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徵選活動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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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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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組            □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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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領域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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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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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小 設計者 黃偉誠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領域/自然 實施年級 四年級 

單元名稱 昆蟲世界 總節數 共_10_節，_40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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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Ⅱ-1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

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奇心，了解及

描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 tm-Ⅱ-1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

係，理解簡單 的概念模型，進而與其生活

經驗連結。 

⚫ pa-Ⅱ-2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

釋、得到解答、解決問題。並能將自己的

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來自老師）

相比較，檢查是否相近。 

⚫ pc-Ⅱ-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或

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 ai-Ⅱ-2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界的規律

性，感受發現的樂趣。 

核

心 

素

養 

⚫ 自 -E-A1 

能 運 用 五

官 ， 敏 銳

的 觀 察 周

遭 環 境 ，

保 持 好 奇

心 、 想 像

力 持 續 探

索自然。 

⚫ 自 -E-B3 

透 過 五 官

知 覺 觀 察

周 遭 環 境

的 動 植 物

與 自 然 現

象 ， 知 道

如 何 欣 賞

美 的 事

物。 

 

學習內容 

⚫ INb-Ⅱ-5常見動物的外部形態主要分為

頭、軀幹和肢，但不同類別動物之各部位

特徵和名稱有差異。 

5-2昆蟲的身體分為頭、胸、腹和附肢。 

⚫ INc-Ⅱ-7利用適當的工具觀察不同大小、

距離位置的物體。 

7-1可用放大鏡觀察植物的葉脈、雌蕊與

雄蕊、昆蟲的觸角。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並落實議題核心精神，建議列出將融

入的議題實質內容。 

⚫ 議題融入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 列出示例中融入之學習重點(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及融入說

明，建議同時於教學活動設計之備註欄說明。 

⚫ 若有議題融入再列出此欄。 

教材來源 因材網、南一教科書自然第6冊、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新北親師生平台-因材網、iPad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容 

白板 app、相機 app、seek app、因材網-課程包、因材網-自學影

片、因材網-SRL檢核表、因材網-討論區。(詳見附錄) 



 
先備概念、技能與活動 

一、認知 

    在三年級已學會動物的身體構造、了解動物的運動方式，以及人類應用許多動物的

構造在科技產品上，了解仿生科學的應用。 

 

INb-Ⅱ-5常見動物的外部形態主要分為頭、軀幹和肢，但不同類別動物之各部位特徵

和名稱有差異。 

學過年段 學習內容說明 文字說明 

(已學)三年級 5-1 
藉由觀察各種常見動物，歸納出常見動物的外部形態主要

分為有頭、軀幹、肢。 

(本次)四年級 5-2 昆蟲的身體分為頭、胸、腹和附肢。 

 

二、技能 

  1.平板使用：會使用 iPad，會自己開機、連上網路、進入數位學習平台、登入帳密、

調整音量、刪除瀏覽紀錄、清除垃圾桶、關機。 

  2.會使用平板筆進行書寫和繪畫。 

  3.會將作業上傳至課程包、討論區。 

 

三、情意 

  1. 知道小組分組討論的模式。 

  2. (這個最重要) 先知道班上怕蟲和喜愛重的學生比例，及座位分布，先處理班經，

請愛蟲的保護怕蟲的學生。 

  3. 能願意分享自己的答案，也能勇敢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懷疑。 

學習目標 

一、課程目標，透過這個教學能讓學生： 

 1.認識校園的昆蟲與非昆蟲。 

 2.能歸納昆蟲的特徵，能區分昆蟲與非昆蟲的特徵不同。 

 3.認識昆蟲的外形構造及其為適應環境，各自有不同的構造與行為。 

二、教學方法 

 1.搭配 iPad及因材網內的影片、討論區及課程包功能。 

 2.學生作業無紙化，使用平板筆取代過往小白板及便利貼。 

三、理論及教學流程 

(一)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二)探究教學模式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INb-Ⅱ-5 常見動物的外部形態主

