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113年新北市中小學實施計畫 

113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陳玠汝 

社會領域地理科 七年級 

VR全視角－ 

探索全球定位的經緯線座標 
共二節，90分鐘 

□Android 系統 □Chrome 系統 █iOS 系統 □Windows 系統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

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地 1a-Ⅳ-1 

說明重要地理現象分布特性的成

因。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

經驗或社會現象。 

地1c-Ⅳ-1  

利用地理基本概念與技能，檢視
生活中面對的選擇與決策。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
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
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地 Aa-Ⅳ-1 

全球經緯度座標系統。 

 
構面：運算思維 

類別：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 

學習表現：運 p-IV-2 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進行有效的互動。 

 
1. 康軒版國中社會七上課本與教師手冊。 

2. 教育大市集-【VR 互動地球儀】。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811439  

大屏、電腦、Meta quest3頭盔、教師自編學習單、平板、網路。

1. 教育大市集 

2. 親師生平台-學習吧 

3. (教師自編)Wordwall真假遊戲-經緯線的比較 

1. 學生能獨立觀察 VR互動地球儀的經緯線，並能歸納經緯線的特性。 

2. 學生能了解經緯線在地球上座標系統中絕對位置的意義。 

3. 學生能應用經緯線座標，表達一地的絕對位置。 

4. 學生能利用經緯線數值來表示臺灣本島在地圖上的絕對位置。 



【第一節課】 

一、導入活動 

(一) 連結先備知識： 

前堂課，我們學習到「絕對位置」的概

念，是一種能表明目標物確切地點的位置

表達方式。教師請同學說出這張地圖中，

兩間廁所的「絕對位置」？ 

(二) 引起動機：  
1. 學生思考，平面的座標網格（絕對位置）套用在立體的球體 

 （地球）上，會發生何種問題？ 

2. 了解如何解決的方法，並明白經緯線基準軸的概念。 
(三) 2 人一組完成 VR頭盔前置作業： 

 

 

 

 

 

 

 

 

 

二、發展活動 

(一)使用 VR 互動地球儀-觀察「經線」 

 

 

 

 

 

 

 

 

 

 

 

 

 

 

 

 

 

 

 

5分鐘 

 

 

 

 

 

 

 

 

 

 

 

 

 

 

 

 

 

 

 

 

 

5分鐘 

 

 

 

 

 

 

 

 

 

 

 

 

 

 

 

 

 

 

 

 

 
 
 
 
 
 
 
 
 
 
 
 
【Mata VR頭盔】 
 
 
 
 
 
 
 
 
 
 
 
 
 
【Mata VR頭盔】 
 
 
 
 
 
 
 
 
 
 
 
 
 
 
 
 
 
 
 
 
 

A 同學（戴頭盔） B 同學（協助及記錄） 

1. 戴上頭盔 

2. 調整視野及音量 

3. 開啟資料庫中 

《GlobeProject》課程 

4. 確認課程畫面邊界 

5. 進入教學→單元二經線

與緯線 

1. 協助 A同學調整 VR 頭盔

的鬆緊度。 

2. 協助 A同學正確的持取

搖桿。 

3. 閱讀提問單，預備提問

與紀錄。  

 

A 同學（戴頭盔） B 同學（提問及記錄） 

1. 在經線與地球點選 ON，

感受經線沉浸式的立體

展示。 

2. 聆聽 B同學的提問，並

將觀察到的經線特徵回

饋給 B同學紀錄。 

1. 將提問單「經線」的內

容逐一向 A同學提問。 

2. 記錄 A同學之回饋內

容。 

 



(二)使用 VR 互動地球儀-觀察「緯線」 

 

 

 

 

 

 

 

 

 

 

 

 

 

 

 

 

 

 

 

 

 

(三)教師導學並檢核提問單內容 

  1. 教師導學經線的定義、方向、長度、度數等特徵。 

  2. 學生檢核提問單上對經線特性的觀察結果。 

  3. 教師導學緯線的定義、方向、長度、度數等特徵。 

    4. 學生檢核提問單上對緯線特性的觀察結果。 

    5. 學生練習用經緯線數值呈現一地的絕對位置。 

 

 

5分鐘 

 

 

 

 

 

 

 

 

 

 

 

 

 

 

 

 

 

 

 

 

 

 

 

 

 

15 

分鐘 

 

 

 

 

 

 

 

 

 

 

 

 

 

 

 

 

 

 

 

 

 

【Mata VR頭盔】 
 
 
 
 
 
 
 
 
 
 
 
 
 
 
 
 
 
 
 
 
 
 
 
 
 
 
 
 
 
 
 
 
 
 
 
 
 
 
 
 
 
 
 
 
 
 
 
 
 
 
 

