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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謝佩芸 

教師主授科目 自然課程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美感智能閱讀──安妮新聞讀報創作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6 期，第 6~7 頁 文章標題 小小顯微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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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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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小三年級下學期的自然課中(康軒三下-自然第二單元)，課程提到「牛奶在常溫下放

太久會因微生物作用而變質」，然而此時的學生對「微生物」尚無清楚概念。為了幫助

學生理解這個抽象的科學概念，我們特別設計了結合閱讀與實作的課程活動。透過閱讀

《安妮新聞－小小顯微偵探》這份報導，學生能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認識微生物的種類與

特性，並激發學習興趣。同時，我們安排實際操作顯微鏡，讓學生親眼觀察微生物的樣

貌與行動，搭配觀察紀錄學習單，訓練學生的觀察力與表達力。本課程融合自然科學與

閱讀素養，不僅深化學生對生活中自然現象的理解，也拓展他們的閱讀視野與科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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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讓學習更有感、更貼近生活。這是一場從紙本閱讀到顯微鏡實作的知識探險，讓

學生成為真正的小小顯微偵探。 

2. 課程目標 

•  認識微生物的基本概念 

 透過報紙《安妮新聞－小小顯微偵探》，以精采圖片引導學生了解微生物的種類與特性。 

•  理解牛奶變質與微生物的關聯 

 連結生活經驗與科學知識，說明微生物在常溫下使牛奶變質的原因。 

•  培養科學觀察與實作能力 

 利用顯微鏡觀察微生物-細菌，並記錄觀察結果，培養細心觀察與紀錄的能力。 

•  提升閱讀理解與素養能力 

 透過閱讀安妮新聞的文章，訓練學生統整理解的閱讀素養。 

•  增進跨領域統整與生活應用能力 

 結合自然與語文課程，引導學生將知識運用於日常生活與科學探究。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透過安妮新聞的圖片-讓學生猜猜看顯微鏡下的東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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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閱讀安妮新聞的文章，訓練學生統整理解的閱讀素養 

 

 

 

 

 

 

 

 

 

 

 

 

 

顯微鏡觀察細菌 紀錄觀察過程，畫出顯微鏡下的微生

物形狀，並分享課程心得。 

 

 

 

 

 

 

 

 

 

 

 

 

 

 

今天的課程讓孩子們大開眼界，也了解顯微鏡世界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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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課程主題 微生物的世界：安妮新文閱

讀 × 顯微觀察 

教學時間 114/05/1 

2 節課（共 80 分鐘） 

課前準備 1. 三下國小自然課本（三下自然康軒版-第二單元:溫度變化對物質的影

響） 

2. 《安妮新聞－小小顯微偵探》 

3. 顯微鏡（複式）、細菌玻片 

4. 學習單（觀察紀錄、心得分享） 

課堂流程 

【一、課前引導】（10 分鐘） 

1. 課本引導與生活情境連結 

 教師以課本中「牛奶常溫下容易變質」為出發點，引導學生思考變質的原因，並

進一步提出問題：「是什麼東西讓牛奶壞掉呢？」 

 → 讓學生產生對「微生物」的好奇與初步推測。 

2. 基礎概念建構 

 教師簡單講解「微生物」的定義與特徵，並說明因為體積非常小，所以需要用

「顯微鏡」才能看見。 

【二、閱讀啟發】（30 分鐘） 

3. 趣味圖片推理活動 

 播放或展示《安妮新聞－小小顯微偵探》中「放大圖片」部分，讓學生猜猜圖片

是什麼東西放大後的模樣，引發觀察興趣。 

4. 引導閱讀文章 

 全班共讀安妮新聞，教師帶領學生了解： 

o 微生物的種類與特性 

o 顯微鏡的發明與演變 

【三、實作觀察】（30 分鐘） 

5. 顯微鏡介紹與實作準備 

 教師介紹學校所使用的複式顯微鏡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並展示預先準備好的各

類細菌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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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觀察與記錄活動 

 學生依序觀察玻片標本，搭配學習單記錄觀察結果，並手繪顯微鏡下所見細菌樣

貌。教師巡視協助學生聚焦顯微鏡、描述特徵。 

【四、整理與省思】（10 分鐘） 

7. 課後回饋與統整省思 

 學生完成學習單最後一題：請寫下這兩節課學到什麼？有什麼讓你驚訝或印象深

刻的地方？ 

 → 教師引導請學生習寫後，再口頭分享，促進班級間彼此的觀點交流。 

【課程結束】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本次課程中，我們結合自然課與《安妮新聞－小小顯微偵探》，引導學生理解微生物的概

念並實際操作顯微鏡觀察細菌，整體課程具有高度的學習興趣與實作價值。清晰的微生物圖

片，也讓學生清楚看到微生物的樣貌，進而引起學習動機。然而在實際實施過程中，仍遇到

以下幾點挑戰與省思： 

1. 閱讀理解難度偏高 

 《安妮新聞》的文章內容雖富有知識性與趣味性，但對三年級學生而言，詞彙量與

句型略顯困難，學生無法獨立掌握重點。教師需花費較多時間逐段講解、提問與引導

找出重點資訊，才能達成預期的閱讀素養訓練目標。 

2. 顯微鏡操作限制 

 顯微鏡操作部分雖為課程亮點，但因三年級學生尚未具備獨立調整顯微鏡的能力，

教師須在課前逐一為每組顯微鏡預先對焦與調整，才能讓學生順利觀察標本。此一準

備工作耗時較長，對教師的課前規劃與時間掌握是一項挑戰。 

3. 整合課程時間緊湊 

 課程融合閱讀與實作兩大部分，整體節奏需密切掌控，才能兼顧知識建構與實作體

驗。若時間稍有延誤，容易影響課後省思與學習單填寫的完整性。 

改進建議： 

• 可預先製作閱讀簡化版講義或導讀學習單，降低學生閱讀門檻。 

• 顯微鏡觀察活動可設計為教師演示＋學生輪流觀察，逐步培養學生操作信心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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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時間允許，將課程拆為兩次授課進行，一次專注於閱讀與知識建構，另一次專注於

觀察與紀錄，能更從容安排各項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