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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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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中正國中 設計者 陳閔琳 

領域/科目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 實施年級 七年級 

單元名稱 嗨！出發吧 總節數 共6節，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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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c-IV-1 能熟悉資訊科技共創工具的

使用方法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與他

人合作完成作品 

運 c-IV-3 能應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

進行數位創作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

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2 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進行

有效的互動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核心

素養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質，

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調及

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學習內容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H-IV-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個人電腦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 內

容 

Google Classroom、Slido、Jamboard、Google Map、XMind、Canva、Google表單 

學習目標 

⚫ 能使用心智圖軟體(如 Xmind)整理班遊需求與計畫。 

⚫ 能應用路徑規劃工具（如 Google Map）設計出合理的旅遊路線。 

⚫ 能使用簡報軟體(如 Canva)呈現完整的行程規劃，並提升表達與溝通能力。 

⚫ 能體驗團隊合作的過程，解決分工與溝通中的挑戰。 

⚫ 能自行透過網路資源搜尋適當且正確的資料(自學) 

⚫ 將分享作業內容，根據組員回饋修改與優化(共學) 

⚫ 能欣賞他人專題，從中學習不同的規劃理念(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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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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旅遊 

引起動機 

以旅行社的行程規劃表為例，詢問製作旅遊書的意義為何？ 

→為使大家都能瞭解旅遊內容，因此在旅遊前應提出規劃構想。 

 

發展活動 

詢問： 

1.一個好的旅遊行程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2.假如有機會可以自行舉辦班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以 Slido文字雲讓學生腦力激盪、集思廣益，最後顯示結果，說明

課程規劃讓小組設計班遊行程，運用資訊科技輔助製作簡報和全班

分享班遊計畫，最後讓同學評分，看看哪組獲得最多人支持。 

 

依照班級人數平均分配至4個組別，並讓學生自行分組，學習與他人

合作的能力。 

 

綜合活動 

組間互學 

 

一、問題拆解 

根據文字雲的回答，學習將問題拆解、分類及歸納。 

學生可能回答：要去哪裡、怎麼去、誰要出錢、要找哪些老師等，

邀請各小組將相似的問題歸納為同一類別，將結果呈現在 Jamboard

上，並將連結分享至 Google Classroom讓學生觀看。 

可能的歸納：地點、時間、經費、交通等，可因應回答補充。 

→說明班遊需要規劃很多細節，因此需要大家集思廣益規劃。 

 

二、資料蒐集 

詢問： 

1. 如何調查參加的人數？ 

2. 如何蒐集地點相關資訊？ 

3. 如何規劃交通方式？ 

以 Google Classroom詢問以上問題，學生回答後將結果投影於螢幕

並提出討論，引導學生可善用資訊科技的輔助來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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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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出構想 

請各組討論班遊的地點，時間設定為1天，地點設定為台灣本島。 

邀請各組將結果分享於 Jamboard上，讓所有成員分享舉辦的地點及

原因，各組間可觀摩思考不同想法。 

 

三、評鑑方式 

說明評鑑方式，設計評量任務來引導學生學習。 

⚫ 組內互評 15%  (對小組成員的貢獻度評分) 組內共學 

⚫ 同儕評分 35%  (對其他組別內容規劃評分) 組間互學 

⚫ 老師評分 50%  (對總體報告內容規劃評分) 教師導入 

 

總結活動 

總結班遊行程規劃流程，讓學生對於規畫行程有基本概念。 

 

第二節-最佳路線 

引起動機 

教師導入 

詢問放學若要在放學先去西門町找外婆，再一起到台北101，必須考

量哪些因素？ 

集思廣益後，根據回答總結出今日主題：路徑規劃。 

 

