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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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校 新泰國中 設計者 黃翰文 

領域/科目 特教領域/國文 實施年級 9年級 

單元名稱 
智慧夥伴-chatgpt 輔助自主學習

(賈伯斯- 人生的三堂課) 
總節數 

共 7節，315分鐘 

(此教案為第五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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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Ⅳ-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

富表達內容。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

評論、演說及論辯。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

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

問題的能力。 

5-Ⅳ-6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

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

閱讀視野。 

6-Ⅳ-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

發表個人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核心 

素養 

國-J-A2透過欣賞各類文

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

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B2運用科技、資訊與

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

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

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

素養。 

國-J-A3運用國語文能力吸

收新知，並訂定計畫、自主

學習，發揮創新精神，增進

個人的應變能力。 

學 習 內

容 

Bc-Ⅳ-2 描述、列舉、因果、問

題解決、比較、分類、定義等寫

作手法。 

Bd-Ⅳ-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Bd-Ⅳ-2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

等。 

Ca-Ⅳ-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

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化內

涵。 

議題 

融入 

實 質 內

涵 

本教案設計的重點在於培養學生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透過科技

及國文跨領域整合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增進解決問題的實

際應變力，並習得帶得走的資訊操作能力。本教案分為幾個核心活動，

包括： 



⚫ 資訊科技應用：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如何有效地搜尋、組織資料，並

結合操作平板的科技能力來豐富學習內容，提升表達的精準性。 

⚫ 多情境溝通能力：設計多樣化的報告、評論和論辯環節，讓學生針

對不同情境進行有效表達，增進口語和書面溝通能力。 

⚫ 跨學科整合與閱讀策略：透過應用閱讀策略和操作 ChatGPT的整

合，學生能在實際情境中將知識內化並類化製生活，使之成為帶得

走的解決問題工具。 

 

 

所 融 入

之 學 習

重點 

教學活動設計與融入說明 

教學結構：交互教學法（摘要 > 提問 > 澄清 > 預測） 

 

1. 摘要（學習表現 5-Ⅳ-4，學習內容 Bc-Ⅳ-2） 

學生閱讀文本後，自述要點並反思是否理解全文大意，摘要重

點。此過程鼓勵學生將所學知識整合為可操作的學習效能。利用 

ChatGPT 協助摘要，學生可將自己理解的內容與 ChatGPT 的摘要

進行比較分析，增強理解與反思能力。 



2. 提問（學習表現 2-Ⅳ-5，學習內容 Bd-Ⅳ-1） 

教師設計課程評量，根據學生的摘要結果設計問答活動，以測試

學生理解程度，並防止學生單純抄襲。學生可在此環節針對文本

發問或回答，透過不同情境的評論、演說等互動方式提升口語和

書面表達能力。 

3. 澄清（學習表現 2-Ⅳ-4，學習內容 Bd-Ⅳ-2） 

學生可針對難以理解的段落或概念設計問題，利用 ChatGPT 提供

解釋以幫助理解。此過程可使學生熟練運用科技工具進行自主學

習，並透過與 ChatGPT 的互動，深化對文本結構和人物動機的認

識，進一步培養分析、比較和澄清能力。 

4. 預測（學習表現 6-Ⅳ-6，學習內容 Ca-Ⅳ-2） 

學生依據文本已知內容推理，預測文本可能發展的情節。此活動

能夠增強學生的閱讀理解與文本掌握能力，並使學生運用資訊科

技將自身的見解以創新的形式表達，達到分享學習樂趣的目的。 

 

融入說明： 

1. 本課程為資源班教學設計（未來或許能於普通教育實踐），透過

交互教學法四階段，協助學生提升科技運用、思辨能力及小組合

作精神。這樣的設計幫助資源班學生有系統地掌握學習內容與技

能，並在合作中發展社交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 教學中引入 ChatGPT 作為學習輔助夥伴，提供個別化支持，協助

學生在蒐集資訊、組織材料及生成想法時靈活運用數位資源，提

升數位素養和資訊處理能力。此做法呼應特殊教育重視的差異化

教學原則，滿足不同程度與需求，讓每位學生都能以適合自己的

方式學習。 

3. 透過交互教學法的結構與科技工具的支持，學生能逐步培養自主

學習。這種方式符合特殊教育精神，在支持性環境下幫助學生建

立自信，發揮學習潛能，鼓勵他們在學習中成長與進步，減少習

得無助感。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教材來源 國文課本/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白板 
用途：展示教學內容、學生作品以及即時互動結果，如 ChatGPT對話內
容、影片片段和學習摘要，方便全班共同討論。 

