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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仰德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6 班 

學生總數 15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走讀地圖，在地觀察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3 期，第 3、9 頁 

文章

標題 

「化虛擬為現實，一步步打造自己的理想城市」 
「看不見的城市⸺講述歷史、留存記憶、記錄改變

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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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國文）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7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8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閱讀與實地探索，引導學生開啟對城市與社區的深度觀察與思考。課程的起點以報紙文

章的文字視角，啟發學生關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忽略的細節與議題。接著，學生走出教室，

踏入校園周邊的社區，以全新的觀點觀察街區的風貌、建築、人群，以及蘊藏其中的人文軌

跡與文化特色。回到課堂後，學生討論與分享自己的觀察經驗，與文章中的觀點結合，建立

屬於在地的的社區意識與特徵樣貌。最後，透過速繪、拍照與回顧實地經驗，每個小組將描

繪出一幅屬於他們的「印象地圖」。這張地圖不僅記錄了他們的觀察，更凝聚了他們的情

感、思考與對這片土地的重新認識。 

在課程中，每位學生不僅是觀察者，更是故事的創造者。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記錄城市的靈

魂，重新感受日常場景中的美與意義，進而建立對社區更深的情感連結與責任感。透過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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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生將以更具批判與創意的視角探索身邊的城市環境，進一步認識在地文化與社區特

色，並發展團隊合作與表達能力。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學生能建立觀察日常事物的習慣。 

(2.) 學生能透過校園周邊的街區生活觀察形塑在地意識。 

(3.) 學生透過文本內容引導思考城市生活的可能樣貌。 

(4.)整合「走讀觀察」與「數位搜尋」所得的街區印象與脈絡。 

(5.)學生以圖像記錄整合繪製成街區地圖，建立空間概念與街區整體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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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課教師運用筆記教學理解報紙文本重點 閱讀報紙文本並以 Padlet 蒐集讀後回饋 

學生帶著閱讀所啟發的觀察態度走讀街區 在走讀當中梳理人文現況背後的脈絡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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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後再盤整觀察城市樣貌的各種思路 以投影協助各組合作繪製大比例尺地圖 

小組討論分工繪製建築物、知名事物、街景 小組將各代表元素拼貼於地圖並與他組拼接 

學生閱讀《化虛擬為現

實，一步步打造自己的理

想城市》後 Padlet 回饋 

學生閱讀《看不見的城市

⸺講述歷史、留存記

憶、記錄改變之城》後

Padlet 回饋 

學生走讀後小組彙整觀察點資料紀錄 Padlet 

 

https://jcjh2024.padlet.org/oink/padlet-wqtop58rb6nfabrs
https://jcjh2024.padlet.org/oink/padlet-rzesfi14km5s807k
https://jcjh2024.padlet.org/oink/route-c-806-rbdew479b37fqu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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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節

次 

主

題 
教學活動內容與實施方式 評量 

第

一

節 

路

上

觀

察 

1. 引起動機：協同外語教師分享自己在各城市的有趣觀

察。(10mins) 

2. 教師將觀察的類型分類：(15mins) 

A.蒐集同類型，例如各種門、塗鴉、裝飾物等。 

B.尋找與自己「經驗」、「記憶」、「想像」的連結。 

C.從造形、色彩、氣氛等感受審美。 

3. 展開活動：學生決定個人要在日常生活中持續觀察的主

題。(10mins) 

4. 以「安妮新聞」第 9 版《化虛擬為現實，一步步打造自

己的理想城市》引導學生思考並回應城市觀察可以採取

的態度與方式。(10mins) 

平時觀察記錄單、

Padlet 回饋 

第

二

節 
走

讀

街

區 

1. 提醒走讀學習任務、安全注意事項以及發放導覽廣播

機。(20mins) 

A.發放路線圖、走讀參考資料，各小組皆須觀察路線中

6 個不同的觀察站點，小組成員每人至少分配到一個觀

察點做觀察記錄。 

B.協同外師提醒走讀間會使用到的英語安全提示語句、

配合動作加強理解。 

C.設定與測試導覽廣播機。 

2. 校外街區走讀觀察(25mins) 

