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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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課： 

1. 中年級的孩子在低年級有足量的閱讀經驗，而在閱讀經驗中，故事往往是最能吸引孩子們主動閱讀的文體。 

2. 中年級在國語課時，也正是學習文體判讀的階段。 

3. 智優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有豐富的想像力，因此，結合手工書的認識與製作，除了讓孩子認識「故事體」之外，

也讓孩子發揮想像力，利用既有的圖片，去創作一個小故事，最後將圖片與文字內容結合，進行手工書製作，完成

孩子們獨一無二的手工書。 

 

 

 

 

服務學校 瑞芳國小 設計者 李育芳 

領域/科目 語文 實施年級 中年級 

單元名稱 繪本工作坊-小小說書人 總節數 共  2  節，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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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見。 

⚫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

核心 

素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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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表達想法。 

⚫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

等寫作基本能力。 

⚫ 6-Ⅱ-6 運用改寫、縮寫、擴

寫等技巧寫作。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

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

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學習內容 

⚫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

散文等。 

⚫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 性別平等教育 

性-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 科技教育 

科-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 資訊教育 

資-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 閱讀素養教育 

閱-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主。 

閱-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 性別平等教育 

在閱讀完繪本《鱷魚愛上長頸鹿》後，能回答出 

1. 哪些行為是表達情感的方式？ 



2. 有哪些行為是較適當的表達方法？ 

3.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吸引長頸鹿的注意？ 

⚫ 科技教育 

能正確操作平板與相關課堂 APP。 

⚫ 資訊教育。 

能利用平板投影的方式呈現自己錄製的故事。 

能在正確的時間點使用平板，並且能依照要求將平板關機交回。 

⚫ 閱讀素養教育 

每週閱讀一本繪本並進行思考、分析。（共計4本） 

能對不同類型的繪本具有閱讀興趣。（循環式故事《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

蝴蝶效應《香蕉皮連環事件》、氣象科學《山田家的氣象報告》、性別平等《鱷

魚愛上長頸鹿》）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 藝文：能欣賞不同圖片的畫風。 

⚫ 自然：水的三態中，有許多天氣現象，如：下雪、結霜、降雨。 

⚫ 社會：能了解解說氣象時常用的氣象符號、能理解各種不同的天氣現象。 

⚫ 資訊：能善用平板記錄自己的創意。 

教材來源 1.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1. 《妙語說書人》卡牌一套。（教師提前掃描成圖檔） 

2. iPad 平板。 

3. 電子白板。 

使用軟體、數位資 1. 教育雲教育媒體影音



源或 APP 內容 https://video.cloud.edu.tw/video/co_video_content.php?p=333536。 

2. 趣決定 APP。 

3. Kahoot! APP。及其網站 

https://kahoot.it/ 

4. 備忘錄 APP。 

學習目標 

⚫ 能說出故事的三個要素：背景、事件、結局。 

⚫ 能針對圖片說出1-3個特徵用語或關鍵字（如：女孩、科幻、悲傷）。 

⚫ 能將一張圖片的關鍵字串成一個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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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課】 

⚫ R【Reading 閱讀】 

➢ 先觀看影片，了解故事的結構包含：背景、事件、

結局。 

➢ 回憶之前閱讀過的繪本《鱷魚愛上長頸鹿》。 

➢ 使用 Kahoot！了解學生針對該繪本的故事結構

了解多少。 

⚫ F【Flip 翻轉】 

➢ 使用「趣決定」APP 的翻牌功能，讓同學隨機選

 

8’ 

 

 

 

 

 

12’ 

 

 

 

網站：教育雲媒體影音。 

 

 

APP：Kahoot！ 

 

 

APP：趣決定。 

https://video.cloud.edu.tw/video/co_video_content.php?p=333536
https://kahoot.it/


