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110至111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110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設計者 游文楓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生物科 實施年級 七年級 

單元名稱 陸域生態系 總節數 共  1 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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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Ⅳ-1: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

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

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

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

確性。 

tc-Ⅳ-1: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

與概念，對自己蒐集與分類的科學

數據，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並對

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自己的看

法或解釋。 

ai-Ⅳ-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

學發現的樂趣。 

ai-Ⅳ-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科

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象

發生的原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

心。 

核心 

素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 備 善 用 科技、資訊與各類 媒 

體 之 能力，培養相關。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

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

及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倫理與

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進行各種

有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助於探

究和問題解決的資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

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

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主動關

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

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

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

品德。 

自-J-C2 

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

通、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共同

發掘科學相關知識與問題解決的

能力。 

學

習

內

容 

Fc-Ⅳ -1:生物圈內含有不同的生態

系。生態系的生物因子，其組成層次

由低到高為個體、族群、群集。 

Lb-Ⅳ-1:生態系中的非生物因子會影

響生物的分布與生存，環境調查時

常需檢測非生物因子的變化。 

教 材

來源 

1. 七年級翰林自然科學課本 

2. 教育部110年「虛擬實境教學應用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畫」開發之森林生態系教材 

教 學

設備 /

資源 

1. 大型觸控電視 

2. Ipad 平板 

3. VR 頭盔搭配教育部110年「虛擬實境教學應用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畫」開發之森林

生態系教材。 



4. 筆記型電腦連接 VR 頭盔顯示課程內容。 

5. 自製學習單 

使 用

軟

體 、

數 位

資 源

或

APP

內容 

1. 學習吧平台：利用平台將學習資料編輯，提供學生自學、互學、共學、教師導學及評

量。內容包含： 

(1). 書籍素材：蒐集與課程相關內容之文字與圖片資料提供學生研讀，並提供 VR 教材

操作手冊讓學生課前研讀，先行了解設備及操作步驟。 

(2). 影片素材：提供森林生態系解說影片，提供組內共學時進行觀賞及歸納學習內

容，教材取自台北酷課雲(youtube 影片)。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olMlFBUIhX0。 

(3). 連結素材：提供組間互學，同學可以參考問題中各種生物的生物介紹，並從中歸

納出該種生物所擁有適應森林生態系的構造，包含下列三種生物。 

巨嘴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5%93%A5%E5%B7%A8%E5%98%B4%E9%B8

%9F 

吼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C%E7%8C%B4 
老虎：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9%8E 
(4). 作業素材：提供森林生態系學習單，要求學生在自學、組內共學及組間互學的學

習歷程中各完成一題問題，並做成文字繳交上傳學習吧。 

(5). 測驗素材：提供森林生態系學習成就評量的前後測，藉此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

並提供教師導學時進行概念統整。 

 

2. 教育部110年「虛擬實境教學應用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畫」開發之森林生態系教材。

教材開發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完成。教材內容為透過 VR 瞭解增加學

生沉浸感，藉此有身歷其境感覺用來瞭解森林生態系，以補足課本及網路上媒體教材

多以文字、靜態圖片與影片呈現，並無法讓學生能仔細觀察森林生態系的整體樣貌及

個別生物構造。學習者可透過 VR 場景互動觀察森林中的動植物，並進一步瞭解陸域生

態系特徵，進而讓學生明白外在環境特徵會造成生物構造上的適應。最後再以遊戲式

https://youtu.be/olMlFBUIhX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5%93%A5%E5%B7%A8%E5%98%B4%E9%B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5%93%A5%E5%B7%A8%E5%98%B4%E9%B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C%E7%8C%B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9%8E


評量，讓學生自主操作各種動物與生態系的正確配對，藉此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瞭解森林生態系的特徵。 

2. 學生能瞭解森林生態系中，各生物扮演的角色。 

3. 學生能瞭解森林生態系中，不同生物的演化及適應當地環境的構造。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 內容 

【引起動機】 

1. 教師以滿月圓森林遊樂區(森林生態系)照片詢

問學生，照片上的環境有何特徵及照片上有那

些生物，引起學生動機。 

2. 教師說明森林生態系的學習重點及目標。 

3. 教師說明學習吧上素材及學習單內容。 

5 1. 網路照片。 

2. 學習吧。 

【發展活動】 

1. 教師請同學依據課文中內容，完成學習單的第

一個問題，統整出森林生態系的環境與動植物

特徵，進行自學活動。 

2. 教師說明 VR 設備及教材的操作方式，並提醒學

生體驗重點。 

3. 每組四名同學，尤其中兩位同學開始操作與體

驗「森林生態系的認識」VR 教材，另兩位同學

先以 ipad 觀看學習吧上影片，之後輪流體驗 VR

教材，直到四位同學都體驗過後，各組內組員

進行組內共學，討論學習單上的第二個問題，

寫下問題中哪一個圖例屬於森林生態系，並寫

出選擇此圖片的概念依據。 

4. 各組輪流分享，說明所選擇答案及理由，分享

結束後進行下一階段組間互學活動。 

5. 教師依據學習單上第三個問題，分配各組一種

森林生態系中的動物，要求各組討論後，分享

報告該種動物之所以能適應森林生態系的原

因，藉此進行組間互學。 

30 1. 學習吧上影片及連結素材。 

2. 自製學習單。 

3. 教育部110年「虛擬實境教學應用教

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畫」開發之森

林生態系教材。教材內容中學生可

以體驗不同的環境會造成不同森林

生態系，例如較高溫地區是闊葉林

生態系，而較低溫地區則是闊葉林

生態系。也可以 VR 方式觀察森林生

態系消費者的型態，透過控制器的

點選還可以體驗動物的叫聲，從中

了解森林生態系動植物特徵及與環

境互動關係。最後可在教材中進行

互動式問答了解學習成效。 

【統整與總結】 

1. 教師依據各組同學報告進行導學，先統整森林

生態系環境特徵，再由同學報告內容補充各種

生態角色生物所具有的特色。 

2. 請同學依據老師說明內容，補充及修正學習單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完成後利用學習吧平台繳

