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設計者 賴璞 

領域/科目 國文領域 實施年級 八年級 

單元名稱 
「好 (ㄏㄠˇ) 」學不倦 

～生活、媒體與文學 
總節數 

共2節，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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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V-4靈 活 運 用 科 技 與 資訊，

豐富表達內容。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

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

與觀點。 

6-IV-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

述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

發表個人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核心 

素養 

⚫ B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國-J-B1運用國語文表情

達意，增進閱讀理解，

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

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

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

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

溝通與互動。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國-J-B2運用科技、資訊

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材，進行檢索、統整、

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

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學習內容 

Bc-Ⅳ-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

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

境、制度等說明。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典章制

度 等文化內涵。  

Cb - Ⅳ -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 鄉里、國族及 其

他社群的關係。 

教材來源 新北市親師生平台、學習吧、聯合學苑、泛科學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八年級校本課程生活媒體與文學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白板、投影機、PPT、IPAD、紙本學習單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容 

親師生平台(學習吧新北特製版)、KEYNOTE、google表單 

ONENOTE Chrome、Safari、PPT、課堂 

學習目標 

⚫ 1. 全力培養閱讀力、思考力、表達力。 

⚫ 2. 建立學生運用跨領域知識，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3.溫故知新，統合之前所學，開始思考並探究真實社會議題。 

⚫ 4.主動尋求多元的詮釋，並試著表達自己的想法。 

⚫ 5.課堂所學之後，鼓勵學生努力做一點改變，成為學得好、做得好、過得

好的新世代。 

 

 



課程架構 
 

 
 

 

 

 

 

 
 

教材舉隅範圍 



教學活動設計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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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即世界 
課前暖身～溫故方能知新～ 

找一找 

   請學生回顧

自己學習吧之前

的 十 四 週 課 程

（國際新聞、報

導文學），並給

同組同學觀看自

己的作業成果，

引起動機。 
 

學生自學 
一、讀一讀（閱讀力） 

  
１以學生最熟悉的路徑「親師生平台」—「聯合學苑」—「專題專欄」

—「媒體識讀」，請學生安靜閱讀三篇指定文章。 

第一篇:認識聲音媒體（https://udncollege.udn.com/6945/） 

第二篇:媒體的民主角色（https://udncollege.udn.com/7301/） 

第三篇:媒體識讀的三要與三不要（https://udncollege.udn.com/7184/） 

 

２結合近日上過的資訊課程第 5 章媒體與資訊科技相關社會議題（翰林

版），請同學兩人一組簡單分享自己對不同媒材的看法。 

使用 學習表現 

 
資訊課本第５章（翰林版）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

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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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吧 

自建課程

前14週 課

程 

（生活媒

體 與 文

學） 

 
 
 
 
 
 
 
 
 
 
 
 
 
APP:課堂 

親師生平

台中的聯

合學苑文

本 

AIRDROP 
 
 
 
 
 
 
 
 
 
 
 
 

https://udncollege.udn.com/6945/
https://udncollege.udn.com/7301/
https://udncollege.udn.com/7184/


二、 看一看（好,不容易） 

使用平台 學習表現 

 
5-Ⅴ-4  廣泛運用資訊網絡蒐集、分析資

料，提高綜合學習和應用能力。 

 

活動名稱Ａ:廣告與議題 

（廣告的力量） 

將含有社會議題的廣告海報放置在

學習吧的「書籍素材區」（或直接使

用智慧大屏幕、AIRDROP、課堂 APP

指引），議題海報可以精準撼動人

心，引發學生思考社會議題。 

來源:41 個最具力量的社會議題廣告， 

讓你無法不停下來想一想

(https://www.pinterest.com/pin/344736546468203309/) 

 

活動名稱Ｂ:YOUTUBE 與議題 

（影音媒體的力量） 

影片名稱: (What would you do?) 

當你看到流浪漢被店家趕出餐廳， 

"你會怎麼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YFearUwbg) 

建置作業區，引導學生思考影片中

眾人對待流浪漢的態度，回饋自己

會是影片中的哪一種反應？依此類

推，面對社會真實議題時，自己是

冷漠旁觀者？ 還是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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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

台 

學習吧作

業區 

Youtube  

AIRDRO

P、 

課 堂

APP 

 
 
 
 
 
 
 
 
 
 
 
 
 
 
 

https://www.pinterest.com/pin/3447365464682033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YFearUwbg


組內共學 

三、畫一畫（合作力） 

使用 學習表現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個人見解。 

 

