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2  

新北市113年度國中小資訊科技優良教案徵選實施計畫 

服務學校 海山國小 設計者 林家如 

參加組別 □程式教育組        ▓人工智慧組        □資訊素養與倫理組 

領域/科目 國語領域 實施年級 六年級 

單元名稱 科學怪人故事續寫 總節數 共 3 節， 12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事。 

⚫ 6-Ⅲ-8  建立適切的寫作態

度。 

核心 

素養 

【總綱】 

⚫ E-B1具備「聽、說、

讀、寫、作」的基本語

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

需的基礎數理、肢體及

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

同理心應用在生活與人

際溝通。 

【綜合領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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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 Ad-Ⅲ-3  故事、童詩、

現代散文、少年小說、兒童

劇等。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 家 E4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本教案透過親師生平台的因材網裡，生成式 AI協助數位學習實驗方案的

學習夥伴(以下簡稱 e 度)，寫作精靈的功能。讓學生可以利用 e 度，精

進寫作的能力。實質內涵融入學習重點如下： 

【學習表現】 

⚫ 6-Ⅲ-8  建立適切的寫作態度：學生透過親師生平台的因材網裡面

學習夥伴ｅ度的引導，給予學生朝著正向思維去續寫故事。 

⚫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事：學生透過親師生平台的因材網裡面學習

夥伴ｅ度，讓學生先根據題目推測文體和可能的寫作角度。 

【學習內容】 

⚫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年小說、兒童劇等：學生透過

親師生平台的因材網裡面學習夥伴ｅ度，根據教師所出的題目，針

對可以採取的文體、綱要和角度等提出可行的建議。學生透過ｅ度

的建議，再寫下自己的想法。學生與ｅ度就主題的角度，與故事發

展的可能性進行深入的探討，過程中，激發學生的寫作靈感。 

教材來源 南一六下第七課習作第49頁 

教學設備/資源 平板、電子白板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容 

親師生平台的因材網之ｅ度學習夥伴 

Coggle心智圖繪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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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國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事。 

⚫ 6-Ⅲ-8   

建立適切的寫作態度。 

⚫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

文、少年小說、兒童

劇等。 

學習目標： 

1. 能利用課文中的人物、場

景及情節續寫故事。 

2. 能改寫故事結局，符合原

故事的邏輯及推理。 

學習目標： 

1. 能運用恰當文字語彙，連

結主角內心對友誼的渴

望，進行改寫。 

2. 秉持正向思維，鼓勵學生

創造出一個全然不同的溫

馨結局。 
 

評量策略 

學習活動 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具體評量方式 

習作引導 1. 能利用習作的引導，對

課文的人物有再次深入

瞭解。 

2. 能透過習作裡的提問，

覺察人物內心的掙扎。 

HiTeach填充題 能使用 HiTeach 文句

分析所產生的文字

雲，學生可以產生理

解與共學的效果。 

分 組 討 論

「菲立普六

六討論法」 

1. 能利用1分鐘的時間，就

人物、場景及情節提出

一個想法。 

2. 能學會如何用輪轉腦力

激盪法，創造出新的可

能性。 

每人1分鐘，一人提

一個想法。 

利用心智圖，去完成

自己的續寫故事 

能運用1分鐘表達自

己的想法，去聆聽並

歸納整理想法，產生

新的思維。 

e度引導 1. 能使用與 e 度的蘇格拉

底提問法，產生一些更

多正面的可能性。 

2. 能蒐集更多故事發展的

可能性後，整理出另一

種故事的結局。 

在作文稿紙的背面寫

下，與 e 度對談裡，

引發自己創新的故事

版本的主要對話或契

機。 

能改編故事，讓故事

有一個新的結局。 

同 學 間 互

評、共學與

賞析 

1. 能就錯別字及贅字、語

句通順及標點、內容切

題與架構完整四個面

向，幫同學改作文。 

2. 能針對四個面向，給予

同學二個讚美與一個建

議的評語。 

3. 每一組(5-6人)，就每個

人所改的文章，投票選

出一至二篇最佳文選，

並說明理由。 

四個面向，一個面向

25分。 

每份作文都會有五至

六個分數(表示由五

至六個人評分過)。

最後，再平均最後的

得分。 

透過好文共賞，可達

成共學與賞析的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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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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習作引導寫作】 
課堂開始先登入 HiTeach 