發展活動 

學生自學 

一、路徑規劃 

根據以下地點及不同條件，請學生規劃放學後的路線，並思考多種

不同的路徑規劃方式。 

1. 要和媽媽去加油站加油，並買一些零食再回家。 

2. 希望以最短的時間回到家，避免繞遠路。 

3. 希望以最久的時間回到家，但一個地方只能去一次。 

4. 想在公園散步，再經過便利商店買飲料，最後回家。 

5. 放學時段交通繁忙，希望避開交通壅塞的地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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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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內共學 

二、選擇路徑 

以 Google Classroom傳送 Jamboard連結，各組討論運算思維資源包

題目-通勤上學：「假設忽略不同路線間的轉乘時間，請幫小娜尋找

從家出發到學校，行車時間最少的路線。」並記錄思考過程。 

 

組間互學 

各組隨機抽選一人詢問剛剛的討論結果及路徑分別為何，同時輪流

投影各組討論的 Jamboard結果讓其他組別一同思考，最後邀請正確

答案的組別分享規劃及思考路徑的方式。 

 

說明在規畫路徑時，需根據需求考量不同的路線，在生活中也有工

具能輔助我們達成這項需求，詢問學生是否知道有哪些工具(Google 

Map)，引導至下一活動。 

綜合活動 

一、 Google Map操作 

1. 基本操作練習：定位至所在位置、放大縮小比例 

2. 任務：給予指定地點及座標，最快找到的組別加分 

 

二、 路徑規劃 

1. 基本操作練習：輸入地標(如：板橋車站)按下搜尋。 

2. 在目的地欄位輸入想要抵達的班遊地點，並設定出發地 

3. 任務：指定規劃10個路徑，最快完成者小組加分 

 

三、 交通工具 

1. 基本操作練習：設定路線規劃與偏好。 

2. 任務：指定規劃兩地不同抵達時間條件，最快完成者小組加分。 

◆ 西門捷運站到臺北101，最快抵達的方式。 

◆ 板橋車站到淡水老街，花費金額最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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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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山捷運站到兒童新樂園，轉乘次數最少的方式。 

 

四、 出發時間 

1. 基本操作練習：查詢預估時間與當時當地交通狀況，提出預估到

達目的地所需時間，與預估到達目的地的時刻。 

2. 任務：指定規劃時間條件，最快完成並符合條件者該組加分。 

◆ 立刻出發至最近捷運站的方式 

◆ 周六上午9:00從學校出發到台北101轉乘次數最少的方式。。 

◆ 下午8:00從台中國家歌劇院抵達學校的最快方式。 

 

總結活動-教師導入 

說明 Google Maps雖便利，但呈現資料的方式無法直接進行比較，

因此還要運用其他軟體把它整理得更容易判讀後，再一步判斷哪個

路徑符合需求。 

 

第三節-工具助力 

引起動機 

詢問是否看過這種圖形及用途，導出今日學習內容-心智圖。 

 

發展活動 

學生自學 

請學生透過 Google搜尋心智圖，觀察他人的作品有何特色，並紀錄

在 Google Classroom的討論區。 

 

教師導入 

說明心智圖結合5W1H概念，中心以一個關鍵詞為主，往外連接相

關字詞、想法、任務或其他關聯項目，最後形成完整心智圖。 

分支主題及小分支需劃分階層，且可使用圖片輔助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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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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用紙筆畫和數位軟體操作心智圖有何差異？ 

→引導今日學習用數位軟體 XMind 繪製心智圖。 

綜合活動 

開啟 XMind軟體示範操作後，給予任務讓學生完成： 

 

過程中適時引導學生注意階層的差異及邏輯性，不需添加過多相似

內容。 

 

總結活動 

組間互學 

完成後將作業以圖片檔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透過隨機抽籤選

擇3-4份作品與全班分享，透過觀摩他人作品激發不同的想法及構思

未來改善的方向。 

 

教師導入 

說明心智圖不僅可用於設計與自己有關的內容，也可用在規劃各項

事務上，讓學生在製作班遊計畫中輔助構思想法及呈現內容。 

 

第四節-做我所想 

引起動機 

詢問：每周上課時，老師一定會使用的軟體為何？ 

可能回答：瀏覽器、Scratch等答案 

引導方向：呈現內容的軟體。 

→導出今日學習內容-簡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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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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活動 

一、流程規劃 

說明製作簡報時，需按照流程製作，確保簡報從頭至尾邏輯一致。 

 

二、反面教材 

1. 沒簡單自我介紹 

2. 沒目錄、內容簡介 

3. 把講稿內容全部放在簡報 

4. 字太小、字體不易閱讀 

5. 過多特效、轉場 

v.s.  

