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112年度國中小資訊科技優良教案徵選實施計畫 

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設計者 蘇宇薇、郭舒文 

參加組別 □程式教育組        ▓人工智慧組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閱讀推動教育 實施年級 三年級 

單元名稱 與用 AI 共創童話魔法 總節數 共五節，200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

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

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 6-Ⅱ-7 找出作品的錯誤，

並加以修改。 

⚫ 資議 t-Ⅱ-2 體會資訊科技

解決問題的過程 

⚫ 資議 p-Ⅱ-1認識以資訊科

技溝通的方法。 

⚫ 資議 p-Ⅱ-3舉例說明以資

訊科技分享資源的方法。 

核心 

素養 

⚫ 國-E-B2理解網際網路和

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

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

的範疇，並培養審慎使

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 國-E-A3運用國語文充實

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

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

題，並探索多元知能，

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

生活適應力。 

⚫ 自-E-B2能了解科技及媒

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

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

技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

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

的資訊。 

學習內容 

⚫ Ad-II-3 故事、童詩、現代

散文等。 

⚫ Ca-Ⅲ-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

技演進、環境發展的文化內

涵。 

⚫ 資議 T-Ⅱ-1 資料處理軟體

的基本 操作。 

⚫ 資議 T-Ⅱ-2 網路服務工具

的基本 操作。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 閱E7 發展詮釋、反思、評鑑文本的能力。 

⚫ 閱E5 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位閱讀能力。 

⚫ 閱 E6 發展向文本提問的能力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 閱讀的歷程：讀者應具備基本的獲得資訊及整合資訊的能力；以及

進階的詮釋、反思、評鑑文本的能力。 

⚫ 閱讀能力：應具備足夠的字詞彙及文體知識以擷取文本的知識理

解，讀者應能依據各種文本媒介的形式與內容靈活調整其閱讀策略 

以正確理解文本的訊息。 

⚫ 閱讀的媒材：讀者能使用不同的文本傳播媒介例如紙本、數位文

本、或搭配影像、圖片等。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資訊議題、閱讀素養議題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iPad、繪本、海報紙、觸控大屏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容 

X-Mind、學習吧、一眼看天下、Padlet、翻譯 APP 

chateverywhere (https://chateverywhere.app/zh)  

學習目標 

★能學會圖書資訊教育綱要中的三綱要面向： 

 

1、圖書館利用：能認識及運用自主學習的資源 

2、閱讀素養：(1)運用策略閱讀媒材，能使用故事結構圖與心智圖，閱讀並整理故事大 

              綱。 

          (2)運用多元形式發表閱讀成果，能透過與AI協作創作故事並完成繪圖。 

3、資訊素養：(1)能樂於參與組別討論、進行合作學習，並透過不同機制尋求專家意見。 

 (2)從問題思考、資料搜尋與完成報告的過程中，了解問題解決模式的各項

技能。 

(3)運用資訊素養的各項技能，活用資訊、創建新知。 

 

★能認識並體驗人工智慧： 

 

1.能知道人工智慧的定義和基本概念。 

2.能經由體驗人工智能的功能與幫助，啟發他們對AI的創造和應用的興趣。 

3.強調倫理和道德議題，使學生能夠理解AI的使用限制和風險。 

 

與 AI 共創童話魔法課程架構 

 

 

 

 

https://chateverywhere.app/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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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跟 AI當朋友—認識人工智慧 

 

1、學生自學(預習)：請同學登入新北親師生→學習吧→一眼看

天下。閱讀2023年02月24日的一眼看天下文章，並嘗試完成新聞

動動腦的測驗。 

 

 
 

2、組內共學：請小組討論文章內容

以及使用 KWL表提出問題。 

3、教師導學： 

(1) 介紹人工智慧的定義和基本概

念，並解釋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概

念。  

(2) 探索人工智慧在日常生活中的實

際應用，如語音助理、智能家居和影

像辨識等。 

(3) 介紹 ChatGPT。 

 