活動名稱:我們與世界的距離 

教學小技巧：討論前，教師可先引導

學生「發表，是吸收的利器」,而

且,「我們」比「我」大 

步驟１分組合作，先討論、票選出大

家最關心的社會議題，進行討論。 

步驟２再（採用平板 KEYNOTE、備忘錄、ONENOTE 或紙本）共同合作

畫出一張宣傳海報，表達你的理念 

步驟３上傳至老師要求的作業區 

 

學生作品舉隅 

厭食症議題                             性別平等議題 

 

 

 

 

酒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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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互學 

三、 選一選( 投其所好 )  

使用 學習表現 

 

6-IV-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個

人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情境設定:走過海報走廊的我 

（教學引導:這不是三顧茅廬的時代，而是毛遂自薦的時代，做任何

議題都一樣） 

 

步驟１老師請各組組長，將各組海報整理成匿名的作品集，透過共

用表單，與協作者共同編輯表單放置在 google 表單中 

 

步驟２讓同學假想自己正行經一條「海報看板走廊」，同學們先討論

有哪些向度是最重要的，全班再匯整，結論如下: 

1「吸睛度」 

（我會多看兩眼） 

2「表達力」 

（主題鮮明、一目瞭然） 

3「思考度」 

（我會思考、甚至心

動…） 

 

再請各組組長共作成表

單，傳送連結，讓同學勾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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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吧 

 
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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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公告投票結果(可立刻直接

秀出 google表單統計的長

條圖)，用清楚的統計數據

教育學生:「數字會說話」 

 

 

四、講一講（好說好說） 

活動名稱:跑台任務＋黃金圈 

 

步驟１請各組留組長在組裡負

責說明自己組別關注的議題。 

步驟２其他同學輪流至其他組

別去聽聽組長們的介紹 

步驟３請各組組員回去回饋各組所見所聞 

（＊跑台：原本是醫學院「從一題跑到下一題」，

在有限的時間裡訓練學生的課程，敝校自然科教師

常使用這樣的課程，這次嘗試放在這場議題課程

中，發現學生的確會非常熱烈參與。 

＊黃金圈：由核心理念（Why）開始思考，然後向

外思考如何實現（How）、最終呈現出的結果

（What）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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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

台 

學習吧 

 
搜尋引擎 

 



教師導學 

五、我思故我在 

～思考社會議題：「何處不好」 

核心概念: 是議題? 還是問題?  

 

教師引導內容: 

會被畫上海報來探討，都是因為

發生「問題」，才會成為「議

題」。這些議題，無法解決它的人，覺得它很麻煩；但能好好正向

面對、解決，或許它反而是個了解彼此的好機會。 

 

 

 

 

第 二 節：問題解決課程～轉念與行動 

 
課前暖身～課程回顧 

檢討上週作業，同時由全班討論

後（老師要暗示、引導），建立

共識：我們不能只陷在眾多社會

議題的盲點中，身為國中生，至

少從自身亮點做起。 

 

學生自學 
一、讀一讀（閱讀力） 

使用 學習表現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

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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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平

台 

學習吧 

平板課

堂
AirDrop 



 

三篇文本名稱: 

1疫情，讓美國青少年好憂鬱 

來源：聯合學苑好讀周報 678 期

https://udncollege.udn.com/14159/ 

 

2用科技改善生活 

來源:聯合學苑好讀周報 667 期 

https://udncollege.udn.com/12584/ 

 

3自信能改變社會 

來源:聯合學苑好讀周報 635 期 

https://udncollege.udn.com/9786/ 

 

步驟 1 發下平板，要求學生先養

成檢查硬體的習慣，確認公用物品有無損傷。 

步驟２明確指示登入路徑（八年級學生已使用過「新北市親師生平

台」）ＳＳＯ（校務行政系統）→親師生平台→聯合學苑→好讀周報) 

步驟 3 限時安靜閱讀，練習透過線上學習單閱讀自學、整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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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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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 

https://udncollege.udn.com/9786/


組內共學 

二、想一想 （理解力） 

每組皆需在時間限制內完成初階

版或進階版任務，組內相互討

論。  

討論時間結束後，各組互相分

享自己組內討論出來的答案，

增進對文本的了解。 

 

 

三、寫一寫 

使用 學習表現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

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步驟 1 明確指示登入路徑ＳＳＯ

（校務行政系統）→親師生平台→

學習吧→生活媒體與文學 

步驟２限時完成「我想做一件事，

能讓這世界變得更美好」 

 

組間互學 

步驟 3 教師直接用投影設備（例如 mirror365）將同學答案投影至

班級螢幕，如同宣告：我要努力讓世界「有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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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學 