3. 歸還導覽廣播機，完成觀察紀錄單。(10mins) 

觀察紀錄單 

第

三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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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城

市

的

樣

貌 

1. 導入活動：詢問學生上次走讀街區的路程中印象深刻的

事物。(5mins) 

2. 閱讀《安妮新聞》第三版《看不見的城市⸺講述歷

史、留存記憶、記錄改變之城》一篇引導學生從文章中

的思路延伸思考自己的走讀觀察，並將答案回饋於

Padlet 中。(15mins) 

3. 小組依據走讀經驗從 6 個觀察點中選出至少 3 個最後想

繪製地圖的候選觀察點，並在 Padlet 中依觀察經驗紀

錄、網路搜尋資料、走讀參考資料等以小組為單位詳細

介紹各候選觀察點。(20mins) 

4. 教師依據各觀察點有繳交的小組介紹資料評選較深刻且

詳實者分配觀察點給各組。(15mins) 

5. 各組代表取 4K 圖紙以投影機協助繪製各觀察點間相對

位置的粗略地圖，其他組員則利用前述討論與各組編寫

的介紹討論發想各觀察點在地圖上的象徵性圖像： 

A.建築物 

B.知名代表性事物 

C.街景事物 

(30mins) 

Padlet 回饋 

第

五

節 

第

六

節 

地

圖

自

造 

1. 透過範例引導認識地圖表現的風格。(5mins) 

2. 依據上節課討論的三種象徵性圖像分配給各組員負責，

每人至少負責一種，每種都要有人負責。(5mins) 

3. 參考觀察紀錄速寫或照片以水彩或蠟筆以及拼貼等媒材

繪製分組地圖象徵元素(60mins) 

4. 小組整合組員所繪的地圖象徵元素剪貼於 4K 紙張上，

完成小組地圖作品。(20mins) 

個人繪製圖像 

小組地圖製作合作分工

小組地圖作品 

第

七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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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七年級時，學生以閱讀《南山先生的藥鋪子》為起點，透過校園環境的觀察與創意，創造出

校園妖怪隧道書故事文本，展現了「對生活有感」的學習成果。本課程延續這一目標，旨在

進一步培養學生對日常觀察的興趣，並激發他們探索日常背後的文化脈絡與歷史故事的動

機。 

在教學設計中，我們為學生安排了多次觀察與紀錄的機會，大多數學生能從身邊環境中找出

感興趣的事物，進行創意十足的日常觀察。然而，雖然課堂中分享了優秀的觀察成果並提供

了回饋，但由於前期觀察紀錄與街區觀察活動間隔了兩週，導致部分學生未能將紀錄的深度

延續至街區探索階段。未來的課程設計可考慮在觀察路線上設置較少但更深入的停留點，讓

學生有充裕的時間靜下心來觀察與紀錄，同時減少教師的講解比例，提升學生透過自我閱讀

與觀察進行個人化體驗學習的可能性。 

此外，觀察結束後的課堂討論與回饋，因為與街區探索活動間隔一週，部分學生記憶模糊，

影響了討論的深度。若能縮減觀察點數量，將更多時間留給即時的討論與反思，將有助於學

生更有效地應用觀察紀錄來回應文章內容與思路。 

地圖繪製活動中，由於街區紀錄的內容普遍不夠充實，多數學生在構思地圖時花費了過多時

間尋找靈感，甚至依賴網路資料來補充視覺素材，壓縮了探索各種表現形式的時間。未來改

進時，可強調觀察紀錄的重要性，並提供更具體的指引及規範，確保觀察體驗與地圖創作的

緊密結合。 

本課程產出的地圖作品將與當代藝術館駐校藝術家的角色動畫課程結合，從地方創生的角度

出發，將學生對在地的認識與想像轉化為角色故事，並以動畫形式呈現。而地圖將成為百餘

位學生創作的動畫角色展演的虛擬舞台，每個角色都將根據觸發靈感的地景或街區故事安置

於地圖的相應位置。這樣的連結不僅深化了學生對在地文化的理解，更將他們的觀察與創意

融入了一個更大的敘事框架，賦予了學習更豐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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