生對臺灣文化的理解，還能提升孩子的創造力、表達能力和批判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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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了解臺灣妖怪與神獸的背景與起源。 

(2) 探討妖怪與神獸的文化象徵與意義。 

(3) 反思現代社會的未知事物與恐懼。 

(4) 培養面對未知事物的應對態度。 

(5) 創作現代或未來可能出現的妖怪與神獸。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老師帶領全班共讀夏日特刊 學生研究紙本報紙特色 

  

小組分析與討論妖獸是源於哪些未知的事物 學生創作 01 

  

學生創作 02 學生 AI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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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認識臺灣妖怪與神獸】 

一、引起動機—安妮新聞相見歡（5 分鐘） 

   （一）發下安妮新聞報紙。 

   （二）導覽「夏日特刊」。 

二、閱讀與理解（15 分鐘） 

   （一）安靜閱讀「認識台灣的新觀點：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和「山海有靈，幻影蟄

伏：台島神獸誌」兩篇文章。 

   （二）小組討論文章內容，並回答以下問題： 

     A. 臺灣有哪些妖怪與神獸？ 

     B. 這些妖怪與神獸的出現是源於哪些未知的事物或恐懼？ 

三、面對未知（18 分鐘） 

   （一）小組討論：古人如何面對與解決未知事物？ 

   （二）引導學生思考並分享現代社會中，可能會產生哪些新的妖怪或神獸？ 

（三）分組辯論：現代的我們可以如何面對未知的事物。 

四、總結活動（2 分鐘） 

    老師總結討論內容，並預告下節課要進行妖怪與神獸創作。 

【第二節：我們的妖怪·我們的獸】 

一、引起動機（3 分鐘） 

   （一）回顧上一節課的內容，強調現代社會中未知事物與恐懼的存在。 

二、頭腦風暴--我們的妖怪·我們的獸（7 分鐘） 

   （一）分組進行頭腦風暴，討論現代社會中可能產生哪些新妖怪或神獸。 

   （二）每組列出至少 1 個可能的妖怪或神獸的形象與故事背景。 

三、創作活動（20 分鐘） 

   （一）學生開始創作現代或未來的妖怪與神獸，可以畫圖或寫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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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供材料供學生自由發揮。 

四、展示與分享（5 分鐘） 

   （一）每位同學將自己的作品上傳至 Padlet，供其他同學參閱。 

   （二）同學間互相在 Padlet 上評價，分享創作靈感與過程。 

   （三）請幾位同學介紹自己的神獸與妖怪。 

五、活動總結（5 分鐘） 

   （一）老師總結創作活動的成果，並說明這些可能和哪些 SDGs 議題連結。 

   （二）表揚學生的創意與努力，並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好奇心，不要懼怕並積極 

面對未知。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問題與對策 

Ａ. 學生對台灣妖怪與神獸的文化背景不熟悉，難以理解其歷史和文化意義。 

對策：事後補充一些介紹台灣妖怪的小故事供學生閱覽。 

B. 學生對於創作妖怪感到興奮，卻忘記要和議題連結，導致討論當代會面臨哪些議題時

做一套，創作時卻另外做一套。 

對策：因為學生已經畫下去了，所以引導學生可以添加一些代表物件（例：手機、短影

音……），加強和討論結果的連結。 

C. 有些學生在創作現代或未來妖怪的過程中，因為缺乏想像力或會話能力不佳而遇到困

難，遲遲不敢下筆創作。 

對策：老師引導學生不用擔心創作結果，每個做都有其價值在，重點是把自己想到的東

西畫出來。最後在孩子們都創作完成後，也介紹新的繪圖方式—AI 繪圖供學生可

在課後利用。 

(2) 未來的教學規劃 

Ａ. 加強學生對臺灣文化和歷史的理解。 

B. 引導學生將妖怪與神獸的概念與 SDGs 聯結起來，例如氣候、能源或科技進步對人類

生活的影響等，擴展他們的思維視野和對於社會議題的敏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