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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東縣利嘉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陳佳淇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生活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1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看偶來演出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 安妮新聞－聆聽特刊 

第 11 頁 
文章標題 

來玩擬聲， 

一起用聲音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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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與彈性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二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孩子們透過一起共讀安妮新聞，首先透過聆聽特刊的封面視覺，帶領學生去思考、

觀察畫面中的小女孩，是「聽」到了什麼？還有什麼樣的聲音？再透過「來玩擬聲，一

起用聲音說故事」的專欄中，所介紹的「擬聲」，以及故事表演時加入口說音效，因此

結合國語文領域教學，指導孩子們改編故事、朗讀文本，透過偶戲的戲劇演出，來完成

一齣屬於自己的偶戲表演。 

 

https://aade.project.edu.tw/publish/%E5%AE%89%E5%A6%AE%E6%96%B0%E8%81%9E%EF%BC%8D%E8%81%86%E8%81%BD%E7%89%B9%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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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 

(1)透過改編童話故事，引導孩子們進行討論與發想，思考演出中會產生的聲音類型。 

(2)讓孩子們在偶戲的演出中，勇於發聲、表現自己。 

(3)演出過程中學習聆聽與尊重他人的想法，共同體驗「演戲」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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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閱讀聆聽特刊以及「來玩擬聲，一起用聲音說故事」的專欄，來認識「擬聲」。 

(2) 改編童話故事文本，引導孩子們進行討論與發想，思考演出中會產生的聲音類型 

(3)分配演出角色，透過偶的發聲，來練習大聲朗讀以及嘗試各種聲音的表現。 

(4) 透過互助合作，共同演出一齣完整的偶戲。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孩子們對於安妮新聞中提到關於來玩擬聲，以及首次偶戲製作登場，顯得很有興趣。原本

羞澀不太敢大聲說話的孩子，在演出過程中，透過不斷的與同儕的練習，一直在突破自

我；在演出過程中，道具及音效的製作與配合，也在在考驗彼此的默契與耐性。為了能夠

有個完美的演出，孩子們在過程中，自然而然的學會了專心聆聽，以及要尊重他人的想

法，最後也讓這次的演出，大大的成功，最後還加碼一齣防震宣導的番外篇呢！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三隻小豬:https://youtu.be/vxIw25qxFSM 

防震宣導:https://youtu.be/qd9n9lnT-pk 

 

 

https://youtu.be/vxIw25qxFSM
https://youtu.be/qd9n9lnT-p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