圖片。 

➢ 請學生針對選中之圖片，共同說出3個特徵用語或

關鍵字。（示範組） 

➢ 請每位學生再次選擇圖片。 

➢ 請每位學生單獨針對自己選到的圖片，提供3個特

徵用語或關鍵字。（若想不出來，可以請求其他同

學支援） 

➢ 教師將每組特徵用語或關鍵字，記錄在黑板上。 

⚫ E【Experience 經驗】 

➢ 師生共同針對示範組的關鍵字，進行符合故事結

構的故事創作。 

➢ 使用語音的方式，記錄在 iPad 內。 

⚫ S【Share 分享】 

➢ 請同學就自己所選中的圖片之關鍵字，進行故事

的創作，同時記錄下來。 

➢ 最後請同學分享自己的創作故事。 

➢ 若有時間，可以先嘗試分析一位同學創作的故

事，是否符合故事結構；若無，則留待下節課再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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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鏡像投影功能。 

 

 

 

 

 

 

 

 

 

 

APP：備忘錄。 

 

 

APP：備忘錄。 

 

 

 

 

 

 

 

 

 

 

 

 

 

 



【第二堂課】 

⚫ 故事要素分析 

➢ 複習故事要的要素：背景、事件、結局。 

➢ 將同學的故事展示在白板上。 

➢ 共同討論，分析每個段落符合哪一個要素。 

➢ 如果有缺少的要素，請大家集思廣益添加進去。 

⚫ 讓故事更有趣 

➢ 共同思考並討論，可以如何讓故事更有趣。 

➢ 嘗試在創作的故事中，加入特別的元素，例如：

一語雙關、超乎想像的事件……等。 

➢ 共同欣賞添加其他元素的新故事。 

⚫ 讓故事更完整 

➢ 修改錯字並調整語句。 

➢ 唸一唸，添加正確的句讀。 

➢ 找找看，有沒有不符合故事常理的地方，或者交

代不清楚的人物、情節。 

➢ 分享最後的定稿。 

 

10’ 

 

 

 

 

15’ 

 

 

 

 

15’ 

 

 

 

 

APP：備忘錄。 

iPad：鏡像投影功能。 

 

 

 

 

 

 

 

 

APP：備忘錄。 

 

iPad：鏡像投影功能。 

 

 

APP：備忘錄。 

 

 

 

iPad：鏡像投影功能。 

 



教學成果 

 

 

 

 

 

 

 

 

 

 

學生觀賞教育雲影片，教師同步進行解說。 使用 Kahoot，進行要素分析。 

 

 

 

 

 

 

 

 

 

 

使用「趣決定」，隨機翻出圖卡。 針對圖卡，進行關鍵字聯想。 

 

 

 

 

 

 

 

 

 

 

運用語音辨識與備忘錄的功能，記錄故事。 共同修改故事的細節。 

 

 

 

 

 

 

 

 討論要使用的插畫與故事書寫的版面配置。 共同完成手卷書。 



參考資料 

1. 教育雲教育媒體影音。 

https://video.cloud.edu.tw/video/ 

2. 桌遊在作文教學的實作操作，以 DIXIT 與故事骰為例（簡報）。丁威仁副教授。 

https://dyna.hcc.edu.tw/campus/data/web/628/files/201504240904006.pdf 

3. [作文]妙語說書人教作文。小益的布拉格廣場。 

https://blog.xuite.net/davishung7/davis7/355062262 

學習單 

     

      

 

https://video.cloud.edu.tw/video/
https://dyna.hcc.edu.tw/campus/data/web/628/files/201504240904006.pdf
https://blog.xuite.net/davishung7/davis7/355062262


