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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立汐止國中 

授課教師 吳靜嫻 

教師主授科目 閱讀 

班級數  8班 

學生總數  200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妖怪誌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5535 期，第10-12 頁 文章標題 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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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課 

 

施作總節數 

 

 

4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七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認識安妮新聞報的緣起及特色，以第#5535特刊為讀本，從第三頁的互動迷宮遊戲，啟

發同學對此份報紙的興趣，知道迷宮相關的希臘神話及文學、電影，引導學生認識迷宮

的製作方式，創作自己的迷宮，並與同學互動。帶領學生探討「台島神獸誌」版面，認

識台灣妖怪及背後的鄉土記憶、國族歷史及民俗精神，思考自己的恐懼。最後以山海經中

的神獸為造型文本，引導學生創作自己的神獸文本，使用chatgpt完成神獸造型創作。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了解迷宮為主題的相關創作，並透過實際製作迷宮，啟發創意。 

(2)透過認識台灣妖怪，理解先民對事件萬物的觀察及敬畏。 

(3)認識自身的恐懼並化為具體神獸造型，與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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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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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講述安妮新聞報作為美感報紙的源起，並從安妮二字連結清秀佳人及安妮日記書

籍。 

(2) 介紹夏日特刊封面的內容及美感元素。 

(3) 以第三版maze為文本，製作學習單，做班級競賽遊戲，並教授迷宮製作方法。 

(4) 發下報紙，讓學生實際翻閱，討論安妮新聞報的特色，並請學生分享喜歡的主題及

原因。 

(5) 從「台島神獸誌」版面，認識台灣妖怪，並了解妖怪與土地的關係。分享耳聞的鄉

間傳說，並寫下自己的恐懼。 

(6) 認識山海經，並介紹數種造型特異的神獸，分析數種目前考證真有其獸的動物原

型，引導學生了解文本的限制和想像差異。 

(7) 學生將自身恐懼轉化成神獸造型及所處環境，引導學生鉅細靡遺書寫外型。 

(8) 教導學生使用chatgpt生成圖片功能下指導語，並做修正。 

(9) 完成作品並上傳至Padlet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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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數學生對於迷宮版面顯得很有興趣，實際遊玩報紙迷宮外，教導學生如何製作迷

宮，並讓他們互相玩，刺激學生開發想像，如拿鑰匙才能去出口開門、拿到五顆蘋果才能

到出口等，也許下此針對迷宮或解謎可以設計更多堂課。 

(2)安妮新聞每個部分都很有趣，把課程拉長到4節，利用學習單+影片，學生依舊保有興

趣。 

(3)學生使用chatgpt會有無法登入，使致無法生成圖片的狀況，愈接近下課，看到同學陸

續有成品上傳自己沒有，會頗沮喪；不過這部分老師採取的是加分制，減緩學生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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