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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理念

4

學習者是學習的主人，故須管理其學習及為其學習負責

自
主

學習
學習者

權 責
擁有

學什麼：定標

怎樣學：擇策

管理

學到嗎：(監評)監控評價

學不好：(調節)反思調解

循環性

長期重複地做、

反覆地學，使熟練



自主學習的組成部分與循環性(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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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實際路徑

理論路徑



自主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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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慕貞,2016)

Zimmerman (1989, 1990, 2002) ; Pintrich (2000)

自 知
Metacognition

自 理
Self-Management

自 評
Self-Assessment

自 強
Personal Best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 自覺地；

◼ 確定學習目標，
◼ 選擇學習策略，

◼ 監控學習過程，
◼ 評價學習結果，

◼ 並調節學習方法和自我認知，
◼ 以達至善。



自主學習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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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後教 培養預習習慣，提升自學能力

以學定教 瞭解自學情況，調整導學設計

教少學多 激發小組學習，強化團隊互助

減負增效 減省無謂教學，聚焦學習要點

(修改自何世敏,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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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敏, 2014)

1-5自主學習的四種學習方式 -「4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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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4 03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教師導學

自我調節 共同調節

社群共享調節他者調節



自
主
學
習1-5自主學習的四種學習方式 -「4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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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自我調節

1. 整理已學

2. 找出難學

3. 預備將學

4. 記錄所學

共同調節

1. 核對答案

2. 補充資料

3. 合作解難

4. 展示匯報

(何世敏, 2014)



自
主
學
習1-5自主學習的四種學習方式 -「4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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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社群共享調節

1. 比較區分

2. 提問質疑

3. 改正修訂

4. 評估建議

他者調節

1. 導入定標

2. 提問回饋

3. 點撥釐清

4. 總結延伸

(何世敏,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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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自學 低 低 中 高

互學共學 中 高 中 中

導學 高 中 中 低

高引導式 高協作式 平衡式 高自學式

1-6自主學習的課堂應用模式 (1/2)

11 (何世敏, 2014)



自
主
學
習

(何世敏, 2014)

1-6自主學習的課堂應用模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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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引導式 高協作式 平衡式 高自學式

學生因素
自主學習能力

仍處初階

社交能力及小

組合作關係

良好

已具備一定自

主學習的能力

自主學習能力

極高

教師因素
自主學習課堂

經驗較淺

與學生關係融

洽及課堂管理

能力良好

已累積一定自

主學習課堂

經驗

自主學習課堂

技巧純熟

學科因素
較抽象和艱辛

的課題

適合多角度探

討的社會議題
一般課題

可進行獨立探究

的專題研習課題



運用數位學習平臺於自主學習課堂

13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教師導學 組間互學

學生於學習平台觀看影片、做練習題與
回老師提問進行「自學」，發現個人的
難點錯誤

學生利用學習平台網相關內容或老師
指派作業進行「組內共學」

教師利用學習平台學生學習記錄或討論
區中，學生的學習難處或迷思概念進行
「導學」

各小組藉由擬題並上傳因材網或利用學
習平台討論功能進行「組間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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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想一想對PBL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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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成功的關鍵因素有哪些?

什麼是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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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什麼是Project-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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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學生學習特定內容的機會，同時成為自己研
究主題的「專家」的環境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有利於學生建構知識並以社區為中心的學習類型，
使用形成性評量來支持學習環境

實施有效的設計和教學，創造適合發展創造力、
理解力和學業成就的理想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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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真實生活情境中具挑戰性的驅使問題

學生自發進行設計、問題解決、決策或探究活動

合作學習之探究社群

使用認知(尤指科技)工具

產出實質成品或報告

2-3 PBL的定義 (1/3)

17

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是透過「專題」建

構學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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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BL的定義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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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導向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為動態的學習

過程，學生藉由探索現實世界的問題以習得更深入的知識

• 學生透過長時間研究及調查，嘗試克服挑戰並回答複雜的題

目，以更完整了解一項特定的學習主題(學科)

• 與紙本、死記硬背或教師主導的教學相比之下，是一種透過

情境和逐步提問引導以建構學生知識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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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套教學策略，教師必須具有綜合性的能力，才能輔助學生培

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2-3 PBL的定義 (3/3)