A 同學（提問及記錄） B 同學（戴頭盔） 

1. 協助 B同學調整 VR 頭盔

的鬆緊度，並幫忙 B同

學正確的持取搖桿。 

2. 將提問單「緯線」的內

容逐一向 B 同學提問，

並記錄 B 同學之回饋內

容。 

1. 在緯線與地球點選 ON，

感受緯線沉浸式的立體

展示。 

2. 聆聽 A同學的提問，並

將觀察到的緯線特徵回

饋給 A同學紀錄。 



(四) 使用 VR 互動地球儀-進行「猜國家」挑戰 

   出題者(戴 VR 頭盔)練習表達一個國家的經緯度，答題者從課 

   本的世界地圖上試著用經緯度判斷是哪一個國家？ 

 

 

 

 

 
 
 
 
 

 
(五)臺灣本島的經緯度 

1. 觀察課本 P.23，紀錄臺灣本島橫跨的經緯度數值。 

2. 學生認識臺灣本島在地球座標系統上的絕對位置。 

 

三、 總結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本堂課的核心概念 

       「經緯線是地表最常見的絕對位置表達方式」。 

2. 利用鐵達尼號船難前發出的求救電報資料，讓學生感受經

緯線訊息的重要性。 

 

5分鐘 

 

 

 

 

 

 

 

 

 

 

 

 

 

 

 

 

 

 

 

5分鐘 

 

 

 

 

 

 

 

 

 

 

 

 

5分鐘 

 

 

 

 

 

 

 

 

 

 

 

 

 

 

 

【Mata VR頭盔】 
 
 
 
 
 
 
 
 
 
 
 
 
 
 
 
 
 
 
 
 
 
 
 
 
 
 
 
 
 
 
 
 
 
 
 
 
 
 
 
 
 
 
 
 
 
 
 
 
 
 
 

A 同學（戴頭盔） B 同學（查找課本 P.6+7） 

1. 點選地球上任一設有

標記符號的國家。 

2. 試著表達該國家的經

緯度(絕對位置)。 

1. 仔細聆聽小組夥伴陳述的

經緯度位置。 

2. 查找課本 P.6+7 

3. 的世界地圖，判斷該經緯

度位置應該是哪一國家。 

答對 2 題後，請 AB 同學互換角色繼續進行活動。 
 



【第二節課】 
一、導入活動 
  小組同學利用課本附件的紙卡，完成手作地球儀的製作。 
 
 
 
 

 
二、 發展活動 

1. 小組學生利用前一節課(VR地球儀)所學的經緯線知識與手
作地球儀模型的輔助，完成經線與緯線的比較表格。 

 
2. 教師發放平板，學生從親師生平台登入【學習吧】，進入

地理課堂，並將自己與手作地球儀的合照上傳至作業區。 
三、總結活動 

  1. 老師透過【學習吧】後臺，檢視學生繳交手做地球儀的情 
       況，並經學生同意後展示優良作品給同學們欣賞。 

 

 

 

 

 

 

2. 學生利用學習吧連結到教師設計的【Wordwall】遊戲評量
－真假遊戲「經緯線的比較」，進行辨認挑戰，超過教師
設定的標準15分的同學，即可得到課堂加分。 

 
 
 
 
 
 

 

15 

分鐘 

 

 

 

 

 

15 

分鐘 

 

 

 

 

 

 

 

 

 

 

5分鐘 

 

 

 

 

 

 

 

 

 

 

 

 

 

 

 

 

 

 

10 

分鐘 

 

 

 

 

 

 

 

 
 
 
 
 
 
 
 
 

【學習吧】 
 
 
 
 
 
 
 
 
 
 

【學習吧】 
 
 
 
 
 
 
 
 
 
 
 
 
 
 
 
 
 
 
 
 
 

【學習吧】 
【Wordwall】 

 
 
 
 
 
 
 



 

 

 

 

 

 

 

 

 

【互助】兩人一組使用VR頭盔，相互

幫對方調整到舒適學習的狀態。 

【聆聽】仔細聆聽戴頭盔的同學觀察到

的訊息，並且詳細的紀錄在學習單上。 

 

 

【動機】教師引導學習並創造安心的
學習環境，學生踴躍回答課堂提問。 

【輔助】隨時支援需要幫助的學生小

組，輔助後一樣能進入沉浸式學習。 

 
 
 
 
 
 
 
 
 
  

【沉浸】學生戴上頭盔進入沉浸式的

學習，觀察立體地球儀的座標特徵。 

【投入】學生投入於課堂的學習活動，

使用新興科技提升對課程的學習動機。 

 

 

 

 

 

 

 

 

 

