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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世惠 

教師主授科目 童軍、閱讀社團課 

班級數 1 

學生總數 2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青春臉譜秀 

報紙期數／頁數 第十期，第 6-7 頁 文章標題 看圖說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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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課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 

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1.2.3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將〈安妮新聞〉的閱讀經驗結合報紙內容主題、深化思維，回歸生活中的美學素養啟發。 

    課程分為三節數進行，首先，從《安妮新聞》第十期中的「看圖說情緒」的「圖像」開啟

課程閱讀，由 6-7 頁中各圖像中的圖形、顏色的設計，所帶給讀者的感受，進行文本閱讀的

探索；教師進一步就學校所在位置歷史溯源，引導學生返歸過去此處為國民政府來台時的軍營

及眷舍所在地的史實認識了解，進而就昔日眷民生活中重要視覺娛樂之一國劇作為學習素材，

以「臉譜」與圖像美感產生連結，強化色彩、比例、結構等構面覺察能力，並藉由實作強化美

感經驗。最後，一起用創作佈置樓梯間牆面，開啟校園「美藝道」的空間，打造校園持續進行

美感認知、模仿、創造等學習歷程，展現多元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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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課程符合的十二年國教學習核心素養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意識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閱 J5 活用文本，認識並運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所使用之文本。 

   科 J13 展現實作活動中的創新思考能力 

（二）課程對應的學習表現 

   視 1-IV-1 能使用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表達情感與想法。 

   視 2-IV-1 能體驗藝術作品，並接受多元觀點。 

   視 3-IV-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國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國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2. 課堂流程說明 

    課程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習，以桌為單位，鼓勵學生相互討論、腦力激盪。 

第一節：文本訊息的閱讀與統整 

(ㄧ)從第十期「看圖說情緒」內容的閱讀，配合 5W1H 六何法的提問，教師引導全體進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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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閱讀的探索： 

1.細數生活中情緒出現的時機？ 

2.思考《安妮新聞》編輯者為何用圖像、臉譜指稱各種情緒樣貌？ 

3.《安妮新聞》中情緒圖鑑的顏色表現，帶給你的感受? 

4.你所感受到顏色與情緒的對應關係? 

(二)就學校所在位置歷史溯源，返歸過去這裡是國民政府來台時的軍營及眷舍所在地的事實，

認識與臉譜相關的眷民娛樂經驗之一「國劇」項目的知識： 

    1.教師的引導下走入歷史、認識臺南北區眷村的過去樣貌，認知竹籬笆、九六新村、長榮

新城、大道新城等名字的由來，了解眷舍內部格局、社區民生環境及互動、軍種特色等知識。 

    2.認識國劇中臉譜主色與人物性格關係，並能加以辨識。 

第二節：臉譜美感構面實作 

(一) 運用數位工具輔助，將學習主題延伸至彩色臉譜繪製： 

1.上網搜尋國劇常見故事人物角色的臉譜圖案，能判斷色彩、比例、結構之美感構面，並

從中擇一加以仿作，繪製成平面的臉譜圖像。 

2.製作成一張平面臉譜圖卡，附上人物介紹。 

(二)立體人物臉譜繪製： 

運用紙模，學習立體繪圖的技巧，進行立體臉譜繪製。 

第三節：青春臉譜秀 

(ㄧ)引導學生返歸思考自己在生活中的娛樂經驗，找到自己喜愛的角色人物： 

1.從喜愛的動漫、線上遊戲等時下受青少年喜愛的項目裡，選擇自己喜愛的角色，小組內

互相交流所選擇的角色資訊，進行對話，認識彼此的興趣嗜好。 

2.以數位工具搜尋角色圖像，將角色特徵呈現在固定版型紙模上的構圖，完成臉譜的繪製

及上色。 

(二)將學習成果作品，放入框盒中，動手佈置於校園內的樓梯空間，成為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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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閱讀《安妮新聞》的過程，一直希望能與在地文化故事能結合，第 10 期的情緒圖像呈

現方式，引導讀者細細觀察著圖像構成的線條及配色，這樣的觀察與感受過程，正與教師想帶

領今日學生對昔日住民看國劇娛樂的國劇臉譜「閱讀」認識模式相同，因此，結合這一期安妮

新聞內容進行課程活動的設計。 

結合閱讀各項策略的學習及運用，自己透過教學觀察發現，學生從「感受性」層面來認識

國劇臉譜所反映的角色特性時，能有種新鮮感、有趣性，更進一步想了解顏色與性格配對的心

理測驗分析訊息；從平面模仿繪製臉譜到立體創作的技能學習，再到自己喜愛的動畫、偶像角

色圖案的創作過程，學生能保持學習動機強烈，且從其成果作品亦能見角色的多樣性及設計的

活潑度。 

本次課程在創作時，自己選擇運用麥克筆及小型面具紙模型作為材料，乃因其方便且易取

得，唯獨在作品的保存上，如何能夠維持不潮濕、不變形及不褪色，是必須克服的事，自己最

後選擇以保鮮膜方框收納盒來固定及展示，效果還不錯；這次教學經驗也讓自己反思，在創作

時如運用拼貼、或是塑膠面具模型塗繪、或以壓克力顏料上色等方式來設計，或許會得到不一

樣的效果，下次可以納入教學設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