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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標 

3. 執⾏內容與反思 

⼆.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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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臺北教育⼤學附設實驗國⺠⼩學 

授課教師 林慧珊 

教師主授科 國語、數學、綜合 

班級數 1班 

學⽣總數 28名學⽣ 

 

⼆、課程概要與⽬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悅」讀聲⾳ 

報紙使⽤

期數及⾴ 
第  期聆聽特刊，

第  ⾴ 

⽂章標

題 
探索臺灣聲⾳地圖計畫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族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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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閱讀 

施作總節

數 

 
6 

教學對

象 

 國⺠⼩學4年級 
□ 國⺠中學   年級 
□ ⾼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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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內容與反思 

2. 課程⽬標（條列式） 
透過閱讀《安妮新聞》聆聽特刊的〈探索臺灣聲音地圖計畫〉，希望學生生活在

被很多聲音覆蓋的臺灣，能夠打開五感，好好聆聽，培養對生活的感知能力。 

學生能透過觀察、經驗與蒐集，發現生活中平凡事物的特別之處，並與自身的學
習做連結，嘗試運用不同的紀錄形式（摹聲詞），將「聽」到的聲音、畫面記錄下
來。 

1. 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我們利用晨間靜讀《安妮新聞》聆聽特刊，每一次的閱讀過後，師生分享閱讀

所見所得；我們也讓孩子將特刊帶回家進行親子共讀，並透過文字與口頭的表達分
享其中的心得與發現。接著，我們利用正式的課堂以《安妮新聞》聆聽特刊，連結
與延展了國語課的文本以及社會領域的學習內容，豐富孩子的學習歷程。 

透過閱讀《安妮新聞》聆聽特刊的〈探索臺灣聲音地圖計畫〉，聽見「臺   
灣」，進而連結社會領域的學習，用不同的角度閱讀與認識自己的家鄉，打開五
感，好好聆聽我們生活的所在。接著，引導學生透過觀察、經驗與蒐集，發現生活
中平凡事物的特別之處，並與自身的學習做連結，嘗試運用不同的紀錄形式（摹聲
詞），將「聽」到的聲音、畫面記錄下來。最後，我們創作了語文學習的配對桌
遊。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請提供5-8張，如有學⽣學習回饋可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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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啟程］聽⾒臺灣的⼈⽂與⾃然的聲⾳ 

（1） 將聆聽特刊的報紙展⽰給學⽣（實體+投影），請學⽣先閱讀封⾯的圖⽂，
思考問題：猜⼀猜，這⼀期的報紙是什麼主題？ 

想⼀想，它要帶我們去探索哪⽅⾯的內容呢？ 

（2） 全班聚焦到本期的〈探索臺灣聲⾳地圖計畫〉主題， 
請學⽣⽤平板掃描地圖中聲⾳地標的QR code，全班聆聽， 

⼀起感受、⼀起猜猜看，對照報紙的⼩插圖，是臺灣哪個地⽅會出現的聲響。 

（3） 《親⼦共讀》發下本期《安妮新聞》讓學⽣帶回家，邀請家長和孩⼦，⼀起
閱讀〈探索臺灣聲⾳地圖計畫〉主題，⽤家中的⼿機、平板探索報紙裡的聲 

⾳， 
同時，⿎勵親⼦共讀這⼀期其他版⾯有興趣的內容。 

（4） 搭配學習單，邀請學⽣閱讀後，將⾃⼰閱讀的發現與感受寫下來，同時，也
試著將校園裡探索與發現的聲⾳，⽤圖⽂記錄在學習單中。 

［導入］「聽」⾃然的聲⾳ 

（1） 透過本期《安妮新聞》的引導，讓學⽣經驗⽤「聽」的⽅式，感受⽣活、
建立記憶。 

（2） 同時搭配本學期學⽣國語課第⼗⼆課 〈老鞋匠和⼩精靈〉的學習內容—
認識摹聲詞，由課⽂延伸⾄⽣活，學習如何⽤「⽂字」將聲⾳記錄下來。 

（3） 練習 
3-1 播放⼤⾃然的聲⾳檔，讓學⽣聆聽，並猜⼀猜、說⼀說這些聲⾳是否熟悉？

是否曾經留意過？⾳檔連結：https://youtu.be/x8-8Ql8fHsI?si=zlUy6Isx6FpDjuSd 

3-2 針對聽到的內容，請學⽣以⽂字（摹聲詞）的⽅式記錄下來（做筆記），並且 

⽤⼝頭的⽅式練習運⽤於句⼦（造句）。 

3-3 補充英⽂的摹聲詞，讓學⽣試著唸唸看，經驗「⽂字」與聲⾳之間的連結。 

資料連結：https://www.eisland.com.tw/Mobile/Article.php?stat=a_v2uodX4 

［延伸］圖⽂並茂的配對卡創作 

（1） 指導學童運⽤圓形杯墊卡，將收集與紀錄的摹聲詞，設計⽂字和相對應的
情境圖，準備製作成配對桌遊卡。 

（2） 指導學童設計圖卡背⾯的統⼀紋樣。 

http://www.eisland.com.tw/Mobile/Article.php?stat=a_v2uod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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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

參考。） 

本班學⽣雖然已經接觸過《安妮新聞》，但是當拿到新的⼀份報紙時，多數學 
⽣仍是習慣直接打開閱讀。因此在這次的引導，我調整閱讀的⽅式，選擇不先發下報
紙，先讓全班⼀起閱讀封⾯，⼀同感受封⾯傳遞的訊息，接著再帶入主題。能讓孩⼦
們經驗不同的閱讀視⾓，發現更多。 

這次閱讀的內容，除了報紙上的圖⽂之外，還多了⼀些互動性：學⽣能⽤載具
掃描QR code，聽⾒聲⾳，⽽這些聲⾳也時常出現在他們⽣活當中，聽到熟悉的聲⾳
感到很新奇，因此學⽣的學習興趣很濃厚，很期待拿到報紙，帶回家和家⼈分享。同
時，對於引導他們探索校園的聲⾳、聆聽⼤⾃然的聲⾳等也更有興趣，願意靜下⼼ 
來，試著感受看看。 

順帶⼀提，由於《安妮新聞》報紙排版的字偏⼩，因此在這次的閱讀活動，我
將安妮新聞刊物的網路連結放到班級的Google classroom中，讓學⽣⽅便取⽤，選擇
適合⾃⼰的閱讀⽅式。 

 

學⽣回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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