 
學生掃碼進入課堂 

 
 

一、引起動機 

 

（一）利用習作的引導文，跟學生一起回憶課文中的故事 

 

 

 

3’ 

 

 

 

 

 

 

 

 

 

 

 

 

 

 

 

 

 

 

 

 

 

 

 

 

 

 

 

 

 

 

 

 

 

 

 

 

 

 

 

 

 

HiTeach全班互動 

 
 
 

 

 

 

 

 

 

 

 

 

 

 

 

 

 

 

 

 

 

 

 

 

 

 

 

 

 

 

 

 

 

 

 

 

 

 

 

 

 

 

 

 

 

 

 

 

 

 

 

 

 

 

教師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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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提問讓學生說出，對課文中渴望友誼卻結局悲

慘，內心的感受。 

1. 使 用 HiTeach 填 充 讓 學 生 回 答 內 心 的 感 受

 
 

2.再由學生的答案，讓 HiTeach的 AI文句分析產生 

(1)智慧分類 

 
 

(2)關鍵詞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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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字雲 

 
 

（三）思考故事的結局，是否有其他可能性? 

1. 使用 HiTeach 填充讓學生回答內心的感受

 
 

2. 再由學生的答案，讓 HiTeach的 AI文句分析產生 

 

智慧分類 

 

 

 

 

 

 

 

 

 

 

 

 

 

 

 

 

 

 

 

 

 

 

 

 

 

 

 

 

 

 

 

 

 

 

 

 

 

 

 

 

 

 

 

 

 

 

 

 

 

 

 

 

 

 

 

 

 

 

 

 

 

 

 

 

 

 

 

 

 

 

 

 

 

 

 

 

 

 

 

 

 

 

 

 

 

 

 

 

 

 

 

 

 

 

 

 

 

 

 

 

 

 

 

 

 

 

 

 

 

 

 

 

 

 



6 
 

 

關鍵詞頻 

 
 

文字雲 

 
教學說明 

透過 HiTeach的 AI文句分析，師生互動性是全面性的。 

（１）課堂上的每個學生都可以回答老師的問題。針對一些

平時較為害羞的學生，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表達心

中的想法。 

（２）另外，學生可以看見大部份人的想法，有一些學習成

就低的學生，也可以達到學習牽移。 

（３）最重要的是，學生會較為專注在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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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活動 

 

(一)「菲立普六六討論法」 

 
1. 讓學生將習作的提問先簡答在習作。 

2. 在小組分享科學怪人痛苦的原因。 

3. 在小組分享科學怪人逃出來可能會有的想法。 

教學說明： 

(1)每個人先花5分鐘在習作中，完成自己的答案。 

(2)由老師設定每人1分鐘，將自己的想法分享在小組

中。 

(3)最後，老師會再設定3分鐘，給學生在小組中，統整

全組的答案。 

 

 

 

 

 

 

7’ 

 

 

 

 

 

 

 

 

 

 

 

 

 

 

 

 

 

 

 

 

 

 

 

 

 

 

 

 

 

 

 

 

 

 

 

 

 

 

 

 

 

 

 

 

電子白板中的計

時器 

 

 

 

 

 

 

 

 

 

 

 

 

 

 

 

 

 

 

 

 

 

 

 

 

 

 

 

 

 

 

 

 

 

 

 

 

 

 

 

 

 

 

 

組內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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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組分享故事心智圖 

 

1.從原始的故事續寫。 

2.逃往哪裡?(增加場景) 

3.發生什麼事?(增加情節) 

4.遇到什麼人?(增加人物) 

 
教學說明： 

(1)將前面小組討論的內容整理到心智圖。 

(2)派一位主講者，將小組所討論的內容跟全班分享。 

(3)全班講完後，就故事是否背離原創的原則、連貫性及平衡

性提出疑問。 

 

三、發下稿紙進行故事續寫(半面稿紙) 

教學說明： 

根據前面的學生自己的思考、全班性的討論、小組的討論及

最後，各組分享後，對於自己想續寫的故事，有全整的想法

了。針對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生，也有一些可參考的架構與方

向，作文在課堂中的完成度很高。 

10’ 

 

 

