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至 112 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服務學校 新北市二重國中 設計者 王苡倫、陳玟光 

領域/科目 
英語文、資訊、社會 

實施年級 
國七到國九 

單元名稱 
(文本:Child Marriage 南一 第四冊

第二課 Reading) 

總節數 

課堂時間 

共 12節，540分鐘 

 

小組彈性差異化自學時間約 

120至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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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7 能辨識簡短說明或敘述的

情境及主旨。 

• 2-IV-6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簡易的描述或回答。 

• 2-Ⅳ-8 能以正確的發音、適切的重

音及語調說出基本或重要

句型的句子。 

• *2-Ⅳ-1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

導式討論。 

• 3-IV-12 能熟悉重要的閱讀技巧，

如擷取大意、猜測字義、推

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 5-IV-1 能聽懂、讀懂國中階段基本

字詞，並使用於簡易日常溝

通。 

• 6-IV-1 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練習

活動，不畏犯錯。 

• 7-IV-2 善用相關主題之背景知識，

以利閱讀或聽力理解。 

• 8-Ⅳ-5 能具有基本的世界觀。 

• 9-IV-1 能綜合相關資訊作合理的

猜測。 

• 運 c-V-3 能整合適當的資訊科技與

他人合作完成專題製作。 

核心 

素養 

• 英-J-A1 具備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將學習延

伸至課堂外，豐富個人

知識。運用各種學習與

溝通策略，精進英語文

學習與溝通成效。 

•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

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

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

行推論，並能經由訊息

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

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 英-J-B1 具備聽、說、

讀、寫英語文的基礎素

養，在日常生活常見情

境中，能運用所學字詞、

句型及肢體語言進行適

切合宜的溝通與互動。 

• 英-J-B2 具備運用各類

資訊檢索工具蒐集、整

理英語文資料的能力，

以擴展學習素材與範

疇、提升學習效果，同時

養成資訊倫理素養。 



學習內容 

• Ae-IV-5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簡

易文章。 

• B-IV-5 人、事、時、地、物的描述

及問答。 

• B-IV-6 圖片描述。 

• B-IV-7 角色扮演。 

• C-Ⅳ-4 基本的世界觀。 

• D-IV-1 依綜合資訊作合理猜測。 

•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 英-J-C2 積極參與課內

及課外英語文團體學習

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 英-J-C3 具備基本的世

界觀，能以簡易英語介

紹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及風土民情，並加以比

較、尊重、接納。 

•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

進行溝通協調及團隊合

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 科-J-C3 利用科技工具

理解國內及全球科技發

展現況或其他本土與國

際事務。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人權教育】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所融入之學習

重點 

⚫ 從課本 Child Marriage 閱讀出發，學習重點定調在人權議題上。

除文本外，教師以學生日常的食、衣、住、行、育、樂和人權不彰

的國家作為比較，讓學生從照片中探究出實際差異。教師提出人權

議題藉由同理心與共感原理，讓學生瞭解人權的重要性。(學習吧

/Jamf課堂-教師導學) 

⚫ 學生透過 (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 

1. 自行思考並分組討論。 

2. 查找並深入瞭解國際特赦組織每年提出需營救的人權代表人

物背景、時空與困境。 

3. 透過 google雲端、Canva共編簡報、Padlet、Slido、iMovie

等數位工具，分組設計出可影響他人的作品(雙語融入)。 

4. 實際在課堂、校內或校外展示作品邀請大家關注人權不公的議

題，並對小組作品做出觀察與修正。 

5. 除了各組發想完成的專題外，最後以寫信馬拉松活動作為人權

種子，邀請其他人寫下明信片，共同為人權發聲。 

⚫ 專題完成後，學生可對人權議題、國際情勢、語文對話、人際互動

及資訊蒐集與應用的能力上有所提升，並增加對所處環境的認同

感。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資訊/文件共編/平板 App應用 

國七/公民第六章/人性尊嚴與普世人權 

教材來源 南一/第四冊第二課 Reading /Child Marriage 

自編/人權教材/國際特赦組織網站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教室/投影機/生生用平板/觸控筆/網路/思考九宮格/親師生平台

帳號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內

容 

數位資源:學習吧、google雲端硬碟、Canva共編簡報(使用親師生平

台帳號以利資源最大化) 

