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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小 

授課教師 李柏璋 

教師主授科目 資優班人文課 

班級數 1 

學生總數 分成六小組實施，共 29 人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貓派 v.s.狗派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九  期， 

第 1~12 頁 
文章標題 安妮新聞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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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優班

人文課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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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新聞第九期和貓、狗議題有相關。本期報紙內容包含貓狗基本介紹、貓狗相關藝術

創作、十二夜電影及收容所介紹，進而延伸議題如：通用設計、公平、性別刻板印象、性騷

擾…等主題內容介紹。 

    藉由讓學生閱覽安妮新聞第九期，教師引導學生講出本期要講的重點，引導學生了解報

紙前篇為貓狗基本介紹，中間十二夜電影及動物收容所介紹為轉折點，進而後篇探討公平、

通用設計、性別刻板印象、性騷擾…等延伸議題。 

    接下來完成教師出的填空題的學習單，確定每位學生對於各篇都有基本認識，請每位學

生說出本期印象深刻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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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請學生各自選擇感興趣的議題，翻閱報紙或上網查詢相關資料，挑選一種之前在

資優班教過的創思技法(心智圖、六 w、六頂思考帽、魚骨圖…等)，在學習單上呈現完整內

容。除了安妮新聞報紙外，教師結合原先資優班所上課程，十二夜電影介紹、相關動保法令

介紹…等課程活動，讓學生對於此議題有更多的認識了解。 

    二張學習單的內容如以下附件所示，藉由學習單的配合撰寫讓所設計的活動內容更為具

體完善。 

學習單 1：閱讀第九期安妮報紙，完成填空及圈選題。 

學習單 2：選定有興趣的主題，結合一種創思技法呈現所寫內容。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學生能藉由閱覽安妮新聞第九期，歸納並說出本期所要呈現重點。 

(2) 學生能完成教師出的填空題的學習單，且對於各篇都有基本認識。 

(3) 學生能藉由閱覽安妮新聞第九期，說出本期印象深刻之報導。 

(4) 學生能夠選擇感興趣之議題，結合一種創思技法，呈現所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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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課堂實施照片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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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引導學生閱覽安妮新聞第九期。 

(2)引導學生說出第九期印象深刻之處，並說明原因。 

(3)引導學生歸納並說出本期所要呈現重點。 

(4)引導學生完成教師出的填空題的學習單，讓學生對於各篇都有基本認識了解。 

(5)引導學生能夠選擇感興趣之議題，結合一種創思技法，呈現所寫內容。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閱讀理解程度落差大，大部分學生一拿到報紙就非常認真閱覽、吸收新知，而程度

較差的孩子則是較為被動一些，需要老師給予一些引導。但藉由讓學生完成教師出的填空題

學習單這方式還算有所成效。學生在邊閱覽的過程中邊找出答案，完成學習單的填空撰寫，

讓學生對於本期的各篇報導都有一定的認識了解。 

    之後若還有機會上相關課程，或許可藉由增加其他媒介、活動做輔助(ex: 相關桌遊、相

關影片賞析、網路書籍查閱資料、上台分享報告…等)，完成一系列活動，讓此主題課程更為

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