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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張羽璇 

教師主授科目 高一國文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5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國文課的自我探索：甲骨文書法小書籤——我想成為的「朋友」。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8 期， 

第 2、4-7、9、12 頁 
文章標題 

 
02-朋友相處小「眉角」 
04-「友誼」是什麼呢？ 
05-善感靈魂的碰撞 
06~07-心理小劇場 
09-動畫看友誼 
12-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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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 施作總節數 2 節 教學對象  高級中學１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在課程設計上以「國文課的自我探索」為教學主軸。 

    在教學工具方面，使用了自編講義教材、手機或平板（ipad）、安妮報紙、書法與美術

用具（毛筆、墨汁、墊布、水彩、調色盤、水杯）等。 

在教學設計方面，首先，帶領學生從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論語選〉中，感受其中談論的

交友之道與人我關係；其次，帶領學生閱讀安妮報紙第 8 期「朋友」，讓學生進一步認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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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朋友」在生命中的意義，在一邊閱讀時，一邊完成本學習單上關於此報紙內容的相關

問題。接著，請學生綜合以上學習內容，加上個人生命經驗與體悟，反思自己想成為他人生

命中擁有哪項（哪些）特質的好朋友，並說明原因，最後，將這項（這些）的甲骨文形體找

出來，創作屬於自己的甲骨文書法小書籤，讓學生藉由這張人我關係的小書籤，再次的更加

認識獨特的自己。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讓學生精進文本閱讀的自學力。 

(2)讓學生培養人我關係的感受力。 

(3)讓學生增進親手繪作的感受力。 

(4)讓學生精進資訊科技的應用力。 

(5)讓學生探索自我擁有或欲培養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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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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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引導－學習單導讀，從國文課程延伸

至安妮報紙的內容，以及說明小書籤的課程

立意與製作方式。 

(2)閱讀安妮報紙－讓學生靜心品讀，觀察學

生的閱讀情形，並適時給予引導與回饋。 

  

(3)撰寫學習單－安妮報紙之閱讀成長省思。 (4)撰寫學習單－甲骨文書法小書籤內容製作

（含查找甲骨文形體與版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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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骨文小書籤書寫練習－在廢紙上書寫練習（因

為此次的小書籤紙質較不吸墨，故直接於日常用紙

上練習）。 

(6)書寫練習個別指導－引導學生用筆

拿捏的方法，以及版面佈局的設計安

排。 

  

(7)個別指導－讓學生自由挑色紙。 (8)個別指導－引導學生落款與鈐印（帶學生

以不沾水的方式使用水彩與小筆，直接於小書

籤上繪畫出鈐印的樣貌）。 

  

(9)邀請學生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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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原先在小書籤的鈐印設計部分，想讓學生如同之前的課程設計（參與第 16 屆台積電書篆

教案：自我空間小條幅）一樣，將鈐印的部分運用 Qrcode 來呈現，讓學生的設計理念能更

完整的表述，不過由於這次的成品設計物較小，課程實施的時間亦較為緊湊，因此便讓學生

使用水彩的原彩方式進行鈐印設計，意外的讓多數學生學習到水彩在書法寫作上的使用方

式，亦讓學生感受小書籤底色與鈐印色彩的配搭，同時，也讓學生更能感受到鈐印在整體佈

局上的地位與使用效果，這是在課程設計中，原先並沒有預想到的額外收穫。 

(2)學生在查找甲骨文形體的時間，由於是第三次進行類似的查找，學生較為熟悉，時間也縮

短不少；此外，在書寫練習部分，由於也是第二次進行，因此學生對於書寫工具的準備等前

置作業，都蠻快就進入狀況，因此課程的實施時間，也有比預期短，這也是原先並沒有預想

到的。 

(3)綜上所述，在未來的教學規劃上，我將會跟學生說(1)與(2)，藉此鼓勵學生，凡事從做中

學，從不會到會，是有可能的（學生已有實際經驗，或將更有體悟）。此外，我也將可能會

繼續使用這樣螺旋式的鷹架方式，跟著學生們一起學習與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