APP: Jamf課堂、Padlet、Slido、iMovie、Canva、Nearpod、備忘稿 

應用程式:繪聲繪影、Audacity 

課程設計架構圖 

專題導向學習 PBL-8步驟 

 

 

 

 

 

 

 

 

 

 

 

 

  

學習目標 

第一、二節課 

1.從教師自製投影片中體會不受保護的人權與自由國家之間的食衣住行育樂差異。(2-IV-6+B-

IV-6) 

2.理解課本 Child Marriage 文章中所表達的含意，並預測可能的發展。(1-IV-7+3-IV-12) 

3.反覆朗讀 Child Marriage 文章，並透過數位平台工具自學發音及朗讀聲調。(2-Ⅳ-8) 

4.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網站瞭解每年人權代表所遭遇的困境與問題。(8-Ⅳ-5) 

5.反思後提出想法，透過專題讓大家更加重視人權。(9-IV-1+B-IV-7) 

第三、四節課  

6.以九宮格思考法搭建學生鷹架，具體描繪某一人權代表的故事、背景以及所遭遇的困境。(7-

IV-2) 

7.首次發表後，想法相近的學生同組，進行專題製作的討論與分工。(1-IV-7) 

8.嘗試使用可行的數位工具達成專題目標。(6-IV-1) 

第五、六節課 

9.開始分組共編、共寫、共同製作能號召他人支持的數位作品。(運 c-V-3) 

10.將作品以雙語的方式產出。(5-IV-1+ Ae-IV-5) 

11.解決各種製作時所遇到困難，並進行專題的微調與修正。(6-IV-1) 

 

第七、八節課  

12.以數位工具自行練習發音，反覆練習雙語演說。(5-IV-1) 

13.上臺表演並分享，進行組間提問及互評。(5-IV-1+ B-IV-5) 

Step1 真實問題

(人權議題)

•Child Marriage

•其他國家的人權問題

•性別、種族的人權問題(教師

導學)

Step2 決定專題

•該如何讓大家重視人權問題

•該如何行動做出反應

Step3 擬訂計畫

• 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網站找出每年

需營救的人權鬥士與實際人權問

題(教師導學)

• 透過小組自訂的表現方式擬定營

救影音文案、簡報或劇本等(學生

自訂)

Step4 探究活動

• 瞭解人權不公國家所遭遇的問題

•瞭解各種人權事件發生的成因和

背景 (學生自學)

• 提供9宮格思考鷹架讓學生思考

有所依據(教師導學+學生自學)

Step5 製作產出

•透過數位工具製作成品(小組

合作)

•透過數位平台反覆練習英語

口說展現成果 (學生自學)

Step6 多元評量

•利用數位工具進行組內分享、

留下學習歷程(組內共學)

•組內、組間互評(組間互學)

•作品展現

•口語表述與報告

Step7 反思修正

•各項活動進行時都以數位工

具留下歷程可以反思與討論

•組內或課中分享時亦進行修

正

•指導教師隨時提供諮詢

Step8 成果展示

•於班級、校慶或校外活動以

雙語方式分享專題

•實際邀請參與成果展示來賓

加入寫信馬拉松活動，專題

學生在旁協助來賓以英語撰

寫明信片參加聲援活動



第九、十節課  

14.英語書信寫作介紹。 

15.採取行動~實際撰寫明信片鼓勵專題介紹的人權代表們。(資 T-IV-1) 

第十一、十二節課  

16.辦理成果發表會，以各組自訂的方式將人權概念分享給參與者。(6-IV-1) 

17.協助在場參與者撰寫英語明信片，以寫信馬拉松的方式實際行動，參與人權問題的改善並散

佈人權概念的種子。(C-Ⅳ-4) 

◎備註: 

每位學生可能依據小組分工、自學時間多寡、小組共學與討論狀況，額外多花 2-3.5小時將小組

簡報完成。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課堂紀錄 

第一、二節課 

 

教師導學 

 

 

 

 

學生自學 

 

 

教師導學 

學生互學 

 

