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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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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校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設計者  丁思與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 實施年級  六年級 
單元名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再別康橋 總節數  共九節，3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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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III-6 結合科技與資訊，提
升表達的效能。 

l 2-III-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
不同意見。 

l 4-III-3  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

義。  
l 5-III-1 流暢朗讀各類文本，

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 
l 5-III-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

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l 5-III-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

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

文本的內容。 
l 5-III-12 運用圖書館（室）、

科技與網路，進行資料蒐

集、解讀與判斷，提升多元

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力。 
l 6-III-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

等寫作基本能力。 
l 6-III-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

表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

主題的作品。	 

核心  
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
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

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
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

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 培
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 
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
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

法，理解與 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l Ab-III-7  數位辭典的運用。  
l Ad-III-1 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l Ad-I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
結構與寓意。 

l Bb-II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科技教育 
l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l 科 E5  繪製簡單草圖以呈現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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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素養教育 
l 閱 E5  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位閱讀能力。 
l 閱 E6  發展向文本提問的能力。  
l 閱 E7  發展詮釋、反思、評鑑文本的能力。  
l 閱 E10 中、高年級：能從報章雜誌及其他閱讀媒材中汲取與學科相關
的知識。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科 E1	
l 科藉由行動載具的使用，讓學生能運用數位辭典、平臺查詢字音、字
義與詞義。 

l 運用行動載具中的畫記、朗讀、重點功能，學會做筆記的方法。 
科 E5 
l 學會用行動載具進行圖畫繪製，表達自己所理解的文本內容。 
閱 E5 
l 運用行動載具進行資料搜尋，學會使用關鍵字搜尋資料並能仔細閱讀
網路資料，並進行解讀與判斷資料的正確性。 

閱 E6 
l 閱讀文本後，能根據文本內容提出自己的疑問。 
閱 E7 
l 根據自己閱讀後的理解能對同學的分享提出疑問，並深入反思同學的
分享與其畫作的契合度，進而鑑賞同學的畫作給予回饋。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表現與鑑賞） 

教材來源  翰林版 六年級上學期 第四課 再別康橋 
教學設備/資源  投影機、ipad、apple tv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
容  

l APP-Safari、地圖、課堂、書籍、classdojo、Keynote、萌典、
Plickers、Seesaw。 

l 數位資源：學習拍、學習吧、教育百科、因材網。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l 2-III-6 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l 2-III-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l 4-III-3  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

義。  
l 5-III-1 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 
l 5-III-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l 5-III-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

文本的內容。 
l 5-III-12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與網路，進行資料蒐

集、解讀與判斷，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力。 
l 6-III-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l 6-III-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

主題的作品。 

l Ab-III-7  數位辭典的
運用。  

l Ad-III-1 意義段與篇

單元名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再別康橋	
學習目標：	
l 透過網路資料蒐集、解讀與判斷結合 APP-Keynote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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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結構。 
l Ad-III-2 篇 章 的 大

意、主旨、結構與寓

意。 
l Bb-III-1  自我情感的
表達。	 

繪圖功能，使學生能提升表達詩中意境與擷取大意的能

力。 
l 運用數位辭典（萌典、教育百科）查詢並分辨詩中的
字、詞義。  

l 流暢朗讀現代詩文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 
l 與同儕互動中能連結自己在網路資料閱讀中得到的相關
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觀點。 

l 能抓住「再別康橋」詩中的「再別……」的情感，根據
自己的舊經驗仿作出一首現代詩。 

	

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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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 
(1) 根據題目猜測「再別康橋」這一課主要在說什麼內容？
預測學生答案：再一次和康橋離別、說再見。 

