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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世惠 

教師主授科目 閱讀社團 

班級數 1 

學生總數 2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我的主題日 

報紙期數／

頁數 
冬日特刊，第 1-10 頁 文章標題 臺界 

施作課堂 
（如：國文） 社團課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1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在《安妮新聞--冬日特刊》中，談及農曆新年飲食、生日的由來、排灣族祭典內容、達

悟族祭典活動及意義等主題日內容，兼具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涉獵，是引導學生進行思考

可運用的多元性閱讀材料。 

因此，教師配合報紙的閱讀，設計以「主題日」為題，讓學生在讀報之後，結合閱讀策

略 5W1H 思考方向、數位載具搜尋相關資訊，進而規劃有特定主題的紀念日、祭典、慶祝方

式等活動，創造出更傾向於青少年屬性、能感興趣的、輕鬆而易參與、別樹一幟的主題日意

義及價值。並藉此練習創意與美感的發想，設計出一個獨特的主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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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課程符合的學習核心素養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意識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科 J13 展現實作活動中的創新思考能力 

（二）課程對應的學習表現 

   視 3-IV-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國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國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小組進行「主題」的搜尋及確認。           學生完成主題日規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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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舉隅—以時事地震為主題的規劃。   學生作品舉隅—以女性角度為主題的規劃。 

    

學生作品舉隅—以寵物為主題的規劃。   學生作品舉隅—有延續性目標的主題日規劃。 

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方向發想 

一、 給予每位學生充分時間閱讀《安妮新聞—冬日特刊》內容，自由討論及筆記。 

二、 教師引導學生進入第一頁封面的圖像，詢問所見的形狀、顏色、物件比例、位置，

所呈現出來的主客關係。 

三、 學生小組學習，確定「主題」，以 5W1H 策略統整思考，每人擬定一個「主題日」

草稿，包括主題日的名稱、主角色與副角色的規劃，進行小組內交流及回饋。 

四、 老師就每個學生「主題日」的想法，給予讀後回饋及建議。 

第二節：擬定設計 

一、 學生再次回到「主題日」的發想及修正，以凸顯獨特性及可行性。 

二、 將想法統整出「我的主題日」心智圖，記錄下來。 

三、 進行主題日視覺意象的圖案、顏色的選擇，加入美感學習，完成繪製。 

第三節：發表回饋 

    一、由同學輪流上台分享自己的規劃內容，全班回饋。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我的主題日」課程以《安妮新聞》冬日特刊作為閱讀材料，學生在文字訊息的獲得

量大，能從讀報筆記中掌握報紙所提及的主題日內容元素。因此，在進行主題日規劃時，學

生能快速掌握 5W1H（When、Where、Who、What、Why、How）的元素來書寫，完

成活動作業。 

反思一：結合安妮新聞的閱讀，進行了「我的主題日」的規劃。在確定主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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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拋出的思考方向，與自身的喜好有關，舉凡食衣住行方面皆有，出現馬鈴薯日、蛋蛋日、

地震紀念日、女神日、健美先生日、不用讀書日、粉紅色日、狗狗之日，世界飛行日等，從

藝術的發散性想像出發，創造出許多新奇的點子。 

然而，進一步進入細節規劃時，遂發現其易侷限於現有生活中能見的事物及訊息，無

法「創造」，發想內容的有趣性也不足。 

在經過資訊搜尋、同學及教師的回饋建議之後，再次擬定設計時，即能看見較有創意

及吸引人的主題設定及活動內容，例如：在「蛋蛋日」當天，慶祝者會穿著白色外衣、黃色

內在衣物的打扮；在「世界飛行日」的活動裡，會舉辦講座激盪對抗重力的方法；在「0403

地震紀念日」則有地震儀器介紹及檢測活動。 

主題日的設計經過修整後，有新創造主題者、也有延續已出現過的主題者，同時，學

生對所訂定主題日的目的，也能更有意識地表達，例如：「世界女神日」的創立，是為了讓

大家對自己更有自信；創立「馬鈴薯日」在凸顯馬鈴薯可以解決饑荒的重要意義；「世界睡

眠日」訂有每一年的努力指標，2024 年的目標則是講求全球健康睡眠的平等；「世界飯糰日」

的活動現場可以吃到多種口味飯糰，目的在讓小朋友體會到以前傳統飯糰的味道。 

學習過程的反覆練習，幫助學生能珍視自己的思維及隨時動腦的習慣，。 

反思二：這個課程完成的心智圖表，是學習第一單元，課程可進一步跨科目、跨領域

合作，引導學生書寫成企劃案、小組策劃主題日活動，從實踐成效返歸學生在「我的主題日」

設計的修整，讓創意企劃趨於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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