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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林欣薇 

教師主授科目 自然 

班級數 4 班 

學生總數 80 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六年級自然－第三單元 珍愛家園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0 期，第 12 頁 文章標題 

再也不能增加的生物圖鑑－瀕危物種紅皮書 
情緒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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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施作總節數 3 節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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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課程設計與六年級下學期南一版第三單元珍愛家園的內容結合，並將其與安妮新聞結合，

串聯了瀕危動物的生命生態議題與色彩情緒感受的轉化思考。 

首先教師延伸課本內容作為引起動機，接的帶入安妮新聞的介紹，開啟學生對於美感報紙的

認識，並以瀕危絕種動物的篇章帶著學生進行議題思考探究，而再從此篇幅中有關瀕危絕種

動物顏色指標進行顏色意象說明，並連結到情緒與色彩的感受表達，最後給予學生將愛護自

然生態的主題，讓學生搭配色彩來詮釋用色的情緒與意義，促進情意抒發與創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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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讓學生了解瀕危絕種動議題屬於全球性的問題 

讓學生知道目前國際對於瀕危絕種動物有何行動 

讓學生思考瀕危動物絕種的原因與生態多樣性的影響 

讓學生運用情緒色彩於瀕危動物的議題上進行創作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圖 1-1 教師介紹安妮新

聞 

圖 1-2 教師利用思考單

探討<瀕危物種紅皮書> 

圖 1-3 教師以<情緒與

色彩>作為創作設計前導 

  

 

圖 1-4 學生透過文章閱

讀與討論完成思考單:呈

現思考脈絡 

圖 1-5 學生小組討論:文

章內容摘要(SEE)、列出

重點(THINK)、思考探

究(WONDER) 

圖 1-6 學生創作發想:顏

色情感與瀕危動物議題

省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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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學生創作發想:顏

色情感與瀕危動物議題

省思(b) 

圖 1-8 學生創作發想:顏

色情感與瀕危動物議題

省思(c) 

 

2. 課堂流程說明 

此課程設計為三節課，課程間互相串連與延續。 

在第一節課堂，首先延伸課本內容與安妮新聞瀕危絕種動物篇章相互結合，作為課程的補充

資料，也讓學生對於瀕危絕種動物的議題更加了解，也能增進國際視野，了解瀕危動物議題

屬於國際性問題，並能夠喚起學生國際觀與自然生態保護的意識。接著，透過思考單讓學生

對於此議題有所思考，並能加深思考的脈絡，讓文章內容、重點提取與提問探究的脈絡建構

起學生的學習概念，完成思考單。 

在第二、三節課堂，則是延伸到情緒與色彩的篇章，以瀕危絕種動物的紅皮書、綠皮書與瀕

危絕種指標的色彩意義，進行色彩意象的說明，再扣回課本中空氣品質鑑測的指標色彩設

計，還有各式環保標章色彩設計，讓學生觀察到色彩的選用與意象，所呈現的不同感覺與感

受。再讓學生以自然生態保護為創作主題，進行標章的設計，還有思考選用的色彩意涵。於

這兩節課程中讓小組共同完成創作，並互相欣賞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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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第一次接觸安妮新聞，都對報紙的內容感到好奇，由於安妮報紙以美感教育的推廣來出

發，因此學生都能夠很仔細的翻閱報紙內容各個不同的文章與圖片，接受度都是高的。 

但若是要與課本內容結合，則需要教師適度的引導與編排，讓整體內容能夠更具脈絡性，並

能有彈性的使用，使安妮新聞能夠成為教學中的補充資料，開啟學生對於學習的視野。 

也期待安妮新聞的篇章與內容能夠有更多不同專業的人士一起加入，可以讓安妮新聞成為各

種科目的教師，在教學上的運用更加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