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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李雲翔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105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漢字不一樣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4 期，第  4  頁 文章標題 到底要穿什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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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節 

每班 4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2、3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引領學生透過視覺、嗅覺、觸覺等感官體驗認識安妮新聞，並從第 14 期的專欄閱讀及討論中認識：

衣著是一種表現自我的方式，而且品味會變，你喜歡的風格不會永遠相同。事實上，你想表達的意

念若是身體，文字便是衣著；倘若視文字為身體，那麼風格多變的字體便是衣著。我們引導學生思

考你想表達什麼？如何呈現比較對味？希望學生能夠結合多元的創意表現，嘗試以具體作品傳達漢

字的抽象意義及感受。 

本次教學設計依然在安妮新聞豐富而多元的主題引導之下，教師作為學習的引介者，鼓勵學生透過

閱讀與討論，誘發欣賞漢字意涵與詮釋創作的動機，並付諸行動呼應美感智能閱讀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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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在國際教育的交流活動中，讓學生帶領外籍生透過查閱字典及書法字典，進一步認識父母

為自己命名的意涵及期盼，再分別嘗試用筆墨和不用筆墨的方式，思索如何表現出你對於漢字的理

解與感受。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鼓勵學生透過視覺、嗅覺、觸覺等感官體驗，發掘安妮新聞的特色與同儕分享。 

(2)透過報刊專題引發學生思索衣著表現個性、文字彰顯意念的關聯性。 

(3)嘗試將漢字意涵以多元技法、視覺化方式呈現。 

(4)上台分享個人作品與創作理念。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學生共讀安妮新聞 和同學分享你最喜歡的篇章 

 

 

 

 

 

 

 

 

分享多元媒材呈現的海底世界 分享如何用土壤創造燒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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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如何創造草書的光影變化    和外籍生一起體驗書寫的樂趣 

 

 

 

 

 

 

 

 

帶領外籍生書寫紙扇 為姓名穿上不同字體的新衣  

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 閱讀安妮新聞：引導學生善用感官認識安妮新聞、找到自己最喜歡的版面或專欄、上台分

享小組討論成果、向同學推薦你發現的刊物優點。 

第二節 探討衣著意涵：引導學生依報刊專欄分組討論衣著如何表現個性、文字如何彰顯意念的關

聯性。用穿搭哲學聯想漢字產生多元的字體型態，探討不同字體可以表現出哪些風格？ 

第三節 漢字質感拼貼：引導學生放棄書寫工具，嘗試用多元素材的拼貼方式，重新詮釋漢字帶給

你的感受與意義，並學習聆聽同儕反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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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紙扇水墨體驗：鼓勵學生帶領外籍生認識中文姓名的意涵，並體驗使用毛筆練習篆書基本

筆法，帶熟練後書寫篆書姓名，彼此分享書寫經驗與樂趣。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安妮新聞資料豐富，然課堂時間有限，因應學生具備高度的閱讀興趣，故引導學生找出最吸引

自己的篇章和同儕分享，並將刊物放置於班級和圖書館，提供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閱覽。 

(2) 學生創意無限，但專業科目課後作業繁重，故需要教師耐心提供課後諮詢，讓學生有充足時間

逐步實踐個人創意構想。 

(3) 學生第一次深入了解姓名的意義，並與外籍生、同學分享，感到興味盎然。初次體驗非楷書的

書寫方法，重新認識圖像組織與線條比例，可以滿足塗鴉的樂趣。 

(4) 學生樂於分享自己天馬行空的作品和創作理念，甚至連家人也對該項創作感到好奇而參與其

中。作品設計理念成熟者，可鼓勵參加校外圖文創作徵稿，拓展學生展現才華的舞台。 

(5) 紙扇書畫創作搭配外籍生交流活動，增添了國際教育的樂趣，亦發揮了美感教育無遠弗屆的實

用功能，令外籍生與同學都很滿意活動體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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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李雲翔  同意無償將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用版權

為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總

計畫學校）於日後直接上傳「美角｜生活中的每一課」粉絲專頁或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

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李雲翔 （請用印） 

 

學校地址： 401221 臺中市東區臺中路 283 號  

聯絡人及電話：  李雲翔 04-22810010 分機 801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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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書(2022.01.01) 

 

本人            （聲明人為未成年人時其法定代理人須同時簽字允許）同意，

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及其託管法人，得就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執行及

日後出版及附隨廣宣之目的，於必要範圍內，拍攝、使用、修飾、公開展示本人之肖

像、姓名、聲音於各種形式之載體及媒體。 

 

必要範圍之說明：  

1. 前述肖像、姓名、聲音之使用，僅以上課教學與演出過程呈現，及其附屬廣宣展示

為範圍，不涉及學員私人領域之其他目的； 

2. 相關展示若涉肖像及姓名之顯示，視為聲明人自行公開，而得於合理範圍內公開披

露； 

3. 肖像相關人格權之地位仍屬聲明人所有；後續若有個人資料查閱、補正、停止、刪

除之需求，仍得洽主辦單位，唯若相關發布已經公開，則主辦單位僅就自有發佈平

台之展示現狀進行處理。 

 

此致  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及其託管法人 

 

聲明人：                                        （本人親簽） 

身份證字號或學號任連續四碼：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字或蓋章） 

身份證字號任連續四碼：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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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書｜家長說明 

 

您好， 

 

我們是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的總計畫團隊，這次非常榮幸邀請您的孩子參與「美感智能閱讀」計畫！在課程實施過

程中，教師將會拍照紀錄，以供未來課程推廣使用。 

 

因此在課程實施前，學校老師會協助轉知學童與家長填寫「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

明書」，若有不同意者，學校老師會避免拍攝到該學童。「肖像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

明書」為團隊邀請專業人士擬定，同意「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使用學童肖

像。 

 

本計畫相關課程紀錄與推廣宣傳影片，請參閱下列 QR Code 內容。 

 

             

  安妮新聞影片     安妮互動網站     計畫官方網站     臉書粉絲專頁 

 

※ 肖像權被收納於民法第 18 條人格權，個人資料保護法例來採「當事人同意」而非「權利人授權」來行文，

是因為肖像的使用、姓名的轉引，大致是對人格和隱私的一種尊重，較偏向於防禦權而非積極財產授權的概

念，故配合法規的基本預設，改授權用語為「使用同意」。 

※ 關於身份證、護照及學號皆可作為人別識別，僅取連續四碼有助於減輕個資守護的蒐集責任。原則上，締立

契約時要求締約者謄具其相關證號，主要是事後用來證明締約者確實是有權締約之人，所以嚴謹的商務契

約，會要求對方填具身份證號全碼，公司則必填統一編號全碼，然而，身份證號亦為個人資料之一環，特別

是身份證字號為第一級身份識別證號，外洩時多有附帶損害風險（銀行業者預設身份證全碼為電子帳單解

鎖密碼），故建議此處僅為人別識別，得僅取連續四碼即可。 

 

國立成功大學「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總計畫團隊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