19

一種建構取向的學習方法，提供學習者高複雜且真實性的專題計

畫，讓學生藉此找出主題、設計題目、規劃行動方案、收集資料、

進行問題解決、建立決策行動、完成探究歷程，並呈現作品的學

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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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BL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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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2000）五個專題基本特徵

1

中心性
Centrality

2

驅使問題
Driving question

3

建構性調查
Constructive investigations

4

自主性
Autonomy

5

現實性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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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BL的特徵─「中心性」說明

21

1. 以學生為中心，認為學生本身就具有學習動機，鼓勵合作學習

2. 使用工具及技能來學習，包括科技、個人管理、專題管理

3. 強調課程標準及評量學生學習的重要性，經由「引導問題」或實

際議題的推動產生求知的需求，進而完成課程

4. 採用行為表現為主的評量，包含多元作品，使學生從回饋中學習

強調以「課程標準」為中心的專題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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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BL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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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遇到困難，因為重點已不再
是紙筆的正確答案

• 一旦學生適應了這樣的批判思考，
並專注在自己設計的問題，仍然可以
得到高成就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學生參與度提高-在傳統課程中

表現低落的學生 表現高成就的學生

• 更願意參與在PBL課程中
• 每個學生都有角色
• 每個學生都是課堂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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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BL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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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選擇增加，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建

構不同類型的學習環境

• 更加彰顯學生的迷思概念

• 比傳統教學更渴望分享所學，將學習延伸到課堂外

學生課後仍然與小組進行著Project的對話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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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roject實施標準(1/2)

24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Point 1 老師/研究者選擇要提出的驅使問題(driving question)

Point 4

學生使用基準活動(benchmark activities)和科技工具建立並
理解基本知識，透過研究、數據收集分析、回饋和討論，發
展自己的知識脈絡，打破迷思概念

Point 2 學生依照提出的問題選擇子問題(select sub-driving question)

Point 3 學生、教師、研究人員、社區的「專家」成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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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roject實施標準(2/2)

25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Point 5 透過學生分享project的歷程給予學生充分回饋和時間進行修訂

Point 8 每個步驟透過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整合

Point 6 學生創造出與驅使問題、子問題相關之最終作品

Point 7 學生與學習者社群分享經驗和結果，包括他們的父母/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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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式學習
的步驟
以魚菜共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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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步驟1

真實問題

27

教授的現象或主題須清楚明瞭

逆向思考主題

使用學科標準

從網路上找尋專題的實例和主題

擬定專題計畫所要探索的社區

配合日常生活

將專題與地方及國內發生的大事件相連結

著重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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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真實問題
（實例）

(1/3)

28

第1~2天 第3~5天 第6~9天
第9~10天以上

(兩個星期至兩個月)

參與和研究 研究和設計
製作、展示

和回饋

建立和維持

魚菜共生系統

科學

• 利用對植物和魚類生命週期的了解來平衡魚菜共生

系統

• 測量氮和氧循環的輸出以保持系統正常運行

• 研究魚菜共生系統以及永續的農業對環境可能產生

的影響

• 了解維持生命所需的微妙平衡

數學

• 計算植物和魚類所需的必要氮、氧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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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真實問題
（實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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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天 第3~5天 第6~9天
第9~10天以上

(兩個星期至兩個月)

參與和研究 研究和設計
製作、展示

和回饋

建立和維持

魚菜共生系統

工程學

• 利用可回收材料為魚菜共生系統設計一個容器

• 確定魚菜共生系統合適位置（家庭、大規模、農村）

語言藝術

• 團隊合作開發專案的溝通

• 執行專案期間向全班傳達理論基礎和設計概念

• 撰寫專案的成果展示說明（如：設計理念、反思）



自
主
學
習

P
B
L

2-7

真實問題
（實例）

(3/3)

30

與STEM領域的結合

• 科學

運用植物和魚類生命週期、氮和氧循環的先備

知識

• 工程學

設計和建構魚菜共生系統

• 數學

使用公式計算必要的氮和氧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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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專題 大專題

所需時間 五至十天
大部分的學期時

間

深度
單一主題、單一

學科標準
多元主體、多元

化標準

科技技巧 有限的 廣泛的

延伸度 以教室為基地 以社區為基地

夥伴 單一老師
眾多教師和社區

成員

觀眾 某班級或某學校 專業小組

2-8
步驟2

決定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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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決定專題
(實例)

