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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中市霧峰區僑榮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林盈芳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數學、生活 

班級數 全校 18 班，實施班級為二年一班 

學生總數 全校 208 名學生，實施學生總數為 22 人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How do you feel ? 一起來當情緒偵探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0 期，第  2  頁 文章標題 基本情緒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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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 2 節 

閱讀 1 節 

施作總

節數 
共 3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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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報紙不一樣哦，它裝了很多情緒在裡面。」活動一開場，教學者便這樣告訴孩子，

接著分成小組，討論「情緒有哪些」、「情緒可以分好的或壞的嗎？」待孩子們振筆疾書，

在白板寫下各種情緒後，教學者發下文章，讓每小組認領一種情緒，各自安靜共讀。閱讀完

畢後，重新詢問學生：情緒是否只有單一面向？讓孩子察覺：「情緒沒那麼絕對」，「原來

情緒都有它存在的目的」。接下來，邀請每一組上臺演出一種情緒，讓臺下的孩子擔任情緒

偵探，從表情、肢體等線索，覺察不同的情緒特徵。最後，本活動透過學習任務單，讓孩子

以人、事、時、地、物等情境，記錄近期的情緒，再透過兩兩配對「和你聊一聊」，與同

學、老師分享這一週的心情，從中練習「悅納自己」、「聆聽並包容他人」。 



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一）體驗不同的閱讀素材： 

本課程的發想，源自於低年級學生對閱讀的想像非常侷限，總以為「看書」才是閱

讀，故而邀請全班一起翻開報紙，摸一摸報紙的觸感、觀察字體的編排、插畫的運

用，讓孩子體驗有別於往的素材與視野，以此讓他們感受到「文字」、「知識」的迷

人之處。 

（二）提升「感受力」，增進國語文寫作實力： 

配合二年級國語課程，孩子學到「我覺得······」「因為······」，但教學者察覺，造句或創

作短文時，許多學生的「情緒詞彙」十分匱乏，寫出來的感受大同小異，故而希望透

過美感智能閱讀，讓孩子認識各式各樣的情緒語詞，未來在描寫感受時，能運用更多

情境與詞語。 

（三）覺察不同的情緒，並肯定不同情緒存在的必要：  

低年級孩子看待事物的面相較為單一，若無大人的正向引導，常會認為「生氣」、

「哭泣」等情緒是負向的行為，當同學或自己出現類似行為時，常顯得不知所措。透

過本次閱讀活動，希望讓孩子明白，各種情緒有其存在的目的，每個人展現情緒的方

式亦不太一樣。 

（四）練習陪伴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教學者的學生們個性鮮明，有人十分張揚外顯，有的孩子害羞壓抑，無論是哪一種類

型的孩子，指導孩子「如何好好生氣」、「如何好好難過」有其必要。故而透過本課

程，配合日常演練，帶孩子學著合宜表達，並換位思考，讓同儕之間更為親密融洽。 

（五）運用關鍵字法、五何法等策略閱讀： 

由於報章內容的字較小，內容十分豐富，本活動帶孩子以螢光筆圈選關鍵字，練習抓

關鍵字提升閱讀效率，並且以五何法：「人」、「事」、「時」、「地」、「物」，

以自問自答的方式，練習掌握報章內容，最後進階練習，透過五何法，寫出自己當週

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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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照片說明： 

左上：教學者帶全班閱讀文章內容。 

中上：學生安靜閱讀文章內容。 

右上：小組共讀後討論。 

左下：教學者示範學習任務單如何完成。 

中下、右下：各組安靜完成學習任務單。 

 

其餘學習成果，附件於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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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 

 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報紙及內頁，吸引學生注意，並邀請學生分享接觸報紙的經驗。 

