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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台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李怡萱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1 

學生總數 34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台灣鬼怪知多少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夏季特刊  文章標題 

認識台灣的新觀點 

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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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一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讓高一的學生從安妮新聞中認識台灣文化流傳下來的鬼怪故事，學生可以從插圖中觀察

鬼怪的外型特色以及從文字中了解鬼怪與在地文化的關聯，因為許多台灣妖怪的傳說是

為了警告人們留意身邊危險的地方，或是將歷史故事加入鬼怪傳說增添神秘感，勾起學

生深入探索的好奇心。 

在創作之前讓學生做了一個網路上鬼怪的心理小測驗，測驗結果會出現一隻台灣的鬼怪

說明，引起學生的創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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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讓學生先了解鬼怪與生活、歷史、自身的關係，再延伸至創作出生活中可能出

現的鬼怪，讓學生思考自己害怕什麼?這些鬼怪出現的原因可能是什麼?帶給人們什麼影響 

?這些思考影響著學生設計怪獸的樣貌呈現。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了解台灣鬼怪的歷史故事。 

2. 創作出鬼怪的插圖。 

3. 可以將抽象的想法轉為具象的圖案。 

4. 能說出同學畫出的鬼怪特色。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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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堂流程說明 

1. 閱讀安妮新聞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 

2. 進行台灣妖怪心理測驗。 

3. 繪製妖怪草圖 

4. 介紹繪製的妖怪特色與自身關係。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這次的課程觀察下來，學生繪製的妖怪與自身關係大多離不開考試壓力。出現了孔子喵怪(晚

上會出現叫人背倫語)或是被當的鬼，看到它就會每科被當掉，看到學生設計的鬼怪覺得學生

蠻有創意力的，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課程設計讓學生用比較輕鬆的方式正視自己害怕或是不擅

長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