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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立四維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曾莉雯 

教師主授科目 社會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8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冬季特刊，第 06-07 頁 文章標題 天天都是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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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藝術 
施作總節數 5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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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康軒版社會第四單元「家鄉的作息、節慶與節日」，先透過安妮新聞中「天天都是

紀念日」的單元作為導入，並以 4F 動態回顧循環為閱讀鷹架，引發學生反思自身的學

習。接著帶領學生探索自己生日當天的特殊意義，並進一步了解世界各地或本地文化與

傳統節日。最後結合藝術與資訊領域，利用 IPAD 繪製似顏繪，製作專屬的節慶小卡，藉

此激發學生對節慶文化的興趣，並培養他們對自我身份與多元文化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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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認知：認識各個族群有不同的命名 方式、節慶與風俗習慣。 

(2) 情意：欣賞且尊重多元文化，並透過自身生日肯認自我價值。 

(3) 技能：練習 4F 閱讀理解策略，使用載具查詢資料，嘗試設計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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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1. 以社會領域第四單元「家鄉的節慶」導入，並簡介安妮新聞刊物。 

2. 揭示主題：「Every day is a good day」 

3. 介紹 4F 閱讀策略，學生獨立閱讀指定篇目並完成 Fact & Feeling。 

第二節： 

1. 學生完成 4F 學習單，並進行組內分享。 

2. 學生利用平板搜尋自己生日的日期是否有對應節日或節慶，並進行分享。 

第三節： 

1. 每位同學認領一個節日，並練習以關鍵字搜尋資料。 

2. 結合媒體素養，學生從網路上節錄文字或複製圖片，都需附上出處與來源。 

3. 引導學生整理資料於 padlet，讓學生相互給予正向回饋，激盪想法。 

 

第四節： 

1. 學生利用「備忘錄」功能整理相關介紹節日之文字敘述。 

2. 介紹 Canva 基本功能，並提供數種模板，結合藝術領域之內容，學生練習如何製作清

楚、和諧且具吸引力之節慶小卡。 

第五節： 

1. 學生練習「似顏繪」，並嘗試加入節慶小卡，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內容。 

2. 成果放上 padlet，進行小組分享。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差異化教學 

部分學生可能在閱讀或搜尋資料時感到困難，導致進度落後或參與度較低。或許可在

第一節課加強 4F 閱讀策略的教學，並提供範例以降低學生的理解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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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分配不均 

此課程內容多樣，時間帶來壓力影響後續環節的順利進行。未來可嘗試將每節課的活

動分配更細化，並設置提醒時間的機制，例如用計時器幫助學生掌握進度。同時可事

先規劃備選方案，例如縮減某些活動的內容或簡化操作，確保核心目標達成。 

3. 數位工具的熟悉度不足 

學生在操作平板或 Canva 時可能遇到技術問題，進而影響學習效果。未來可請資訊教

師加入，針對數位工具進行基礎教學，或提供簡易教學影片，也可考慮設置學生技術

小老師或同儕支援機制，能有效解決技術層面的困難。 

4. 未來的教學規劃 

未來希望能融入更多在地文化與學生生活經驗，讓課程更貼近學生。例如，加入學生

家鄉特有的節慶介紹，或舉辦節慶主題的展示活動，讓學生的作品更具實用性與展示

價值。此外，也可進一步深化跨學科合作，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與批判性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