 

 

 

 

 

 

 

 

 

 

 

 

 

 

 

 

 

 

 

 

 

 

 

 

 

 

 

 

 

 

 

 

 

 

20’ 

 

 

Coggle 

 
 

 

 

 

 

 

 

 

組間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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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度引導寫作】 

一、 引起動機 

使用親師生平台裡的因材網 

 
寫文章時，學習夥伴不會直接提供文章，而是引導、提問，

讓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     

1. 進入因材網後，點選右下角的圖 。 

2. 進入右圖的通用學習夥伴，選擇下面使用因材網學習夥

伴 e度裡的功能表點選「寫作精靈」。 

 
 

 

 

 

 

 

 

 

 

 

 

3’ 

 

 

 

 

 

 

 

 

 

 

 

 

 

 

 

 

 

 

 

 

 

 

 

 

 

 

 

 

 

 

 

 

 

 

 

 

 

 

 

 

 

親師生平台因材

網中的 e度 

 

 
 

 

電子白板的計時

器 

 

 

 

 

 

 

 

 

 

 

 

 

 

 

 

 

 

 

 

 

 

 

 

 

 

學生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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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老師引導使用 e度 

(1) 步驟一： 

依據老師提出作文題目和要求，學生詢問 e度推測可能的

文體。 

 

 
教學說明： 

我們可以看見 e度在回答問題時，還將《科學怪人》的基

本資訊做了一段簡介。從續寫的方向、人物的內心掙

札，也提醒學生不能違背原作的設定。 

(2) 步驟二： 

學生根據自己的想法，主動向學習夥伴諮詢適合這個題

目的文體和可能的寫作角度。（預設黑化人物，變殺人

魔） 

 
教學說明： 

可以看出ｅ度在建議學生的寫作上，會從內心與經歷去

提醒學生寫作方向，讓寫作的方向，有脈絡可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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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驟三： 

學習夥伴會根據學生的提問，提供寫作這個題目可以採

取的文體、綱要和角度等建議。 

 
教學說明： 

ｅ度給學生主角視角、旁觀者視角、反派視角、多角

度，讓學生可由ｅ度所提的視角中，擇一抒寫。ｅ度也

在最後提醒學生選擇一個最有效傳達自己想表達的訊息

的角度，讓讀者可以容易接收及理解故事的脈絡與發

展。 

 

(4) 步驟四： 

學生回應學習夥伴的建議，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文體選

擇、主題角度進行討論。 

 
教學說明： 

當學生選定好自己的角度後，ｅ度提供了確定角色、設

定章節、描繪內心、保持連貫及最後的檢查平衡，避免

角度失衡。特別是，在小學階段，學生在連貫性與平衡

性，還掌握不佳時，ｅ度給了很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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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步驟五： 

學生開始擬定全文大綱，並將每一段落大綱輸入 

學習夥伴，請其提供改進建議。 

 

 

 
教學說明： 

若是有學生還是無法自訂大綱，ｅ度也會適時的提供幫

助，讓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可以有一些初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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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步驟六： 

學習夥伴會根據學生的大綱，就段落邏輯、遣詞用句等

方面進行互動式修改建議。 

（向ｅ度提問：如何寫悲慟與反思?） 

 
 

 
教學說明： 

針對ｅ度所提的建議中，學生還可以針對自己不熟悉的部份

提出疑問，ｅ度也會詳細說明及舉例。 

 
三、進行故事續寫(半面稿紙) 

教學說明： 

有些學生，在與 e度交談的過程中，已經開始書寫。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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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互評與鑑賞】(評量標準) 

一、 修改文章(課本 P.102、P.103) 

 
（一）針對內容是否切題，讓學生可以朝著下面的要點去幫

同學改這篇續寫故事的作文： 

1. 故事連貫性：續寫的部分是否與原故事連貫，是否

自然地延續了原來的情節和主題？ 

2. 角色一致性：續寫的部分中的角色是否與原故事中

的角色性格和行為一致？ 

3. 情節發展：續寫的部分是否合乎邏輯地推進了故事

情節？是否有助於解決原故事中留下的問題或懸

念？ 

4. 主題一致性：續寫的部分是否保持了原故事的主題

和核心思想？ 

5. 語言風格：續寫的部分是否與原故事的語言風格一

致 

 