引發動機 Warm-Up 

1. 播放人權相關影片和教師自製投影片，讓學生對人權議

題有所認識。 

發展活動 

1. 學生登入學習吧 ，以重點畫記、動畫觀看等方式先進

行課本 Child Marriage文本的學生自學。 

2. 透過 Jamf課堂 、iPad記事本 及觸控筆，初步檢核

學習狀況。 

3. 透過語音檔案與學習吧英文語音辨識功能，學生反覆朗

讀 Child Marriage 課文並理解背後的人權問題。 

4. 引出國際特赦組織網站，關注國際人權現況。 

5. 透過 Padlet應用程式 ，讓所有學生閱讀人權個案並

對當年度個案遭遇發表看法。(國際特赦組織每年介紹

10個人權個案) 

統整與總結 

1. 透過 Slido應用程式 ，讓學生提出想法並進行討

論，實際行動讓大家重視人權。 

評量方式 

⚫ 能理解並說出文本的涵義 

⚫ 能順利完成文本的英文朗讀，並精益求精提升正確率。 

⚫ 能應用資訊軟體學習並參與討論發表，提出可行性高

的實際行動。 

 

 

 

 

 

 

 

15 

 

 

15 

 

5 

 

15 

 

15 

15 

 

 

 

10 

 

 

 

 

 

 

 

教師引導學生 

學習吧(自學+朗讀) 

Padlet 列表討論 

Slido 發表意見 

國際特赦組織網站自學 



第三、四節課 

 

教師導學 

 

 

教師導學 

學生自學 

學生互學 

 

 

組內共學 

 

引發動機 Warm-Up 

1. 教師以人權案例製作 Don’t Let People Define You

投影片並透過提問教學法讓學生瞭解如何分析並介紹個

案。 

發展活動 

1. 教師介紹九宮格思考法，透過此鷹架讓學生進行探究

與自學。透過 Jamf 課堂  、iPad記事本 及觸控

筆，檢核學習狀況。 

2. 學生登入學習吧 ，以重點畫記、動畫觀看等方式進

行人權個案的第二次探究(中英文版海報提供)，並將成

果透過 Padlet 發表並分享。 

3. 選擇相同人權個案者重新配對分組，以 Google 雲端工

具作為小組資料共享之處。 

統整與總結 

1. 依照選定人權鬥士為標準分組後，學生再次分享看法。 

2. 決定小組的分工與表現方式。 

3. 教師呼籲並提醒共編注意事項。 

4. 交代回家蒐集資料下次開始實際共編。 

評量方式 

⚫ 能說出並分享自己的看法。 

⚫ 能透過小組合作完成任務。 

⚫ 能讀懂中英文人權海報上的文字內涵。 

⚫ 能應用資訊軟體學習並參與討論發表，提出可行性高

的實際行動。 

 

 

15 

 

 

 

20 

 

 

20 

 

 

15 

 

 

5 

5 

5 

5 

 

 

 

 

 

 

 

 

 

 

 

 

第五、六節課 能應用資訊軟體學習並參與討論發表，提出可行性高的

實際行動。  

組內共學 

 

 

學生自學 

 

教師導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組間互學 

引發動機 Warm-Up 

1. 學生依照分組結果進行初步討論。(依照選定的人權代

表分組) 

2. 分享自己之前撰寫的九宮格分析表 、Patlet 留言

。 

發展活動 

1. 學生用平板登入學習吧 ，打開之前教師分享的簡報

範本內容做為參考，並重新複習介紹的重點。 

2. 進行 Google雲端、  Canva文件共編、  影片下載及

照片編修等數位工具教學。 

3. 小組內進行分工討論決定每人負責的工作。 

4. 分享各組目標及分工方式，進行組間互學。 

5. 分工後開始製作作品。 

統整與總結 

1. 檢視各組完成狀態。 

 

5 

 

10 

 

 

10 

 

15 

 

5 

5 

20 

 

5 

 

 

 

 

 

 

 

 

 

 

 

 

 

 

 

示範如何介紹個案 

思考九宮格 

學生線上發表與分享 

中英海報對照自學 

學生平台自學 

共編倫理與方式導學 

組內討論與分工 

重新規畫開始製作 



教師導學 

 

2. 透過分享瞭解各組遇到的困難。 

3. 約定各組額外自學及討論的時間，以便教師可針對各組

進行不同的協助。 

評量方式 

⚫ 每個學生都能說出選定人權代表的背景、遭遇的困境、

抗爭後的結果以及想要聲援的方式。 

⚫ 能完成分工後的實質工作並能夠協助其他組員，對小

組作品有一定的瞭解及貢獻。 

⚫ 學會以數位工具表達自己的想法並留下學習紀錄。 

 