四、我思故我在 

核心概念:轉念與行動 

小小的我，也可以努力讓世界更好

（適合搭配班級經營） 

教師以提問或講述 

引導學生面對「真實生活情境」，建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習慣。 
 

 

課堂一隅記事 
 

活動「海報走廊」中，師生都建立了共識：議題海報最終極目

標就是「打動人心」。結果「心動」（我會因而思考這個主題）向度

普遍所有作品都拿不到高票，但最高票的，竟然只是一張手繪上傳

的作品，既不亮眼，老師一開頭也沒特別留意到。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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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動」項目得票數幾乎得到全班票數 

 

 

因為課堂時間有限，這張圖片甚至連色彩都沒有，只來得及用鉛筆

描繪就得拍照上傳。但開放同學票選時，竟然在一眾電腦繪圖、色

彩絢麗對手中，脫穎而出。老師也頗感驚訝與困惑，立刻用學習吧

建立即時的課間活動，請投它一票的同學立刻上傳想法至大屏幕。 
 

 

即興的課間活動，學生回應的成果真誠而有感，整理如下:  

 

 

 

 

    
      
      

      不  ，  ，
    的，  的。
     ，我 為 得 
    而多   ，  ，
心   一   的   



 

 

 

 

決定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是靠能力，而是靠我們的選擇 

～這堂課，老師看到很多孩子選擇「善良」，這感覺很好！ 

 

 

 

 



伍、教師反思 

一、滿心期待 → 課堂焦慮→ 解決之道～轉彎 

  此章節課程，是走了一整年的平板課程「生活媒體與文

學」最終章，也是我們當初期待最高的「深入剖析社會議題」。 

 

最初，我們很「貪心」！我們一致幻想有「知識法拉利」般快

速的平板，加上設計精良的教案，到了八年級下學期最終章時，我

們的學生應該已經建構了最完整的理性社會判讀能力：他們不但能

讀完，還能讀懂、讀通、還能有自己的想法；他們不但能說出自己

的想法，他們還能證明自己的想法；他們會對社會議題有感，卻又

不受假新聞誘惑；他們不再是嗜血無腦的酸民，會成為有感度有知

能的成熟網民……教育不正該如此美好嗎? 



結果，初期的理性科學課程真的能近乎百分百扣合、按部就

班。但是接下來到了下學期的客觀社會思辨時，正好遇到烏俄戰爭

開打，國際新聞的份量又

被我們忍不住加重再加

重，添加再添加，時間幾

乎完全壓縮到原本預定的

第二段「報導文學」。 

學生的時間是固定

的，無法為一門課擠出更

多時間心力，老師們太多

跌跌撞撞，最終章，勢必

調整。老師不能那麼貪

心，想要求學生 

３６０度全然無死角的成

長。經過多次協調討論與

磨合，我們目標對準朝向

「好」的方向：好學、好

心、好態度…方向對，一

定好！ 

 

 

 

 

 

 

 

 

烏俄戰爭後， 

大家集思廣益， 

結果課程愈來愈大包 



二、凡事豫而立，不豫則廢 

跨域備課，知識爆炸 

人人都有兩把刷子，十多位老師共備的結果，至少產出二十把

以上的刷子。我們的計劃真的十分豐富，豐富到我們自己都興奮不

已，人人都覺得自己成為良師人師，造就了學生。 

但是，學生畢竟是小孩，給了太多就開始消化不良，連老師們

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也是惴惴不安。 

 

 

共同備課，不是只有見了面、坐在一起，才叫「共同備課」。真

正需要共同備課的，是授課時碰上困難時。 

 

 

三、斷捨離～竟然成了老師們的一份功課? 

 

有時候，不是課程不好，而是學生跟不上。此刻，就很需要一

起坐下來「斷捨離」，把課程中太沉重、太多人跟不上的部份，去蕪

存菁。甚至，是拉長我們課程的「壽命」，把課程中很重要，但不合

適八年級學生心智年齡的部份，拉成暑假作業，或下學期預定課

程。這一切，若無共同備課，是無法達成的。 
 

 



 
 

 
 

 
 

四、問題解決，有時真的可以在課堂解決 
 

課程進行時，正值校外教學旺季，某班的導師跑來求援。事由是班 

 

上學生為了房間的分組問題，紛爭不休，無人願接納特教生。全班 

 

吵鬧者有之，冷戰者有之，拒絕溝通協調的更是所在多有，幾乎就 

 

是直接進入活生生霸凌議題…。該班導師正好知道我們的課程上到 

 

「轉念與行動～小小的我，也要努力讓世界更好」，前來求援，希望 

 

老師能用比較委婉的方式，引導班級解決目前問題。 
 

課程唱高調容易，生活實踐一步都難。 
 

但是，教育就是在生活中實踐才有價值。老師得善用平板上孩 

 

子們寫作業的契機，非常大力鼓勵正向、包容性強的回饋。努力， 

 

還是會有一點點成效的哦! 



