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3 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執行教師： 李佳盈 教師 

 

 



2 

 

目錄 
 

一、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目標 

3. 執行內容與反思 

 

二、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3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李佳盈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彈性課程（閱讀） 

實際授課班級數 1 

實際教授學生總數 23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溝通的魔法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聆聽特刊 文章標題 

溝通的魔法「好好說話」是需要練習的 

〈她用耳朵捕捉萬物俱存的聲響──生態

音樂人吳金黛〉 

〈聽聽看，這些聲音來自哪裡？探索臺灣

聲音地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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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性 

課程 
施作總節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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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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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本次課程結合校本閱讀文本〈阿喜的花籃〉與《聆聽特刊》〈溝通的魔法：「好好說話」是

需要練習的〉，引導學生從故事中觀察角色情緒變化與人際互動，並透過「我訊息」的溝通

技巧教學，學習以具體、理性且尊重的方式表達感受與需求。課程活動包含閱讀文章、書寫

學習單、繪製分鏡圖、分組設計對話情境並進行戲劇演出，藉由文字理解、圖像轉化與口語

實作的多元方式，強化學生的語文理解與溝通表達能力。 

此外，課程特別邀請畢業校友返校分享自身在人際相處、表達自我及生涯探索上的經驗，讓

學生從同齡榜樣中獲得啟發與信心。整體課程以閱讀素養教育為核心，融合品德教育與生命

教育，協助學生在自我認識、人際互動與生活感知中建立正向連結。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理解文本中人際互動與情緒修復的歷程，透過閱讀〈阿喜的花籃〉與《聆聽特刊》〈溝通的

魔法〉，學習角色如何表達情緒、解決衝突，進而發展學生的同理心與情緒理解力。 

2.學習有效溝通的技巧與「我訊息」表達方式，藉由實作練習、對話設計與分組展演，讓學生

能夠有技巧地傳達感受與需求，培養人際溝通的自信與尊重態度。 

3.發展多元表達與合作能力，以學習單書寫、分鏡圖繪製與戲劇演出等方式展現閱讀理解與溝

通策略，提升語文統整與創造表達的素養。 

4.拓展傾聽視野至環境與世界，透過閱讀〈她用耳朵捕捉萬物俱存的聲響──生態音樂人吳金

黛〉與〈聽聽看，這些聲音來自哪裡？探索臺灣聲音地圖計畫〉，引導學生感受自然聲景的

細緻與豐富，培養對環境的覺察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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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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本與導讀引導 

師生共讀校本閱讀〈阿喜的花籃〉與《聆聽特刊》〈溝通的魔法：「好好說話」是需要練習

的〉，認識文本中的角色互動與溝通情境，奠定主題理解基礎。 

2.撰寫閱讀學習單 

學生針對小春從阿喜的行動與媽媽的話語中所學到的道理進行書寫，引導反思人際互動與情

緒處理的重要性。 

3.進行「我訊息」表達練習 

透過學習單設計，學生練習運用「我訊息」的四步驟，表達自身情緒與需求，培養尊重與理

性的表達能力。 

4.創作分鏡圖 

學生以繪畫方式創作〈阿喜的花籃〉的故事分鏡圖，加深對故事情節與角色情感的理解。 

5.分組排練並上台演出 

學生依據分鏡圖與改編對話進行小組演出，實踐人際溝通技巧，並強化語文與戲劇表達能

力。 

6.聆聽生態音樂人吳金黛的介紹與作品並書寫反思學習單 

7.閱讀、聆聽臺灣聲音地圖計畫並撰寫印象深刻之處 

8.邀請畢業校友返校分享人際互動與生涯歷程，讓學生從榜樣中聆聽表達與成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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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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課程設計融入故事閱讀、我訊息練習與實作展演等多元活動，能有效引發學生學習

動機，特別是在戲劇演出與分鏡圖繪製階段，觀察到平時需要學習扶助的學生也積極投入，

展現高度參與意願。在教師引導與同儕合作下，這些學生不僅能投入情境創作，亦能完成具

體且具內容的學習單書寫，展現其觀察力與表達潛能，令人欣喜。只要提供適性、多元且有

表現出口的學習方式，學生皆有機會在課堂中找到自信與成就。未來在課程設計上，將持續

保留這類具備圖像轉譯、實作應用與角色體驗的活動，作為支持多元學習需求的有效策略。 

    校本課程時間有限，是本次課程的挑戰。雖成功結合兩篇主軸文本與兩篇延伸聲音文

章，但仍有《聆聽特刊》中其他豐富素材未能納入，較為可惜。未來規劃中，將視教學進度

彈性調整時數，分階段延伸閱讀其他文章，並結合科技工具，如聲音紀錄與分鏡短片製作，

持續拓展學生的語文實作力與環境感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