10 

5 

 

 

 

 

 

 

 

 

第七、八堂 

 

教師導學 

 

 

組內共學 

學生自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引發動機 Warm-Up 

1. 教師舉例進行英語簡報介紹選定的人權代表人物(典

範學習)。 

2. 請同學分享聽完簡報後的看法。 

3. 教師介紹評分標準並提醒簡報注意事項。 

發展活動 

1. 學生開始練習小組簡報     及影片製作準備   。 

2. 將會運用到的英文單字、語句以學習吧記錄下來。 

3. 教師協助將內容變為學習吧 個人作業，透過錄音功

能學生可反覆聆聽及練習。 

統整與總結 

1. 透過分享瞭解各組遇到的困難。 

2. 約定各組額外自學及討論的時間，以便教師可針對各

組進行不同的協助。 

評量方式 

⚫ 能完成分工後的實質工作並能夠協助其他組員，對小

組作品有一定的瞭解及貢獻。 

⚫ 學會以數位工具自學並能夠反覆練習，留下學習紀錄。 

⚫ 能以雙語方式將想法分享給他人。 

 

10 

 

5 

10 

 

20 

15 

15 

 

 

10 

5 

 

 

 

 

 

 

第九、十堂 

 

教師導學 

 

 

組內共學 

引發動機 Warm-Up 

1. 引導學生了解所處環境對人權的態度。 

2. 引導學生認識世界公民的責任。 

3. 帶入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概念，強調這個專題的意義。 

發展活動 

1. 學生開始分組進行簡報，同組學生用平板協助錄影。 

2. 各組提問並給予建議及優點分享。 

 

5 

5 

5 

 

25 

5 

 

 

 

 

 

小組額外約時間與教師討論 

理與方式 

小組額外約時間與教師討論 

教師提醒口說報告注意事項

項 

理與方式 

針對小組報告公告評分標準 

理與方式 

學生個別化語音練習(英文) 

理與方式 

學習吧反覆聆聽與練習 

理與方式 

SDGs 觀念強化專題內涵 

理與方式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3. 發下寫信馬拉松明信片，並教授英文信件撰寫方式。 

4. 開始進行聲援明信片撰寫並由教師協助進行修訂。 

統整與總結 

1. 透過分享瞭解各組遇到的困難。 

2. 約定各組額外自學及討論的時間，以便教師可針對各

組進行不同的協助。 

評量方式 

⚫ 能完整有信心的表現自己的想法。 

⚫ 能以雙語方式進行簡報或表演。 

⚫ 能給他組建議並欣賞他人作品。 

15 

20 

 

5 

5 
 

 

 
 

 

第十一、十二堂(可分開執行不需連續) 

 

教師導學 

組間互學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引發動機 Warm-Up 

1. 透過學習吧 強化學生優秀表現並對於學生積極聲援

人權的想法及行動給予肯定。 

2. 使用 Nearpod  回顧優秀簡報、影片、明信片作品，並

展示 PBL專題成果。 

發展活動 

1. 帶學生製作其他文宣或展示牌，規劃對外成果發表。 

2. 以學生作品或表演為號召，規劃成果發表會讓學生有

機會對他人展演，並透過活動帶領更多人願意參與寫

信馬拉松活動，實際聲援正視世界人權議題。 

統整與總結 

1. 回顧整個 PBL 專題的難點及歷程。 

2. 學生分享參與心得及成長。 

3. 檢視是否有需要改善之處，為為下次的專題更加完善

的參考。 

評量方式 

⚫ 能透過合作解決遇到的問題。 

⚫ 能實際參與並完成活動。 

⚫ 能接納自己的問題並欣賞他人優點。 

 

10 

 

15 

 

 

25 

15 

 

 

 

5 

10 

10 

 

 

 

 

 

 

 

 

 

 
 

信件撰寫注意事項(英文) 

理與方式 

學生上台發表 

理與方式 

寫信馬拉松 

理與方式 

明信片作品呈現 

理與方式 

學生反思與討論 

理與方式 

Nearpod 回顧統整 

理與方式 

規劃校內及校外活動發表 

理與方式 



 