要分為頭、軀幹和肢，但不同類別

動物之各部位特徵和名稱有差異。 

INc-Ⅱ-7 利用適當的工具

觀察不同大小、距離位置的

物體。 

ti-Ⅱ-1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

象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奇

心，了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任務一：尋找校園昆蟲，拍 2 張

清楚的昆蟲照片，一張正面一張背

面，標示身體構造，上傳至指定位

置(小組可共享照片)。 

 

tm-Ⅱ-1 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

的關係，理解簡單 的概念模型，進而

與其生活經驗連結。 

任務二：完成學習單二：頭胸腹

的預測、觀察與解釋。 
任務二 
會選用工具觀察昆蟲的四

肢/觸角觸角。 

pc-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

字或圖畫等，表達探究過程、發現。 

任務三：能依想要的昆蟲畫出特

徵，讓同學猜出正確的昆蟲類別 

 

ai-Ⅱ-2 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界的

規律性，感受發現的樂趣。 

任務四：自己搜尋昆蟲，並延伸

介紹口器、翅膀和腳的觀察。 

 

•能小組討論介紹昆蟲

•能引導組員搜尋正確
的資料

•能認識其他組的昆蟲

•能分辨其他組的迷思
並修正成正確概念

•能自主發現生活中的昆蟲

•能寫下對於昆蟲的想法

•能展示自己喜歡的昆蟲

•引導學生發現生活中的
昆蟲

•給予正確的昆蟲概念

•引導學生對於昆蟲的構
造產生的迷思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組內
互學

組間
共學



 

學生實作任務 評量方式 

任務一：尋找校園昆蟲，拍 2張清

楚的昆蟲照片，一張正面一張背

面，標示身體構造後，上傳至指定

位置(小組可共享照片)。 

1.學生能標示自己昆蟲照片的身體構造名稱。 

2.學生能上傳「因材網-課程包-校園昆蟲寫真-正

面」及「因材網-課程包-校園昆蟲寫真-背面」。協

助其他同學給予回饋。 

任務二：完成學習單二：頭胸腹的

預測、觀察與解釋。 

學生能完成學習單二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及第三

部分。 

任務三：能依想要的昆蟲畫出特

徵，讓同學猜出正確的昆蟲類別。 

學生能用畫，或是輔以口說出自己畫的昆蟲。 

 

任務四：自己搜尋昆蟲，並延伸介

紹口器、翅膀和腳的觀察。 

能完成自己想介紹的昆蟲構造特徵。並針對三個部

分進行評分： 

1.口器 2.翅膀 3.腳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1： 

投入 

☆教師導學- 
⼀、問題情境 

1.提問：校園哪裡有昆蟲呢？ 

2.任務：請用 iPad 到學校各個

角落，把看到「覺得是」昆蟲

的動物，拍下照片，用 seek 

App上傳拍到的昆蟲照片後，

編輯昆蟲名稱並將照片上傳到

「因材網-課程包」的昆蟲照

片。 

請盡量拍攝昆蟲的正、腹兩

面。 

3.安全宣導：請問拍昆蟲時可能

有哪些意外會發生？ 

4.觀察昆蟲注意事項 

(1) 愛護生命，請勿攻擊或捕捉

動物。 

(2) 不隨意觸摸。 

(3) 不單獨前往沒人的地方。

(至少倆倆結伴) 

5.觀察技巧： 

(1) 可以使用放大觀察盒、放大

鏡或是平板顯微鏡(標本類)，

觀察後拍照後原地放生。 

☆學生自學-任務一 
1.能小組尋找校園內的昆

蟲，並拍照記錄上傳。 

 

2.能知道拍攝昆蟲時的安全

需知。 

 

 

 

 

 

iPad、

網路、

放大

鏡、觀

察盒   

40

分鐘 



(2) 拍攝照片請盡量清楚，正反

面都有更棒。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1： 

投入 

5. (推測大都只能拍攝好正面) 

請學生試著畫下這隻昆蟲的

背面。 

(可利用記事本、白板等 APP) 