32

魚菜共生：分組設計和使用可回收材料

創建具功能性的魚菜共生系統

• 運用對植物和魚類生命週期的知識開發系統

• 適當控制所有變數，維持正常運行的比例

• 蒐集家中可回收的材料設計容器，決定植物及魚類

的品種

• 了解影響系統平衡的因素，測量各項數據並決定份

量，最後決定系統是否需要其他生物（如：蝸牛、

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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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步驟3 擬訂計畫

33

6A法則

2 31

與真實情境相符
Authenticity

學術嚴謹
Academic Rigor

學生應用所學
Applied Learning

5 64
積極探索

Active Exploration
與利害關係人合作

Adult Connection
落實評鑑

thought Assess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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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擬訂計畫(實例)

34

• 目前世界的嚴重議題包含飢餓和污染，魚菜共生可以減少兩者

• 魚菜共生系統的開發結合科學、數學和工程知識，可用於教導植物的生

命週期和結構、永續農業、氮循環以及有效利用可回收材料

• 學生共同思考設計系統與創造的方法，利用材料製成魚菜共生系統

• 學生設計和建構系統後，決定植物和魚類的品種以有效實現學習目標

• 系統開發後，學生將持續追蹤植物生長情形並維護系統

• 完成作品後，學生可思考由其他材料發展的永續農業技術，並將成果提

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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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步驟4

探究活動

35

技巧

團隊合作管理專題

如期完成作業

簡報內容撰寫與說明

運用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

善用科技

可評量一到兩項，並使用形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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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探究活動(實例1/4) 

36

1. 小組根據主題分組討論、蒐集資料，並向同學展示成果

2. 資料必須呈現魚菜共生的內容和方法，以及魚菜共生系統的重要性

3. 討論重點應延伸至永續農業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4. 都市農業是小型的永續農業設施．思考如何在不同環境中發揮作用

5. 議題延伸：學生可進一步討論飢餓和環境污染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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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探究活動(實例2/4) 

37

1. 設計階段，學生需要對系統設計、實施方法以及防水方法進行探究

2. 學生須留意系統氮含量，以及可共存的植物及魚類品種

3. 思考永續農業對環境的影響和重要性，決定系統設計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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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探究活動(實例3/4) 

38

1. 說明設計理念並互相提出回饋，教師亦應提供相關建議

2. 學生參酌建議後決定容器、系統內的魚和植物。教師應了解學生的

選擇，確保可行性及預算，給予學生建議

3. 學生應該仔細思考系統的所有層面，確保系統盡可能建置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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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探究活動(實例4/4) 

39

1. 維持系統階段，學生將魚和植物加入系統，開始進行實驗

2. 學生需每天測量氧氣和氮氣水平，觀察植物和魚類的生長情況

3. 根據所選擇的植物以及生長方式決定偵測項目的數值

4. 每天利用 10分鐘檢查系統，可以在放學前、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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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步驟5

製作產出

40

讓專題有更多的校外的聯結

與有經驗的夥伴、其他班級、他校或

其他社區合作

改變教室外觀及氣氛

將教室改變為實驗室，或將教室隔成

數個獨立的空間，使學生投入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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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製作產出(實例)

41

1. 說明魚菜共生的設計可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環境

2. 撰寫報告，說明設計系統的原因、理論基礎及成效

3. 專題延伸，進一步創造自己的永續發展農業科技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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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步驟6

多元評量

42

明確且一致的評量方式

每個學科不超過三項評量標準

檢視引導教學是否對應教育部的學科

標準

思考專題產生的教學效果後訂定標準

給予學生發表專題學習成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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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多元評量(實例)-魚菜共生系統完成品(1/5)

43

標準 展示 最終系統

3-超出期望

學生能有效運用時間展示植物生長

過程的推理，過程清楚明瞭，設計

邏輯顯而易見

學生仔細並正確建構植物

生長環境，並使其發揮應

有的作用

2-符合預期

學生提出植物生長過程的推理，但

欠缺良好的說明。報告尚屬完整，

但過程不夠明確

學生的成品雖然完成，但

存在些許問題

1-未能達到預期

學生呈現植物生長過程的推理，但

過程缺乏邏輯，理由不夠充分。學

生表達能力不足，且內容難以理解

學生的成品發展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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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多元評量(實例)-功能性最終產品(2/5)