平板 
用途：分組活動時，每組學生可使用平板或筆電進行在線搜尋、操作數
位資源（ChatGPT），方便個人和小組完成任務學習。 

使用軟體、數

位資源或 APP內

容 

 ChatGPT 

• 用途：作為智慧夥伴，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如：學習障礙等身障
學生，進行重點摘要、問題設計與澄清，提升學生的批判思考與
比較能力。學生可以用 ChatGPT進行文本分析，將自己理解的重
點與 AI總結進行比較，進一步思考和反思差異。 

• 應用場景：學生在進行「摘要」及「澄清」時，ChatGPT可作為提
供參考意見的工具。 

學習目標 

1. 增強科技運用能力(相關學習表現：2-Ⅳ-4、2-Ⅳ-5) 
o 資源班學生能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工具，提升表達內容的豐富性，特別是針

對每位學生都能在不同情境下進行報告、評論及演說。 
2. 提升閱讀理解與分析能力(相關學習表現：5-Ⅳ-4、5-Ⅳ-6) 

o 學生能運用有效的閱讀策略，理解與分析各類文本，並能整合不同領域的知
識以解決問題，幫助學生克服閱讀的困難，提升學習表現。 

3. 掌握寫作技巧(相關學習內容：Bc-Ⅳ-2、Bd-Ⅳ-1) 
o 學生能掌握多種寫作手法（如摘要、比較、因果關係等），並以事實和理論

為基礎，發展出說服、建構及批判的能力，特別是在引導學生表達自我意見
時，提供清晰的範例與支援。 

4. 增進批判性思考能力(相關學習內容：Bd-Ⅳ-2、Ca-Ⅳ-2) 
o 學生能運用比喻、比較等論證方式，進行有效的文本分析與批判，並能在討

論中反思文本所傳遞的文化內涵，幫助特殊需求學生提升思辨能力。 
5. 鼓勵自主學習與合作(相關學習表現：6-Ⅳ-6) 

o 資源班學生在交互教學法的支持下，能主動參與學習，設計問題並尋求答
案，進一步促進合作學習與自主探究的能力。這一過程中，提供適當的支
援，讓每位學生都能以自己的節奏進行學習，達成個人化的學習目標。 

連結說明 

這些學習目標針對特殊需求學生的特點進行了

調整，使其更加具體且具適應性，幫助他們在

學習過程中克服障礙，並鼓勵他們主動參與、

表達個人見解，從而提升學習動機。透過實踐

這些學習目標，特殊需求學生不僅能在課堂上

掌握知識和技能，還能有效地將所學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增強生活的類化能力。此外，透過

團隊合作和科技使用，他們能在小組活動中實

踐自主學習，提升特殊需求學生們的成就感。 

 

 



教學活動設計:本節教案為國九<賈伯斯的人生三堂課>第五~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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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案旨在運用 ChatGPT 作為數位輔助工具，設計一系列旨在提升學生閱

讀理解、文本摘要能力和批判思維的學習活動。 

 

教學流程 

一、暖身活動 

1. 問題回顧 

教師引導學生回顧上堂課的內容，並針對 ChatGPT 的操作進行簡短討論，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為後續的學習活動做準備。 

 

二、發展活動 

1. 搜尋與摘要(交互教學法-摘要>提問>澄清>預測) 

進行課文討論後，學生先自己與組員摘要文章並寫下，再透過平板搜尋課

文內容，將文章內容複製到 ChatGPT，指令其生成文本的摘要，並整理下

來。 

 
 

2. 比較與反思 

透過小組討論，學生比較自己整理的內容與 ChatGPT 的摘要，分析和反思

二者之間的差異，強調用自己話語表達理解的重要性，進一步檢視自己是

否真正理解了文本的要點。 

 

 

3. 問題討論(交互教學法-摘要>提問>澄清>預測) 

教師透過設計好的問題，讓小組成員進行作答，為以驗證是否有理解前一

步驟的文本摘要 

 

 

 

 

3

分 

 

 

 

 

5

分 

 

 

 

 

 

 

 

 

 

 

 

 

 

 

 

 

2

分 

 

 

 

5

分 

 

 

 

 

 

 

 

 

 

 

 

 

 

 

 

平板操作

(ChatGPT) 