【導學】透過教師清楚的操作說明，

並給予學生在VR頭盔中明確的觀察指

令，使課堂的學習活動能順暢進行。 

【評量】學生透過自主學習平台，依照

自己的學習速度進行評量，評量可反覆

實施，以達精熟學習的效果。 



 
～課程設計動機～ 

  首先，我想分享選擇「經線與緯線」這個單元作為新興科技教案的原因。

108課綱國中社會領域地理科，首條的學習內容：Aa-Ⅳ-1全球經緯度座標系

統，就是本堂課的學習重點，而且此條學習內容在近年會考題頻繁出現，可以

說是非常重要的知識點！例如113年會考社會科第33題（通過率：0.39）、112

年會考社會科第28題（通過率：0.56）、111年會考社會科第18題（通過率：

0.42），都以經緯線的知識與判讀作為考點，而這麼頻繁出現的重要知識點，

學生答題的通過率竟然年年偏低，可以推測歷屆國中學生對於經緯線的課程普

遍具有學習困難。 

  這樣的學習困難，在我過往的教學經驗中，我認為是因為經緯線是建立在

地球表面「抽象的」座標系統概念，對於空間概念的抽象性，許多學生無法將

地球的圓形表面與平面的課本地圖對應起來，而產生理解的困難。因此，我認

為透過VR頭盔三維空間的視覺輔助，讓學生身歷其境的方式探索經緯度，應該

會有助於學生克服抽象概念，更直觀地理解地球的座標系統，在樣的思考下於

是我設計了此份教案。 

～教學調整的脈絡～ 

  過去我在教授這堂經緯線課程時，大多都使用教師主導的「講述法」為主，

搭配課本的圖片做說明，逐條講解經緯線各自的重要特徵。 

  而此次的課程設計，我調整成以學生為主體的「觀察法」，學生透過VR頭盔

立體地球儀的沉浸式畫面，主動去觀察經緯線的各個重要特徵，而教師變成是一

個輔助的角色，只說明要觀察的項目與過程中的科技協助。 

～成效分析～ 

  學生對於使用新興科技VR頭盔來學習地理知識很有新鮮感與好奇，因此非常

投入，學習動機很高；此外，由學生主動觀察並獲得知識，是探究學習能力的培

養，而這樣的學習能力培養正是108課綱素養導向的精神！ 

～教學省思～ 

  完成這次的VR經緯線的教學歷程，讓我想到韓劇黑白大廚中愛德華·李主廚賽

後的一段話：「如果你用同一招煮洋蔥煮了10年，每次都可以處理得很完美，這

只是在『執行』，而非『學習』。只有當你願意冒險，去嘗試新的事物但卻失敗

時，這時候你就學到了你要的東西了。」回首我教書年資也十幾年了，這十幾年

來國中階段學習內容更迭不多，因此在這樣反覆的任務下如果不精進自己、跳脫

過去已設計好的教學模式（舒適圈），恐淪為教學千篇一律的教書匠。 

  今年我參與永中校內Meta VR頭盔的研習，認識這個新興科技後，便有股嘗試

用新興科技VR頭盔結合地理課堂的熱情，跨科的課程設計與新興科技的運用跳脫

原來的舒適圈，但我願意去冒險！而正因為這樣的改變，讓我看到孩子眼裡不一

樣的光，讓我體驗課堂上不一樣的火花，更讓我看到漫長教學生涯上新的改變。 

～修正建議～ 

  很感謝「教育大市集」為我們教學現場的

老師提供許多精彩又實用的素材！不過在使用

的過程中，我發現有些素材內容標示有誤，但

因非設計者而無法在系統上修改，目前只能在

資源評論區回饋，勘誤的即時性不高，是使用

這些素材時的一大困擾。 

  希望可以建議教育大市集的課程素材在設計端與現場老師（實施端）的連結

度可加強，從素材的設計道實施後的反饋，能夠有效交流，讓這些素材實際應用

在教學現場的學習效果更加顯著！ 



（含論文、期刊、書刊剪報、專書、網路資料、他人教學教案等） 

無，皆為教師自編教案。 

附錄一：Meta VR頭盔-經線與緯線 地理課課堂學習單 

 

 

 

 

 

 

 

 

 

 

 

 

 

 

 

 

 

 

 

 

 

 

 

 

 

 

 

 

 

 

 

 

 

 

 

 

 

 

 

 

 

 

 



附錄二：新北市親師生平台-【學習吧】永和國中玠汝老師地理教室 

（透過教師建置的［學習吧地理教室］，學生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有效的自主

學習。） 

※此課程已設定為「公開」，課堂邀請碼為「４７８２７０」，歡迎參考。 

 

 

 

 

 

 

 

 

 

 

 

 

 

 

 

 

 

 

 

 

 

附錄三：【學習吧】教師後台，學生作業繳交的學習歷程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