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一平台活動融入教學】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小學 設計者 鄭羽彤 

領域/科目 社會 實施年級 三年級 

教材版本 南一版 單元名稱 第四單元  學校生活 

總節數 單元共需八堂課時間，本次授課第七、八節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3b-Ⅱ-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

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判

讀其正確性。  核 

心 

素 

養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

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

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學習內容 

Da-Ⅱ-1 時間與資源有限，個
人須在生活中學會做選擇。 

Dc-Ⅱ-1 班級與學校公共事務

的安排，可以透過師生適切的

討論歷程做出決定。 

議 
題 
融 
入 

學習主題 資訊教育 

實質內涵 資議 T-III-3  數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使用。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資訊教育、數學領域   

教材來源 均一學習平台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單槍投影機、平板 
學習目標 

 藉由活動，認識均一數位平台功能 
 營造有趣學習情境，放大學生學習動機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引起動機】 
1.  教師帶領複習本單元學習重點--豐富的學習、校園安全、班 

 級自治。 

2. 教師開啟均一平台「星空探險」頁面，告知將藉由數位平

台豐富資源，深化4-1(豐富的學習)、4-3(班級自治)欲傳達

之精神。(https://reurl.cc/Wkkvqy) 

 

 

【發展活動】 
一、活動介紹與規則 

1. 教師以「星空指南」影片，帶領學生概覽規則。 

2. 教師自「探險特色」頁面，進一步說明探險資格、得分攻

略、特色排名、以及個人和班級獲得點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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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問答 
 
 
 
 
 
 
 
 

課堂參與 
 

 

 



二、流程演練表決議 
1. 重溫「班級自治」要點—學生自己管理班級事務；開班會是

進行班級自治中一種重要又有效的方法。 

2. 以課本班會流程情境圖為範本，讓學生進行情境模擬的角色

扮演，實際把班會的6個議程演練一遍，引導聚焦「星空探
險」活動議題，討論是否參與。 

3. 依討論結果，決定參賽人數和隊名。 
4. 教師總結：透過「為何」和「如何」的提問，可以獲得詳細

的「原因」和「過程」。 

 
 

三、完成組隊給任務 

1. 教師展示藉由新北市親師生平台登入均一教育平台，接著

建立班級、加入學生、組隊報名等過程。 

2. 教師透過均一教育平台，結合接下來要進行的數學領域之

分數單元，給予任務。 

3. 教師指導學生如何進入平台收取及進行任務。 

4. 提醒學生—解題過程發覺自己有不理解的部分，可於班級討

論區提問，或藉由平台上的影片協助自己釐清相關概念。 

 

 
【統整活動】 
1. 叮嚀學生返家後利用教師給予的任務，完成即將學習的數學

單元前測。 

2. 提醒就寢前可到「星空探險」頁面查看排行榜與寶箱點數

紀錄。 

3.告知後續將依據系統提供之學習診斷，檢視學生答題，針對弱

項進行概念釐清，鞏固基礎概念，解決學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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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 
 
 
 
 

 

教學心得與省思: 

1.數位活動，放大動機 

活動期間，學生為了抽到有趣的限定頭貼，多數能自主完成老師指派的任務 

家長見到孩子能利用3c產品持續進行學習，在分別與教師及孩子的互動過程中，對「科

技輔助自主學習」產生有別以往的理解與支持。 

 

2.同儕合作，凝向心力 

解題後的成功經驗，提升學生信心。 

班級共同目標的達成，讓學生有凝聚力，高峰效應讓學生願盡一己之力努力。 

 

3.分析數據，調整策略 

自後臺數據，發掘學生未於課堂間顯露的一面。 

  利用「差異化教學」，讓學生用最適合自己的方式進行學習。 

  更全面性地瞭解學生特質，將學生放在適當的位置上，致使人人有任務、個個有用處。

 



教學成果: 
 

  
[教師透過任務分析報告，檢視學生學習狀況並給予協助] 

 

 

 

 
  [安慰獎成為班級練習口語表達的素材]            [善用班級討論區討論錯題] 
 

 

 

  
[學生自主分享如何自行設定目標，循序學習] 



 
 

 
[活動提升班級向心力，學生合力完成階段性目標] 

 

 

            
[高峰效應誘發學生產生行為上的質性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