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至112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111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文德國小 設計者 曾筱喻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英語 實施年級 六年級 

單元名稱 How can I get there? 總節數 共6節 (240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總綱/領綱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
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
基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

人英語文能力。 

6-Ⅱ-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 
◎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練習活

動，不畏犯錯。 

6-Ⅲ-5 樂於接觸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7-Ⅲ-1 運用已學過字詞之聯想以學習新

的字詞。 

◎ 9-Ⅲ-1 能夠將所學字詞做簡易歸類。 

9-Ⅲ-3 能綜合相關資訊作簡易的猜測。 

 

【語言知識】 

Ad-Ⅲ-2 簡易、常用的句型結構。 

* ◎ Ae-Ⅲ-1 簡易歌謠、韻文、短

文、故事及短劇。 

【思考能力】 

◎ D-Ⅲ-1 所學字詞的簡易歸類。 

D-Ⅲ-3 依綜合資訊作簡易猜測。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的

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考

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 5-Ⅲ-2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

應的書寫文字。 

5-Ⅲ-3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基本字詞

及句型，並使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5-Ⅲ-5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

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語言知識】 

Ad-Ⅲ-2 簡易、 常用的句型結構。 

【溝通功能】 

B-Ⅲ-2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生 

活溝通。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 說、讀、寫

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

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

簡易日常溝通。 

 

*3-Ⅲ-7 能看懂繪本故事的主要內容。 

7-Ⅲ-2 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意

義。 

◎ 9-Ⅲ-1 能夠將所學字詞做簡易歸類。 

9-Ⅲ-3 能綜合相關資訊作簡易的猜測。 

【語言知識】 

*Ae-Ⅲ-2 繪本故事、兒童短劇。 

【思考能力】 

◎ D-Ⅲ-1 所學字詞的簡易歸類。 

D-Ⅲ-3 依綜合資訊作簡易猜測。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英-E-B2 

具備使用各種資訊科技媒材

進行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增

進英語文聽說讀寫綜合應用

能力及文化習俗之理解。 

資 a-III-1 能了解資訊科技於日常生活之

重要性。 

資 p-III-1 能認識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

想法。 

資 T-III-5 數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使用 

資 T-III-9 雲端服務或工具的使用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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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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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資訊、社會、數學 

教學媒材資源 

 主要教材 
何嘉仁 eSTAR5 Unit 1 Where are you going? 

何嘉仁 eSTAR7 Unit 2 How can we get to Taipei 101? 
 

 補充教材 
We all go traveling by 英語歌曲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故事繪本 
 

教學設備 ipad 共30台 /觸控大屏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 

app：Keynote 
網站：親師生平台資源 
(Cool English Bookflix 專區、學習吧、積點趣教室) 
Youtube 影音媒材：歌曲媒材、繪本故事導讀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在生活中或媒體上注意到學過的英語(6-Ⅲ-4)。 

2. 學生能接觸、欣賞英語教科用書之外的各種英語學習材料(6-Ⅲ-5-1)。 

3. 學生能樂於閱讀課外英語繪本，並嘗試誦讀其中字句(6-Ⅲ-6-1)。 

4. 學生能在生活中接觸英語時，樂於探究其意涵並嘗試使用(6-Ⅲ-6)。 

5. 學生能將所學字詞做簡易歸類(9-III-1)。 

6. 學生能綜合相關資訊做簡易的猜測(9-III-3)。 

 

 

 

 

 

 

 

 

 

 

 

教少學多 
學生透過分組討論思考分類統整分享
等方式，進行學習重點的釐清，並以
實作方式思考並解決問題。 

先學後教 
學生閱讀繪本或聆聽歌曲，學習新內
容並結合學習吧教學平台進行學習。 

以學定教 
根據學生聆聽閱讀及理解學習的表現，
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並引導學生討論
本單元的學習重點(選擇使用交通工具) 

減負增效 
教師利用學習吧教學平台檢核學生
學習成效(書籍畫記及形成性評量)，
評定及回饋提示重點。 

學生自學

(定標)

組內共學

(擇策)

教師導學

(調節)

組間互學

(監評)