 

 

 

 

 

 

 

 

 

 

 

 

 

 

 

 

 

 

教學成果 

 

 

 

 

 

 

 

 

 

 

 

 

 

 

 

 

 

 

 

 

 

 

 

說明:以數位方式繳交學習單 說明:Slido學生發表(文字雲) 

  

說明:學生學習吧朗讀練習狀況 說明: Padlet 學生討論(串列) 

  

說明:學生學習吧自學 說明:學生九宮格思考成果 

  

說明:學生積極參與討論與分組 說明:線上共編 

  

說明:學生利用平板及電腦自學。 說明:小組分享實際聲援方式。 

  

說明:針對小組問題給予個別協助。 說明: 學生利用 Canva共編簡報。 



 

 

 

 

 

 

 

 

 

 

 

教學成果  

  

說明:學生共編成果-第 1組。 說明:學生共編成果-第 2組。 

  

說明:學生共編成果-第 3組。 說明:學生共編成果-第 4組。 

  

說明:學生實際上台分享。(全英) 說明:學生錄製影片分享。(雙語) 

  

說明: 學生撰寫明信片。 說明: 寫信馬拉松明信片聲援。 

 

 

說明:學生互評成果分享。 說明:播放成果邀請全校聲援。 

(預計 12 月搭配圖書館活動還可有成果展) 



教師分享與反思 

雖然 PBL模式在全球英語

教學的領域上已有不錯的

實施成效，但這一次能結

合科技化平台學習吧及各

項數位工具的輔助，讓學生透過專題導

向的學習目標，創造出一個更能融合英

語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的學習環境，更重

要的是，這樣的學習不只發生在教室

內，學生們甚至將英語學習的歷程延伸

到教室外的真實世界裡。 

    而面對台灣中學生英語程度 M型化

日益加劇的現象，這次將科技融入英語

教學的 PBL計畫裡，更能完整地實現英

語差異化教學的可能性。學生及教師都

能透過科技平台即時呈現的練習結果及

分享的學習資料而調整更符合個別差異

的教與學模式，而學生也能從一次次認

真練習以及小組內互相合作學習的進步

當中獲得成就感並因此建立起對於使用

英語作為溝通媒介的自信心。 

PBL專題式教學對學

生來說是很完整的學

習方式，學習脈絡清

晰，目標明確，同時

也能給不同學生差異化的發展空

間。在過去的教學環境裡，教師有

這樣的想法卻不容易實踐。 

    這次合作透過科技化平台學習

吧的輔助，以及各項數位工具的幫

忙，我們搭建了一個可以清楚看見

歷程發展、可以共享資訊並允許學

生差異化學習的環境。過程中學生

能夠反覆自學、小組互學，教師也

透過平台分享和後台的數據瞭解學

生個別的學習狀態。 

    雖然時間匆促，仍有部分不足

之處，但以學科為經緯、議題為主

軸，科技為輔助的模式卻也讓我們

看到了師生良好互動的另外一種可

能。 

參考資料 

⚫ 南一，第四冊，教師手冊。 

⚫ 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網站： 

https://www.amnesty.tw/take-action/writeforrights/2022 

⚫ 2022人權代表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user/TWAmnesty/videos 

⚫ 思考九宮格法：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3668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3668


附錄(學習單或其他相關資料) 

一、 教師自製投影片:Human Right. 

 
 

二、 教師自製投影片:Don’t let People Defined you.  



 
三、 教師自製投影片:9 Tips to Gain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四、 教師自製投影片:Write for Rights: Your Words Can Change Lives 

 
五、 數位平台資料節錄 

 



 

 

 

六、 學生數位作品展示 

⚫ 學習吧數位錄音歷程資料(學生從不熟到精熟有數據為證) 

   

   



⚫ Canva共編小組作品 

 

 

 

 

 

 

 

 

 

 

 

 

 

 

 

 

 



⚫ 成果影片連結: (QRCODE)學生作品與學習歷程 

    

聲援 Nasser zefzafi 

(動畫) 

聲援 Yren&Mariana 

(動畫) 

聲援 Chow Hang-tung 

(錄影) 

聲援 Aleksandra 

Skochilenko (錄影) 

 

七、 學生聲援明信片作品 (第一階段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