44

標準 氮和氧氣水平 材料使用

3-超出期望

正確測得系統發展所需的氮和氧水平，並且在不

添加營養物質的情況下能維持魚和植物的生長，

能正確測得各項數據水平

所有材料都是可回收的

2-符合預期
測量數據的水平維持了大部分植物和魚類的生長。

計算過程大致正確，但需要進行更正
多數使用可回收的材料

1-未能達到預期
測量數據的水平無法維持魚類和植物生長，計算

過程不正確

沒有使用或使用少數可回

收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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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多元評量(實例)-系統設計(3/5)

45

標準 原來的設計 植物生命和魚 批判/問題解決

3-超出期望

設計過程深思熟慮，並具備

魚菜共生系統必要的各項條

件

所選的植物和魚類可以共同

生長，學生對討論決定有很

好的解釋

在同儕互評時，學生對其

他成果提出建設性的批判，

並解決收到的建議

2-符合預期
設計有原創性，並具備大部

分魚菜共生系統必要的條件

所選的植物和魚類可以共同

生長，但無法兼容

學生提供同儕回饋並接受

反饋，但沒有盡力改進

1-未能達到預期

設計不完整，無使用可回收

材料，不能滿足魚菜共生系

統的條件

所選的魚和植物無法共同生

長。學生缺乏足夠的研究理

解系統所需條件

學生提供建設性的批判，

但並沒有採納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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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多元評量(實例)-資源協調(4/5)

46

標準
團隊合作

（學生們評估他們的同儕）
研究

3-超出期望

學生共同努力完成專題，每位學生皆為專題

做出貢獻、組內成員對等交流並有效進行團

隊合作

努力且高效率的完成系統，

包含設計、建構和呈現成果

2-符合預期
學生大多數能良好合作，工作適當分配，但

團隊成員溝通不足
在研究期間大多能良好合作

1-未能達到預期
學生工作成效不佳且分配不均，部分學生比

其他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對這項研究缺乏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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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多元評量(實例)-小組合作(5/5)

47

同儕評估標準

從 1 到 10 評估參與度，10 為高參與和 1 不參與 備註

溝通：

學生討論並談論所有專案的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研究：

學生使用有效地研究時間，使用有效來源
1 2 3 4 5 6 7 8 9 10

設計：

學生有助於設計，使用批評改進
1 2 3 4 5 6 7 8 9 10

創造：

學生對於研究的貢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介紹：

學生幫助準備展示，學生呈現清楚且有效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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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步驟7 反思修正

48

• 學生收到同儕與教師的建議，針對專題內容進行反思及修正

• 思考專題成果是否能回應驅使問題、子問題，包含理論基礎、建構過

程及各項數據最終呈現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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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反思修正(實例)

49

• 根據建議調整系統內的植物、魚類以及各項測量數據的監控水平，以

更有效的解決系統內存在的問題

• 組內成員必須共同討論，根據建議相互討論思考結果、可行方法及預

期結果

• 必要時可請教師長或專業人士及學者，以有效的修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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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步驟8 成果展示

50

• 學生以多元方式呈現（如：簡報、海報、影片等）向班級展示成

果或解答

• 在發表過程中，各組須清楚說明內容、方法及結論，透過其他小

組和教師的提問或回饋，促使學生反思或延伸其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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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成果展示(實例)

51

• 學生完成魚菜共生系統後，各組輪流上臺介紹專題

• 依據互相回饋建議說明調整內容，並持續觀測系統中植物和魚類

的生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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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平臺應用 如：因材網
(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主題跨域課程、21世紀核心素養教材)

(整合文獻：莫慕貞2018；Thomas,2000；Bender, 2012；Dias & Brantley-Dias, 2017； HQPBL, 2018)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Step 6 Step 7 Step 8

真實問題 決定專題 擬訂計畫 探究活動 製作產出 多元評量 反思修正 成果展示

定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SRL成果

真實情境

驅動問題

具挑戰性

連結先備知識

成立團隊(小組)

學生自主

背景動機

待解決問題

探究方法

小組分工

規劃期程

評量標準

合作學習

實作(實地探究)

資料蒐集

整理分析

發展核心素養

運用多媒體

報告/作品雛形

實作評量

組間互評

小組自評

學習評量

目標問題解決

學習歷程反思

報告/作品修正

公開成果報告

(展示作品&報告)

2-15 專題導向學習(PBL)SRL認知階段與PBL-8步驟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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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BL的注意事項