 
 

 

 

 

 

 

雖然畢旅分組並非我們的課程，但是

能夠在生活中，真的實踐了課程中的

一點精神，感覺這課程就被賦予了

真實的意義，真好！ 

 

 

 

 



結語 

「好學不倦」，說的不只是學生，更是引導學生的老師！ 

以前，總覺得是老師帶領學生「走出舒適圈」、突破自己的畫地

自限、勇於嘗試、激發潛能、面對問題……。但是，其實只要老師

願意開始用平板上課，老師自己每天就都在「走出舒適圈」、突破自

己的畫地自限、勇於嘗試、激發潛能、面對問題……，基本上，老

師天天都在 Reset！ 

臺灣的教師年齡結構在過去有很大的變化，高齡化是必然的趨

勢。時代不停在轉動，

國中生的教育關鍵期卻

是有期限的，不留心就

過期了。 

尤其是當「生生有

平板」的時代降臨後，

真的是「師師要前進」

啊！借取一段同事間共

同備課的群組對話（右

圖）來做結。 

身為老師的我們，

必須更努力「好學不

倦」，接收新事件、新

視界、新世界，幸而敝

校諸多好同事，都是願

意把大量時間花在學生

身上的。筆者相信，時間花在哪，價值就在哪。因此，這批跟老師

一起在平板課程好學不倦的學生，一定能學得好、做得好、過得

好……成為這個新時代最有價值的學子！ 



 

書籍 

１溫美玉素養趴（親子天下）作者：溫美玉 

 

２讓老師自由:教人不教書（博雅書屋）作者：黃慶祥 

 

３自主學習成就解鎖：帶你找到最想學、打造獨 學習歷程（親子天下）作者：葉士昇 

 

４探究式閱讀：黃國珍的閱讀進階課，從自我提問到深度思考，帶你讀出跨域素養力

（親子天下） 

 

 

文章 
 

1認識聲音媒體 

 

（https://udncollege.udn.com/6945/） 

 

2媒體的民主角色 

 

（https://udncollege.udn.com/7301/） 

 

3媒體識讀的三要與三不要 

 

（https://udncollege.udn.com/7184/） 

4疫情，讓美國青少年好憂鬱 

https://udncollege.udn.com/14159/ 

5用科技改善生活 

https://udncollege.udn.com/12584/ 

6自信能改變社會 

https://udncollege.udn.com/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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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  作品舉隅 

 

 

 



 

 

 

附件二:表單統計 

 



 

 

 

 

 

 

 

附

件三:學生回饋作業舉隅 

 

 

811 鄧芸宜 

我覺得最弱的是我們班 21 號的作品<眼見不一定為實> 

第一只有表面上的字而已，無法使人產生更深的【感染力】 

總感覺僅僅是敷衍了事罷了 

但或許只是拍攝上的不足而已 

 

第二顏色不夠鮮明清楚 

無法在我們路過走廊時 

不足以吸睛到我們的眼球 

光是人物形象就不太撼動人心 



個人覺得想做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海報 

就必須要在作品上花費功夫 

當自己花費心力努力用功做出的好作品，肯定能夠得到賞識的 

所以個人建議要多花費心力 

體現出極為迫切想要大眾能夠明白你的議題 

使大眾心中不禁心動震撼的感觸，才是一部好作品。 

 

811 黃鈴容 

我覺得最弱的海報是對殘疾兒童跟戰爭垂死的人按讚那一張，這議

題有很多不確定因素，首先，人們會按讚有時是因為不能為那些人做到什

麼，所以轉而在文章上按讚支持他們，也許這議題覺得人們按讚是因為他

們支持戰爭⋯各種荒謬的原因，但人們不是他所想的那麼壞。第二我有時看

到這種議題我會覺得除了按讚，不然我要做什麼，因為我只是個學生，我

不能捐款，總也不能叫爸媽捐，我難道要去路上隨便找一個人跟他說請捐

給難民錢嗎，我只能按讚給予他們肯定而已。還有那些貼出照片的人，目

的大多就是要我們了解戰爭或是殘疾兒童的難處，我們給了讚和觸及，也

是為了把他頂到最上面，讓更多人看到這篇文章，也沒有很大的問題。 

 