(2) 「康橋」是指哪裡呢？你可以怎麼知道？預測學生答
案：運用《APP-Safari》搜尋。 

(3) 和同學兩兩討論運用《APP-Safari》搜尋時，要使用什麼
關鍵字？預測學生答案：康橋、再別康橋、康橋在哪

裡、徐志摩再別康橋。 
(4) 使用這些關鍵字你有找到資料嗎？後來你又使用了什麼
關鍵字才找到你覺得正確的資料？請學生發表。 

2. 教師帶領學生運用《APP-地圖》搜尋「英國劍橋大學」，並
一一觀看以下幾個景點位置與照片：康河、國王學院、嘆息

橋。藉此得以了解劍橋大學的位置，得知劍橋大學是一個大

學城，31個學院位於其中，而康河貫穿劍橋大學，因此有撐
篙遊河的活動，進一步點入更多 TripAdvisor 的照片中，更
可一窺劍河畔的美景，像是柳樹、小橋……等。 

 
3. 教師於《學習拍-素材》上放置 youtube上的英國劍橋大學介

紹影片，讓學生透過影片得以感受劍橋大學的美。 
(1) 倫敦-劍橋大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P4WQz3b8M 

 
15mins 

 
 
 
 
 
 
 
 
 
 
 

15mins 
 
 
 
 
 
 
 
 
 
 
 
 
 
 
 
 

10mins 
 
 
 
 

 
 
 
 
 
 
 
APP-Safari 
 
 
 
 
 
APP-地圖 
 
 
 
 
 
 
 
 
 
 
 
 
 
 

 

學習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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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國劍橋一日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iMTj6ZK24&t=372s 

 
 
------------------------------------第一節課結束---------------------------------- 
 
l Preview美讀課文： 

1. 教師運用《APP-課堂》統一派發「再別康橋」課文文本給
全班，學生將文本儲存於《APP-書籍》中。 

2. 請學生先默讀一次課文文本，圈出不懂的讀音、字、詞。 
 

3. 學生運用 ipad 的朗讀功能，聆聽課文，將不懂的讀音弄
懂。 

4. 請學生至《學習吧》朗讀課文，透過 AI 的語音辨識，即時
瞭解學生朗讀文本的正確率與流暢度。 

 
5. 共同聆聽與欣賞同學的作品。 
6. 朗讀完後，請就文本的內容提出疑問，並將疑問上傳到《學

習拍-討論》中。 

 

 
 
 
 
 
 
 
 
 
 
 

 
20mins 

 
 
 
 
 
 
 
 
 
 
 
 
 
 
 
 
 
 
 
 
 
 
 
 

7mins 
 
 
 
 
 
 
 
 
 
 
 
 

 
 
 
 
 
 
 
 
 
 
 
 

APP-課
堂、書籍 
ipad畫記 
 
ipad朗讀 
 
學習吧 
 
 
 
 
 
 
 
 
 
 
 
 
 
 
 
 

學習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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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發展活動：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以「再別康橋」的段落（共7段）分組，並運用《APP-
classdojo》Tools 的 Group Marker 進行隨機分組，每段3-4人負
責，用《APP-Safari》搜尋詩中意境圖片，放入《APP-
Keynote》中，進行圖片組合，再繪出詩中意境。 
1. 老師先指導學生運用《APP-Keynote》繪圖的技巧，包含繪

圖、插入圖片、不透明度。 
2. 運用 Leu 等人提出的數位閱讀理解的五個技巧進行教學

（Leu、Forzani、Burlinggame、Kulikowich、Sedransk、
Coiro和 Kennedy，2013；謝進昌，2014）： 
（1） 擬定或掌握重要問題或議題（identify problems or 

questions）：負責的同學先到《學習拍》中掌握同學
所提出的疑問。 

（2） 找到訊息（locate）：運用《APP-萌典》、《教育百科》
搜尋字義或詞義；運用關鍵字至《APP-Safari》搜尋
相關訊息與圖片。 

（3） 批判性評估訊息（evaluate information critically）：學
生須從複雜多元的網路訊息中，學會判別資訊的可信

度，並選擇準確的訊息。 
（4） 整合訊息（synthesize）：找到多元可用的資料後，並

將其整合運用與理解，繪出詩中的意象，上傳到《學

習拍》中。 

 
（5） 溝通訊息（communication）：與同學分享自己理解詩

意後所繪出的畫作。並向同學說明自己繪畫的理由與

想法與本段大意。除了自己理解之外，能用自己的話

與同儕分享，分享的過程中，同儕可以提出疑問與好

奇，與分享者進行溝通與互動。評量方式：口頭報告 
3. 教師在學生分享的過程中，進行補充與提問，讓學生深入思

考。 
教師提問如下： 
第一段： 
（1） 從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離別」？預測學生答案：走、

