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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楊淑惠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31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安妮新聞，閱讀夢想。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5 期，第 1~12 頁 文章標題 

報紙的主題是夢想。 

學生自選有興趣的一篇文章閱讀並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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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設計與美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如：國文） 

美術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10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藉由色彩豐富、設計美感滿滿的安妮新聞，想讓高中生會閱讀的樂趣。首先會先介紹安妮

新聞與網站，讓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再繼續閱讀，不受限在課堂的實作，利用學習單引導學

生查找大標題、小標題、期數，瀏覽整份報紙，學生可以就自己喜歡的文章，去填答學習

提問，圖文書寫自己的夢想，練習覺察自己的長處。最後將學習單內容做成簡報三張，上

台發表，累積表達的經驗，也學習彼此表現好的部分，更了解班上同學的優點和才能，欣

賞彼此，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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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讓學生藉由紙本的安妮新聞，在超光速變動的現代，有機會靜心閱讀，接觸各種領域。 

  (2) 藉由圖說夢想，學生必須思考自己的興趣為何？未來的是否已有目標或是方向，將想法 

     轉換成圖像符號，左右腦均衡發展。 

  (3) 簡報發表: 從簡短的發表開始練習不怯場，習慣上台發表並且學習傾聽。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等待同學靜下來，準備分享發表。 台下同學仔細聆聽，預備提問。 

  

不擅手繪的同學，自己想辦法貼圖片仿畫。 分享後，自己加碼播報氣象，實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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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主動幫播簡報，讓發表學生專心講述。 學生侃侃而談自己書寫的學習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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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藉由學習單的圖文書寫，練習圖說表達能力，涵養造型描繪、色彩搭配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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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 認識安妮新聞: 介紹安妮新聞的特色，帶領學生學習大標題、小標題、期數…等要如 

      何查找，引導學生欣賞報紙的圖文排版、色彩搭配之美感。 

   (2) 解說學習單: 如何讀懂問題，要怎麼找出相應的回答，選擇時應以自己有興趣的內容 

      去閱讀，不是當作一份作業，請帶著挖寶的心態去好奇 、去探索。參考學長姐圖文 

      書寫範例，和文章有個對話(畫)互動，自己畫下夢想或是最想要過的生活(最近很感興 

      趣的事物也可以)，嘗試圖文書寫。 

    (3) 上台發表簡報: 將學習單拍照，使用 canva 編輯(上個單元為 canva 設計實作)，做成                                                   

       3~5 分鐘的簡報，每個人輪流上台發表分享，學習傾聽別人精彩的心得與夢想。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教學觀察: 部分的高一學生對於「夢想」、「未來」沒有想法，會詢問老師，自己的夢 

             想要畫什麼? 並且沒有特別有興趣的事物…等。 

(2) 執行問題: 學生很少接觸到報紙的媒介，也很少閱讀大量的紙本文字，一開始介紹的時 

             候，大部分會抗拒，認為又是要寫一分作業，不太會「好奇」故事內容和插 

             圖，以前施作在國中生，他們會主動去玩安妮新聞，所以教學時感到困惑，或 

             許是生活經驗的不同，市區的學生資源豐富，外在吸引力比較多元。 

(3) 教學省思: 引導學生發想的時候，遇到較大的困難是對未來沒有期待，沒有任何喜歡事物 

             的孩子，會不太好推動，但總是撒了種子，希望他們在這幾堂課的時間，趁             

             機去思考未來、和同學討論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