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9 年度國中小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實施計畫 

「教育雲」 創新教案設計 

一、 教學設計理念 

    本校今年度的主題特色課程是以慈惠宮為主軸，發展緣由是考量社區裡的寺廟經常

煙霧繚繞，造成附近環境空氣品質不佳，該如何發揮創意並運用新興科技，在傳統宗教

信仰與環保間取得平衡?因此設計了多面向關於慈惠宮相關課程。 

    本主題(好運旺旺來)為其中一部分，主要是以籤詩為課程內容設計，當時為任教九

年級課程，與九年級的數學領域的機率單元最為相關，為了讓學生能周遭環境的在地特

色更加了解，讓學生能實作產出解決生活中遇到問題，運用新興科技讓學生設計籤詩、

Q 阪神明及 APP 體驗等，以科技方式體驗傳統祭祀方式，以符應發展緣由。在整個課

程規劃以五個跨領域課程做設計，分別為科技-VR 體驗與設計、歷史-慈惠宮介紹、國

文-籤詩介紹、數學-籤詩吉凶機率、視覺藝術-Q 版神明設計。 

 

 

 

 

 

 

 

 

 

 

 

 

 

 

 

    在課堂教學活動中，各領域的學生學習模式是以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中的「4

學」學習方式進行，學生可在課前或課中透過網路資源、影片、遊戲…等方式，引發學

生學習動機；在課堂中老師提出問題，讓學生自行發展活動，進行組內討論組間分享，

讓學生間可共學、互學；最後針對課程內容，學生針對學習內容做統整或總結或是透過

科技工具進行相關挑戰的活動。 

 



 

 

二、 教學活動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設計者 蔡佩旻、王菁華、吳明倫、簡美珠 

領域/科目 

數學/數學、社會/歷史 

語文/國文、藝文/視覺

藝術 

實施年級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訂課程 

主題名稱 好運旺旺來 總節數 
共 9 節，405 分鐘 

（可依實際學生上課狀況進行調整） 

行動載具 

作業系統 
■Android 系統 □Chrome 系統 ■iOS 系統 □Windows 系統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科】2-Ⅲ-6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社】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 

     關懷。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國】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說及論辯。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 

      的能力。 

【數】d-IV-2 理解機率的意義，能以機率表示不確定性和以樹狀圖分析所有 

     的可能性，並能應用機率到簡單的日常生活情境解決問題。 

【藝】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學習內容 

【科】資 H-V-3資訊科技對人與社會的影響與衝擊。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社】歷 Fb-Ⅳ-2 大眾文化的演變。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 

      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國】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Ca-Ⅳ-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制度等文 

   化內涵。 



   Cc-Ⅳ-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數】D-9-2 認識機率：機率的意義；樹狀圖（以兩層為限）。 

      古典機率：具有對稱性的情境下（銅板、骰子、撲克牌、抽球等）之機 

      率；不具對稱性的物體（圖釘、圓錐、爻杯）之機率探究。 

【藝】視 1-Ⅳ-3 能使用數位及影音媒體，表達創作意念。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視 3-Ⅳ-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核

心

素

養 

總綱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 

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J-B1 具備運用 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

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

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J-C2 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

養。 

領綱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並思辨

其在生活中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國-J-C3 閱讀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

性，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球 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

遷、資源耗竭與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思考個人發

展、 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科技教育 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

的興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 

資訊教育 增進善用資訊解決問題與運算思維能力；預備生活與職涯知能；養

成資訊社會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多元文化教育 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的跨

文化素養；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閱讀素養教育 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開展多元閱讀素養。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1. 了解祭祀文化對於在地環境重要，與政府推動減香運動的用意之關係，與

環境教育做連結。 

2. 課程搭配科技工具，思考如何運用科技工具於生活解決問題及新興科技對

生活的應用，藉此與資訊教育、科技教育做連結。 

3. 透過在地文化課程，讓學生更能了解祭祀祈福文化、在地資源等，與多元

文化教育連結。 

4. 透過網路資源、文本資料，融入閱讀策略，透過擷取訊息與閱讀素養教育

結合。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課程設計本來以九年級數學之機率單元融入在地特色課程，為了讓學生對於在