53

1. 盡可能集中並切合主題，使課程完善

2. 主題需以任務和內容為導向，學生的參與實作方能成功學習內容

3. 在滿足學生個人學習需求的同時，使主題保持在正軌上，需要巧妙的教學，以及良好的

專案管理

4. 避免以主觀來評估結果

5. 留意社會性懈怠 (Social loafing) ，以拔河為例，團結不一定力量大，進行團體拔河時，

個人所付出的力量，會進行一對一拔河時來的小。教師可藉由分派給每位學生有意義或

獨特的工作，增強學生的責任心與榮譽感，促進團體的認同感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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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BL教師角色

54

• 教學須具備完善的內容與目的，擁

有明確的教學目標

• 做妥善、正確的教學評量

• 教師本身也有收獲（不只是一位指

導者而已）

• 針對學生提出的問題提供足夠的參

數/因素(parameter)，為學生的學習

和Project進度提供鷹架

• 教師的角色是促進者，不應放棄對

課堂或學生學習的掌握，而是營造

一種共同承擔責任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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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PBL學生角色

55

• 學生可持續增加或修改作品、發表與

展示

• 強調學生能在活動中主動參與工作而

非只是學習關於事物的知識

• 學生完成成品、展示或表演

• 使用挑戰性高的高層次的技能

• 當使用科技作為與他人交流的工具時，

學生扮演的是主動角色，而不是透過

教師、教科書傳遞知識的被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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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PBL中的科技的
角色

56

•協助教與學

•協助與專家和相關學者的溝

通

•加強項目的介紹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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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PBL教學的成本

57

• 教材成本

備課範圍更廣、更未知

• 時間

進行PBL，學生面臨著更深層次思
考的挑戰，需要更多時間(行事曆的
重要性)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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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PBL教學最後的提醒

58

• 良好的驅使問題至關重要

教師需要設計教室環境，允許學生做非常不同的事情，並了解常見

的學習迷思概念以教導專題執行前的基準課程

• 經常檢視學生學習狀況，使學生檢視專題是否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 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可能與傳統課堂的評估不同

• 該單元應該有一個總體驅使問題，所有學生的專題項目都應和該問題

相符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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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PBL教學最後的提醒

59

• 該單元有幾項基準課程，提供完成專題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 完成課程標準(curriculum standers)所要求的內容和技能

• 學生應該有作業或腦力激盪(發揮創造力)的時間，將教材與驅使問

題與子問題連結

• 掌握驅使題目、學生子驅使題目、基準課程、里程碑、和一個最終

的項目(project)的教學內容及期程

• 教師培訓、教材/補充教材、資源、耐心和幽默感

Wilhelm, Wilhelm, & Col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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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現在，有沒有不一樣的想法

60

PBL成功的關鍵因素有哪些?

什麼是PBL?



自
主
學
習

P
B
L

參考資料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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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知識結構學習

63

•選擇課程總覽

>知識結構星

空圖

•有數學、國語

文、自然、英

語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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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範圍

數學 一~九年級

國語文 一~九年級

自然科學 三~六年級

理化 八~九年級

領域 範圍

數學 一~二年級、七~八年級、十~十一年級

國語文 一~二年級、七~八年級、十~十一年級

生物 七年級

地科 九年級

英文 三~十一年級

九年一貫課程

十二年國教課綱

3-2 因材網現有領域教材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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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因材網-知識結構星空圖

65

能力指標節點+子技能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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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知識結構

66

知識結構代表概念所形成的學習
路徑或順序，依照箭頭指示依序
向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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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影片教學、提問與推薦

67

推薦學習

播放鍵／暫停鍵

第一次觀看影片時，
不可以往前跳轉

全螢幕模式

調整聲音
大小 第二次觀看時，

可調快影片速度

當影片播放至影片檢核點
時，右邊視窗會跳出影片
問題，學生須回答問題後
才能繼續觀看影片

可在影片播放時做筆記或提問。過程
中，影片會自動暫停。
筆記：教師端教師可推薦優異的筆
記。
提問和筆記可以在筆記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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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練習題

68

方式一
知識結構星空圖

方式二
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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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動態評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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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影片 重點整理例題提問
練習題
動態評量

因
材
網

Watch

觀看
Summary

摘要
Question

提問
Assessment

評量

3-8 因材網影片自學(WQSA)學習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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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因材網WQSA學習單(數學)

71

學習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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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影片瀏覽報告

72

滑鼠指向數字，可以看到選擇
該選項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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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跨年級搜尋弱點-智慧型適性診斷系統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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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提供個人化學習路徑

