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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沈育生 

教師主授科目 校本課程-閱讀與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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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思考的發明技巧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2 期，第  1、4、

5、10   頁 
文章標題 

令人驚奇的女發明家⸺大富翁、冰淇淋和
程式語言 

做坐看⸺傳統與當代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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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課

程-閱讀

與創思 

施作總節數 1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四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該班級教師有固定訂閱國語日報給學生看，並且校本課程-閱讀與創思對四年級的學生並非陌

生的課程。因此，透過閱讀報紙作為切入創意思考的核心，最後給予學生執行創思發明創作

的參考依據。 

課程從透過國語日報和安妮新聞兩種報紙的比較，發現不同報紙有不同的目的就會有不同的

編排。接著透過觀察目錄，延伸讓學生認識發明家的創作以及其他學生們發明的巧思，最後

列舉報紙內說明的發明產品與其相對應的發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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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 能說出報紙的特色。 

(2) 能說出報紙中一個發明家和她的作品。 

(3) 能運用發明技巧設計自己的發明作品。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2. 課程實施照片、成果與課堂流程說明 

 

流程 1：說明本節課的重點 

 

流程 2：請學生觀察兩份報紙並舉出兩者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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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3：教師介紹安妮新聞並請學生注意新聞的標題 

 

流程 4：教師請學生閱讀「令人驚奇的女發明家⸺大富翁、冰淇淋和程式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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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5：觀察所舉三名發明家的共同點並以大富翁的發明家和其發明說明發明

技巧「遊戲化」 

 

流程 6：教師以「做坐看⸺傳統與當代的結合」中的兩種椅子的例子說明發明

技巧「換一換」與「反向」 



7 

 

 

流程 7：透過教室內的物品實際討論創思發明的技巧 

 

流程 8：教師說明創思學習單的撰寫技巧 

*學生的學習單作為寒假作業交給學生回去完成，並於寒假後收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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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推廣：安妮新聞的推廣不是最近的事情，但知道的教師還是很少，而願意花心力去執行

的教師更是稀少。教師們對於陌生的教材還是充滿了疑惑，協助推行的意願不高。因此

本次推行的方式主要為申請的人聯絡班級導師借用時間去上課，因此能用的節數也較

少。 

(2) 學生反應：學生對於新的報紙感到興奮，並且覺得安妮新聞相較於國語日報更加美觀。

雖然同樣都是彩色的，但是安妮新聞的文字和圖片都較大，內容也較清楚。對於大富翁

的發明也感到驚奇，還想要對於這項發明有更多的了解。因為之前也有上過類似的課

程，學生們可以較快的了解發明品的重點。雖然安妮新聞只融入一節，但能順利上完這

次的課程，也是多虧了之前課程的鋪墊，才能有這次課程的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