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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修德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吳曉雯、廖珮君 

教師主授科目 閱讀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9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媒體資訊辨真假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4  期，第  3  頁 文章標題 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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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 

課程 
施作總節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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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將每週三的早自習共讀時間與「閱推」活動相結合，向學生介紹《安妮新聞》。這項安

排旨在透過多元且深入的新聞內容，全面提升學生的閱讀素養能力。 

   首先，專注於提高學生對文章內容的理解，包括掌握主旨、捕捉細節以及進行推理與推

斷。其次，學生在接觸各種類型的文章時，能夠學習到更多的新詞，進一步擴展詞彙量，並

加強其運用能力。此外，閱讀活動還致力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讓他們能夠從文章中挖

掘並分析資訊的可信度，進而發展評估能力。 

    再者，透過廣泛的閱讀報紙其他版面，幫助學生增進對各種議題的認識，從而擴展他們

的知識面，感受安妮新聞這份刊物所帶來的不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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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 建立資料驗證的觀念，瞭解驗證的指標與步驟。  

• 查詢網路資料時，懂得停、看、聽。 

• 主題探究時能應用資料驗證的步驟(如：六何法)，進行資料的評估與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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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發下安妮新聞，請學生安靜閱讀 學生自行探索安妮新聞的各版面 

學生專注聆聽老師的任務說明 閱讀「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擊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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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共學，一同討論文章內容 學生自學，自動在報紙上劃記重點 
 

2. 課堂流程說明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請學生分享晨間共讀時，閱讀安妮新聞第三頁的文章：「芬蘭如何從小學開始打

擊假新聞」的感想與心得。 

   

二、發展活動 

1. 邀請學生接受辨識真假大考驗   

2. 說明情境。提供三張青蛙照片，請學生判斷哪一張是假的。 

(1)只提供照片，請學生看完發表。 

(2)提供照片和文字說明，學生看完發表。 

(3)提供照片、文字說明和資料來源。 

3. 學生分享:方才用了哪些方法辨識網路訊息的真假? 

4. 認識「事實查核」、「封閉群組」、不隨意轉傳網路訊息。 

5. 老師提醒學生可以使用六何法提問來評估資料， 

並根據簡報內容，逐一向學生說明並適時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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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資料的主題是什麼? 

Where:資料的來源是哪裡? 

When:資料何時發布的? 

Who:資料的作者是誰? 

How:作者如何論述資料? 

Why:作者為什麼這樣說? 

三、綜合活動 

        提醒學生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網路世界充斥著許多真真假假的訊息，唯有時刻提醒

自己要提高警覺，才能減少落入有心人的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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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為是第一次運用安妮新聞於教學活動中，面對諸多精采的內容，有選擇障礙的我顯得有點

手足無措，最後告訴自己不要貪心，一堂課挑選一個重點版面教學就好，最後鎖定假新聞議

題為主軸。 

2. 原本在糾結，當孩子首次拿到安妮新聞這份報紙時，是要由老師主動引導、介紹報紙的版

面、特色與內容，還是要由孩子主動探索發現。和班級導師討論後，決定先讓孩子在共讀時

間自行寧靜閱讀，使其對安妮新聞刊物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後，再由老師以提問的方法，逐

步帶領孩子發掘安妮新聞的特色，這樣的操作，收到不錯的教學成效。 

3. 學生回饋，和傳統報紙與課本文章相比，安妮新聞的版面設計與文章內容顯得更有吸引力，

創意多元的主題規劃、色彩繽紛的閱讀界面，令人愛不釋手。 

4. 第五頁有一幅畫作-12 破碎的圓柱，作品中呈現了女性的性徵。儘管知道這是藝術，但和同事

討論後，由於受眾是小學生，未免引來不必要的紛爭，還是忍痛抽取掉，損失了讓學生欣賞

其他三頁精緻.內容的機會，實在可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