再來是最有力的海報，我覺得最有力的海報是反對槍械合法化的議

題，因為在美國或是其他地方都有槍械合法化，這代表人們只要一不爽，

就能拿著槍到公共地區大肆掃射其他人。就算他一個人最後得到死刑，也

換不回來十幾條人命，而且他拿了微小的東西來製造對比，非常令人震

撼，健達奇趣蛋跟小紅帽的書竟然被禁止，純粹是因為一個兒童可能會誤

食跟故事裡有紅酒，槍械跟健達奇趣蛋對比差距十分顯而易見，一把槍對

大眾的危害遠遠勝過健達奇趣蛋，更何況有可能家家戶戶都有一把槍，每

天都要生活在危險之中，是個需要受到關注的議題。看了這海報我同時也

覺得很慶幸自己生在臺灣，因為臺灣是禁止槍械持有的，我之後查了一

下，我看到台灣是最安全國家的 Top2，我覺得正是因為沒有槍械持有的問



題，才造就了現在的台灣吧。 

 

 

811 蕭亦倫 

我覺得最無用的海報是開車不喝酒的那張海報,因為他光標題就很普

通,然後字體又很小,上面就寫著: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連看一眼的想法都

沒有完全沒有讓人有種心動的感覺,感覺就是上見到的那種被遺棄在馬路上

的宣傳單,畫這個海報的人,如果還有這個活動,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認真做,建

議他可以先從議題下手,因為他們選的素材太爛了,然後字可以再大一點,也

可以再加一點插圖,變得格外吸睛 

 

我覺得最棒的海報是兩隻狐狸看著櫥窗前的那件大衣,這張圖片不禁會

讓人想湊過來看一下它究竟是想要表達甚麼含意 而且他畫的非常可愛,藉著

那件大衣來隱含出動物們看著自己的家人被殺害後拿去當人類的日常生活

品,並提醒我們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的這個理念,簡單的一幅畫就可以表達出

一個出要的理念,讓我十 分得佩服 

 

這張狐狸的圖片讓我們知道出動物們看著自己的家人被殺害後拿去當

人類的日常生活品,並提醒我們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的這個理念,其實我們可

以試著換位思考一下假如我們今天是動物的話,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家人慘

遭殺害而就只是為了製作一件大衣,我們的心情又會是如何呢?肯定是無法

想像的,所以我們真的應該好好反省自己的行為並且進一步的思考要怎樣才

會不破壞到大自然的生態呢?我覺得可以試試人造的棉花或是人造絲布之類

的吧 

 

 

812 歐鈺禎 

我覺得最有力的作品是我們班 2 號 7 號 20 號的作品<動物與環境議題> 



如果以我主觀的想法來說 

我是一個愛好動物的人 

所以光是這點就非常吸引我 

以客觀而言來說 

第一因應環境在人們的摧殘之下 

造就了不堪入眼的場景，就足以使人產生自責的心理 

因心理因素來說的話，人類的摧殘與消耗大自然資源早已使人痛徹心扉許

久了 

第二間接帶入動物議題就使人感受到雪上加霜的責備感了 

環境與動物的結合形成一張[看似沒說些什麼，卻又說盡了人類對於環境與

動物的惡劣] 

這種巧思足以讓人在心中留下很深刻的痕跡 

簡約大氣又不失內容的豐富性 

使我看了十分的精彩!!! 

 

 

812 黃麒嘉 

我覺得最弱的海報應該是俊廷畫的那張，因為他的想法完全是很久以前

君王的想法，去征服別人的領土，引發戰爭，來維持和平，我認為這是個

很糟糕的想法。(應該是這張) 

我覺得最有力的是禹博畫的那張，雖然不是很有細節的海報，但有明確

的方向，讓欣賞的人能一眼就明白這張海報所要表達的東西，裡面有畫工

廠排廢氣，和地球融化的樣子，這就可以讓人了解他在講全球暖化的的部

分。 

對於我覺得最有力的那張海報，我覺得再讓常生活應該要節能減碳，用

電量減少，出門多搭大眾運輸工具，並珍惜物資，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附件四:初階版學習單（來源：親師生平台 聯合學苑好讀週 任務學單） 



 

 

 

 

 

附件五:進階版學習單 



 

 

 

 



 

 

 

 

 



 

 

 

 

 

 



附件六: 

 

 

 

 

 

 

 

 

 

 

 

 



附件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