 發展活動 

（一） 小組討論 

請學生以小組為單位，討論：「情緒有哪些？」、「情緒可以分好的或壞的

嗎？」並以白板記錄下各種情緒。 

（二） 學生閱讀報紙 

教師發下報紙（每生乙份），每一小組認領一種情緒後，請學生安靜閱讀該組

負責的情緒，獨自閱讀的時間為５分鐘，若遇到不會的字可以先跳過，待小組

共讀時，要求每一組的組員需讀出聲，引導孩子更理解文章內容。 

（三） 教師帶讀報紙 

教師將文章中的字體，以電視螢幕播放，逐一介紹每一種情緒，並說明文章內

容中較難的字詞。 

 總結活動 

（一） 根據課堂開始的提問「情緒可以分好的或壞的嗎？」教師再次詢問學生，讀完

文章後，想法是否改變？並請孩子以「有改變」、「沒改變」舉手分享。 

（二） 教師帶孩子發現：情緒有它存在的目的。 

 

第二節 

 引起動機 

教師於電視播放上次閱讀的內容，喚起學生印象。 

 發展活動 

（一） 觀察六個情緒代表的插圖 

請學生觀察插圖，並分享為什麼會這麼畫？對應到文章中哪些關鍵字。教師舉

例：快樂的這張插圖的人物在笑，文章中說到，快樂會不自覺嘴角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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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組上臺演出不同情緒 

教師請各組輪流上臺演出一種情緒，請臺下的學生猜猜看，這是哪一種情緒？

並且要說出合理的理由。由於同一種情緒是由幾位不同的學生同時演出，教師

進而引導孩子「生氣的樣子不一定只有一種」，其他情緒亦然。 

（三） 指導學習任務單第一部分 

教師示範並指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單的第一部分。 

 總結活動 

（一）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單第一部分。 

（二）學生察覺並理解「情緒沒那麼絕對」、「每個人表達情緒的方式不同，前提是不

傷害自己和別人」。 

 

第三節 

 引起動機 

教師向學生回饋批改學習任務單第一部分的想法與建議。 

 發展活動 

（一） 指導學生完成學習單第二部分 

教師示範並指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單的第二部分。 

（二） 兩兩配對「與你聊一聊」 

教師協助學生兩兩配對，以「當我（   ）的時候，我覺得（    ）」

句子，與同儕分享這一星期的情緒。對方聽到同學說的內容，需以「當你

（   ）的時候，你覺得（    ）」回應。 

 總結活動 

邀請學生分享參與本次課程活動的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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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低年級學生識字量有限，需透過策略提升自信 

本課程的實施對象為二年級孩子，為了等待班上孩子累積 600 字左右的識字量，故而將

活動推遲至年底才開始實施。許多孩子閱讀報章時，會因為看不懂某些字而停頓，需鼓勵學

生先猜猜看、跳過這些不懂的字向下閱讀。教師也會安排小組共讀，將內容「讀出聲音」，

輔助識字量較少的孩子。 

 

（二）報章內容對低年級學生偏難，需花多一些時間帶孩子理解 

報紙的設計是為了符合大眾的閱讀，不過對於剛入門的低年級孩子來說，難度仍偏高，

此次活動除了教師帶領孩子閱讀之外，能力較佳的孩子亦發揮了輔助作用，尤其是小組共讀

時間，組員會相互解釋報章中的內容，當眾人一起閱讀的時候，能有效減低學習弱勢生的不

安，亦提升了閱讀的樂趣。 

 

（三）學生能使用不同的情緒詞彙描述自己的狀態 

  與學生的國語習作相對照，大多數孩子原本只能用「很開心」、「很快樂」描述自己的

心情狀態，但在本課程與活動引導後，學生的情緒字彙變得更豐富，從學習任務單中可以看

到「興奮」、「緊張」、「悲傷」、「憤怒」、「驚訝」等語詞，他們也更願意描述自己產

生這些情緒的原因。 

 

（四）未來能進一步引導孩子覺察「當我有ＯＯ情緒時，我的身體會ＯＯ」 

由於課程時間有限，本教學只限於「情境／情緒」之間的連結，並未進一步帶孩子覺察

自己產生某些情緒時，身體會有哪些反應，例如：眼睛會彎彎的、身體會很熱、心臟跳很

快、身體會想跳舞、眼睛張很大等，未來若有更充裕的時間，希望能帶著孩子覺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