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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向才仲、王品蓁 

教師主授科目 國語文、數學、綜合 

實際授課班級數 1 班 

實際教授學生總數 2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人與人「聽」與「說」─溝通的魔法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8 期，第    頁 文章標題 

聆聽文化的不同 
不一樣的真實聲音 
探索什麼是同理 
意識自己的練習 
溝通的魔法 
跟爸媽向朋友一樣相處真的很難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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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 

綜合 
施作總節數 5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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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驛站的概念出發，從刊物選文中，敲定文化、族群、同理、覺察、溝通與父母六大主

題，帶學生從封面感受溝通的魔法，並依序帶領學生探討六大主題中溝通的重要性。 

  「文化」方面，從各國特色與文化異同切入，學生用視覺感官了解文化，也從聽覺及感

覺去形成對文化的理解。「族群」方面，帶入刊物文章中四個主角的聲音，引領學生感受

「聆聽」的魔力。「同理」方面，從教育部線上辭典對於「同理心」一詞的定義，了解到刊

物文章中對於探索同理的方式，是生活中很需要的學習。「覺察」方面，從閱讀刊物文章，

學生能了解到自我覺察是需要練習的，能夠覺察自己的狀態才能同理他人。「溝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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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章讓學生理解溝通紅綠燈的使用時機，以及「好好說話」的重要性，並在老師設定的

情境中練習如何好好溝通。最後是「父母」，所有的青少年孩子都會認為自己跟父母的溝通

不如同儕來得輕鬆順利，但隨著年紀增長，跟父母做朋友是個很重要的課題，透過文章的探

討，學生能了解到自己可以如何調整，才能夠跟父母有良善的溝通。 

2. 課程目標 

與人溝通時，學生能從視覺、聽覺及感覺形成對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理解。 

學生能正確知曉同理的意義，並能夠學習到生活中可以同理他人的作法。 

學生能理解溝通紅綠燈的使用時機，並意識到好好說話的重要性。 

學生能學習跟父母建立良善的溝通方式。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學生於早自修自由翻閱安妮新聞       學生於課堂轉換文章之際，靜心閱讀文章 

  

 學生於第四堂課師生探討文章後完成學習單    學生於第五堂課結束前完成心得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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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一、封面理解 

二、六大主題 VS 六篇文章 

(一)文化：各國特色與文化差異。 

(二)族群：探討四位主角的故事。 

(三)同理：同理除了感同身受，還包含了認識、理解、不忽視。 

(四)覺察：自我覺察的重要性。 

(五)溝通：了解如何好好說話，及使用溝通紅綠燈的時機；融入情境引發思考可

以如何好好溝通。 

(六)父母：跟父母溝通的難度，與自己可以怎麼應對。 

三、完成學習單及心得便利貼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文章偏難，且畢業考後學生狀態不好掌握，對於文章的理解很明顯感覺到打了折扣，應

再多花心思營造上課氣氛讓學生能更投入去思考。 

(二)五節課選了六篇文章，引導學生思考的時間較少，也許可以調整成一堂課一篇文章，甚

至一篇文章停留時間再多一些(一篇 50~70 分鐘)，給學生充分的沉澱與思考時間，在這麼有

深度的主題下也許會有更多更貼切的回饋。 

(三)這次預定授課的時間剛好遇到身體狀況必須請假，所以商請代課老師協助進行較學，也

很感謝代課老師願意配合與協助，並且能跟我充分討論授課內容，雖然不是親自教授有點可

惜，但因為有備課的過程，最後也順利完成教學。 

 

聆聽的重要性→尊重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