招手、作別。 
（2） 西天是指哪裡？預測學生答案：康橋。 
（3） 雲彩是指什麼？預測學生答案：理想。 

 
5mins 

 
 
 

8mins 
 
120mins 
（研究段

落內容進

行數位閱

讀

40mins、
和同儕報

告、分享

與相互討

論

80mins） 
 
 
 
 
 
 
 
 
 
 
 
 
 
 
 
 
 
 
 
 
 
 
 
 
 
 
 
 
 
 

 
APP-
classdojo、
Keynote 
 

APP-
Keynote 
 
 
 
 
學習拍 
 

APP-萌典 
教育百科 
APP-Safari 
 
 
 

學習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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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1） 艷影是指什麼？預測學生答案：金柳倒映在水面上的

影子。 
（2） 為什麼艷影會在心頭蕩漾？預測學生答案：美麗的景

色一直留在心裡。 
第三段： 
（1） 為什麼徐志摩甘心做一條水草？預測學生答案：徐志

摩太喜歡康橋的美了。 
（2） 西天是指哪裡？預測學生答案：康橋。 
（3） 雲彩是指什麼？預測學生答案：理想。 
第四段： 
（1） 揉碎用在這裡是什麼意思？預測學生答案：把東西弄

碎。 
（2） 這裡是指什麼被弄碎了？預測學生答案：夢想。 
第五段： 
（1） 為什麼徐志摩會想要高歌？他的心情是如何的？預測

學生答案：他的心情很好，所以想要唱歌。 
第六段： 
（1） 「笙簫」是什麼？預測學生答案：笙和簫是樂器。 
（2） 為什麼這裡說笙簫是別離的？預測學生答案：笙簫發

出的聲音是很難過的，很適合別離時的心情。 
（3） 夏蟲為什麼會沉默？由此推敲徐志摩的心情是如何

的？預測學生答案：徐志摩的心情因為要離開很難

過，所以此時他覺得蟲也都不叫了。 
 
第七段： 
（1） 徐志摩離開時，他的情緒如何？預測學生答案：很瀟

灑，因為他說不帶走一片雲彩。 
全文： 
（1） 課文名稱「再別康橋」，哪些敘述可以看出「道

別」？預測學生答案：我輕輕地招手，作別西天的雲

彩；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2） 徐志摩離開康橋時，他的心裡的感受如何？你從哪裡

知道的？預測學生答案：很難過、捨不得。從在康河

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夏蟲也為我沉默，沉

默是今晚的康橋！ 
（3） 哪些段落的寫法類似？預測學生答案：第一段和第七

段。 
4. 同儕互評：依據同學對段落繪出的畫作與發表，進行鑑賞並

在《學習拍-討論》給予回饋。評量方式：同儕互評 

 
 
 
 
 
 
 
 
 
 
 
 
 
 
 
 
 
 
 
 
 
 
 
 
 
 
 
 
 
 
 
 
 
 
 
 
 
 
 
 
 
 
 
 
 
 
 
 
 
 
 

 
 
 
 
 
 
 
 
 
 
 
 
 
 
 
 
 
 
 
 
 
 
 
 
 
 
 
 
 
 
 
 
 
 
 
 
 
 
 
 
 
 

學習拍 
 
 
 
 
 
 



	 7 

 
 
----------------------------第二、三、四、五節課結束------------------------- 
 
學生前一天回家先至《因材網》複習與預習譬喻、頂真、轉化修辭。 
l 發展活動：修辭捉迷藏 

1. 老師詢問學生在《因材網》中看到的譬喻、頂真、轉化修辭
影片重點有什麼？請學生發表。 

 
2. 教師聆聽學生的發表，並整理歸納修辭的8字箴言： 
譬喻：相同事物，類似特點。 
頂真：前句結尾，下句開頭。 
轉化：描述事物，改變性質。 

3. 學生在「再別康橋」的文本中，運用 ipad 進行重點標註，
將「譬喻修辭標示上黃色；頂真修辭標示上綠色；轉化修辭

標示上藍色」。 

 
 