 

 

 

3’ 

 

15’ 

 

 

 

 

 

 

 

 

 

 

 

 

 

 

 

 

 

 

 

 

 

 

 

 

 

 

 

 

 

 

 

 

 

 

 

 

 

 

 

 

組內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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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結構是否清楚，讓學生可以朝著下面的要點去幫

同學改這篇續寫故事的作文： 

1. 情節發展合理：故事的情節是否合理地發展？是否有

清晰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 

2. 段落過渡自然：故事的段落之間過渡是否自然？是否

能順暢地連接起來？ 

3. 高潮突出：故事的高潮部分是否突出、引人入勝？ 

4. 結尾圓滿：故事的結尾是否圓滿？是否給讀者一個滿

意的結局？ 

5. 主題統一：整個故事的主題是否統一，沒有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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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文章是否有錯字及贅詞，讓學生可以朝著下面的

要點去幫同學改這篇續寫故事的作文： 

 

1. 錯字檢查：檢查每一個詞語，確認拼寫是否正確。 

2. 語法檢查：檢查句子的語法結構是否正確，是否有語

法錯誤。 

3. 贅詞檢查：檢查句子是否簡潔，有沒有多餘的詞語或

重複的內容。 

4. 流暢度：確保文章讀起來流暢，沒有卡頓的地方。 

5. 清晰度：檢查每個句子的意思是否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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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文章標點符號是否正確，讓學生可以朝著下面的

要點去幫同學改這篇續寫故事的作文： 

1. 句號 (。)：每個句子是否正確地用句號結尾？是否

有遺漏或多餘的句號？ 

2. 逗號 (，)：逗號是否正確地分隔了句子中的部分？

是否有錯誤使用的逗號？ 

3. 問號 (？)：每個疑問句是否正確地用問號結尾？ 

4. 感嘆號 (！)：感嘆句是否正確地用感嘆號結尾？是

否有不必要的感嘆號？ 

5. 引號 (“” 或 ‘ ’)：引號是否正確地使用來標示

對話或引用？是否有開引號或閉引號遺漏的情況？ 

6. 分號 (；)：分號是否正確地用來分隔並列句子？是

否有不必要的分號？ 

7. 冒號 (：)：冒號是否正確地用來引出解釋、說明或

列舉？ 

8. 括號 (（）)：括號內的內容是否正確？是否有遺漏

或多餘的括號？ 

9. 破折號 (——)：破折號是否正確地用來標示轉折、

插入或強調？ 

教學說明： 

(1) 以上四個面向，一個面向25分。給予同學二個

讚美與一個建議的評語。 

(2) 讓學生們輪流檢查和修改多個同學的作品，從中

學習不同的寫作風格和技巧。 
(3) 打完分數後，傳給下一位改，平均每人可以看到

五、六篇文章) 

 

 

 

 

 

 

 

 

 

 

 

 

 

 

 

 

 

 

 

 

 

 

 

 

 

 

 

 

 

 

 

 

 

 

 

 

 

 

 

 

 

 

 

 

 



18 
 

 

二、 好文共賞 
（一）分組閱讀：將學生分成幾個小組，每組閱讀並討論一

部分續寫故事。這樣可以確保每個故事都被仔細閱讀

和討論。 

 

（二）評分標準：提供一套評分標準，讓學生根據這些標準

來評價每篇故事。 

 

（三）評分標準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主題是否清晰 

2. 故事是否完整 

3. 語言是否流暢 

4. 是否有創意 

5. 人物描寫是否生動 

6. 是否符合續寫故事的要求 

評分標準 ５ ４ ３ ２ １ 評語（2好1建議） 

主題清晰度       

故事完整性       

語言流暢度       

創意和想像力       

人物描寫       

符合要求       

 

（四）討論和投票：小組內進行討論，選出他們認為最好的

故事。然後，將這些故事提交給全組，進行投票選出

最好的幾篇。 

 

（五）作文分享會：每組選出的優秀故事，並說明理由。在

班級舉行作文分享會，讓作者朗讀他們的故事，並分

享寫作過程和靈感來源。同時，班上的同學可以針對

故事，提出想法、詢問及回饋。 

 