地環境有有深入了解及學習更多元，整個主題課程與科技(資訊)、社會(歷

史)、語文(國文)、藝文(視覺藝術)領域(科目)做了相關課程連結。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九年級下學期－機率 

教學設備/資源 360 度相機、VR 眼鏡、ipad 平板、HTC flyer 平板、電腦、投影機、觸控電視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 內

容 

數位資源／平台：教育雲/因材網、教育雲/教學寶庫/學習吧平台、教育雲/教育

百科、Roundme、 Google 線上文件(表單、試算表）、Classting、 ClassDojo 

軟體／APP：Ｑuizizz、Quizlet live、Kahoot!、QRcode、求靈籤 APP、街景服

務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虛擬探訪板橋媽 

學習表現 

2-Ⅲ-6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

表達的效能。 

1. 透過 VR 眼鏡體驗探訪慈惠

宮。 

2. 實作拍攝 360 度相片，製作

虛擬場景。 

3. 能利用新興科技引入，引導

善用科技工具於生活。 

4. 能反思新興科技工作對生活

帶來的幫助或影響。 

學習內容 

資 H-V-3資訊科技對人與社會

的影響與衝擊。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

活之影響。 

單元二 

祭祀文化知多少 

學習表現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

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

識與在地關懷。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

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

關係。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

蒐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1. 能運用資料蒐集，了解與欣

賞在地文化特色。 

2. 能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

題、多元文化，以培養本土

意識與在地關懷。 

3. 能透過小組任務指派，培養

團隊合作精神。 

學習內容 歷 Fb-Ⅳ-2 大眾文化的演變。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

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

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

內涵。 

單元三 

籤詩奧秘知多少 

學習表現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

告、評論、演說及論辯。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

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

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1. 運用文本資料進行閱讀，理

解文本訊息、寓意與分析。 

2. 透過小組互動討論後進行報

告，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3. 經由閱讀，學習觀察社會、

現實生活，理解並尊重多元

文化，增進族群互動。 

學習內容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

寓意與分析。 

Ca-Ⅳ-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

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

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c-Ⅳ-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

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單元四 

心誠則靈抽好籤 

學習表現 

【數】d-IV-2 理解機率的意

義，能以機率表示不確定性和

以樹狀圖分析所有的可能性，

並能應用機率到簡單的日常生

活情境解決問題。 

1. 認識機率在生活上的應用實

例。 

2. 能利用線上文件協作，理解

有效率處理事情方式。 

3. 能從文本閱讀擷取重要資

訊，並思考及解決相關問

題。 

4. 透過小組共同創作與分享，

了解團隊合作重要。 

學習內容 

【數】D-9-2 認識機率：機率

的意義；樹狀圖（以兩層為

限）。 

單元五 

Q 版神明最神氣 

學習表現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

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

理解。 

1. 能利用網路蒐集圖片或想

像，創作 Q版神明並進行分

享。 

2. 善用多元媒介與形式，將生

活創作與藝術結合，展現素

養、傳達思想與情感。 

學習內容 

視 1-Ⅳ-3 能使用數位及影音

媒體，表達創作意念。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

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

理解。 

視 3-Ⅳ-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

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尋求

解決方案。 



 

單元一教學活動設計 

虛擬探訪板橋媽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虛擬探訪板橋媽-探巡慈惠宮 
時間 共 1 節，45 分鐘 

教學者 蔡佩旻老師 

學習目標 

1. 透過 VR 眼鏡體驗探訪慈惠宮。 

2. 實作拍攝 360 度相片，製作虛擬場景。 

3. 能利用新興科技引入，引導善用科技工具於生活。 

4. 能反思新興科技工作對生活帶來的幫助或影響。 

學習表現 2-Ⅲ-6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學習內容 
資 H-V-3資訊科技對人與社會的影響與衝擊。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領綱核心素養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具備問題理解、 思辨分析、推理 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 