 
 
 
 
 
 
 
 
 
 
 
 

 

15mins 
 
 
 
 
 
 
 
 
 

 
 

 

15mins 
 
 
 
 
 
 
 
 
 
 
 
 
 
 
 
 
 
 
 
 

 
 
 
 
 
 
 
 

 

 
 
 
因材網 
 
 
 
 
 
 
 
 
 
 
 
 
 
 

ipad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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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用《App-迪賽腦！》抽籤，請學生立即 Airplay 畫面至布

幕中，與同學分享自己認為「譬喻、頂真、轉化」修辭躲在

哪裡，並告訴同學是什麼原因讓他覺得這句話的修辭是其認

為的。 
l 發展活動：翻卡大挑戰 

1. 教師於《學習拍》上放置 youtube 上林宥嘉所唱的「再別康
橋」歌曲，讓學生跟著歌曲仔細咀嚼詩中之美。 

 
2. 教師事先在《APP-Plickers》中建置關於詩意與修辭的題

目，請全班學生回答。評量方式：即時回饋 
3. 運用翰林數位拍立測（Plickers）選取適合題庫匯入《APP-

Plickers》中。 

 
 
 
 
 
 
 
 
 
 
 
 

 

10mins 
 
 
 

40mins 
 
 
 
 
 
 
 
 
 
 
 
 
 
 
 
 
 
 
 
 
 
 
 
 
 
 
 
 
 
 
 
 

 
 
 
 
 
 
 
 
 

 

 

App-迪 賽

腦！ 
Airplay 
 
 

學習拍 
 
 
 
 
 
 
APP-
Pli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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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進行一題，教師會根據即時得到的作答狀況來請學生回

答，並說出自己的想法。 
5. 教師根據全班的作答結果，檢視學生尚不熟悉的內容之處，

再加以講解、說明。 

 
----------------------------------第六、七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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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總結活動：我是小詩人 
學生讀完並理解「再別康橋」這首詩後，請學生回想生活經驗中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讓他們離別時很捨不得的，捨不得的那些畫面

是怎麼樣的？並以「再別……」為題，讓他們把情感轉變為文

字，將其生活中的不捨與離別的情緒，藉由仿作與圖畫來表達。 
1. 教師根據課文內容，講解寫作方式。 

	

	
2. 學生於課堂中思考與寫作。 
3. 學生回家後將詩的創作內容畫成一幅畫，呈現詩中有畫，畫

中有詩。 
4. 將作品上傳《APP-Seesaw》中與同學分享。 
5. 同學於《APP-Seesaw》中相互給予回饋。評量方式：同儕

互評 
----------------------------------第八、九節課結束-------------------------------- 

80mins  
 
 
 
 
 
 
 
 
 
 
 
 
 
 
 
 
 
 
 
 
 
 
 
 
 
 
 
 
 
 
 

APP-
Seesaw 

教學成果  

  
說明：學生用《APP-地圖》搜尋英國
劍橋大學。 

說明：學生在「再別康橋」課文文本

圈出不懂的讀音、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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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學生在《學習拍-討論》中提出閱讀文本後的提問。 

  
說明：學生運用《教育百科》搜尋字

義或詞義。 
說明：學生運用《APP-萌典》搜尋字
義或詞義。 

  
說明：學生運用《APP-Keynote》作
畫。 

說明：學生運用《APP-Keynote》作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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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學生的畫作。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說明：學生的畫作。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說明：學生的畫作。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橋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說明：學生的畫作。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說明：學生的畫作。 
尋夢？撐一支長蒿，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里放歌。 

說明：學生的畫作。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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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學生的畫作。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說明：學生上臺說明自己繪畫的理由

與想法，並與同儕互動與討論。 

  

