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課程教學領導人課堂教學研究工作坊」 
擁抱 AI 智慧學習-未來學習關鍵力 

                             生活課程教學示例          參考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3.0 

主題(方案)名稱：交朋友的超能力 

領域 /科目 學習階段 /年級 課程設計者 

生活課程 二年級 陳春秀 

教學時間 配合單元/教材 

本單元共__4__節 160__分鐘 自編教材/社會情緒學習（SEL,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設計理念 

社會情緒學習(SEL)著重孩童的社交發展與情緒管理，涵蓋五大核心能力： 

1.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理解自己的情緒與行為模式。 

2.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調控情緒與行為，適應不同情境。 

3.社會覺察（Social awareness）—理解他人的感受與需求，培養同理心。 

4.人際技巧（Relationship skills）—有效溝通、合作，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5.負責任的決策（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做出適當的選擇，承擔行為後果。 

在低年級的生活課程中，與 SEL 相關的學習主題包括「悅納自己」、「合宜的行為與態度」以及

「與人合作」。這個年齡的孩子仍處於以自我為中心的階段，往往將自己的需求與願望擺在首位，較

難理解他人的感受。然而，他們也渴望交朋友，因為朋友能帶給他們歸屬感與安全感。 

觀察、聆聽與感受是社會情緒學習的基礎。透過這些能力的訓練，我們期望學生能夠： 

1.增強自我覺察—學習辨識與理解自己的情緒與行為。 

2.培養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感受與立場，學會換位思考。 

3.提升溝通技巧—能有效理解並回應他人的想法，促進友誼。 

4.促進情緒管理—學習調節情緒，減少衝突與誤解。 

5.增進人際關係—發展成熟的人際技巧，提升社交能力。 

因此，本單元的核心學習方式是透過感官訓練（我的三樣寶物）來提升學生的社交能力，包含： 

寶物一：眼睛（觀察）—學習留意他人的表情與行為訊號。 

寶物二：耳朵（聆聽）—專注聆聽對方的話語與語氣或週遭的環境聲音。 

寶物三：心（感受）—體會並理解他人的情緒與需求。 

透過三樣寶物的練習，學生能更更敏銳地感知周圍的人事物，也能培養交朋友的能力，讓他們在

人際互動中更加自信與自在。我們期望這些「超能力」能成為孩子在成長路上最重要的資產！ 

 

 

 



設計依據 

核 

心 

素 

養 

領綱 
數位素養學習(參閱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 

己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 他人想

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 

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

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 展現尊重、溝通以

及合作的技巧。 

 【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數位溝通表達與合作：運用資訊科技等數位工

具進行問題的陳述、表達、解決，能了解語

言、圖像的符號以進行資訊傳遞，達到資訊整

合並進行有效溝通與合作、互動、分享，並能

共同完成任務。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說明 學習內容 

2-I-4-1 從探索活動中體會感官和知覺對認識人、事、 

物的重要性。 

4-I-1-1 嘗試運用生活中的各種素材，進行遊戲與活 

動，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6-I-4 -3. 理解需要協助者的感受和需求，提供適當的 

關懷與協助。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議題融入(逐條標示議題實質內涵) 

無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國語領域：第一課：彩色心情（二年級南一版）。 

學生先備知能 

學科 數位融入 

1.國語領域：知道基本情緒語詞，如開心、生氣、難

過等。以及在什麼情況下，自己會有這樣的心情。 

基本平板載具的簡易操作經驗，例如，回到主頁

面，運用相機掃描 QR Code、輸入文字等。 

教學設備/資源  

(包含使用平台、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 等內容) 

1. ipad 

2. 因材網學習平臺(SEL 表單製作) 

3. e 度與 chatgpt。 

4.學生教育雲帳號 



5. Padlet、學習單 

6.單槍投影設備 

學習目標(條列式) 

二、能運用感官-眼、耳、心（三樣寶物）覺察情境中的人、事、物及自己能做的適當回應或行動。 

二、能反思自己感官的覺察能力並給予自評。 

三、小組能以合作方式，運用三樣寶物完成觀察任務。 

四、小組能相互觀摩各組觀察任務，並完成組間互評， 

五、練習與 e 度交朋友，學到更多交朋友的具體方法和行動。 

本堂課文本教材脈絡 

1. 提供情境圖片，供學生練習眼、耳、心（三樣寶物）的覺察能力 

2. 進行自己的觀察任務、完成觀察紀錄。 

3. 欣賞觀摩同學的觀察記錄，進行覺察力的自我反思，完成自評檢核表。 

4. 小組完成觀察任務，完成組內學習與組間互評。 

5. 跟 e度練習交朋友的超能力 

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第一節 

 