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議題融入 

說明 

議題融入科技領域之內容涵蓋議題之知識、情意與行動，重視對議題認知與敏

感度之提升、價值觀與責任感之培養，以及生活實踐之履行。進行議題教育

時，透過本領域之學習重點與議題實質內涵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培養

學生對議題探究、思辨與實踐的能力。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一、 引起動機 

1. 課程說明、慈惠宮簡介。 

2. VR體驗： 

 教師事先至慈惠宮拍攝 360照片，並將照片放置

Roundme及製作 QRcode。 

 學生自備手機，掃描 QR進入 Roundme，利用 VR眼鏡

觀看 360度照片，體驗宛如至慈惠宮探訪。 

 

二、 發展活動 

1. 指定任務： 

 教師說明尋找目標(某場景、照片)。 

 讓學生從利用 VR眼鏡觀看 360照片，切換不同場景

找出指定目標，完成任務。 

2. 實作製作 360照片： 

 利用街景服務 APP讓學生拍攝 360 度照片。 

 實作 Roundme 網站操作方式。 

 

三、 統整活動 

1. VR體驗活動心得記錄與分享： 

 學生將心得上船學習吧平台之作業區。 

2. VR與生活應用： 

 思考 VR在生活中的應用有哪些? 

 

 

10 分鐘 

 

 

 

 

 

 

 

 

30 分鐘 

 

 

 

 

 

 

 

 

15 分鐘 

 

簡報、電腦 

 

QRcode、Roundme 

手機、VR眼鏡 

 

 

 

 

 

 

 

手機、iPad 

 

街景服務 APP 

 

 

 

 

 

學習吧平台 



 

單元二教學活動設計 

祭祀文化知多少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祭祀文化知多少-探索慈惠宮 
時間 共 2 節，90 分鐘 

教學者 王菁華老師 

學習目標 

1. 能運用資料蒐集，了解與欣賞在地文化特色。 

2. 能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多元文化，以培養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3. 能透過小組任務指派，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學習表現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學習內容 

歷 Fb-Ⅳ-2 大眾文化的演變。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

豐富的文化內涵。 

領綱核心素養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並思辨

其在生活中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能透過本領域議題融入，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的特色，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思考可能產生衝突、合作和創新，並影響在地的生活與文化。 

議題融入 

說明 

以議題教育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面對議題的責任感

與行動力，並能追求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第一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探索慈惠宮課程介紹。 

2. 主題介紹、分工： 

 簡報內容說明。 

 分工、網站資源。 

 Kahoot遊戲題目設計。 

 

二、 發展活動 

1. 小組討論與主題內容製作。 

 組內分工。 

 網路資料搜尋與擷取。 

 Kahoot題目與製作。 

2. 簡報與有獎問答題目上傳至學習吧平台。 

 

第二節課 

三、 統整活動 

1. 各組上台報告。 

2. 各組進行自評互評。 

3. Kahoot遊戲競賽。 

 

 

 

10 分鐘 

 

 

 

 

 

35 分鐘 

 

 

 

 

 

 

 

45 分鐘 

 

 

 

簡報、電腦 

 

 

 

 

簡報、電腦 

慈惠宮網站 

Kahoot網站 

 

學習吧平台 

 

 

 

簡報、電腦、HTC平

板或 ipad 

Google 表單 

Kahoot網站 



單元三教學活動設計 

籤詩奧秘知多少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籤詩奧秘知多少-籤詩介紹 
時間 共 2 節，90 分鐘 

教學者 吳明倫老師 

學習目標 

1. 運用文本資料進行閱讀，理解文本訊息、寓意與分析。 

2. 透過小組互動討論後進行報告，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3. 經由閱讀，學習觀察社會、現實生活，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增進族群互

動。 

學習表現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說及論辯。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

力。 

學習內容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Ca-Ⅳ-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制度等文化內

涵。 

Cc-Ⅳ-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領綱核心素養 
國-J-C3 閱讀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

性，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透過閱讀多元文本，包含儀式風俗、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理解議題融入其與

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議題融入 

說明 

透過本領域之學習重點與議題實質內涵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培養學生

對議題探究、思辦與實踐的能力。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第一節課 

一、 引起動機 

 教師求籤經驗分享。 

 求籤時機討論。 

 

