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壹、設計理念 

情緒是如此瞬息萬變。2023年 8月衛福部推動「年輕的心，有我傾聽」、

「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說明著年輕族群的憂鬱傾向比例增高。憂鬱

症被世界衛生組織(WHO)列為 21世紀人類健康頭號殺手之一，而國內健保就

醫資料顯示，15-30歲年輕族群，有精神科相關診斷者，整體成長率為 47%。

面對此社會議題，身為教育現場工作者更加重視學生如何面對生活中的事件

與壓力。倘若能透過課程與生活的情境結合，使學生學習與運用在生活中，

未來在面對生活更有自信與方法。故設計者以「情緒」作為核心主軸，透過

認識、分辨與覺察三大面向，並結合讀報資源(國語日報、未來少年)，配合

國語課程的文本進行設計。希冀透過課程使學生學習情緒的方法與策略。 

貳、教學目標 

 

叁、相關領域對應之學習重點 

 

讀報策略

•透過讀報分辨文本

中客觀事實與主觀

意見。

•了解讀報素材之體
裁與格式，例如：
版面要素、標題重
點等。

•透過讀報與閱讀素
材理解內容並分析
故事結構。

閱讀策略

•運用ORID閱讀策略

進行讀報之內容理

解。

•能使用預測與推論
的閱讀策略分析文
本訊息。

•讀報時能運用觀點
分析之閱讀策略，
反思自身想法與觀
點。

情緒覺察

•了解情緒中的變化

歷程，及ABC理論。

•透過覺察自身情緒
進行書寫，表達自
己的想法與感受。

•運用ABC理論於生活

中，並能夠關照自

己情緒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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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對象、年級：國小五年級學生 

伍、教學時間：民國 112年 9月，共 9節。 

陸、課程架構 

 

⚫ 第一、二節(綜合)：配合國語課文作者劉軒，以讀報素材作為課程前導，

引入「情緒」之概念，領略人的情緒之豐富，及事件背後所帶來的情緒。 

⚫ 第三～七節(國語)：分別以生字新詞、內容深究、形式深究、語法修辭、

寫作教學進行五節課之教學。以「內容深究」為主軸，帶領學生辨識文本

中作者情緒的變化，強化情緒之多樣性與如何轉變情緒之核心概念。再者，

透過《小學生心理學漫畫》之 ABC 理論，讓學生以預測之閱讀策略，嘗試

書寫面對生活困境時，可以怎麼去應對，而楊俐容老師又會如何回應。 

⚫ 第八、九節(綜合)：配合國語課文延續課文中「悲傷的事件中也能發現幸

福的時刻」之概念，並結合讀報素材〈心情聊天室〉，讓學生比較評估自身

的觀點。更運用在生活中，書寫下心情札記，覺察自己開學一週下來的情

緒變化，正視自己的情緒的變化與轉換情緒的策略。 

柒、教學過程 

【活動一】認識情緒 

認識情緒

•節次：第1～2節

•讀報資源：〈和情緒交朋友〉《未來少年》2019.11、國語日報

•閱讀策略：六何法、ORID策略

•讀寫應用：讀報學習單

辨識情緒

•節次：第3～7節

•閱讀資源：國語L1〈幸福筆記本〉、《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閱讀策略：提取訊息、推論訊息─情緒(由文本找支持的理由)

•讀寫應用：心情聊天室

覺察情緒

•節次：第8～9節

•讀報資源：楊俐容〈心情聊天室〉，《未來少年》每期專欄

•閱讀策略：推論訊息─觀點分析(找不同觀點)、詮釋整合

•讀寫應用：心情札記



3 
 

◎教學目標： 

一、透過讀報分辨文本中客觀事實與主觀意見。 

二、了解讀報素材之體裁與格式，例如：版面要素、標題重點等。 

三、運用 ORID閱讀策略進行讀報之內容理解。 

◎教學準備：讀報素材國語日報、讀報素材〈和情緒交朋友〉、學習單 

◎教學流程： 

一、引起動機 

1.發下今日國語日報。 

2.教師以當日國語日報之報導內容為引起動機，透過「提取訊息」之策略，

使學生喚起舊經驗──客觀事實與主觀意見。了解學生對於報導內容之理解

程度。下圖為引導之內容簡報： 

 

3.小組閱讀國語日報內容，以「六何法」之閱讀策略整理文章內容，並提出

自身的主觀意見。 

4.小組發表讀報之結果。 

二、發展活動 

1.發下〈和情緒交朋友〉《未來少年》之讀報素材。 

2.概覽內容：教師說明雜誌之文章的書寫特點，例如：體裁的選用、大標題

與小標題的功能性等，使學生能掌握閱讀時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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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讀報採用「個人閱讀」，並使用「ORID閱讀策略」之學習單。 

三、綜合活動 

1.小組內分享學習單，同儕相互檢視內容是否正確。 

2.教師總結：透過讀報整合訊息內容，並比較評估自身觀點。 

◎教學成果： 

  

  

【活動二】辨識情緒 (主要以辨識情緒歷程之說明，而其餘教學內容省略) 

◎教學目標： 

一、透過讀報與閱讀素材理解內容並分析故事結構。 

二、能使用預測與推論的閱讀策略分析文本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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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情緒中的變化歷程，以及 ABC理論。 

◎教學準備：國語課本、學習單 

◎教學流程： 

一、引起動機 

1.複習上節課學習內容：記敘文的特色為記錄真人真事，表達思想感情。 

2.故事結構分析：教師說明課文中作者透過三個例子說明自身經歷幸福之事

件，並揭示故事的人、時、地、事之要素。並以課文第二段進行說明： 

 

