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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 AI 智慧學習-未來學習關鍵力 
                             O O 領域/議題教學示例          參考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3.0 

主題(方案)名稱：氣候變遷與我們的未來 

領域 /科目 學習階段 /年級 課程設計者 

科技/生活科技 七 呂紹川 

教學時間 配合單元/教材 

本單元共__2___節 

___90___分鐘 
翰林生活科技課本 

設計理念(可圖式)：  

 本課程旨在探討如何透過自主學習四學流程（目標設定、資源蒐集、成果展現、

回饋調整），結合因才網 e 度，提供個別化學習的方式，並利用 AI 工具協助學

生進行探究，從而培養環境素養與批判思考能力。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領綱(試課程性質選用) 
數位素養學習(參閱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

指引 3.0) 

⚫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

歸納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 

◼ 科-J-B2 具備媒體識讀能力，

理解人與科技互動關係 

◼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合作完

成專題 

 【數位安全、法規與倫理】： 

資訊安全與法治：具備網路、雲端、應用

程式與資訊系統相關的安全意識，能夠保 

護自己的隱私與資料，理解人工智慧可能

帶來的新型威脅，並在使用數位工具或生 

成式 AI 時能夠遵循資訊安全、網路交易

等觀念。 

【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 



人工智慧的素養：了解人工智慧對教學與

學習的基礎概念、原理與影響，並能確認 

生成式 AI 所提供資料的正確性，且在創

建內容時能遵守相關法規，並謹慎地將其

內 容作為教學參考或輔助之用。 

【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運用數位知識、工

具與生成式AI，協助探索、思考、分析問

題， 並能了解運算思維的原理，進一步

達到整合應用之學習，以解決生活、生涯

與人生 的各種問題；在解決問題時，辨

識及篩選資訊，分辨其是否含有偏見、誤

導或虛假 內容。 

【數位內容試讀與創作】： 

數位創作與創新：善用數位工具與生成式 

AI 來提升高層次思考能力，使用數位工

具 與生成式 AI 於作品創作、藝術鑑賞、

線上策展、溝通表達等，豐富美感涵養與

溝通 品質，實踐生活美學。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設 k-IV-2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

發展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a-IV-2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

適當的選用科技產品。 

設 s-IV-2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

與組裝。 

設 c-IV-3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

的能力。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

用。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議題融入(逐條標示議題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 發 展 ）與原則。 

環 J9 了解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的涵義，以及臺灣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的政策。 

環 J10 了解天然災害對人類生活、生命、社會發展與經濟產業的衝擊。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地理 

第五章-天氣與氣候 

 5-4台灣的氣象災害 

學生先備知能 



學科 數位融入 

1. 學生能操作數位學習工具 

2. 學生能下達合適的提示詞 

3. 學生能操作簡單的手工具 

1. 已有在數位學習平臺進行學習的經

驗。 

2. 能夠下達適當的提示詞。 

教學設備/資源  

(包含使用平台、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 等內容) 

1. 平板(具拍照功能) 

2. 因材網學習平臺 

3. 因材網生成式 AI 

4. 教育雲帳號 

5. 檢核工具：Google 表單、學習單 

學習目標(條列式) 

一、 能說明氣候變遷的主要成因，例如溫室效應與人為碳排放。 

二、 能舉例說明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的影響。 

三、 能動手實作一個模擬「氣候適應建築」的結構模型，並進行測試與改進。 

四、 能運用自主學習四學策略（自學、共學、互學、導學）完成各項學習任務。 

本堂課文本教材脈絡 

 

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第一節 

能運用 AI 工具分析氣候變遷成因與影響 

理解氣候變遷背後的科學原理與社會影響 

探究人類活動如何影響地球氣候系統 

第二節 

小組共同使用 AI與簡報工具創作行動方案 

統整資料，進行小組分工與表達簡報 

運用科技工具創造簡報或數位海報作品 



第三節 

培養動手實作與團隊合作的正向態度 

設計並實作出一個具功能性的抗災模型 

模擬氣候挑戰下的科技建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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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課｜氣候變遷是怎麼一回事？ 

⚫ 啟發動機(教師導學)  

影片引導+提問：「氣候變遷離我們有多遠？」 

YouTube、PPT  

⚫ 前測 

內容包含： 

1. 溫室效應原理 

2. 排碳來源 

3. 氣候變遷現象 

因才網 e 度  

⚫ 自學影片與學習單（學生自學） 

學生觀看影片，搭配學習單筆記（蒐集 2個案例、3

個影響） 

因才網影片、 學習單 

⚫ 資料搜尋 

搜尋某國氣候案例、近期極端氣候新聞 

因才網 e 度  

⚫ 小組分享與提問(組內共學) 

小組討論最震撼的氣候事實，老師回饋總結 

 小白板 or 

發表 

第二節課｜我們能做些什麼？AI + 設計提案 + 團隊合作 

⚫ Kahoot 小測驗(教師導學)   

確認學生理解：氣候影響、數據概念、減緩策略  

Kahoot  

⚫ 小組任務分配(組內共學) 

每組選擇一國（台灣/荷蘭/印度）蒐集當地氣候應對

措施 

 任務單 

⚫ AI 整理資料 & 製作簡報  

使用 ChatGPT 整理數據+圖片、簡報架構： 

1. 問題 

2. 當地行動 

3. 我們能做什麼 

ChatGPT、

Google 簡報

/Canva 

 

⚫ 小組發表預演(組間互學)  

每組口頭演練發表重點 投影設備 

投影設備  

⚫ 自評與互評表填寫  

檢核表 ✅ 資料正確 ✅ 表達清晰 ✅ 團隊分工 

Google 表單 自我檢核表 

第三節課｜實作挑戰：打造抗災小塔！ 

⚫ 任務說明(教師導學)  

問題導入：「如果你的社區要蓋防風防洪小屋，你怎

麼設計？」  

PPT、圖片  



⚫ 設計草圖(組內共學) 

小組討論結構草圖，強調「高度 vs 穩定性 vs 耐風

性 

 設計圖

紙、鉛筆 

⚫ 冰棒棍建塔實作(學生自學 + 組內共學)  

用冰棒棍、膠帶等材料製作「氣候抗災塔」，限高、

限時、限材料 冰棒棍、紙膠帶、剪刀、量尺 

  

⚫ 測試與觀察(組間互學)  

用風扇（模擬颱風）、水杯（模擬降雨重量）進行壓

力測試  

  

⚫ 回饋與反思(學生自學)  

討論：「哪些設計最穩？為什麼？現實中能怎麼應

用？」  

 學習單、

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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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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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

離我們有

多遠？ 

     



2.教材統整 
  學生觀看

影片 

因才網    

3.其他        

課中 

(二) 

及 

課後 

(三) 

1.引起動機 
    Kahoot

小測驗 

  

2.學習紀錄 

   AI 整理

資料 & 

製作簡報 

   

3.討論與溝通 

  

 

設計草圖 

  小組發表

預演 

 

4.搜尋與協作 
小組任務

分配 

      

5.創作與發表 
 小組發表

預演 

     

6.測驗與評量 
冰棒棍建

塔實作 

      

7.學習數據分析 

    因材網任

務報表及

Google 

表單 

  

8.差異化教學        

9.回饋與修正 
   回饋與反

思 

   

10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