4、組間互學：(1)請同學登入新北親師生→學習吧→三年級圖書

館課→AI→Draw it限時塗鴉。 

(2)連結至「Draw it限時塗鴉」，讓同學體驗

協助訓練人工智慧，透過體驗了解人工智慧是 

如何大量資料被訓練出來的。 

(3) 請同學登入新北親師生→學習吧→三年級

圖書館課→AI→AutoDraw 

(4)連結至「AutoDraw」，讓同學體驗運用人

工智慧辨識使用者畫上的線條後，提供專家

繪製的圖像建議，讓不會畫圖的人也能畫出

專家的作品。 

(5)請同學發表自己的畫作，並分享使用「Draw it限時塗鴉」與

「AutoDraw」時的觀察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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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親師生 

學習吧(一眼看天

下 ) 

2023年 02月 24文

章 

 
 

 

Quick, Draw! 

Draw it 

 

 



5、教師導學： 

(1)同學分享：「Draw it限時塗鴉」有時候

猜不到自己畫的圖，看了其他畫圖範例才發

覺似乎跟題目概念有出入。 

教師引導思考：為什麼會 AI辨識會錯誤?請

同學從大量他人畫圖範例觀察出，若在訓練

人工智能時的大量基礎資料有誤時，人工智

慧可能就會給予出有疑慮的資訊。因此我們

在使用人工智慧時仍須保持思考。 

題目是「灶」但他人範例大多圖案出現的

是「瓦斯爐」 

 

(2) 同學分享：「AutoDraw」很厲害，每次多

畫一條線就可猜出不一樣的圖形。 

教師引導思考：請觀察人工智慧是如何猜測

你想要畫的圖形?那最後你的圖畫是怎麼生

成的？是經由自己從人工智慧建議的許多圖

形中，選擇出自己最想要的圖形。由此讓同

學理解，人工智慧雖然可以提供協助，但是

我們需要有辨識與選擇的能力。 

 (3)帶領同學討論 ChatGPT 所帶來的爭議，觀看正反面的論點

後，思考科技的在生活中應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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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故事結構大解密—用圖像組織揭開故事的神秘面紗 

 

1、 學生自學(複習)：請同學

登入新北親師生→學習吧→三

年級圖書館課→故事梯，複習

上學期教的故事梯。 

 

2、組內共學：請小組討論若

遇情節較為複雜的課程，故事

梯是否仍適合使用來整理故事

重點呢？那用什麼整理法會比

較適合呢?請小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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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親師生 

學習吧 

繪本 

X-Mind 

 



3、教師導學：教師歸納小組的

分享，並舉例「故事組織圖」適

合整理情節較為複雜的故事。 

 

4、組間互學 

(1)請同學共讀《小熊歷險記》

一書。 

(2)請小組使用 X-Mind 的 APP 完

成故事結構圖，並將作品發表投

放於觸控大屏上與同學分享。 

 

5、教師導學： 

(1)教師引導思考，故事結構圖的優點是什麼？ 

同學回饋：可以用圖示整理出故事大意，讓人清楚掌握情節，

情節複雜的話可以延伸出更多事件。 

(2)教師介紹心智圖，並解說故事結構圖與心智圖的差異。故

事結構圖是整理歸納已有故事，心智圖可以根據結構發想創作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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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心智圖與故事魔法—和 AI共創有魅力的故事 

 

【活動一】心智圖 

 

1、學生自學(預習)：請同學登入新北親師生→學習吧→三年級

圖書館課→故事創作(AI協作)中的書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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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親師生 

 
 

學習吧(中正三年

級圖書館課) 

 
 

海報紙 

Chat Everywhere 

 

Padlet 

 



3、組間互學： 

(1) 請小組討論兩篇與 ChatGPT協作的故事內容、結構等，哪

一個比較吸引人？為什麼？ 

(2) 請小組討論，這兩篇文章有哪些地方你覺得不滿意，可

以怎麼修改？ 

 

4、教師導學： 

(1)教師歸納小組發表，大多同學喜歡第二則北極熊阿正的故

事，因為細節更多，主題也更明顯。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ChatGPT 雖然有創作的能力，但是如