6. 將照片存在「因材網-課程包

-校園昆蟲寫真-正面」、

「因材網-課程包-校園昆蟲

寫真-背面」 

 

 

 

 

☆學生自學- 
5.學生畫出昆蟲的背面。 

 

6.能上傳至「因材網」指定

作業區 

 

 

 

 

 

 

iPad、

網路、

平板

筆、繪

圖 APP 

40

分鐘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1： 

投入 

☆教師導學- 
1.跑台觀察-發下其他昆蟲標本

給予學生互相對照，找出昆蟲的

特性。 

 

 

2.請將各組上次上課的照片，在

iPad上進行標示與整理： 

(1) 用紅筆：共同都擁有的構

造。 

(2) 用藍色：特殊的構造或是你

覺得好奇但不知道的昆蟲構

造。 

 

3.上網查查看，昆蟲構造的名稱

並且寫上去。(例：眼睛、翅

膀、觸角、口器、腳、腹部) 

 

4.標記好的照片上傳「因材網-

討論區」讓全班同學可以觀看。 

☆組內共學- 

1.能小組觀察並討論，若上

週作業拍照不清楚，可討論

更換標本昆蟲再重新進行討

論。 

2.能小組觀察並討論，找出

都有的昆蟲身體構造。 

(可能回答：有翅膀、有六隻

腳、有眼睛、有硬的外殼、

身體一節一節的) 

 

[自評] 

3.會上網搜尋昆蟲的構造名

稱，並標記昆蟲構造，上

傳共用討論區。 

4.上網進入「因材網-討論

區」觀看其他同學的照

片。 

iPad、

網路、

平板筆 

30

分鐘 

 
4.請學生點開其他同學的昆蟲，

看有沒有不正確的地方。 

☆組間互學- 

[他評] 

 10

分鐘 

 



4.能辨認各種昆蟲構造名

稱。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1： 

投入 

二、探究問題 

1.先備經驗：三上動物單元學過

動物具有頭部、胸部、肢。 

2.提問：請問那昆蟲呢？ 

3. ☆教師導學- 
 (1) 觀看「因材網-INb-Ⅱ-4-

06 昆蟲的外部形態因材網-

昆蟲的外部形態」影片，完

成昆蟲分三大部位的筆記。

(學習單一) 

 (2) 用昆蟲特徵上網查詢昆蟲

名稱。 

 

2.能與過去經驗比較與推論

說出頭部、胸部、腳。 

3.能閱讀完因材網影片，並

搭配完成學習單一，知道

昆蟲分成三大部位。 

(1) 能知道昆蟲可分為頭、

胸、腹部。 

(2) 能上網用昆蟲的特徵進

行查詢。 

iPad、

學習單

一 

40

分鐘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學生學習活動 

所需器

材 
時間 

E2： 

探索 

 

(續上節)。 

4.發現問題：若昆蟲都有頭部、

胸部和腹部，這些不同的部

位，該怎麼劃分呢？ 

5.蒐集資料： 

(1) P預測：昆蟲的頭部、胸

部、腹部分別有哪些構造，

是如何分類的呢？請學生將

構造填入學習單二的第一部

分表格內，了解學生迷思及

難點。 

 

 

 

 

 

 

 

(2) O觀察：小組討論”指定昆

蟲”分別六種動物：螞蟻、

獨角仙、蝴蝶、竹節蟲、蜻

蜓、蟋蟀。對照前面查到的

資料，寫下指定昆蟲的頭、

胸和腹部內有的構造。 

 

 

 

☆學生自學- 
5. 

(1) 任務二：能個人完成學

習單二的預測內容。 

 

 

 

 

 

 

 

 

 

 

 

(2) 能參與小組討論提供想

法，並完成「指定昆蟲」

的頭、胸和腹部分類。 

iPad、

學習單

二第一

部分 

40

分鐘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2： 

探索 

 

6.假設：昆蟲的頭部、胸部和腹

部有固定身體構造。 

7.實驗： 

(1) 小組找尋一隻有興趣的昆

蟲，把牠的特徵寫在學習單二

的第二部分，看看這兩種昆

蟲有沒有共通性。 

 

 

 

 

 

 

 

 

 

(2) 小組把同個部位，例如：頭

部-都有一對眼睛，用紅筆標

示出來。 

(3) 小組將答案上傳「因材網-

討論區」讓全班同學可以觀

看。 

 

☆組內共學- 

7. 