3.學生以小組討論之形式進行課文中第三、四段之要素分析。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提問：「作者的舉例中，最後的感受都是幸福的情緒，但事件的過程中

只有幸福的情緒嗎？」(學生自由發表) 

2.教師揭示故事結構分為「起因、經過、結果」，讓學生更細究事件的過程中

是否有其他的情緒。 

 

3.學生可以從推論的情緒中辨識作者的情緒轉變歷程。 

4.接續第三、四段，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分析故事結構，並透過關鍵句推論

出作者的情緒。 

5.小組發表文本中情緒的變化。 

三、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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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延伸提問：「作者在文本第二～四段安排了三個例子，兩個是好事，

一個是壞事，作者為什麼要放壞事當例子呢？」(解析：作者安排壞事是想

要告訴讀者，不是只有好事能帶來幸福，即使發生壞事，也能在壞事中發

現美好的地方。) 

2.閱讀《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3》中第 6章方法篇，引導學生了解 ABC理論，

並了解非理性信念的概念。 

3.書寫活動──心情聊天室：透過〈心情聊天室〉之讀報素材的內容安排，

讓學生透過預測之閱讀策略，思考當面臨困擾與問題時，如果換作是諮商師

或為別人解惑的人時會如何回應。 

4.組內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 

◎教學成果： 

一、推論情緒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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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情聊天室〉預測活動 

 
 

  

【活動三】覺察情緒 

◎教學目標： 

一、讀報時能運用觀點分析之閱讀策略，反思自身想法與觀點。 

二、透過覺察自身情緒進行書寫，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三、運用 ABC理論於生活中，並能夠關照自己情緒的變化。 

◎教學準備：讀報素材〈心情聊天室〉、學習單 

◎教學流程： 

一、引起動機 

1.回顧上節課〈心情聊天室〉的預測活動，並發下讀報素材與學習單。 

2.學生閱讀文本，並於閱讀後運用「觀點分析」之閱讀策略，思考與書寫

「楊老師跟我的想法有什麼不同？」與「我認不認同楊老師的想法，為什

麼？」兩則問題。 

3.組內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 

4.學生發表組內討論的情形。 

二、發展活動 

1.書寫活動──心情札記：在閱讀課程中的情緒相關素材後，從認識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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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辨識情緒，最後回應學生自身生活，讓學生覺察自己開學一週下來的情

緒與變化，並且運用 ABC理論面對負向的情緒。 

2.引導書寫： 

A. 想想看開學一週後，曾有過什麼樣的心情，一定有開心的事情，也有

悲傷的事情。想想看發生什麼事，這件事情讓你有什麼樣的心情？ 

B. 事情中，有哪些人、事、物？這件事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生？ 

C. 可以想想看這件事情給你的感想？ 

三、綜合活動 

1.組內交流分享自己的心情札記，並且一同思考面對負向情緒時自己可以

如何面對與處理。 

2.學生自由發表活動後的感受與心得。 

◎教學成果： 

一、讀報素材〈心情聊天室〉之觀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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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寫活動──心情札記 

  

  

捌、教學評量 

本教學活動採多元評量的方式，包含了口頭發表、小組討論、讀報學習單等，

希望能藉由多元的評量方式，檢核學生的學習成效。 

玖、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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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為我帶來幸福的魔法。它就像把腦袋中的聚光燈，照在比較美好的

地方，使我看到生活中的亮點。」在這次的主題課程結束後，我重新思考關於情

緒的議題，事件的情緒本身沒有標準的答案，因為每個人的經驗與思考不同會產

生出不同的想法。這也是課程中困難與好玩的地方，然而在閱讀中掌握文本的資

訊，並且提出關鍵語句證明自己的觀點是重要的原則。因此在課程中，「透過文本

閱讀推論訊息」與「表達自己經驗的感受」是兩種不同的方式，因為閱讀中的推

論是有依據的分析，否則會產生出各式各樣的情緒與想法，例如：閱讀到擁抱時，

有的人覺得是幸福，有的人覺得不舒服，但得依據前後文來進行推論。 

感恩是一種反思自我的歷程。當我們嘗試覺察自己的生活，或喜悅或悲傷都

是一種歷程，然而事件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只是我們將聚光燈照亮在何處，便會

產生出不同情緒、信念與想法。在這次課程中，更是看見學生們學習將生活的聚

光燈照亮在各處，例如：學生分享開學第一天的尷尬情緒是因為走錯教室，但他

在後來也表達因為這樣的經驗，讓他學習之後要留意班牌、凡事要再次確認。我

想這樣的歷程是美好的，因為我們選擇去接受情緒。 

每種情緒乍看之下有好有壞，但是我們能學習當情緒來臨時，就像劉軒專欄

作品所說這是告訴自身的一種信號，更了解自己的感受。而我們更能善用楊俐容

專欄作品所教會我們的 ABC 理論以及同理自身感受的方法，更靠近自己的內心。

透過這次的課程，我看見自己教學中的不足，例如：在引導情緒與經驗時，學生

會有搞混或是推論錯誤的情形，這也提醒教學者在引導時的說明或舉例可以有所

調整。我也看見學生的情緒，這是作為導師靠近學生內心的第一步，並適時給予

回饋與引導。此外，我更看見學生下課時，更喜歡閱讀報紙與雜誌，透過課外的

閱讀，能夠了解時事與現況，並汲取知識。我想讀報的大門已在學生心中敞開。 

拾、參考資料 

⚫ 未來少年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youth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https://www.mdnkids.com/ 

⚫ 臺灣讀報教育資源網 https://nie.mdnki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