1.教師提供事件情境，引導學生透過討論與分享知道交朋友須學會三種寶物的使用：眼

（觀察：看到了什麼？）、耳（聆聽：聽到什麼聲音）-心（感受到對方什麼心情）【教

師導學】 

2.學生以前項教師導學為基礎，針對學習單圖片發生事件的情境進行觀察，提出自己的想

法與相對應的行動。（學習單） 

第二節 

1.以小組完成組內互學：教師以 padlet 提供各組事件情境，小組討論交換想法，完成小

組 padlet 觀察記錄。【組內互學】 

2.回到個人學習。學生從 padlet 欣賞觀摩各組記錄。【學生自學】 

3.相互觀摩同學學習單的內容，提出並分享自己從同學學習單中獲得的發現。 

4.根據自己學習記錄，反思自己感官的覺察能力並給予自評（因材網自評檢核表） 

第三節 

1.學生帶著自己的想法回到小組，分享與討論個人觀摩他組之後的發現。【組內互學】 

2.教師與學生討論組間互評基規準。 

3.小組討論進行組間互評（因材網組間檢核表）【組間互學】 

4.教師引導學生反思：分享自己從他組獲得的想法與學習及三樣寶物對交朋友的重要性。 

第四節 
第四節【跟 e度練習交朋友的超能力】 

1.練習設計事件問題情境，並詢問 e度。 

2.在和 e度一問一答之間，學到更多具體細膩的交朋友的方法和行動。【學生自學】 



學習活動設計 

建議註記自主學習四學教學策略 

(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教師導學） 

教學流程對應之 
數位工具及成效評量 

數位工具 成效評量 

第一節 【交朋友的超能力-個人寶物蒐集】 

一、引起動機： 

上課前老師在處理資訊車，有兩位學生在旁邊觀察、交談：「老師

在做什麼？」。老師以這事件為開端，引導學生思考，這兩位學生

「怎麼知道老師在做什麼？」（眼睛觀察）、「老師怎麼知道他們

在談論自己？」（老師聽到交談他們的內容）、「老師和兩位同學

當下的心情是怎樣？（用心感受對方情緒）。引出三樣寶物（眼-

耳-心）每個人都有，是我們交朋友的超能力。 

二、大家一起來三樣蒐集寶物： 

(一)教師透過投影機，提供事件情境圖。引導學生經由討論與分享

知道交朋友須學會三種寶物的使用：眼（觀察：看到了什麼？）、

耳（聆聽：聽到什麼聲音）-心（感受到對方什麼心情）【教師導

學】 

(二)全班討論與發表 

(三)學生以前項教師導學為基礎，針對學習單圖片發生事件的情境

進行觀察，提出自己的想法與相對應的行動。學生完成學習單 

三、我蒐集到三樣寶物了嗎？ 

(一)學生針對自己學習單觀察任務的內容與結果，反思自己感官的

覺察能力 

(二)學生進行自評（因材網自我檢核表） 

～～～～～～～～～～～～～～～～～～～～～～～～～～～～ 

第二節 【交朋友的超能力-小組的寶物蒐集（一）】 

一、小組任務之組內互學 

(一) 教師以 padlet 提供事件情境。每一組提供一個不同的情境。每

一組有兩台 ipad。小組一邊觀察圖片討論、交換想法，一邊完成

padlet 記錄【組內互學】 

二、個人任務，自學任務  

學生學習回到個人。一人一台 ipad。欣賞各小組在 padlet 上的觀察

發現與記錄。【學生自學】 

～～～～～～～～～～～～～～～～～～～～～～～～～～～ 

 

 

 

 

 

 

 

 

 

 

 

 

 

單槍投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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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表：

對自我學習的

檢核狀況 

 

 

 

 

小 組在 padlet

上的記錄內容 

 

 

 

 

 

 

 



第三節【交朋友的超能力-小組的寶物蒐集（二）】 

一、小組任務之組間互學 

(一) 學生帶著個人的想法回到小組。 

(二)小組利用 ipad 欣賞觀摩各組 padlet 內容，是否有好好發揮三

樣寶物的功能（是否使用眼、耳、心進行情境與人物觀察）？組內

同學交換想法。【組內互學】 

二、小組任務之組間互學與互評 

(一)教師和學生討論組間互評的基規準。以五顆星作為評分量表。

如，要針對小組的什麼內容進行評分（要看什麼）？給予星星的標

準是什麼？一到五顆星之間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二)組內同學交換想法，最後由組長進行各組評分（因材網組間檢