自編講義 

 

 

 

 

 

 

 

 

 

 

 

 

 

 

 

自編講義 

 

 

 

 

自編講義 

 

 

 

 

 

 



 
 

4. 問題設計(交互教學法-摘要>提問>澄清>預測) 

學生設計有關課文的問題進行互動討論，並利用 ChatGPT 生成進一步的問

題。透過同儕間的討論，鼓勵學生對不理解的部分進行澄清，深化對文本

情節、人物動機及結構的理解。此過程強調自主學習及同儕互助的重要

性。 

 
 

5. 預測發展(交互教學法-摘要>提問>澄清>預測) 

 引導學生根據已讀的內容預測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情節，學生需根據課文結

構或內容線索進行推理。分享預測過程有助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及邏

輯推理能力，提升他們對文本的掌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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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操作

(ChatGPT) 

自編講義 

 

 

 

 

 

 

 

 

 

 

 

 

 

 

 

 

自編講義 

 

 

 

 

 

 

 

 

 

 



 
 

三、總結活動 

1.圖畫創作 

圖畫活動為以鼓勵學生運用創意思維表達情感，讓學生透過創作來進行文

字複習，教師亦可觀察學生是否有透徹理解。 

 

2. 教師總結 

教師對學生的分享進行總結，歸納學生的主要觀點，延伸補充相關知識，

以增強學生對文本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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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講義 

 

 

 

 

 

 

 

 

 

 

 

 

 

 

 

教學成果 

 

 

 



說明: 學習障礙學生運用 ChatGPT輔助學

習，透過科技增強理解與表達能力，克服

識字困難，展現自主學習成效。 

說明: 三位學生透過 ChatGPT查詢

資料和摘要內容，並完成自編講義

中的任務。 

 

 

 

 

 

 

 

 

 

 

 

 

 

 

說明: 三位學生透過使用 ChatGPT進行學

習，同時進行小組合作和討論，互相分享

意見，展現出積極的互動學習氛圍。 

說明: 資源班學生們透過自主學習

和小組合作，完成學習任務，教師

無需逐步講解，將學習的主導權下

放給學生。 

教學心得

與省思 

教學調整的脈絡 

本教學針對特殊需求學生的特點進行了多項調整，以確保教學內容適應他們的學

習需求。首先，根據學生的吸收程度靈活調整教學內容，發現特殊需求學生擁有

豐富的想像力。教學設計不僅融入了知識技能，也考量了情感層面，並緊扣生活

應用，旨在幫助學生將所學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運用。特殊需求學生們甚至

可以透過查閱聖經、規劃旅遊行程、傾訴心事、求助於線上遊戲技巧等活動，他

們的延伸嘗試與知識遷移得以實現，從而增強他們的生活類化能力。 

成效分析 

經過教學後，學生在理解和運用知識上顯著進步，能透過查閱資料、摘要內容，

在小組討論中表達想法，展現良好學習效果。此外，學生能類化製生活情境規劃

旅遊行程及美食查詢方面能力提升，將課堂所學應用於生活。 

 



教學省思 

在教學過程中，發現特殊需求學生在表達能力和社交互動上仍有待加強。雖然學

生在自主學習方面表現出色，但他們在發表想法時較難與組員合作討論出完整的

想法。因此，未來教學中需加強幫學生建立信心與表達能力。 

修正建議 

1. 增強小組互動：設計更多的小組活動和合作任務，鼓勵學生在小組內分享

見解，增強彼此間的交流與合作，並建立相互支持的學習環境。 

2. 逐步提升難度：根據學生的學習進度，逐步增加教學內容的難度，以挑戰

他們的學習能力，讓學生在掌握基礎後能夠邁向更高層次的學習任務。 

3. 持續反饋：定期收集學生的反饋，了解他們在學習過程中的困難和需求，

根據反饋調整教學策略與內容，以更好地支持他們的學習。 

整體結論 

本教材不僅展示了特教老師系統的教學結構，還能啟發特教與普通班教師、不同

領域的創新思維，充分顯示達成成效與效度。透過推動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特殊

需求學生能夠真正為自己而學，強化自主學習素養，這不僅有助於學習遷移與類

化，還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透過這種方式，學生能夠將所學知識與技能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例如在日常交流、解決問題或進行生活規劃時，想到 ChatGPT，從而

讓學習成果真正類化、遷移至他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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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源班自編教材(賈伯斯的人生三堂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