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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小 

授課教師 簡如敏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美術、綜合 

班級數 一班（六年三班） 

學生總數 31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夢想起飛，樂讀生活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5 期，第 2-7 頁 文章標題 

為了什麼而活，夢想與現實只能二擇一？ 
夢想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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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施作總節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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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的課程實施對象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主，故課程定位在生涯規劃與職業試探，本

課程將運用安妮報紙作為主要教學媒材，引導學生探索各種職業類型及未來的職業發展方

向。  

  教師會帶領學生閱讀安妮報紙中與職業相關的文章，請學生分組運用平板查找不同行業

的特點、所需技能和工作內容。接著，師生共同這些職業的優缺點，並請學生分享自己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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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中，我們會設計一些互動性的活動，如職業角色扮演和模擬面試，讓學生對各種職

業有更直觀的體驗。同時，我們也會引導學生進行自我探索，思考自己的興趣愛好、性格特

點和擅長的領域，幫助他們初步確定可能適合的職業方向。 

  最後，學生將製作一份簡單的「未來職業計劃書」，包括他們感興趣的職業、達到這個

目標需要的學習計劃和努力方向。通過這個過程，我們希望能激發學生對未來職業的思考，

培養他們的生涯規劃意識和能力。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能學習到安妮報紙的主題內容，內化多元知識。 

2. 能夠透過閱讀安妮報紙，增加文本閱讀的興趣。 

3. 能夠歸納、統整安妮報紙的主題單元重點，並延伸學習。 

4. 能夠善用多媒體設備輔助學習，讓學習更具可能性。 

5. 能與同儕分享自己的想法，並盡力完成小組任務。 

6. 能運用剪報、簡報形式來整合學習內容。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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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個人讀報探索：教師於課前先發下報紙，讓學生自由讀報探索。 

2.全班主題單元共讀：教師選定主題，引導學生思考主題內容。 

3.小組延伸學習：各小組針對主題內容，運用平板探索延伸學習。 

4.小組主題內容聚焦：各小組選擇主題中的特定內容，聚焦學習。 

5.小組心智繪圖統整：各小組運用平板中的Ｘ-mind，繪製、統整主題。 

6.閱讀與學習深化：將學習主體回歸到學生個人，深化學習。 

7.剪報、簡報製作統整：擷取報紙中的學習重點，製作個人筆記。 

8.分享與賞析：各組進行分享與賞析。 

9.回顧與省思：教師引導學生回顧、省思學習歷程。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各種繁瑣事務交錯出現的六年級學年，教學的規劃總在現實與理想中拔河，如何在有

限的教學時間內，有效地引導學生探索報紙內容，的確是一大挑戰。面對六年級學生缺乏讀

報先備知識的情況，我調整了教學策略，融入科技媒材，使學習過程更加豐富多元。 

  這學期我採用了單篇文章為基礎的教學設計，結合數位工具，讓學生能夠更自主地進行

探索。例如，運用平板電腦或電子白板，學生可以快速檢索相關資訊，深化對文章的理解。

個人讀報探索-課

前

全班主題單元共

讀-課中

小組延伸學習-課

中

小組主題內容聚

焦-課間

小組心智繪圖統

整-課中

閱讀與深化學習-

課餘

剪報、簡報製作

統整-課中＋課後

分享與賞析

-課中

回顧與省思

-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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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小組延伸學習階段，我們使用線上協作平台，讓學生即時分享想法，激發更多創意思

考。 

  為了克服部分文章內容較深奧的問題，我引入了數位閱讀輔助工具，如線上字典和主題

式資料庫，幫助學生更順暢地理解文本。此外，鼓勵學生運用多媒體工具製作簡報，不僅提

升了他們的資訊整合能力，也讓讀報成為一場視覺與知識的饗宴。 

  這種結合科技的教學方式，不僅突破了時間的限制，更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主

性。我欣喜地看到學生在閱讀理解、重點歸納和資訊處理等方面有顯著進步。未來，我將繼

續優化這種教學模式，為學生創造更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