核表）【組間互學】 

三、分享與反思 

教師引導學生反思：分享自己從他組獲得的想法與學習，以及三樣

寶物對交朋友的重要性。 

相互觀摩同學學習單的內容，提出並分享自己從同學學習單中獲得

的發現。 

～～～～～～～～～～～～～～～～～～～～～～～～～～～～～ 

第四節【跟 e度練習交朋友的超能力】 

一、練習跟 e度交朋友 

(一)暖身生活動：教師介紹因材網 e度。引導學生跟 e度打招呼和練

習簡單的對話 

二、跟 e度練習交朋友的超能力 

(一)請學生練習創造一個事件情境，提供給 e 度。包括人物、時

間、地點、發生的事件。請教 e度可以怎麼做？ 

(二)詢問 e度，遇到這樣的事件，應該怎麼做？例如「請問 e度，我

看見一位小朋友下課時在走廊跌到，請問我應該怎麼做？」 

學生可以從 e 度的回應中，學到更多交朋友、關懷朋友具體的行動

與方法。【學生自學】 

三、分享與反思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和 e 度對話後，你學到了什麼？學到更多觀察

同學、關懷同學和交朋友的超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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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互評表：

對小組學習狀

況評分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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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一節 【交朋友的超能力-個人寶物蒐集】 

一、事件情境簡報參考 

 

 

 
 

二、因材網自我檢核表 

 

 



三、學生學習單 

 

第二節【交朋友的超能力-小組的寶物蒐集（一）】 

各組 padlet情境事件圖片 

 
 

 

 

 

 



 

第三節【交朋友的超能力-小組的寶物蒐集（二）】 

組間互評檢核表 

 
 

第四節【跟 e度練習交朋友的超能力】 

跟 e度練習交朋友問答範例 

 
 

補充說明:引用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 

(一)「數位教學」分成「數位科技與 AI 輔助教師教學」與「數位科技與 AI 融入學科學習」。 

(二)「數位工具」包含應用軟體、硬體、生成式 AI 與數位學習平臺等。 

(三)「數位融入教學」即是利用數位工具輔助教師備課、教材統整、教學模式規劃與進行、班級經營、師生

互動、小組討論與發表、作業設計、評量建置與實施、學習數據分析，能降低教師備課與教學負擔、進

而提升教學效率與成效。同時學習內容也可利用數位科技進行多元化的呈現，讓數位內容更有趣且更貼

近真實情境、將抽象概念具體化以利學習，減少時間、空間與經費的限制，增加可重複學習的機會。 

 

 

 

 

 

 

 



數位教學雙圈鷹架檢核表         參考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 

      數位科技與 AI  

        融入學科學習 

 

 

 

數位科技與 AI  

輔助教師教學 

方案名稱: 交朋友的超能力 

A
內
容
趣
味
化 

B
貼
近
真
實
情
境 

C
抽
象
概
念
具
體
化 

D
減
少
時
空
限
制 

E
學
習
適
性
化 

F
重
覆
練
習 

G
其
他 

課前 

(一)   

1.共同備課 

 生成式

Ａ Ｉ生

成情境

圖片 

 線 上 共

備 

   

2.教材統整 
 生成式

ＡＩ 
     

3.其他        

課中 

(二) 

及 

課後 

(三) 

1.引起動機 

生成式

AI 生成

情境圖

片 

      

2.學習紀錄 

   因材網

自我檢

核表與

組 間 互

評表 

因材網

自我檢

核表與

組 間 互

評表 

  

3.討論與溝通 

練習與

因材網

e 度對

  小 組 利

用

Padlet

進行討

   



話獲 得

訊息 
論記錄 

4.搜尋與協作 

    利 用因

材網 e

度蒐 集

訊息 

  

5.創作與發表 

   小 組 利

用

Padlet

進行同

儕觀摩 

   

6.測驗與評量 

   因材網

自我檢

核表與

組 間 互

評表 

   

7.學習數據分析 

   因材網

自我檢

核表與

組 間 互

評表 

   

8.差異化教學 

練習與

因材網

e 度對

話獲 得

訊息與

學習 

   利 用因

材網 e

度蒐 集

訊息與

學習 

  

9.回饋與修正 

   因材網

自我檢

核表與

組 間 互

評表 

   



10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