(1) 能小組合作，找尋一隻

有興趣的昆蟲進行分類 

 

 

 

 

 

 

 

 

 

 

 

(2) 能小組完成比對及分類

昆蟲的不同部位 

(3) 能將結果上傳，欣賞其

他同學上傳的內容。 

學習單

二、第

二部

分、

iPad 

 

40

分鐘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3： 

解釋 

6.討論： 

(1) E解釋：抽 2組上台發表：

有發現其他組和你們組的答

案有哪些共通性嗎？ 

(2) 查看其他組的討論，小組互

相在討論區下方留言給回

饋。 

 

☆教師導學- 
7.結論： 

(1) 修改小組的昆蟲構造分類成

最後分類表，歸納在學習單

二的第三部分。 

(2) 找出一開始拍照的校園昆蟲

照，試著標明你拍的昆蟲頭

☆組間互學- 

6.  

(1) 能上台報告小組討論結

果。 

[他評] 

(2) 能利用其他組的分類結

果，比對自己小組討論內

容是否正確。 

 

☆學生自學- 
[自評] 

7.完成學習單二的第三部

分，畫出概念圖。 

 

 

 

 

 

 

 

 

 

 

 

學習單

二 

第三部

分、 

iPad 

 

40

分鐘 

 



部、胸部和腹部。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4： 

精緻

化 

☆教師導學- 
 (1) 觀看「INb-Ⅱ-5-03昆蟲

身體特徵的繪圖技巧」影

片，畫一隻昆蟲，並表示其

構造名稱，但不用寫昆蟲名

稱，畫在「因材網-課程包-

白板」上。 

☆學生自學- 
任務三：能根據昆蟲特徵畫

出一隻昆蟲。 

 

 

 

iPad 

 

 

25

分鐘 

E5： 

評鑑 

隨機抽取同學作品。 

根據昆蟲圖，給予答案的猜測。

同學無法猜出，可用口說輔助說

明。 

 

 

 

 

 

 

 

 

 

 

 

 

☆組間互學(全班共學)- 

[他評] 

能根據先前學過的知識，準

確地猜出同學的作品，是哪

一隻正確的昆蟲名稱。 

 

 

 

 

 

 

 

投影 15

分鐘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1： 

投入 

引用課本內容(活動單三)，討論

課本圖片中的不同昆蟲有不同的

口器、翅膀和腳，來幫助適應環

境。 

提問：請問昆蟲的口器、翅膀和

腳都相同嗎？ 

如果不同，請問牠們各自

有什麼功能？ 

 

能觀察不同昆蟲的口器、翅

膀和腳。 

 

iPad、

活動單

三 

 

20

分鐘 

E2： 

探索 

 

蒐集資料： 

1.每個人找一隻昆蟲進行調查，

或是原本上節課畫得昆蟲。

除了介紹原本頭部、胸部和

腹部三個部分，更進一步改

為口器的外型、翅膀的外型

和腳的外型。 

2.完成習作調查任務 

☆組間互學(全班共學)- 

任務四：1.能自己完成一隻

昆蟲外觀的介紹，並能詳細

介紹一隻昆蟲的口器、翅膀

和腳。 

2.將結果寫在習作。(活動單

三) 

 

活動單

三 

20

分鐘 

5E 

階段 
教師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學生學習活動 

(☆-自主學習四學模式) 

使用軟

體、數

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時 

間 

E3： 

解釋 

1.抽 2位學生或有特色的昆蟲，

上台用介紹昆蟲的不同口

器、翅膀、腳，並介紹牠的

功用與可能適應環境的功

能。 

2.請學生針對同學推論進行提

問。 

1.能找出或推論出自己介紹

的昆蟲特徵與適應環境方

式的關聯。 

2.上台報告結束，要詢問大

家有沒有問題。 

 40

分鐘 

 

