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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蔡宗廷、賴建華(美感智能閱讀計畫申請人) 

教師主授科目 物理、美術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AI 探險家：物理科普的擴增實境之旅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六 期，全部 文章標題 微生物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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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選修 

施作總節

數 
14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1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 AI 探險家：物理科普的擴增實境之旅》是一個結合物理與美術的跨領域課程，課程前段先

教授物理運動原則，如：等加速度、圓周運動、碰撞…等，每個物理主題都用手機實拍逐格動

畫表現物理運動原則。然後進入美術的環節，講述平面設計的三要素(圖像、文字、色彩)與四

法則(對齊、分開、放大、留白)，搭配安妮新聞進班鑑賞閱讀，觀察安妮新聞跟一般的報紙有

哪些不一樣的地方，並試著說出安妮新聞在版面編排上的特色風格。最後運用所學的版面設

計知識編排物理科普濾鏡的視覺圖像，圖片的部分直接使用 AI 生成圖像，搭配繪圖軟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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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製作，將物理知識的文本與靜態圖片、動態影像結合，最後用 Meta Spark Studio 將所

有的素材做成 IG 的濾鏡，而濾鏡就是擴增實境(AR)的一種表現類型。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 使學生熟悉自主學習的方法。 

⚫ 理解生活中各種物體運動現象的基本物理原則。 

⚫ 培養基本美學素養。 

⚫ 培養創意思考能力。 

⚫ 學習逐格動畫製作能力。 

⚫ 學習攝影棚操作能力。 

⚫ 學習新興科技的使用，如 AI 生成式繪圖。 

⚫ 理解並能運用 Meta Spark Studio 製作擴增實境(IG 濾鏡)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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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有許多不同的大單元，這裡針對有運用到安妮新聞的部分來進行說明： 

最後一個單元為物理科普濾鏡製作，開頭結合版面設計知識與安妮新聞之圖文編排風格來進

行濾鏡畫面的發想，在學習單規劃濾鏡的物理科普文本，必須給物理老師檢查通過無誤才能

繼續做下去。接著確認需要的圖像元素中哪些是靜止的，哪些是需要製作動畫的。 

用 Leonardo AI 生成圖像，生出來的圖像風格不要差異太大，並且做初步的素材處理。 

將素材匯入 Photopea 後製，靜態的文字描述排版處理完成，動態的圖像逐格製作成動畫。

素材完成後存成 PNG 圖檔，解析度 72 dpi。另外，可選出代表圖像作為辨識圖，解析度

300dpi。最後，用 Meta Spark Studio 將文字與動畫做成濾鏡，這一步會因為濾鏡的不同

情境，而每個人略有不同的技術需求。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物理科普濾鏡製作單元會使用到三種科技軟體，學生大致上是跟得上進度，但因為時間有

限，很多東西沒辦法反覆講述或是講得更精細，造成學習的細膩度不足夠，學生回家如果遇

到製作上的問題很可能是求助無門，所以在這個部分有錄製詳細的教學影片放在 Google 

Classroom。 

另外，本課程是最後一屆使用 Meta Spark Studio 這個軟體，2024 年 9 月 IG 無預警宣布

2025 一月全面停止創作者自製濾鏡功能，製作的軟體也一併廢除，Meta Spark Studio 可

謂自製濾鏡的市占率龍頭，誰也無法預料到會有這一天。未來將轉往 Lens Studio 來製作濾

鏡的科技互動藝術，面對科技躍進的現代，保持學習的心與彈性才是教師的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