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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小 

授課教師 黃雅玲 

教師主授科目 閱讀 

實際授課班級數 10 

實際教授學生總數 240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夢想北極星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7 期，第 4-7 頁 文章標題 1.認識自己的同時，也在編織自己的樣子 

2.如果我是一座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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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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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課堂 
閱讀 

施作總

節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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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以「夢想北極星」為主題，結合《我的超能力》繪本閱讀、自我探索活動與《安

妮新聞》第 17 期〈認識自己的同時，也在編織自己的樣子〉與〈如果我是一座冰山⋯⋯〉兩篇

文章，引導學生逐步認識自己、規劃未來。課程透過 DISC 性格測驗、心智圖繪製與 KWL 等

閱讀策略，協助學生從性格特質、價值觀、角色認同等面向覺察自我，並透過報導中的小凱

角色及冰山隱喻，理解人與人之間的多重面向與自我塑造的歷程。學生藉由遊戲互動討論、

同儕回饋與夢想藍圖創作，逐步描繪出屬於自己的未來畫布。本課程融合生涯規劃與閱讀素

養議題，強調學習歷程與自我省思，陪伴學生在畢業前重拾對夢想的想像與實踐的行動力。 

2.課程目標 

● 能認識自己的性格特質、興趣與優勢，發展初步自我概念。 

● 能透過多文本閱讀反思自我特質、價值觀與個人定位。 

● 能練習心智圖與自我冰山意識創作，具體呈現自我概念與自我對話能力。 

● 能運用小組討論與同儕回饋，培養人際溝通與合作能力。 

● 能結合閱讀策略，強化摘要、提問與自我反思的學習技巧。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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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課程初始，學生進行 DISC 性格測驗，對自

我有初步的認識。 

學生寧靜閱讀繪本《我的超能力》 

閱讀繪本後，以 KWL 策略分析文本與自我

對話，認識自我優勢能力。 

結合情緒卡牌與情境分享，協助學生從經驗

中察覺情緒反應，進一步理解自己的性格與

需求，作為探索自我與規劃未來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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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安妮新聞〈認識自己的同時，也在編織

自己的樣子〉文章，並透過團體討論察覺自

我及他人眼中的多重角色 

閱讀安妮新聞〈如果我是一座冰山⋯⋯〉文章

後，探索自己內在冰山 

 

 

 

 

 

 

 

 

冰山理論練習 我的心智圖創作 
 

2. 課堂流程說明 

課堂節次 課程名稱 課程流程 

1-2 節 生涯夢氣球

——自我

探索起步走 

 

課程一開始透過「夢氣球」活動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興趣與夢

想，並搭配 DISC 性格測驗，協助學生初步認識自我性格特質。

學生藉由測驗結果進行小組分享，不僅增進彼此了解，也啟發部

分學生對心理與輔導相關職涯產生濃厚興趣，學習氣氛熱絡。 

3-4 節 繪本《我的

超能力》

透過閱讀繪本《我的超能力》，學生反思自身的強項與獨特之

處。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經驗回顧與特質歸納，並結合「情緒卡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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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自我優勢及

情緒 

 

動遊戲」，讓學生從具體情境中辨識情緒反應與對應行為，進一

步理解個人性格與內在需求。情緒卡活動設計活潑有趣，促進同

儕之間的分享與理解，搭配情境討論讓學生更具體地覺察自己的

潛能與價值。活動中鼓勵學生自我表達，也強化學生尊重差異與

自我認同的建立。 

5-7 節 安妮新聞第

17 期——

認識多面向

的自己 

 

學生閱讀《安妮新聞》第 17 期中的兩篇文章〈認識自己的同

時，也在編織自己的樣子〉與〈如果我是一座冰山⋯⋯〉，進一步

延伸對「自我」及他人眼中「自我」多重角色的理解。透過冰山

隱喻的學習活動，學生嘗試覺察自己外顯行為背後的價值觀、信

念與感受。 

8-9 節 繪製心智圖

——描繪

夢想藍圖 

 

在課程最後階段，學生綜合前幾節課的探索成果，運用心智圖法

整理個人性格特質、夢想職涯、價值信念等，完成專屬的「夢想

藍圖」創作。透過發表與回饋活動，學生不僅表達自我，也學習

欣賞多元觀點，為自己的生涯旅程種下具體的行動起點。 
 

3.教學觀察與反思 

(1)學生對 DISC 性格測驗反應熱烈 

學生普遍對 DISC 性格測驗充滿興趣，操作過程中表現積極，並樂於分享結果。更有學

生因而對心理相關職業產生興趣，表示「我以後想當心理醫師！」教師可鼓勵學生進一步探

索測驗結果背後代表的性格特質與行為傾向，並結合實例討論「性格不等於命運」，引導學

生正向看待自己的優勢與挑戰。 

(2) 《安妮新聞》圖像與色彩的吸引力 

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學生普遍對《安妮新聞》的內容與編排表現出高度興趣，並在回饋

中提到，《安妮新聞》與一般的報紙不一樣，以五彩繽紛的色彩、可愛有趣且設計感十足的

圖案以及貼近生活、多元豐富的主題，使閱讀過程變得更有趣且具吸引力，進一步提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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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閱讀動機與參與度。這樣的正向回饋顯示，結合具美感設計的文本資源，能有效激發學

生的閱讀意願，也為未來的課程設計提供了有力的參考依據。 

(3) 時間安排緊湊，冰山創作不易深入 

冰山創作活動因概念較為抽象，且需進行自我對話與內在探索，學生在有限時間內完成

作品時，常難以深入表達潛藏於水面下的感受、觀點及自我價值觀。為此，建議教師先設計

貼近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練習範例，幫助學生掌握表達方法，並彈性延伸活動至課後，提供更

多準備與省思時間，以協助學生更完整地建構個人自我冰山的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