果完全沒有給予指令，故事內容就容易比較發散，也不能

恰巧創作出自己想要的故事。因此給予 ChatGPT 故事的元

素就是十分重要的，若能給予精確的指令，其創作出來的

故事情節會更貼近自己想要的內容，主題也能更清晰。 

(2)教師歸納小組發表，像是學生表示「一隻名叫小兔子的動

物」此語法是奇怪得，還有許多細節可以微調。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同學所提細節我們都可以在 ChatGPT

創作後再加以修改，也可以再修改指令讓故事更加精準或

擁有細節。經由小組思考討論與分享，同學更能清楚理解

AI 只是一個協助我們的工具，而我們需要有創作的想法與

能力，才能與 AI 一起協作出想要的故事。 

(3)教師引導學生根據故事元素，以及所學到的心智圖與結構

圖，來創作一個故事基礎結構。 

 

5、組間互學：請小組根據教師給的引導完成故事元素心智圖，

並寫在海報紙上，並與其他組別分享。 

 

--------------------- 一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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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故事魔法 

 

1、教師導學： 

(1) 教 師 預 先 將 Chat 

Everywhere 做成連結放置在平

板的桌面中。 

 

(2) 教 師 示 範 進 入 Chat 

Everywhere ， 要 先 對 Chat 

Everywhere 擔任的角色進行設

定：寫作導師。 

 

(3) 教師示範選擇之後，自動生成其擔任角色指令語法，以

及與學生討論，如果要修改 AI角色時該如何更改語法? 

 

 
 

(4) 教師示範如何選擇對話模式、風格及語言等設置，以及

如何開始對 Chat Everywhere 輸入指令：「請協助我完成一個

故事，主角是……，個性是……，故事主題是……，故事背景

是……，故事風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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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教導學生生成時要修改的方式：停止生成→指令旁

有修改標示(一枝筆)。 

 

2、組內共學：請小組觀察教師給 AI 的指令，討論將上節課完成

的故事元素心智圖，如何轉化成指令輸入。 

3、組間互學： 

(1)請學生打開 Chat Everywhere→選擇寫作導師→根據上節

課的元素心智圖輸入指令。 

(2)請同學閱讀與 AI 協作的故事，並適時學習調整指令。 

(3)請同學觀察並分享輸入指令時，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4、教師導學： 

(1)教師歸納學生發表的問題。例如：忘記下「完成故事」的

指令導致生成「寫作教學要點」等狀況。並請同學思考討

論為何會有這樣的狀況？該如何處理，以及 AI下指令的邏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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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教導學生從新北親師生

→學習吧→三年級圖書館課

→故事創作(AI 協作)→自己

的班級 Padlet 連結。並將與

AI 協作的故事貼到自己組別

的公告版中。教師教導學生

修改自己的故事，若是情節

需要大修改時，要到 Chat 

Everywhere 指令處修改與重

寫。若只有細節需要微修，

則在 Padlet進行編輯修改。 

 

5、組間互學：從新北親師生→學習吧→三年級圖書館課→故事

創作(AI 協作)→自己的班級 Padlet 連結→貼上自己與 AI 協

作的故事。 

 

6、回家作業：閱讀自己的故事進行細節修改，以及閱讀其他組

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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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AI插畫挑戰—和 AI 合作將故事變成驚奇的圖畫 

 

1、組內共學：同學發討論並發表回家閱讀其他組故事的收穫，並

給建議。 

 

2、教師導學：教師教導學生使用 Padlet 中內建的 AI 繪圖來為自

己的故事，畫出適合情節的插圖。 

(1)閱讀自己的故事，選擇想要畫出的段落。教師引導選擇段

落的重點：要有主角以及展現出故事主題。 

(2)教師教導學生將想要繪圖的段落轉譯成中文指令，教師引

導學生，不能直接把段落複製成指令，繪圖指令需要具像

化。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如果指令為「難過的小花」，AI 只

會畫出一朵花而不會是小女孩。需要將這一句話要轉譯成

「穿著紅裙子的小女孩蹲著流眼淚。」 

(3)教師教導學生將中文指令輸入翻譯軟體翻譯成英文指令。 

(4)教師教導學生打開 Padlet 中自己的故事版面→編輯貼文→

我不會畫圖→AI 繪圖指令框內將英文指令，後生成六幅插

圖，→選擇想要的插圖→更新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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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親師生 