二、 發展活動 

1. 籤詩介紹 

 簡報內容搭配六十甲子籤詩進行說明。 

 教師進行簡報內容相關提問。 

2. 求籤影片瀏覽。 

 

三、 統整活動 

1. Kahoot遊戲競賽。 

 確認學生了解簡報籤詩內容介紹。 

 

第二節課 

一、引起動機 

1. 認識籤詩內容 

 依照學生組別數分配六十甲子籤詩內容。 

 

 

5 分鐘 

 

 

 

 

3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簡報、電腦 

 

 

 

 

簡報、電腦 

Youtube影片 

 

 

 

 

Kahoot網站 

 

 

 

 

 



 學生瀏覽各籤詩內容。 

2. 任務說明 

 從各籤詩挑選好的及不好各一張。 

 判斷籤詩中那些是吉或凶。 

 

二、 發展活動 

1. 籤詩討論活動 

 將籤詩進行分類。 

 籤詩內容討論與資料蒐集。 

 完成學習單。 

2. 籤詩內容提問。 

 學生將有問題內容有疑問的提出，教師進行說明。 

 

三、 統整活動 

1. 各組上台報告。 

 吉凶籤詩內容說明。 

2. 教師重點複習、交代作業。 

 作業：解籤詩畫意境。 

 

 

 

 

 

 

20分鐘 

 

 

 

 

 

 

 

 

 

20 分鐘 

 

 

 

 

 

 

慈惠宮網站或其他網

站 

 

 

 

 

 

 

 

 

學習吧/作業 

 

單元四教學活動設計 

心誠則靈抽好籤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心誠則靈抽好籤-機率生活應用 
時間 共 3 節，135 分鐘 

教學者 蔡佩旻老師 

學習目標 

1. 認識機率在生活上的應用實例。 

2. 能利用線上文件協作，理解有效率處理事情方式。 

3. 能從文本閱讀擷取重要資訊，並思考及解決相關問題。 

4. 透過小組共同創作與分享，了解團隊合作重要。 

學習表現 
【數】d-IV-2 理解機率的意義，能以機率表示不確定性和以樹狀圖分析所有

的可能性，並能應用機率到簡單的日常生活情境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數】D-9-2 認識機率：機率的意義；樹狀圖（以兩層為限）。 

領綱核心素養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球 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分析

與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 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求至

善。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充實生活經

驗，發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議題融入 

說明 

以議題教育因應環境之變化，活化與深化議題內涵，並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

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並能追求尊重多元、同

理關懷、公平正義與永續 發展等核心價值。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第一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認識機率概念 

 教育雲/教育百科查詢機率意義。 

 教師指派因材網機率概念影片。 

9-d-05-S01：認識機率的概念及任何事件發生的機

率 P均滿足 0≦P≦1。 

 練習題、作筆記。 

2. 籤詩好有趣前測。 

 

二、 發展活動 

1. 延續國文課六十甲子籤詩學習單進行活動。 

2. 籤詩吉凶機率計算。 

(1) 提問：學生思考如何蒐集各組的吉凶資料? 

 利用學習吧/書籍，各組寫下想法後再進行活動。 

(2) 提問：如何使用數位方式蒐集各組資料? 

 引導學生利用線上文件各組將資料進行統整。 

 

三、 統整活動 

1. 籤詩吉凶機率討論。 

2. 籤詩影片瀏覽。 

 

 

 

 

 

 

15分鐘 

 

 

 

 

 

 

 

 

20 分鐘 

 

 

 

 

 

 

 

 

 

 

 

教育雲/教育百科 

 

iPad 

因材網 

 

 

學習吧/測驗 

 

 

 

 

學習吧/書籍 

 

 

Ｇoogle線上文件 

 

 

 

Youtube影片 

 

第二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網路資料閱讀 

 利用學習吧/書籍，將關於籤詩內容網路資料事先蒐

集。 

 學生閱讀資料並作劃記。 

    
 

2. 利用 ClassDojo記錄學生上課表現，並適時給予鼓勵。 

 

 

 

 

 

 

10 分鐘 

 

 

 

 

 

 

 

 

 

 

 

 

 

 

 

 

 

 

 

學習吧/書籍 

 