回各組學習單。 

10 1. 學習吧作業素材及測驗素材。 

2. 自製學習單。 



3. 最後利用學習吧平台進行森林生態系學科成就

測驗進行評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並補充說

明學生概念不足處。 

教

學

成

果 

  
說明:教師說明學習吧素材內容與學習單 說明:利用平板及課本進行自學 

  
說明:教師說明 VR教材操作方式 說明:各組學生體驗 VR教材 

  
說明:各組學生討論並完成學習單內容 說明:學生共學時教師巡視並了解各組學習狀

況 



  
說明:共學時學生舉手發表狀況。 說明:學生利用平板進行線上測驗了解學習成

效 

  
說明:課前開放非授課教師體驗 VR教材。 說明:開放非授課教師進入課堂進行觀課  

 
 

 

 

 
說明：學生以組為單位繳交的學習單。 說明：學生對 VR教材的態度問卷，由此可知

大部分學生均對此教材有正向態度。 



 
 

 
說明：學生學科成就測驗成績，由前測的66.36分進步到78.18分。 

教

學

心

得

與

省

思 

    近來台灣各式各樣網路學習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有因材網、均一學習平台、學習拍及

學習吧等，各有各的特色及優點。此次教學設計採用的是學習吧平台，其優點在於教師可以依

據自己的教學理念，將相關教學素材按照自己的教學方式做編排，較不受到平台的限制，彈性

及自由度較高。此外由於學習吧上可以新增素材種類包含書籍、測驗、影片、作業及連結等，

也較符合此次設計理念為，提供學生在自主學習上依據學習者的媒材偏好進行多元選擇自學，

並藉此提升學習成效。 

    在教學策略上則應用自主學習的四學模組，其流程為由教師端先行整理相關學習素材，並

要求學生自學後再以分組方式寫下學習單中問題，進行概念歸納與統整。教師從檢視整組學生

繳交的學習單中發現，多數組別學生均能掌握問題內的學習重點，獲得一定學習成效。因此在

自學此一階段的設計是以團體方式而非個人方式，其優點在讓所有學生均能投入在自學過程，

而不會有程度落差大同學發呆，無所事事情況產生。 

    再來組內共學是以影片素材及 VR 教材來進行，因為受限於每組僅有一套 VR 頭盔及筆電，

所以採輪流方式進行體驗，因此進行所花費時間較高，這是在教學設計流程中須特別注意的

點。從整體教學過程中發現，多數學生對於採用 VR 教材有著極高的學習動機，也能在 VR 教材

學習後經組內討論正確回答學習單內容，由此可知教材提供了學生一定程度的學習成效。但此

種教材呈現的缺點，則受限於中小學端 VR 設備並不普及。因此建議如果有設備上不足的問題，



則可採用先由一位同學課堂進行 VR 課程，並將教材畫面投影到大電視上讓其他學生共同觀看，

再由老師進行說明，藉此解決此類教學上的問題。 

    另外組間互學的活動中，各組均採用同一個核心問題，主要是在詢問同學是否能將各種森

林生態系中動物，有哪些適應環境的構造做說明，所以每組之間問題的差異僅在動物種類上的

不同。此種問題模式可從學生回答各組的反應中發現，採取同一個核心問題讓學生比較能夠聚

焦在這一個問題的學習內容上，不會因為各組問題不同而對其他組別的報告”漠不關心”，另

外每組報告動物不同，也能讓同學在各組報告後做概念的總結，因此建議組間互學的題目採”

同中求異”，藉以提升學習動機及成效。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發展，且疫情在近兩年內全球性大爆發，因此有許多國家的學生學習

受到中斷，甚至台灣在2021年的五月也被迫採居家上課，因此許多教師們在一時之間成長學

會”停課不停學”的教學技能，但有些教師線上教學模式，仍像平時一樣不斷的講述式教學，

所不同的僅是授課對象從”眼前學生”轉化為”螢幕後學生”，學習權主控仍在老師身上。因

此，在這個是危機也是轉機的時刻，也許教師該是發揮自己專業，利用已有豐富的教學資源，

結合自身教學設計能力妥善利用網路上教學平台，提供學生在妥善環境下自主學習，藉此讓師

生適應未來教育的變與不變。 

參

考

資

料 

1. 滿月圓森林遊樂區網站：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ront/Forest/RA?typ_id=0200001 

2. 森林生態系解說影片，教材取自台北酷課雲(youtube 影片)：

https://youtu.be/olMlFBUIhX0 

3. 維基百科動物資料。 

巨嘴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5%93%A5%E5%B7%A8%E5%98%B4%E9%B8%9F 

吼猴：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C%E7%8C%B4 

老虎：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9%8E 

4.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開發，教育部 110年「虛擬實境教學應用教材開發與

教學實施計畫」森林生態系教材。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ront/Forest/RA?typ_id=0200001
https://youtu.be/olMlFBUIhX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5%93%A5%E5%B7%A8%E5%98%B4%E9%B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C%E7%8C%B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9%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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