學生溫馨

故事 

    初入智優班總是緊張的，對於樂樂更是如此。 

    第一週接觸到樂樂，就發現這是個不輕易放開心胸的女孩，在團體活動中，也總是「刻

意」與同學保持距離，媽媽說，樂樂對於陌生人或者陌生的環境，需要一段時間適應，這

樣的保持距離，是她一貫的風格，言語中也透漏著一絲對樂樂人際關係上的擔憂。 

    繪本工作坊開始的第一個月，我們閱讀故事，發現故事的有趣之處，樂樂也在這樣的

共讀氛圍中，漸漸培養與同學的感情與默契，身為老師的我，也發現樂樂善於觀察細處的

高觀察力，她總是能從繪本的插圖中，發現特別的角落，像是在和善動物中偷偷闖入的大

野狼，或是小小蚯蚓，默默地也在鱷魚的故事中找到真愛……，每每當樂樂發現這樣的角

落時，孩子們都會會心一笑。 

    繪本工作坊的最後，孩子們要共同製作出他們的手卷書，這時的樂樂，已經不是九月

初那個刻意與人保持距離的小女孩，這時的樂樂，不但自信大方，還渴望著要用平板紀錄

故事，最讓老師感動的是，在製作手卷書時，樂樂不但發揮繪畫的天份，還主動指導弟弟

可以如何畫出「逐漸老去的法師」，以前與同學的距離感，現在全都不見了！ 

    工作坊的後期，我看見了樂樂的領導特質，也開心她終於克服緊張，並且逐漸熟悉她

的另一個班級，最棒的是—在智優班找到與同儕相處的方式。 

教學心得

與省思 

教學調整的脈絡： 

在整個繪本工作坊中，故事創作是孩子們最感興趣的，但也同時是部分孩子最困擾

的，因此，原定要一人一個故事，考慮到創作不是每一位孩子的長項，因此改為共同

創作一個故事，這樣一來，即使無法創作出完整一個故事的孩子，也能在故事中加入

自己的想法，也因為這樣的調整，手卷書的產出也由多變成少，但卻是孩子們都能以

一己之力，參與其中的活動。 



成效分析： 

➢ 閱讀多元化：本次閱讀繪本主題多元，孩子們也發現許多平常沒看過的繪本，原

來也這麼有趣，還有孩子分享自己看過的有趣繪本故事。 

➢ 素養深耕化：在共讀之後，孩子們都會進行主題式的學習與思考，除了知識面的

學習外，也引導孩子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如：氣候變遷、兩性相處、同婚……，

讓這些公眾議題，從小便在孩子們的心中埋下思考的種子。 

➢ 激發創意力：故事的編寫是一種文字創意，繪本插畫是另一種圖像創意，孩子們

在一來一往的討論中，往往激盪出不同的火花，而如何讓圖像呈現孩子們的文字

創意，這又讓孩子們攪盡了腦汁。 

➢ Stream 超能力：在製作成手卷書的過程中，有的孩子提議用剪貼的、有的提議

用水彩、有的建議用色鉛筆，後來，孩子們思考到畫紙的厚薄，決定採用色鉛筆

為主，製作出手卷書的內容，這就是孩子們培養 Stream 超能力的開始。 

教學省思： 

這是個很大的教學主題，因此我以工作坊來稱呼。往年，在教學現場，我都是片段式

的完成，例如：今年寫故事，明年畫繪本，每一屆的孩子，可能經歷到的過程都不一

樣，但今年，我決定改變方式，把所有的主題統整，因此有了繪本工作坊。 

孩子們從擴充閱讀內容開始，到認識書籍結構、手工書的種類、故事的要素，最後決

定製作的手工書，然後開始發想故事，製作手卷書，這一整個主題式的學習，讓孩子

從頭認識了故事，也重新認識了「書」。 

歷時兩個月的工作坊，孩子們還覺得時間不夠(製作手卷書的時間太短、還想說更長的

故事)，其實，老師也覺得時間不夠，總是有更多想讓孩子們探索的(故事如果添加其



他要素，可以更精采)、想讓孩子們去嘗試的(滿足孩子們挑戰立體書的勇氣！)，但時

間真的太有限！沒有機會嘗試的，我們就留待寒暑假的營隊吧！     

修正建議： 

(懇請老師們給予建議，讓本篇教案更臻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