74

5-n-12

5-n-01

4-n-03

3-n-04

2-n-08

2-n-06

5-n-12

5-n-02
5-n-03

5-n-01

學生A 學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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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21世紀核心素養評量與教學

75

•選擇課程總覽
>特色課程

•有21世紀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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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因材網類PISA合作問題解決單元(國小高年級)

76

安平古堡 黑白球

植物面面觀

調製珍珠奶茶

涼拌小黃瓜種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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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淨化

河內塔

運動計畫

畢業旅行

製作思樂冰

滑輪組

搶25遊戲

鹿港一日遊
班級旅遊達人

3-15 因材網類PISA合作問題解決單元(國高中)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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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因材網全球素養單元(2018建構題型)

78

社群網路

電影文化探究

少子女化

移工的美麗與哀愁

貧富差距

童婚

網紅時代

防災高齡社會進行式

環保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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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備課篇-上課情況

1. 操作迅速簡單

2. 介面呈現清楚

3. 記錄學習歷程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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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進入備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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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進入備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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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建立教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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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建立教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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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建立教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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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建立教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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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1/8)

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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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素材(2/8)

87

1. 檔案

2. Youtube

3. 網址

上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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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討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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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選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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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繳交(5/8)

90

繳交檔

案

1. Jpg. png.

2. pdf

3. doc

繳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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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白板(6/8)

91

可以比較答案

ㄘㄢ
ˋ

ㄘㄢ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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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配對(7/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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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認識各種題型-填空(8/8)

93

答案之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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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新增課程包(1/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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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新增課程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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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新增課程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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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後一次派送

3-21 新增課程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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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入OHA雲端教室

98

1.OHA雲端教室https://oha.1campus.net/
2.以訪客身分登入即可
3.加入教室代碼g4efhe
4.分組

https://oha.1campus.net/


範例教案
99

04



自
主
學
習

P
B
L

因
材
網

範
例
教
案

4-1 基本資料 (1/3)

100

服務學校 新北市文德國小

設計者 丁思與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數學

實施年級 六年級

單元名稱 生活中的統計圖

課程節數 共8節，4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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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資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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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康軒六上第5單元-長條圖與折線圖
康軒六下第6單元-圓形圖

設計理念

從繪本中的問題情境出發，讓學生跟著繪本中的主角
一起探究與解決「如何繪製自己的生活集錦圖」，要
能畫出統計圖，必須先探究統計圖的種類、元素與繪
製方式，藉由「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教
師導學」，對統計圖有所了解，接著運用自己所學的
知識去繪製出生活集錦圖

學了，但是會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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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資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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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載具作業系統 iOS系統

使用數位資源、APP
數位資源：因材網+學習拍
APP：Numbers、Keynote

參考資料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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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設計依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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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素養

•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解決問題的計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
活的應用。

• 數-E-B2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解決想法。

學習
表現

• d-II-1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
並據以做簡單推論。

• d-III-1報讀圓形圖，製作折線圖與圓形圖，並據以做簡單推論。
• d-III-2能從資料或圖表的資料數據，解決關於「可能性」的簡單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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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設計依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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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內容

• D-3-1一維表格與二維表格：以操作活動為主。報讀、說明與製

作生活中的表格。

• D-4-1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以及製作長條圖：報讀與說明生活中

的長條圖與折線圖。配合其他領域課程，學習製作長條圖

• D-6-1圓形圖：報讀、說明與製作生活中的圓形圖。包含以百分

率分配之圓形圖（製作時應提供學生已分成百格的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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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用

105



自
主
學
習

P
B
L

因
材
網

範
例
教
案

4-4 生活圖表

106

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計算、分類或計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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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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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問題
Metacognition

決定專題、擬定計畫
Self-Management

探究活動
Personal Best

製作自己的
生活圖表

引起動機

小組分配探究任務、擬定計畫-在
因材網輸入角色名稱

在因材網上自學

截圖、提問、分享

學生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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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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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產出
Metacognition

生活評量
Self-Management

反思修正
Self-Assessment

統整概念
Personal Best

成果展示
Self-Assessment

畫出

生活集錦圖

口頭分享

組間互評

根據同儕回饋

再次修正

師生互動

解決迷思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相互欣賞

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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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學活動設計 (1/6) - 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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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數位資源、