 
學習吧 

 
 

翻譯 

 
Padlet 

 

 



 

 

 

 

 

 

 

 

 

 

3、組間互學： 

(1)請學生按照教師所教的步驟與 AI 協作畫出屬於自己故事的

插圖。閱讀自己的故事→轉譯成中文指令→用翻譯軟體翻

譯成英文指令→透過 Padlet的 AI繪圖幫手繪圖。 

(2)請學生邊操作時邊觀察與紀錄，自己遇到的問題與察覺到

的細節，並與同學討論解決方法與分享心得。 

 

4、教師導學： 

(1) 教師歸納小組發表，學生發現：A.如果打主角名字常會出

現錯誤的圖案，但是輸入皮卡丘的名字能夠出現像是皮

卡丘的圖。B.生成的六個圖案都不是自己想要的。C.有

些圖片看起來很怪，尤其是手根本就變形了。D.會出現

都像是照片而不是圖畫。 

(2)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思考，並加以解說：A.有些名字已經是

專有名詞，AI 可以辨認。B.如果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圖

片，就需要回到指令處修改指令，嘗試更加具像化與精確

的指令。C.同學們藉此發現 AI 繪圖其實仍然有其無法達

成的圖案，另如手指之類的，這也可以呼應到之前所教的

媒體識讀概念，可以藉由觀察圖案才判別真偽。D.AI 繪

圖可以加以給予畫風

指令，加入畫風指令

後就會避免出現相片

類型的圖像。 

5、組間互學： 

(1)請學生嘗試對自己的插圖加入畫風指令，做最後修改。 

(2)觀賞他人與 AI共創的插圖並給予建議與評價。 

6、回家作業：到學習吧完成課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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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說明:教師導學 一眼看天下  說明:學生體驗 Draw it 

 

 

 

 

 

 

 

 

 

 

 

 

 

 

 

 

 

 

 

 

說明: 學生體驗 Quick, Draw! 說明: 學生體驗 Quick, Draw! 

 

 

 

 

 

 

 

 

 

 

 

 

 

 

 

 

說明: 學生使用 X-mind完成結構圖 說明: 學生共創故事心智圖(共學) 



 

 

 

 

 

 

 

 

 

 

 

 

 

 

 

說明: 教師教導使用 

chat everywhere 

說明：學生根據心智圖與 AI共創故事 

 

 

 

 

 

 

 

 

 

 

 

 

 

 

 

 

 

 

 

 

 

 

 

 

說明:學生將作品發表至 Padlet 說明：根據小組共學的心智圖，透過

自學與 AI共創故事後發表於 Padlst 

 

 

 

 

 

 

 

 

 

 

 

 

 

說明:學生使用多工模式翻譯中文指

令 

說明：教師教導 AI繪圖 



  

 

 

 

 

 

 

 

 

說明：學生體驗 AI繪圖，教師給予

協助。 

說明：學生互學觀看同學的故事並聽

同學發表成果(互學) 

教學心得與

省思 

一、課後請學生於學習吧完成回饋表單，對於此次「與 AI共創童話魔法」系

列課程，回饋分析數據可以看出： 

 

(1)與 AI 助理 chateverywhere , 

padlet(發表、繪圖)合作創作故事

的滿意極高，且學生大多認同自己

能夠自主熟練操作。 

 

教師省思：學生在第一次接觸人工

智慧時能夠獲得高的成就感與體

驗，也可以顯示在教學時的指導方

式是清楚有成效的。 

-------------------------------------------------------------- 

(2)對於使用「翻譯」APP操作的

熟練與滿意度為中等，其中約半數

的學生認為翻譯 APP的操作上有其

困難度，需要協助才能完成。閱讀

教師訪問學生之後發現學生認為其

困難度在於翻譯的句子，複製這一

步驟有點難度，此外翻譯的英文不

一定能順利讓 AI畫出想要的圖

片，因此需要重複換指示句子而有

困難度。 

 