 

 

 

 

 

 

 

 

 

ClassDojo 

 

 

 



二、 發展活動 

1. 任務說明 

 教師說明任務內容。 

2. 任務討論 

 各組討論任務內容。 

 各組從資料中完成指派任務

(問題) 。 

3. 各組上台報告。 

 各組利用書籍劃記內容報告。 

 各組報告完進行自評與互評。 

 

三、 統整活動 

任務內容總結。 

 

30 分鐘 

 

 

 

 

 

 

5 分鐘 

 

 

 

 

 

 

 

學習吧/書籍 

 

 

 

第三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求籤體驗活動 

 學生利用求靈籤 APP體驗求籤過程。 

 指定學生示範並解籤。 

 

二、 發展活動 

1. 自創籤詩設計 

 各組設計籤詩內容學習單。 

 實作籤詩。 

 上傳自製籤詩。 

2. 自創籤詩分享 

 各組報告籤詩使用。 

 

三、 統整活動 

1. 籤詩與數學課程內容總結。 

2. 籤詩好有趣後測與團隊合作競賽。 

 利用 Quizizz 進行籤詩好有趣後測。 

 利用 Quizlet live 進行機率概念及生活實例之團隊

合作競賽。 

 

 

 

 

10 分鐘 

 

 

 

 

 

 

 

25 分鐘 

 

 

 

 

 

10 分鐘 

 

 

求靈籤 APP 

 

 

 

 

學習吧/作業 

 

 

 

 

 

 

 

Quizizz 

Quizlet live 

 

單元五教學活動設計 

Q 版神明最神氣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Q 版神明最神氣-Q 版神明創作 
時間 共 1 節，45 分鐘 

教學者 簡美珠老師 

學習目標 

1. 能利用網路蒐集圖片或想像，創作 Q版神明並進行分享。 

2. 善用多元媒介與形式，將生活創作與藝術結合，展現素養、傳達思想與情

感。 

學習表現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學習內容 

視 1-Ⅳ-3 能使用數位及影音媒體，表達創作意念。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視 3-Ⅳ-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領綱核心素養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

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

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議題融入 

說明 

議題融入藝術領域之內容涵蓋議題之知識、情意與行動，重視對議題認知與敏

感度之提升、價值觀與責任感之培養，以及生活實踐之履行。透過本領域之學

習重點與議題實質內涵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培養學生對議題探究、思

辨與實踐的能力。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一、 引起動機 

1. 教師 Q版卡通圖繪製說明。 

2. 教師 Q版神明繪製示範。 

 

二、 發展活動 

1. 繪製 Q版神明。 

 參考網路圖片。 

 設計 Q版神明。 

2. 作品上傳學習吧平台。 

 

三、 統整活動 

1. 作品分享。 

2. 教師進行優良作品說明。 

 

5 分鐘 

 

 

 

35 分鐘 

 

 

 

 

 

 

5 分鐘 

 

網路資源 

 

 

 

 

 

學習吧平台 

 

 

 

學習吧平台 

 

三、 教學成果 

教學

成果 

教學活動紀錄 

  

說明：學生掃描ＱＲ連結至 Roundme 平

台。 

說明：學生利用ＶＲ眼鏡觀看慈惠宮虛擬

場景。 



  

說明：學生利用街景服務 APP 製作 360 度

相片。 

說明：學生利用街景服務ＡＰＰ製作 360

度相片。 

  

說明：歷史課慈惠宮介紹。 說明：歷史課專題報告準備。 

  

說明：學生專題報告。 說明：各組 kahoot!遊戲挑戰。 

  

說明：國文課籤詩介紹。 說明：國文課 kahoot!挑戰。 



  

說明：國文課小組籤詩吉凶討論。 說明：學生籤詩吉凶報告 

 

  

說明：數學課籤詩與機率說明。 說明：數學課文本閱讀(學習吧/書籍劃

記)。 

 
 

說明：數學課文本閱讀後指定任務報告。 說明：數學課小組籤詩設計。 

  

 說明：數學課小組籤詩操作報告。 說明：視覺藝術課 Q 版神明設計說明。 



 
 