教學說明： 

1.2好一建議，請給2個優點與1個可以更進步的地方。 

2.藉此達到學生彼此的共學與互學的效果。 

3.老師可以提出建議，學生也因此提高寫作水平。 

 

 

22’ 

組間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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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說明: 學生心智圖所增加情節、人物與 

場景 

說明: 小組討論科學怪人的心路歷程。 

 

 

 

（照片 

 

 

  

說明: 對話中，若出現暴力血腥的話

語，e度會跳出提醒訊息。 

說明: 學生使用因材網 e度的寫作精

靈，與 e度對話，討論結局的可能性。 

 

 

 

 

 

  
說明: 學生作文會有兩個分數 

(一個是習作引導；一個是 e度的引導) 

說明: 與因材網學習夥伴 e度的對話。 

教學心得

與省思 

緣起 

我申請參加生成式 AI協助數位學習實驗的計劃，初衷是想讓學生透過跟 AI

的對談，讓學生在寫文章時，內容可以更多的變化。進一步，請 AI提供學生破

題方式，由學生選擇文章的架構，並讓學生學習寫文章前後呼應的原則。透過

AI完整學生的寫作能力，進而讓 AI成為學生最佳學習夥伴。另外，在課程中，

讓學生明白 AI是用來協助自己提升能力的最佳工具，建立學生使用 AI的正確態

度。後來，參加相關研習後，對計劃有更深的瞭解，非常驚豔於ｅ度的蘇格拉底

提問法，解除了我擔心學生照抄 AI生成文的疑慮。 

教學調整的脈絡 

一開始的幾篇文章，我讓學生跟 e度討論文章的破題、架構與前後呼應。期

中考過後，主辦單位希望我們能出一份數據能顯示，使用 AI前與使用 AI所抒寫



20 
 

的文章分數的差別。剛好習作有一篇故事續寫，我便讓學生用傳統引導與 AI引

導，分別寫出不同的兩個故事續寫。 

六月中旬參加研習及詳讀規則後，再加入畢業考前，讓學生利用課本學習園

地中，互改作文的環節，做為評量方式。可惜，我在抒寫教案時，學生已經畢

業，無法拍學生們互改作文的成果照片。另外，也參考了親師生平台來尬冊新北

市112年度國中小資訊科技優良教案徵選作品「人工智慧組特優獎:跟 AI一起學

習怎麼學」教案中的 Coggle心智圖繪製網站，利用 Coggle增加故事續寫更加圖

像化的方式，引導學生腦力激盪，讓故事可以有更多可能的發展與結局。這個部

份，再下次有機會帶學生寫類似續寫故事時，可以加已運用。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由 AI所引導的文章，通常較為正向積極，結局也傾向較為美好的結局。後

來，跟學生聊起用 AI寫這篇文章時，我的想法。學生給老師的回饋是，因為只

要跟 e度討論到想朝著比較血腥暴力的方向抒寫時，e度就會跳出「違反微軟的

政策」，學生自然也被引導到較為正向的結局的方式抒寫。 

透過作文分享會，學生有機會觀摩被全班選出來的優秀作品，學習到同儕的

寫作技巧。朗讀自己優秀文章的學生，也透過與讀者的提問互動，對於自身作

品，也有修正或是解除讀者疑慮的機會。再加上老師適時的提醒，更進一步提昇

寫作水平。 

教學省思與建議 

我們班的學生在這個故事續寫前，已經使用ｅ度一段時間了。所以，實際的

課程中，除了實驗計劃給予的一些基本提問，並沒有特別另外再設計問題，給學

生去詢問ｅ度。 

本次在撰寫教案的過程中，有再與 Chat-GPT討論教學的流程與細節，再次

回整了整份教案。也因此對於現在生成式 AI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下學期，對於

生成式 AI的使用，相信我就更能得心應手。 

結語 

使用因材網的生成式 AI協助數位學習後，我深深覺得自己要加緊腳步，跟

上時代的脈動。畢竟我們所教的學生，未來所面對的世界，就是 AI的世界。害

怕被 AI取代，不如學會如何善用 AI科技，也教會學生如何善用 AI，讓這些新

科技為人類所善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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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親師生平台來尬冊新北市112年度國中小資訊科技優良教案徵選作品「人工智

慧組特優獎:跟 AI一起學習怎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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