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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謝宜珍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4 

學生總數 13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最台妖怪設計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夏季特刊，第 10-12 頁 文章標題 

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 
山海有靈，幻影螯伏—台島神獸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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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 施作總節數 6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二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以台灣的自然與文化為靈感，學生將設計一個結合台灣特有動物、人類特徵及植物或

文化物件的“台”妖怪，藉此認識本土生態與文化，並發展創意思考與藝術表現能力。 

學生首先閱讀《安妮新聞》的兩個篇章：《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與《山海有靈，幻影螯伏

—台島神獸誌》，了解台灣妖怪文化的背景。透過討論，他們將探索妖怪如何結合不同元

素，形成富有故事性的形象。 

接著，學生依指引創作自己的「最台妖怪」： 

• 動物元素：如台灣黑熊或藍腹鷴。 

• 人體特徵：如雙手或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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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或物件：如檜木、蘭花或廟宇裝飾。 

學生以手繪方式完成設計，並為妖怪取名與撰寫背景故事，說明其象徵意義。透過本課程，

學生將更深入理解台灣自然與文化的獨特性，提升觀察力與創造力，並發掘本土故事的價

值。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 深入理解台灣自然與文化的獨特性。 

• 鍛鍊觀察力與創造力，透過藝術表現個人想法。 

• 培養批判性思考與敘事能力，發掘本土故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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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導讀與啟發：學生將閱讀《安妮新聞》的兩個篇章：《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與《山

海有靈，幻影螯伏—台島神獸誌》，了解台灣妖怪文化與其背後的自然與人文背景。透過討

論，學生將探索妖怪如何融合動物、植物與物件，成為富有故事性的形象。 

（二）妖怪設計任務：每位學生將根據以下指引設計“最台妖怪”： 

o 動物元素：選擇一種台灣特有動物（如台灣黑熊、藍腹鷴）。 

o 人體特徵：加入象徵人性的身體部位（如雙手或眼睛）。 

o 植物或物件：融入台灣特有植物（如檜木、蘭花）或文化物件（如竹編、廟宇

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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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作與呈現：教師提供多樣媒材，學生以手繪方式完成妖怪設計，並為其取名、設計

背景故事，描述其特性與象徵意義。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作品完成後，受限於課堂時間，每位學生未有機會進行口頭報告，分享創作理念與接受老師

與同學的回饋。 

 遇到的問題與挑戰： 

1. 時間限制：由於課堂時長不足，學生未能充分分享作品及創作理念，導致部分學習成

果未能完整呈現。 

2. 交流互動不足：學生彼此間的創意啟發受到限制，未能透過回饋交流提升作品質量。 

 對策與未來教學規劃： 

1. 延長展示時間：將課程設計調整為多節課，預留專門的展示與交流時間，確保每位學

生有機會分享作品。 

2. 分組交流：設計小組討論環節，學生可分組分享與回饋，以提升互動效率並激發更多

創意。 

3. 融入跨領域學習：邀請其他學科老師共同參與，如結合生物或歷史課程，深化妖怪設

計的知識背景。 

透過調整與改進，本課程未來將更有效地促進學生的創意發展與交流學習，並進一步推廣台

灣本土文化的教育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