說明：學生上臺說明自己繪畫的理由

與想法，並與同儕互動與討論。 
說明：學生上臺說明自己繪畫的理由

與想法，並與同儕互動與討論。 

  
說明：學生上臺分享段落大意與詞

義。 
說明：學生在《學習拍》鑑賞同學的

畫作並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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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習拍-討論》給予同學的畫作回饋。 

  
學生用《APP-Plickers》回答課文文本
與修辭的問題。 

教師用《APP-Plickers》掃描學生圖
卡（綠色為回答正確；紅色為回答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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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仿作「再別……」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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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自己仿作的「再別……」的詩上傳至《APP-Seesaw》上，並互相給予
回饋。 

教學心得與

省思  

（含教學調整的脈絡、成效分析、教學省思、修正建議等） 
        「再別康橋」是一首現代詩，早在暑假時，為了讓學生先對課文內容有
基本的認識，因此就在《學習吧》放置了國語的課文朗讀，藉由 AI 的辨識，
讓學生練習美讀課文。本以為看似簡單的現代詩，讓學生讀著讀著應該就會

有感，教學內容也不必太費心，但引導了一節課後發現，雖然學生對於課文

滾瓜爛熟，但由於學生缺乏親身經歷，便難以理解詩的抽象意境。要怎樣教

學才能讓學生覺得有感、有趣呢？著實讓我困擾，後來突然想到，如果我能

運用《APP-地圖》與相關影片，使學生從地圖來觀看英國劍橋大學的周遭環
境，以此為學生先鋪陳一些經驗，再運用數位閱讀的技巧去引導孩子思考，

練習將詩中意境畫出，並試著用自己的話解讀，進而跟同儕分享，這些學習

策略與技巧都是這些數位原住民未來應具備的素養。學生在學習時，也因為

是自己努力理解後畫出的作品，更能勇敢說出自己的想法與獨特見解，融入

詩中意境中，往後再次讀到「再別康橋」這首詩時，相信他們除了詩的內容

之外，也能浮現這些詩中的畫作，更能理解詩中的美並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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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感受「再別……」的情緒。語文的學習，加入一些新科技與教育雲的平

臺，除了讓學生愛上學習，瞭解學習內容，更學會了往後能運用在自己生活

中的學習方法與策略，這即是身為教師的我們應該帶給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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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別康橋仿作教學參考自宜蘭縣宜蘭市凱旋國民小學林紀達老師的寫作教

學。 

附錄  

這學期班上有一位實習老師，以下是實習老師的回饋： 
再別康橋之我是小畫家  
       這週的國語課遇到了經典新詩，「再別康橋」看似淺顯易懂，但其實整首
詩的意境深遠且富含情感，要如何讓小朋友進入這首詩的情境裡呢？老師因

此給了孩子們一項有趣的任務，每位小朋友被分配到詩中的一個段落，先讀

懂該段大意之後，接下來就要開始發揮創意嘍！為了讓美術天份不好的孩子

也能盡情揮灑自己的想，老師教導小朋友用平板繪圖，只要會使用搜尋引擎

尋找想要的圖片，並能用心的描繪及添上色彩，人人都可以是小畫家！將詩

中的情境透過繪圖呈現，讓孩子在構圖的過程中能不斷思考如何呈現抽象的

概念，連非常沒有美感跟繪畫天份的我，也跟著一起沈浸在這項作業中呢！

經過幾天的努力，今天孩子們自信的上台發表他們的作品，用一幅幅手繪的

圖畫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當他們能夠侃侃而談作品的理念時，也對這首詩

做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及詮釋，原來再別康橋可以這樣教學！這讓我回想到大

三的國語教材教法，也是試教再別康橋這一課，兩年後再次看到了老師這樣

的教學給了我重新審視自己教學的機會。教學的專業及趣味就在於同樣的教

材、同樣的知識，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可以創造出不同的火花！感謝老師每一

堂課的示範，總是給了我很多的思考以及反省，讓每一天的實習都是一次新

的學習，期許自己在接下來的教學中，可以越來越精進！ 

 
實習老師的「再別康橋」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