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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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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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融入國文教學-與 AI共學共舞 

領域 /科目 學習階段 /年級 課程設計者 

國文 八年級 徐淑芳 

教學時間 配合單元/教材 

本單元共___1_節 

____45_分鐘 
八下翰林版  國文 新詩選、木蘭詩 

設計理念(可圖式)：  

 

設計依據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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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J-A1 具備良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

展現自我潛能、探索人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意義、積極實踐。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立思考與

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略處理解決生

活及生命議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

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

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數位安全、法規與倫理】： 

1-1數位康健與福祉：善用數位科 技以提升個人

幸福感，維護 身心健康，避免網路沉迷。 

1-3隱私保護與網路身分管理：能 夠適切的保護

及管理自己所 創建的網路身分，保護個人 網路

隱私、認識網路霸凌、 防範數位／網路性別暴

力及 遵守相關法律規範。 

【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 

2-1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具備 識別不同型態

的資料，並理 解資料收集與存取方法的 能 力，

理解常見的資料處理與 分析方法、數據資料的

應 用，並能進行基本操作。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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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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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內容試讀與創作】：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IV-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達技

巧，適切回應。 

1-IV-3    分辨聆聽內容的邏輯性，找出解決問題的

方法。 

1-IV-4    靈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力，加

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自身

經驗。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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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

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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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劇本。 

Ad-IV-3    韻文：如古體詩、樂府詩、近體詩、

詞、曲等。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Bb-IV-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情感的體會。 

Bb-IV-3    對物或自然以及生命的感悟。 

◎Bb-IV-4    直接抒情。 

◎Bb-IV-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Bc-IV-3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

說明。 

◎Ca-IV-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飾、建築形

式、交通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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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

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



6-IV-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詞造

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明

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IV-3    靈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寫作

能力。 

6-IV-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並發表

自己的作品。 

文化內涵。 

議題融入(逐條標示議題實質內涵) 

資訊科技 

文化教育 

性平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結合國文(新詩選與木蘭詩)與資訊領域(數位學習-AI 融入教學) 

學生先備知能 

學科 數位融入 

已於國文課學習八年級下學期國文第一課

新詩選(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和第二課木蘭詩

課程內容教授完畢 

學生從未進入過因材網，也不知 E度的功

能，平日上課僅使用過 Padlet 

教學設備/資源  

(包含使用平台、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等內容) 

因材網 E度、Edcafe、padlet、Suno、I-pad 
 

學習目標(條列式) 

一. 提升學生的詩詞創作能力：透過模仿與創作，讓學生理解詩詞的結構與情感表達。 

二. 增強學生的文學欣賞能力：利用 AI 工具分析詩詞的意象與主題，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 

三. 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透過討論與反思，讓學生能夠對詩詞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評價。 

四. 善用科技知能：運用各種 AI 工具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本堂課文本教材脈絡 



活動一：分析余光中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使用 AI 工具分析詩中的意

象與情感。 

學生分組討論詩的主題與風格 

活動二：創作新詩 

學生根據分析結果，模仿余光中的風格創作自己的詩。 

給予因材網 E 度 5 個關鍵詞語並生成 30個字新詩，接續修該作品成為自

己的作品。 

並利用 Suno 將自己的作品配樂 形成一首美麗的樂譜，讓學生可了解善用

AI 工具裨益學習。 

利用 Padlet 平台進行作品分享與互評 

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先備課程) 

 學生已於國文課學習八年級下學期國文第一課新詩選(讓春天從高雄出

發)和第二課木蘭詩課程內容教授完畢，對於兩個課文先預設已有認

識。 

第一節 

 

利用已學的新詩，掌握關鍵詞語，請 E度協助創作新詩作品，但須修改

為自己的作品，並利用 SunoAI 配樂，上台發表與分享，將成果呈現於

Pad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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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學生自學）請學生利用國文課本第一課新詩選《讓春天從高

雄出發》尋找出關鍵的五個有關高雄的字詞，再仿這些字詞寫出與

自己有情感的地名關聯的五個字詞。 

        

 
 

 

 

 

 

 

 

 

 

 

 

 

 

 

 

(組內共學) 

二、請學生登入因材網，尋找 E度寫作精靈，請 E度協助用五個關

鍵字詞，慢慢引導學生創作出自己心目中的 30個字的新詩作

品，並將 E度協助創作的過程 po在 padlet上。可與同組同學

討論。 

因材網 

Padlet 

I-pad 

善用數位工具

(AI E度)協助

產出新詩，讓

AI先搭起學習

鷹架，再由不

甚熟稔新詩的

學生修改為自

己作品 

 

 

 

 

 

 

 



 

 
 

 

 

 

 

 

 

 

 

 

 



(教師導學) 

  教師適時提醒學生 AI是協助產出作品的基礎 50%，剩餘 50%仍需

由自己思考與創作，AI是協助創作但不是取代你，善用 AI工具會

讓你比其他更省工，效率更高。 

 

(組內共學、組間互學) 

三、請學生分組討論討論和賞析 E度寫作精靈給予的作品是否符合

自己記憶中的情感地點，E度的用詞是否能精準符合你的意

思？ 

 

四、請修改 E度所產生的作品，至少修改四個字來更貼切你的描

述。並將修改後作品 po 至 padlet. 

 
 



五、再介紹 Suno AI ，讓學生將自己修改後的作品配上適合的音

樂，使之完成有詞有樂的歌曲，並將之 po在 padlet ，也在

課堂上介紹。 

 

 
 

 

六、利用因材網的課程包，連結木蘭詩配樂後 Youtube ，搭配學

生在賞析木蘭詩時容易產生盲點與誤解處再加以藉由線上評量

與解說加強與釐清學生正確的性平觀念與為人處事該有的責任

感。 

 
教學省思: 

    此堂課重點在於讓學生了解 AI可以如何協助學科學習，利用

多元教學工具(如 E度、Suno、Padlet、Youtube等)提升學習效能

是勢在必行的趨勢，善用數位科技學習的學生會大大減少基礎反覆

的工作，但教學過程中也是不斷提醒學生 AI不是幫你完成學習，

而是輔助學習者，數位倫理與資安問題也是在課程中會強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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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融入國文教學-與 AI共學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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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材統整        

3.其他        

課中 

(二) 

及 

課後 

(三) 

1.引起動機        

2.學習紀錄        

3.討論與溝通        

4.搜尋與協作        

5.創作與發表        

6.測驗與評量        

7.學習數據分析        

8.差異化教學        

9.回饋與修正        

10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