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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孟宜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6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認識報紙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4  期，第  3  頁 文章標題 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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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媒體識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如：國文） 閱讀課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7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常見的 line 的一則詐騙訊息，引發學生動機。介紹優良報章媒體，教導學生使用六

何法歸納新聞重點。搭配好讀五問討論日常社群使用衍生的相關問題，再閱讀《安妮新

聞》第四期「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欣賞公視辨別假新聞影片，利用新聞

生產貼紙學習如何檢視生活中遇到的新資訊。最後設計一則圖畫成語讓同學猜，理解正

確使用語言的重要性，避免不必要的溝通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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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認識報紙 

二、學會歸納新聞重點 

三、學習新聞判讀技巧 

四、學習正確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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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課~認識報紙 

1.認識報紙版面、報頭、報眉、新聞摘要、新聞圖片等相關訊息。 

2.比較《好讀周報》、《中學生報》、《安妮新聞》與一般市售的報紙有何不同之處？ 

3.找出一則有興趣的新聞利用六何法整理歸納新聞的重點。 

※第二堂課~如何辨識訊息的真偽 

1.搭配 2024-11-25 出刊 798 期好讀五問~遠離社群，討論日常生活接觸社群的相關問題。 

2.閱讀「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擷取關鍵字及文章重點 

3.欣賞公視新聞網《假新聞出沒！破解 媒體與牠們的產地 》影片，利用影片中的新聞「生

產貼紙」整理《中學生報》一則報導的相關訊息，學習如何辨識假新聞。 

※第三節課~課程總結 

1.用圖畫的方式分享一則成語，讓同學猜。 

2.討論僅使用表情符號可不可以正確傳達訊息? 

3 總結：溝通及資訊的判讀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盡量使用正確且完整的語言溝通避免誤

會，並理性分析訊息來源，以免上當。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現在的學生不太閱讀報紙、不關心國際時事、生活經驗不足，凡事都是依賴 google 查資料，

對於新聞事件是否為真實，在判斷上有很大的困難，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引導。 

生活中常會音社群上發布的短文字、貼圖等語意不明確的言論，產生誤會與爭執，故下次上此

單元時會先以學生日常發生的圖片、文字誤用為主軸，慢慢引導再進入較難理解的媒體訊息辨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