說明：視覺藝術課 Q 版神明設計。 說明：視覺藝術課 Q 版神明設計。 

教學

心得

與省

思 

教學調整的脈絡 

    此主題課程第一次實施時間為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學生，為了與本校的在地

特色課程結合，設計了數學機率課程活動，為了讓孩子們對在地特色板橋慈惠宮有更深

入了解，找了歷史、國文教師共同討論課程內容，教師亦共同參與實際課堂教學，以便

與自己課程做連結與統整。為了與政府推動減香運動做結合，於是邀請視覺藝術老師讓

學生創作 Q版神明，本來預計做成 line 的貼圖，但因為部分因素無法如期達成，後來調

整成利用雷雕機印製出來，預計也將利用 MAKAR製作成 AR 圖卡搭配原先有的求籤靈

APP，在適當時機體驗虛擬的祭祀、求籤程序。 

    後來爭取到 109學年度七年級校定課程時數，就開始與社群夥伴共同討論未來整體

課程規劃、內容，並在學習吧平台一起共備課程內容，採用的方式是一邊進行課程、一

邊修正課程內容。 

成效分析 

一、 量化分析 

針對課程內容規劃，設計了一分問卷問題讓學生填答，整體來看課程實施前後，達 3 成

以上 

1. 關於了解中外祭祀祈福文化，課程實施前後，達 3 成以上同意由八成增加為九成

七。 

前測                                      後測 

  

2. 關於了解政府推動減香運動的用意，課程實施前後，達 3 成以上同意皆為九成以

上。 

前測                                  後測 

   



3. 關於了解板橋在地特色，課程實施前後，達 3 成以上同意由八成五增加為九成

八。 

前測                                      後測 

     

4. 關於欣賞生活中的美麗事物，課程實施前後，達 3 成以上同意無顯著差異。 

前測                                      後測 

 

 

5. 關於能設計出具美感的作品，課程實施前後，達 3 成以上同意無顯著差異。 

前測                                      後測 

 

     
6. 關於能珍惜並使用在地資源之美，課程實施前後，達 3 成以上同意無顯著差異。 

前測                                      後測 

 

 

      

二、 質性部分 

    歷年來校內在地特色課程實施，學生的回饋與反應都是給

予正向的評價(學生回饋影片，如附圖 QRcode)，都覺得這樣的

課程是可以幫助他們學習更多元、有趣，也期待透過教師引

導、課程內容設計，更能幫助孩子們學習能夠更自主、更有成

效。 

 

教學省思 



    將在地特色融入課堂教學，使得教學變得更多元，不僅侷限在知識性的傳達，更可

以讓學生了解所學與生活息息相關，重要的亦能培養孩子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能思考

科技日新月異，是否為我們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這樣的課程對老師來說，是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備課，並能透過社群夥伴的討論、交

流激發更多的創新想法，而且能發展出學校的課程，並能跟其他領域教師做跨領域的課

程設計、互動，雖然辛苦，但卻能收獲更多而且自己也能對此有更深一層了解。 

  此次透過 VR 眼鏡讓學生感覺身歷其境在慈惠宮，利用拍攝的 360度相片介紹慈惠宮，

在教室就可以進行這樣課程活動，可以免去在路程所需花費時間，及如果是一整個年段

學生帶出校園所帶來之不便。 

 

修正建議 

    有更多的創意想法跟實作課程，在這一次無法即時呈現，但我們會持續努力與調

整，並在今年的全七年級校訂課程，希望能激發孩子們更多的創新思考及能力。 

參考

資料 

慈惠宮網站：http://www.cihuimazu.org.tw/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簡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郭伯臣司長)內容-「4學」學習方

式。 

附錄 

一、學習單/學生作品 

國文課 

籤詩吉凶討論學習單 

      

數學課 

籤詩學習單設計 

http://www.cihuimazu.org.tw/


     

 

籤詩設計創作 

  



 

視覺藝術課-Q 版神明 



 

二、學習吧平台自製教材 

1. 教材內容 



 

 



 

2. 平台學生學習狀況紀錄 

 

3. 學生成績紀錄 



 

 

4. 學生書籍畫記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