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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勵志中學 

授課教師 丁鳳吟 

教師主授科目 高職國文科 

班級數 1 班。 

學生數 30 人。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志怪小說 x 現代轉生 

報紙期數／

頁數 
夏季特刊，第 10-12 頁 文章標題 

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認識台灣新觀點 
山海有靈，幻影蟄伏——台島神獸誌 

施作課堂 國文 施作總節數 5 節 教學對象 職業學校  一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志怪小說 x 現代轉生」共分為「異界想像——《山海經》」、「異與常——神鬼妖怪與人

心」、「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志怪轉生圖鑑】」三個子單元進行。 

    萬物有靈，面對於不同於自己和已知常識的「怪」與「異」，我們可以抱持什麼樣的觀點

和思考？這是在閱讀志怪文本時，作為教師，我常自問、也鼓勵學生討論思索的問題。而在

閱讀本期安妮新聞時，透過專欄中列舉的台灣妖怪神獸形象，對照其他志怪作品、文創、影

劇、遊戲等，除了探究形象解讀轉變成因，也結合色彩、部件元素，以此作為釋放想像、設

計原創怪獸角色的嘗試起點。 

    「志怪」是文學歷久不衰的主題，穿梭虛實之間。現實生活有其限制，所以我們需要跳

脫的出口和次元，開啟想像力，抒發情感，對抗不完美的世界。 

 2. 課程目標 

(1) 閱覽不同文本中的志怪題材，觀察其中神鬼妖怪形象的塑造刻畫和轉變。 

(2) 能針對小說中的相關議題進行多方角度思考、推論，並提出自己的觀點。 

(3) 透過色彩和部件元素，設計怪獸形象、製作圖鑑，並據此創作短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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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課堂中，專注閱讀 

  

志怪轉生圖鑑 課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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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一、異界想像——《山海經》 

介紹《山海經》博物誌特質，節錄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刑天武干戚、涿鹿之戰

等，梳理上古神話傳說系譜和隱喻。 

(一) 志怪小說概說：以何謂「怪」？的問題切入，於說明志怪小說源流演變前，先讓學

生有初步猜測(學生普遍皆能聯想到妖魔鬼怪、傳說等)，再從字義詞語加以解析，

「怪」、「異」，是相對於「常」而言，「怪」是異於「常」，在習慣和普遍經驗之外。

(特別的、不平常的，如：「異士」、「異術」；不同的。如：「異口同聲」；怪異的事物。

如：「標新立異」)，並針對「怪」帶來的正面和負面感受進行分享、討論、辨析。

(有學生提出奇「怪」往往指人在環境裡格格不入，但也有學生認同現代強調獨一無

二的價值，不就是要打造自己的「不一樣」、自己的「風格」和「怪」嗎？) 

(二) 寫作背景和目的：紀錄見聞、先民對於恐懼敬畏、作為娛樂、反映人性、諷刺現實、

對於正常秩序以外的想像和解放。 

(三) 《山海經》成書：共有十八卷，分為山經五卷及海經十三卷，具有博物誌性質，含

括地理、動植物、民族誌，是先民對於遠方異國的想像，也是中國神話傳說的起源。 

《山海經》原有附圖，但原始版本不存，現今所見為後人重繪。 

(四) 山海經神話和奇獸：節錄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刑天武干戚、涿鹿之戰，

探討其中呈現對於自然的敬與畏、上古部落征戰實況、個人對於理想的堅持和不屈

意志；列舉帝江、鳳凰、畢方、九尾狐、開明獸、英昭、白澤、饕餮、鹿蜀、夔、

應龍、比翼鳥、狌狌等，觀察欣賞不同年代、版本、媒材的再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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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與常——神鬼妖怪與人心 

針對安妮新聞中的台灣妖怪神獸專欄和六朝至清代的短篇志怪(〈定伯賣鬼〉、〈談生妻鬼〉、

〈聶小倩〉、〈嬰寧〉等)進行討論，辯證人心、情感、歷史立場、社會對於性別的認知議題。 

(一) 志怪選讀與討論：以〈定伯賣鬼〉和〈談生妻鬼〉為例。〈定伯賣鬼〉，針對人與鬼

在行為、語言的對照，可見其顛覆直覺想法的伏筆安排——定伯聰明冷靜臨危不亂、

鬼的單純和輕信他人，從另一層面來看便凸顯了人的狡詐和人心難測。〈談生妻鬼〉，

則延伸思索，關於愛情的忠誠、情感的永恆、人與人相處界線的劃定和不可踰越，

以及佛教思想影響(不淨觀—白骨化為美人)。 

(二) 台灣妖怪專欄閱讀討論：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台灣島嶼上的妖怪傳說反映在地的

