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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王品蓁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文、數學、綜合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9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我與朋友的距離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8 期，第____頁 文章標題 

疫情下童話，魔法花園締造神奇友誼 
心理小劇場 測看看你和朋友們比較像什麼型
的人？ 
朋友相處小「眉角」——小炭的日常煩惱 
「友誼」是什麼呢？我該為了朋友兩肋插刀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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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

動 
施作總節數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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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透過安妮新聞第 8 期主題為「友誼」的刊物，釐清孩子跟同學相處的問題，並設計活動讓孩

子理解朋友與自己的差異，以及其中存在不同角度的觀點，期望孩子從中體悟到人與人之間

相處的分際如何拿捏與自處。 

第一節課，老師引導孩子認識安妮新聞，並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文章閱讀，接著引導孩子透過

不看鏡子的方式，畫出腦中的自己。 

第二節課，透過 MBTI 測驗了解自己，並聽聽他人對於自己的正向看法。接著繪製班級人格

線，並且提出對同學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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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和第四節課，透過文章了解到跟同學相處的小眉角並進行分享，接著同學將對他人的

看法，透過選擇顏色去表達在他人的自畫像上，老師並引導同學觀察自畫像的結果，省思自

己能怎樣調整。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能透過安妮新聞的特別編輯風格，培養自主閱讀報紙的習慣與興趣。 

(2) 能透過活動，發現自己在班上的人際定位，並思考如何調整或突破。 

(3) 省思自己過去的人際相處狀況，進行思考並分享。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1) 學生認真閱讀報紙 

(2) 學生繪製班級人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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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個別找三位在意的同學，請他們在自己的紙條上留下對自己的看法 

 

(4) 學生共同繪製的班級人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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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互相對彼此的自畫像，透過顏色與符號表達對彼此的看法 

 

(6) 老師引導學生省思完後，學生選擇把自畫像撕毀，迎接全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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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課，老師引導孩子認識安妮新聞，孩子能從封面發現，安妮新聞與其他報刊不同之

處：色彩繽紛，引導孩子願意自主翻閱瀏覽，並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文章閱讀，並分享其中

原因。接著引導孩子透過不看鏡子的方式，畫出腦中的自己。 

第二節課，透過 MBTI 測驗了解到自己可能是怎樣個性的人，並聽聽他人對於自己的正向

看法。老師引導繪製班級人格線，所有同學找到自己在線上的定位，並且對於同學的自我

認知，提出修改的建議。最後，老師邀請所有同學找三位熟的同學以及三位不熟的同學，

在自己的人格線紙條上，點出同學認為自己在人格線的哪個位置，學生對於同學的填寫結

果，寫下出現差異的原因。 

第三節和第四節課，老師引導學生閱讀文章，學生透過報刊文章閱讀了解到跟同學相處的

小眉角，學生分享自己的經驗作為佐證，並且提出問題與全班討論。接著同學將對他人的

看法，透過選擇顏色去表達在他人的自畫像上，老師並引導同學觀察自畫像的結果，省思

自己能怎樣調整。課程結束，孩子可以選擇銷毀或保存自畫像，並完成簡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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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1) 學生一拿到報紙，因為好奇會想急速翻閱，此時老師需要給明確的指令，請學生閱讀指

定的範圍，否則無法掌握班級狀況。 

(2) 學生對於自己的友誼狀況會有許多困惑的地方，透過閱讀，這些問題會浮現出來，老師

需要耐住性子回應每一個問題，因此不能躁進，建議確實的一一討論回應完再進行下一篇閱

讀；可善用同學之間的互相回應處理。 

(3)有些學生即使有疑問，可能也不會主動發表，老師應善用引導與點名提問鼓勵同學說出自

己的想法，已了解如何進一步引導孩子正確的人際互動觀念。 

(4)未來可以結合同學面臨的實際狀況，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