6. 簡報沒有重點標記 

v.s.  

綜合活動 

開啟 Canva軟體示範操作後，給予任務讓學生完成： 

 

過程中適時引導學生注意內容正確性及剛才提及的反面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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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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活動 

組間互學 

完成後將簡報連結分享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透過隨機抽籤選

擇3-4份作品與全班分享並練習報告，透過觀摩他人作品激發不同的

想法及構思未來改善的方向。 

 

教師導入 

說明簡報的用途廣泛，但要設計一份「好的簡報」需花費心思，因

此在製作班遊計畫中，呈現內容的方式及設計很重要。 

 

※回家任務：請組長協助分配工作，每位同學負責一項事務以完成

下次上課的班遊計畫報告。 

 

第五節-絞盡腦汁 

 

 

組內共學 

請組長至 Google Classroom留言上周回家任務-工作分配表，每個人

共同準備簡報中不同工作，並自行決定上台報告者或共同報告，如： 

1 製作心智圖  

2 景點介紹 

3 路線規劃＋交通方式 

4 預估花費 

5 注意事項 報告者 

教師導入 

展示教師製作的班遊行程範例及給予報告規劃鷹架引導學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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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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開始進行各自的工作內容，過程中教師適時給予協助，以完

成班遊計畫。 

 

第六節-成果競標 

 
流程： 

 

組間互學 

一、各小組發表成果，報告時間以7分鐘為限。 

二、每一組報告完畢後，開放聆聽組發問問題互相討論，再以2分鐘

撰寫同儕互評表給予回饋，針對其他組的報告內容評分。 

 

⚫題目及作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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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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有組別報告完畢後，填寫小組自評互評表。 

說明小組作業依賴每個成員的努力才能夠完成，如果沒有付出，不

會獲得相對應的分數，回想一下討論時自己及同學的表現。 

 

⚫自評： 

 
⚫互評： 

 

 

教師導入 

為避免後報告的組別聆聽了前幾組的回饋而修正內容，教師待四

組報告完畢後再一次給予鼓勵性回饋及建議，並統整出獲得全班

票選出最高票的報告組別給予肯定。 

 

⚫教師評分表(滿分50)： 

 

⚫教師回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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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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票選結果及回饋 

 

 

 

 

 

 

教學成果 

 

 

說明:學生心智圖作品1 說明: 學生心智圖作品2 



12 

 

 

 

說明:小組報告成果 

教學心得與

省思 

本教學活動設計以一系列生活中常見的資訊科技工具應用，學生的先備能力不

一，需要設計差異化的學習，讓能力較佳的學生擔任其他同學的鷹架或給予其他任

務。學生在操作過程中，因為無法同時看到教師的畫面，因此是透過記憶的方式模

仿老師的操作，在這部分需要將教學內容切割成許多小範圍讓學生操作。 

設計一系列的自評、互評表，希望增進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學生也因為能替

其他組別評分有了更高的參與動機，而評分表仰賴教師的事前規劃及安排，需花費

較多時間整理期歸納。 

有些學生是第一次參與小組簡報製作，對於簡報的概念仍有些陌生，也未曾在

大家面前講話，上台有時會有怯場等問題，且時間的掌控不太熟悉，有許多進步空

間，但也經由課堂的討論及一系列的教學實作內容，學生能有更多生活應用工具的

深入了解，從中學到如何透過資訊科技工具與他人一同規劃流程，也對於和生活相

關的課程內容產生興趣。 

參考資料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