生活習俗、歷史軌跡和記憶。而不同地區即便針對類似原型，可能衍生變異出不同

版本。透過安妮新聞簡要清晰的圖文列舉，學生得以深入認識平時常聽聞卻不見得

熟悉的妖怪們，例如水鬼、魔神仔、虎姑婆等，雖以令人驚駭的面目示人，但其實

帶有遠離危險的示警意味。 

三、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志怪轉生圖鑑 

作為綜整，補充近年蓬勃發展的「圖像角色 IP」概念，並藉由多媒體文本對讀(義守大學拍攝

電影預告片「逐鹿之戰－人間焠鍊紫天玄篇」、公視戲劇《妖怪人間》)，引發動機，再進行

實際的怪獸形象創作。教師提供圖鑑排版格式，學生須考量色彩、部件元素組合設計，手繪

專屬怪獸，再運用想像力設定怪獸基本資訊和撰寫衍生小故事。 

(一) 志怪轉生圖鑑創作：以手遊卡牌為版面架構，透過具體步驟，指引學生一步步完專

屬怪獸形象發想。首先在外觀設計上，通過《山海經》和台灣妖怪專欄簡介，可見

對於妖怪的想像大多仍具有一定的現實原型依據，再加以變造、強化，因此學生可

就日常所見動植、物品等，藉由幾何圖形部件疊加、修改扭曲比例(參考創造力教學

中「屬性列舉法」衍生的「型態合成」和Robert Eberle所提出的奔馳法(SCAMPER))，

再加上天馬行空，加以呈現。 

(一) 小怪獸見面會：每人分享個人創作的小怪獸圖鑑，輔以自評、他人評分表單，再進

行人氣票選和整體課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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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觀山海》(2019)。杉澤, 梁超，聯經出版。 

 《山海經：《怪獸與牠們的產地》東方版》(2017)。孫見坤，陳絲雨，華滋出版。 

 《臺灣妖怪百寶圖》(2023)。何敬堯，九歌出版。 

 《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妖鬼神遊卷》(2017)。何敬堯，聯經出版。 

 《妖怪臺灣地圖：環島搜妖探奇錄》(2019)。何敬堯，聯經出版。 

 《妖怪臺灣：三百年山海述異記‧怪譚奇夢卷》(2020)。何敬堯，聯經出版。 

 「圖像角色 IP」的那些事–從圖像角色類型到產業化營利，文化內容策進院，2020-12-

30，查詢網址：https://taicca.tw/article/6ce2074f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本學期選擇在班級的選修課施作，採微課程模式，透過同一主題下切

分的數個子單元執行。由於「志怪」雖淵遠流長，但近現代仍持續有無

數作品產出，因此學生在進入情境和學習動機方面反應頗佳，課堂中

對於相關提問，如「怪」的意義、小說藉由奇幻想像象徵或欲傳達的意

涵等，皆能提出自己的思索和觀察，共同交流。 

(二) 志怪轉生圖鑑實作部分，鑒於課程中在《山海經》和安妮新聞台灣妖

怪專欄，學生已有觀摩欣賞許多相關圖像設計，因此實地操作流暢。

部分學生較擅長圖像表達，造型、色彩符應怪獸技能和性格特點，部

分學生較擅長文字書寫，故事篇幅不長，起承轉合、巧妙埋哏。 

(三) 過去曾於國文課、視覺藝術課執行安妮新聞教案，與本次對照，若考

量時間和進度安排，選修課較容易聚焦特定主題進行多方面和深入的

探討、練習、操作，學生也較能連結和統整所學和所思所感。因此未來

期待能在不同的主題、課堂配合相關主題，帶領學生持續有深度、有

廣度的學習。當能習慣思考，便能用不同的視野過生活，如泰戈爾的

詩句：「當烏雲擁吻著光，隨即變成天上的花朵」，發覺生活中的趣味

和意義。 

 

https://taicca.tw/article/6ce207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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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