 



教學

成果 

 

 

 

 

 

 

 

 

 

 

 

 

 

 

任務一：尋找校園昆蟲，拍照利用 app

找出昆蟲名稱，並編輯上傳照片。 

任務二：完成學習單-頭胸腹的預測、

觀察與解釋。 

 

 

 

 

 

 

 

 

任務二：組間互學-給其他組提問及訂

正。 

任務二：完成學習單-頭胸腹的預測、

觀察與解釋。 

 
任務二：完成學習單-頭胸腹的預測、觀察與解釋。 

 

 
任務三：猜猜我是什麼昆蟲活動。 任務四：搜尋昆蟲，並延伸介紹口器、

翅膀和腳的觀察。 



教學

心得

與省

思 

 

 

參考

資料 

自編 

•優點：在課程一開始，透過探究活動，建構自己對於昆蟲的基礎
概念。上完這四個活動，教師對於課本內原本後續的單元活動，
理應可以更快速推進，並且能更容易讓中年級的學生進行單一物
種的深入研究。

•缺點：學生需要有良好的數位操作能力與經驗。在本次教學過程，
或是在教學前，學生會需要時間訓練：

•1.例如平板的使用、2.平板書寫的技巧、3.線上學習單的下載、
編輯與上傳、4.因材網影片的觀看、自學技巧、課程包使用、白
板使用、討論區使用、5.觸控大屏的使用與編輯、6.拍照技巧與
照片編輯。

教學內容

•優點：

•1.學生能利用自己的興趣作為探究目標，能有效延長學習動機。

•2.學生能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地有機會修正自己的原有概念，
而不會停留在最早錯誤的迷思概念中。

•缺點：使用同儕互評即可，使用組間分享反而會使學生對於自己
喜歡的或是自己準備好的昆蟲學習單內容，因為小組沒有選擇報
告他的昆蟲而感到失落。

流程設計

•優點：學生能看到其他組員的學習單，能進行同儕的互學也能對
於自己的作業成果進行比較與修正。

•缺點：使用同儕互評即可，使用組間分享反而會使學生對於自己
喜歡的或是自己準備好的昆蟲學習單內容，因為小組沒有選擇報
告他的昆蟲而感到失落。

•下次修正：採取跑台的模式，讓學生都能有機會看到每一個人的
報告，並能在同學的作品上留下一句話，讚美、欣賞或是建議都
可以。

學生評量

•對於學生能找到各種的昆蟲種類非常開心。覺得利用這樣的教學
方法，雖然在課程的前段會花非常多的時間，但整體效益上是有
效率的，學生會因為前面沒有昆蟲的迷思，而讓後續的昆蟲與環
境的關聯、昆蟲的飼養都非常有幫助，整體上來說，是可以加速
原本課程進度，並且學生皆有能力可以完成獨立的昆蟲介紹報告。

延伸學習



附錄 

 

 



 
活動單三：課本/習作- 

  

 

使用數位學習平台佐證： 

(一)課程包概覽： 

 

(二)活動一-學生評量與紀錄： 



 

(三)活動二-學生作答紀錄與過程： 

 

(四)活動二-學生能歸納最後結果並形成心智圖： 

 

(五)學生自學-觀看影片後完成後，繪製一隻昆蟲作為檢核： 



 

(六)活動三-學生手繪昆蟲完成學習成果檢核： 

 



附件3  

【授權書】 

 

 

本人參加「新北市111至112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112年度創新教案

徵選活動」，同意將研發之教學活動設計：蟲頭到腳-認識昆蟲 

(包含研究成果及其他相關圖文內容與電子檔)授權新北市教育局享有使用

權，得以運用至各類宣傳、推廣、展覽及一切出版品(含印製、發行等)，提

供各級學校教學參考使用，不另付酬勞或任何費用。 

 

 

 

 

 

作者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