教師省思：學生在翻譯這一步驟遇到的困難點，其實是複合問題，其一因年

紀對於英語語句的不熟悉也無法判斷其翻譯出來的詞語是否切合主題，進而

導致到 Padlet指令時無法畫出想像中圖案。其二對於平板的使用手勢不熟練

而無法順利複製語句。因此對於翻譯 APP持中等滿意。 

------------------------------------------------------------- 

(3)使用「padlet」分享作品與生成圖片的熟練與滿意度為中等，其中約半數

的學生認為生成圖片有其困難度，需要協助才能完成。學生反應 AI繪圖常常

畫不出想像中的圖片。 



教師省思：當學生發現原來給 AI

下指令是有需要思考的過程，以及

發現其實人工智慧也是有所侷限

性，並不能神通廣大的直接完成人

類想要樣子。所以更能學習到人工

智慧只是一個工具提供人類更快速

地完成任務，而不能完全的取代人

類，人類也不能過度依賴人工智

能，需要擁有判斷與思辨的能力。 

------------------------------------------------------------- 

(4)大概修正幾次提示語，AI生成的文

字或圖片結果才符合期待？學生只有69

人第一次下指令就獲得自己想要的圖

片，大部分的學生都經歷過2~4次的修正

指令語詞，少部分的學生甚至修正到5次

以上的指令。 

 

 

★學生補充文字回饋中可發現學生在下

指令的過程的思考脈絡： 

學生 A：打字前要小心謹慎的思考，才不會讓 AI看不懂我在說什麼。 

學生 B：只要減短文字並表達清楚就很容易跟 AI溝通。 

學生 C：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解問題，他可以很快地幫忙我。 

學生 D：請 AI幫忙寫故事的時候要打主題。 

學生 E：要輸入完整，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 

學生 F：我覺得 Al不太會溝通。 

 

教師省思：當學生發現原來給 AI下指令是有需要思考的過程，在反覆的修正

中學生也學習到下指令的重點，需要具象化且精確，並給予畫風等細節描述

等技巧。 

------------------------------------------------------------ 

教學心得：在與資訊教師共備時，彼此對於教學的想像有些歧異，然而在不

斷的討論與修改中獲得共識，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認識人工智慧的便利，然

而又要讓學生思辨到不應過度依賴人工智慧，於是在許多教學細節上我們也

花了許多巧思。 

例如將 Chatevery做成超連結放置在 iPad桌面而非直接給學生網頁連結，多

少避免他們回家直接使用依賴使用。以及先引導他們先自己思考故事的主

題、角色和情節，然後再使用 AI工具來補充和豐富他們的創意。這樣做的好

處是讓學生們保持創造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享受到 AI 帶來的便利，此

外每節課帶領學生討論與思辯 AI產出的成果優點與缺點，讓學生習慣於對於

AI抱有思辨的習慣與能力。 

課程實施後，學生們如預期地對於與 AI共同創作故事感到興奮，他們能夠體

驗到 AI 帶來的便利性。而學生們也有意識到 AI的侷限性，從介紹 AI的工作

原理和限制，讓學生們明白 AI僅僅是一個工具，而不是能夠完全取代人類創

造力和想像力的存在。 



課程結束後，我與資訊教師有發現，因為課程時間限制，學生大多在時間在

執行使用 iPad的任務，然而在小組討論與組間分享上面，雖然大多班級有完

成並有正向成效，然而約有3個班級是需要再多些引導討論與時間磨合，由於

是一周一堂的科任課，因此在時間調配上更需要精準，所以在課程設計下我

會計劃在課堂上設置多點小組合作項目，不僅可以促進他們的協作能力和團

隊合作精神，同時通過交流和分享彼此的想法，激發更多的創意。 

參考資料 國小圖資利用綱要 

附錄  

 



 

 

 

 

作品網址：https://padlet.com/weiweisue2/306-m2ja2i6q5ctrhk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