連結生活素養˙加強情境應用 
完成 PBL任務 

最佳交通大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使用軟體及 

數位資源 

引起動機 Warm-up 

第1節 

Song time：We all go traveling by & word fun 
教師導學/組內共學 

1. 老師播放補充歌曲 We all go traveling by ，請孩子聆聽並找出目標單字(交通

工具)及排出順序。 

2. 各組發下一台平板給學生使用，教師將需分類的 Keynote 簡報 airdrop 給學

生，請學生一起將字彙做分類，分成 air / land/ water 不同類別。請學生跟同

組員討論自己的分類，完成活動，進行字彙複習及深究理解。 

3.學生分組討論內容後，教師與學生討論完成的結果，並請各組學生將簡報

投影在大屏上做檢討確認，於『積點趣教室』上給予加分。 

 

 

 

 

 

 

 

 

 

 

學生自學 

請學生從新北市親師生平台登入，開啟『學習吧』平台，利用『影片』連結

聆聽歌曲及完成書籍畫記的歌詞填空練習。另外，網站連結 Liveworksheet，

學習速度較快的學生到 Liveworksheet做相關的延伸學習(結合差異化教學)。 

           
 

 

 

 

 

 

 
發展活動 Introduction & Practice 

第2節 

Can we get there on foot?  
組內共學 

請學生分成兩兩一組，並和同學利用 Keynote簡報進行問答練習活動。 

Where are you? 

I’m at the 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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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 get to the bookstore on foot? 

Yes, you can. / No, you can’t. 

    
 

 學生自學 

請學生利用 Keynote 模板檔案，利用 google map 搜尋老師指定的地點，完成

Q&A練習及內容應用，完成之後將檔案上傳學習吧繳交。 

 

    
 

組間互學/教師導學 

教師根據學習吧學生繳交的檔案，檢視學習成效，提示並指導關於各位同學

的書寫內容，再次強調學習重點。依各組的學習狀況於『積點趣教室』上給

予加分。 

 

 

延伸活動 Production 

第3節 

Story time: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教師導學 

請所有學生登入 Cool English閱讀的 Bookflix

專區，教師導讀故事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請個別學生逐頁讀故事內容，並進

行內容討論及線上練習。 

 

學生自學 

請學生登入學習吧打開書籍『畫記』，完成繪本閱讀之相關練習，進行閱讀

理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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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Let’s Find Out!  

The way to school in different countries! 
學生自學/組內共學 

請學生登入學習吧『影片』連結觀看記錄片

預告片 On The way to school，再利用 google

搜尋圖片，打關鍵字 Children go to school in 

Japan，找找其他國家小朋友上學的圖片，並

張貼在 padlet平台上做分享，利用目標句型

Children go to school by metro in Japan.做文字

描述 

 

 

組間互學/教師導學 

學生觀看 Padlet平台彼此分享的內容，並進行互評。教師提示並指導學生呈

現的內容，再次強調學習重點並就學生表現於『積點趣教室』上給予加分。 

5分：圖片新意且正確語句描述。 

4分：圖片符合主題且正確語句描述。 

3分：圖片符合主題，且包含語句。 

2分：圖片些許不符合，語句有少許錯誤。 

1分：僅有圖片沒有語句。 

 

此外，利用 Hopper the explorer https://experiments.withgoogle.com/hopper 找出

相關的國家位置，讓大家跟著 Hopper去旅行，看看當地的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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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periments.withgoogle.com/hopper


總結評量活動 Wrap-up 

第5-6節 

組內共學 

How can I get there? 
將 Keynote模版放在雲端給學生下載，並引導學生使用模板完成簡報任務。

請學生選擇一個台灣的目的地，運用 google map查找路程(此部分結合社會

領域)，並且考慮所花費的時間及金額(此部分結合數學領域)，選擇最合適的

交通工具，完成『最佳交通大搜查』的簡報。 

使用積點趣教室將學生分成3-4人為一組，互相協助完成簡報任務，並根據自

己的內容練習口語描述，和同組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作品。 

 

    

 
 

事先完成的學生可以到 Cool English的『Bookflix專區』進行自由閱讀時光

或是『打歌學英語』專區聆聽歌曲學習(結合差異化教學)。 

 

 

組間互學/SRL成果 

學生差不多都完成簡報後，老師邀請幾位同學上台做分享，讓學生進行口語

表達及聆聽學習，透過組間互學彼此欣賞，教師根據學生的分享再提示學習

重點。最後學生利用一些時間，進行簡報內容的口語錄音，並且將簡報輸出

成影片，上傳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作業區。 

 

本單元最後請學生登入學習吧『測驗』進行牛刀小試1回，檢視學生對於主

教材單元的學習成效(此部分為形成性評量)。完成後即可觀看各國交通工具

比一比、吳鳳街鬼的補充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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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記錄 

 
 

