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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金陵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連千惠 

教師主授科目 生命教育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4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生命教育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冬季特刊 ，第 3 頁 文章標題 冬季出沒的妖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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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施作總節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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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安妮新聞》冬季特刊中《冬季出沒的妖精們》報導，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傳說

角色，為世界增添趣味與故事性，激發學生的想像與探索。說明「怪獸」並無固定定義，

東方的年獸、西方的獨角獸皆是文化詮釋與想像的結晶。 

這是一趟從創意走入心靈的旅程，透過「怪獸」這個充滿想像力的媒介，引導學生展

開自我探索與彼此連結的冒險。課程以集體創作、價值思辨與情感表達為核心，引導學生

經歷「誕生與獨白」、「困惑與連結」、「轉化與起點」，最終「成為我自己」。 

活動中，學生透過怪獸接龍、自由書寫與人生問答，探索內心渴望與價值，思考「我

不想成為怎樣的人」，勇於展現自我。課程強調陪伴與支持，並在最後完成的「怪獸圖鑑」

中，讓學生從自我探索，走到群體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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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 透過創作與人連結，能投射想說的話。 

(2) 看見人皆有困境，願意互相給予協助。 

(3) 發現新的觀點，強化新起點與踏實感。 

(4) 相信存在就是意義，能真誠分享自己。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 學生從安妮新聞開啟對怪獸豐富的想像力，彼此合作激發更多創意火花。 

  

• 在「我不想成為…」的自由書寫中，雖仍不知人生方向，但能真誠說出心裡的話。 

   

• 在人生問答「我真的不懂…」彼此回應中，學生感受勇氣與溫暖，凝聚班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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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的「怪獸圖鑑」成為珍貴回憶，也讓學生對自己有更深的接納與認同。 

  
2. 課堂流程說明 

單元一【誕生與獨白】1.導讀冬季特刊開啟想像力        2.「怪獸接龍」集體創作 

3.「我不想成為…」自由書寫      4.怪獸連結與反思 

單元二【困惑與連結】1.影片討論            2.怪獸的人生困惑：「我真的不懂…」 

3.說明同理原則        4.透過 Google 表單彼此回應 

單元三【轉化與起點】1.梳理彼此智慧        2.頒發「怪獸禮悟單」 

3.分享新的看見        4.為此時此刻下註解 

單元四【成為我自己】1.回顧《冬季出沒的妖精們》強化角色的多元性 

2.介紹幾米《履歷表》繪本，以此為怪獸介紹範本。 

3.每個人為怪獸寫下簡介故事，賦予靈魂。 

4.「怪獸圖鑑」彙編與展示，看見彼此獨特，也感受共鳴支撐。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怪獸接龍」創作活動，因本校的班級人數較多，才設計為 8 人共同完成，稍嫌過多，

老師們可視情況調整。 

(2) 人生問答會從「不懂」、「不要」、「不想」等否定句切入，是因為發現只要學生願意

將心中的負向語言表達出來，就有契機引導或轉化，過程中，有少數學生會稍顯激動

(ex:批評學校或老師)，請勿忽略或直接回答問題，可先適時回應(ex:謝謝你讓老師知道

這些)，積極營造每個人都能安心表述的接納氛圍。 

(3) Google 表單的提問與回應過程，學生會一直問「會看到是誰問的嗎？」、「會知道是

誰回答的嗎？」強調只有老師會知道誰寫的，其他人都不會看見，讓學生安心參與。 

(4).課後需花較多時間彙整學生作業，對相關軟體(ex：Google 表單、圖片編輯)需有一定

的熟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