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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郭姵妤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社會、藝術、綜合、閱讀、校本 

班級數 42 班 

學生總數 106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安妮新聞與國語日報比較與人際關係探討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8  期，第  2  頁 文章標題 朋友相處小「眉角」──小炭的日常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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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四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這堂課程引導學生透過《安妮新聞》與《國語日報》的比較，探討新聞設計的初衷

與表達方式。首先，學生比對兩份報紙的異同，並透過圖片與標題概覽《安妮新聞》的

核心主題。接著，課程從生活小故事切入，圍繞「朋友」主題，引導學生換位思考：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鼓勵學生發表多元觀點，並將不同想法記錄於黑板，讓孩

子理解，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僅限於二選一。 

    課程進一步引入「內向—外向數線」，讓學生在黑板上標記自身個性所在位置，並

透過全班分享，體會每個人的感受與表達方式皆有差異，沒有絕對的對錯，唯有透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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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才能理解彼此。如同故事中的小伊與小禰，儘管立場不同，但若缺乏同理，小炭將

陷入兩難。 

    最後，學生將透過《安妮新聞》第 6、7 頁的心理測驗，探索自己的性格特質，並與

朋友互動，進一步發現彼此的相似與不同，深化對人際關係的理解。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比較發現《安妮新聞》與《國語日報》的異同處。 

2. 依照情境，分享自己會用什麼方法解決問題。 

3. 理解因為每個人各型、思維不同，應試圖同理他人，人際關係問題才有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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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課】 

一、 引起動機(5 分鐘) 

教師出示《安妮新聞》與《國語日報》，詢問學生平時讀報的經驗。 

二、 發展活動 

(一) 報紙異同比較(15 分鐘) 

1. 引導學生觀察兩份報紙的排版、標題、圖片等，分組討論可能的異

同處，並記錄下來。 

2. 各組派代表分享觀察結果。 

3. 教師歸納《安妮新聞》設計的初衷，說明不同報紙如何吸引不同讀

者。 

(二) 生活情境討論(15 分鐘) 

1. 閱讀《朋友相處小「眉角」》一文， 讓學生思考：「如果你是小

炭，你會怎麼做？」 

2. 學生輪流發表想法，教師將不同的解決方法記錄在黑板上。 

(三) 綜合活動(5 分鐘) 

歸納強調解決問題不僅限於二選一，而是可以有不同方式。 

 

【第二節課】 

一、 引起動機(2 分鐘) 

分析故事中小伊和小禰的個性是屬於內向還是外向特質。 

二、 發展活動 

(一) 內向─外向數線活動(10 分鐘) 

1. 教師在黑板上畫出「內向─外向數線」。 

2. 讓學生思考自己的個性屬於哪個位置，並在黑板上標記。 

3. 學生分享自己的選擇，並說明理由。 

(二) 角色扮演(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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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小炭，故事裡頭還有一位小富同樣也有人際關係問題。分組模

擬故事場景，體驗不同立場的感受。 

2. 透過互動讓學生再次體會如何用同理解決不同的人際問題。 

三、 綜合活動(8 分鐘) 

(一) 完成 6、7 頁的心理小測驗，測試自己的性格類型。 

(二) 邀請學生分享結果，討論彼此異同。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對報紙形式的迷思 

    科技化之後，學生對於紙本報紙較少接觸，所以是陌生的。本班四年級的學生如果沒有

因為班級推動國語日報讀報，可能對紙本報紙接觸的機會更少，所以報紙導讀有必要存在。

尤其安妮新聞多半是主題式連貫呼應安排，編排方式更是與一般報紙不同，值得提醒學生留

意。 

二、字體偏小，文字量大 

    中年級才開始轉為全中文字的閱讀模式，逐漸抽離注音符號，但安妮新聞為沒有注音的

版本，為減輕閱讀負荷，需要老師協助導讀或是任務的切割，並且進行討論，以減輕閱讀負

荷，否則孩子多半無法獨力完成閱讀。 

三、文章具一定深度 

    雖然後面有幾篇文章與道德兩難及哲學問題有關，對四年級的孩子很難，也許現在讀完

沒辦法理解，但我覺得就是在心裡埋下根基。所幸後面還有其他簡單式的短訊息和小測驗可

供閱讀，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四年級的學生在引導下閱讀安妮新聞是沒問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