Warm-up 暖身活動 

學生使用 Keynote 進行單字挑戰任務，將交通工

具分類。 

Warm-up 暖身活動 

使用學習吧書籍劃記功能，請學生完成歌詞填

寫，並練習字彙 spelling 

 

 

 

 

 

 

 

 

 

 

 

Practice 練習活動 

學生利用 Keynote 融入目標句型分享。 

Practice 練習活動 

學生兩兩一組，使用 Keynote 進行 Q/A 練習活動 

  

Production 延伸活動 

課外補充閱讀，融入 Bookflix 閱讀專區媒材 

Production 延伸活動 

閱讀理解補充練習，利用學習吧書籍劃記 



 

 

 

 

 

 

 

 

 

 

 

Production 延伸活動 

在網路上搜尋 Kids go to school around the 

world 相關的素材 

Production 延伸活動 

學生將自己找到的素材，分享在 Padlet 平台 

 

  

Production 延伸活動 

利用 Hopper the explorer 找出國家位置 

Production 延伸活動 

跟著 Hopper 去旅行，看看世界當地地景。 

  

Wrap-up 延伸活動 

學生使用 google map 等工具完成最佳交通工具

搜查的簡報任務 

Wrap-up 延伸活動 

學生利用 google map 路線規劃查找資料 



  

Wrap-up 延伸活動 

學生找尋目的地，將地圖截圖修剪並加入簡報

中。 

Wrap-up 延伸活動 

學生在簡報中加入口語錄音分享 

  

Wrap-up 延伸活動 

學生進行組內共學，和同組同學討論簡報內容。 

Wrap-up 延伸活動 

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簡報內容 

  

學生作品分享 

學生查找世界各地孩童上學的方式，並在 padlet

上分享。 

學生作品分享 

學生完成簡報錄音，輸出成品，上傳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學生作品分享 

學生 p.1簡報內容 

學生作品分享 

學生 p.2簡報內容 

 

 

 

 

 

 

 

教學 

心得 

 

與 

 

省思 

1. 專題式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簡稱 PBL)課程特色為具有真實性的主題，又

以問題導向為學習之核心，模擬真實情況的問題，做為課程組織中心和學習情境，

以刺激學生學習、引導學生探究而發展未來實務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學習

transportation 此單元，除了交通工具之外，課程中包含地點、路線規劃及交通工具選

擇等等，整合舊知識及結合新內容，將學習內容類化應用到生活情境中。 

目標學習任務為交通工具搜查：從真實生活情境中的地點為例，發掘探究合適的交

通工具，並且進行問題思考及解決，計算出所需要的花費和時間(此部分連結金錢及

時間的先備知識)，並且配合口語發表，說明決定此交通工具的想法。 

 

2. PBL融入四學模式—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共學、教師導學，透過討論、探

索、自學、共享等方式，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與探究歷程，以提升學習動機，達到

共好，並促成其對新舊知識的關聯。此外，以小組學習模式進行，在小組內必須相

互協助互動解決目標問題，學生之間可以學習有效解決問題，進而分享彼此的學習

心得。教師須以引導者角色適時介入參與討論，並提供適當的回饋，以幫助學習者

釐清思考過程產生的問題， 

 

3. 除了欲達到的學習目標內容外，本課程做跨領域的整合，強調人與社會的連結，

融入閱讀素養及國際教育，將世界帶進教室，討論各國上學的交通方式，以及判讀

各個相關國家的位置，進一步認識當地的地景。此外，於課程之中使用『學習吧』

平台，有利將學習資源及素材作完善的整合，配合測驗功能與書籍畫記等功能，能

讓教學更有效率，達到自學和導學成效。 

 

4. PBL首重實作學習，是「做中學、學中做」的靈活運用，讓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

對未來挑戰，學習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實作」將知識、技能、態度整合

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的，不應只偏重知識方面；脈絡性，課程應結合生活情

境、案例、現象進行學習，更朝向理解式的學習、意義感知的學習。本課程將「知

識」結合「實作」活動，設計學生能夠將所學付諸於生活中的活動內容(地點選擇、

交通路線規劃與交通工具決策)，以實際參與的方式進行學習，有助於學生將課堂中

學習的能力應用於生活中。再者，在實作過程中，學生透過合作學習等方式促進小

組討論、同儕協助(何者為合適交通工具)，以達到學習成效。學生在組內共學過程



 

 

 

    

中，運用教師建置好的思考模板，探究並查找相關資料進行資料的整合。組間互學

的過程中，能一同思考並解決問題，彼此探究及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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