APP

真實問題

1. 教師請學生觀看繪本「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用」，並請學生根據故
事主角所遇到的問題。

故事大要：老師要求每個人做一份「我的生活集錦」，巴特的同學各有不同
的想法，有人要寫歌，有人要畫圖，巴特卻一點主意也沒有。巴特想找媽媽
幫忙，但是媽媽正忙著幫商店做冰淇淋銷售統計表。巴特發現只要算得出來
、量得出來、或是能分門別類的，都可以變成圖表。那麼……為何不做一份
巴特生活的酷炫表呢？
2. 生活中有很多圖表，你看過哪些圖表呢？透過Safari搜尋圖表（每組搜

集至少張圖表），放置【Numbers】中。
3. 請小組根據所蒐集到的圖表，在【Numbers】上進行分類並上臺發表。

（學生可以根據圖片的呈現方式大致上分為三類：長條圖、折線圖、圓
形圖）

4. 小組討論：如果你是巴特，你要如何做出一份自己的生活圖表？需將討
論的內容記錄在【因材網-班級討論】。（透過小組討論使學生發現要先
理解各種圖形的組成與畫法）

10

10

15

5

Numbers

因材網-
班級討論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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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學活動設計 (1/6) - 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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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學活動設計 (2/6) - 學生自學

111

教學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數位資
源、APP

決定專題 1. 將學生分組，小組分配探究任務，教師在【因材網-小組管理-新增小組-角色設定】輸
入角色名稱、任務內容。

因材網-
小組管理擬訂計畫

探究活動

1. 學生到因材網上根據需要進行自學。
六上：長條圖與折線圖
6-d-01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並製成長條圖。
6-d-01-S01能將生活中的資料做整理。
6-d-01-S02能將一維及二維表格中的數量資料做處理。
6-d-01-S03能將實際生活中的現成的資料彙整成一般長條圖。
6-d-01-S04能將實際生活中的現成的資料製成有省略符號的長條圖。
6-d-02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資料，並繪製成折線圖。
6-d-02-S01能以一維或二維表格整理成生活中之有序資料。
6-d-02-S02能夠報讀出有序資料所繪製成的統計圖。
6-d-02-S03能夠利用有序資料宅製作一般的折線圖。
6-d-02-S04能透利用有序資料來製作變形的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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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因材網自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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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因材網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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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教學活動設計 (3/6) - 學生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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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數位資
源、APP

探究活動

六下：圓形圖
6-d-03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圓形圖，並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製成圓形圖。
6-d-03-S01能夠整理生活中的資料。
6-d-03-S02能夠透過生活的情境所呈現出的圓形圖報讀出資料。
6-d-03-S03能夠繪製出圓形圖。
6-d-03-S04能夠在生活中應用圓形圖理解資料。
6-d-03-S05能夠利用百分率計算出圓心角並繪製圓形圖。

1. 請學生在因材網自學的過程中將學到的重點與疑問，在看影片的同時，運用【因材網-
筆記-截圖筆記-截圖提問】。

2. 學生依據自己分配到的探究任務，將發現到的重點製作成【Keynote】，準備與小組
成員分享。

40

因材網-
截圖筆記
截圖提問
Key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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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教學活動設計 (4/6) - 組內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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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數位資源、

APP

製作產出

1. 請學生依據自己分配到的任務，以Keynote進行組內報告分享。

2. 小組根據同學探究時發現的問題，共同討論與釐清，並試著自己在
【因材網-班級討論】中試著回答小組同學的問題。

3. 小組依據同儕分享，組內給予互評，並填寫組內檢核單。

4. 小組同學選擇一種適合表示自己生活集錦的圖表，試著將自己的生
活集錦圖表畫出，並且拍照上傳到【因材網-班級討論】。

80

Keynote

因材網-
班級討論

因材網-
組內檢核

因材網-
班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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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教學活動設計 (5/6) - 組間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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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數位資源、

APP

多元評量

1. 請各組探討相同主題任務的學生聚在一起討論，說明自
己為什麼這樣畫出自己的生活集錦圖？

2. 請相關主題的成員們互相給予回饋並填寫組間互評表，
並在因材網討論區給予回饋。

80
因材網-
班級討論

反思修正
1. 同學根據不同小組專家給予的回饋，去進行思考與修正

，將修正過的圖，放置【因材網-班級討論版】。

成果展示 1. 請全班同學互相觀看彼此的生活集錦圖並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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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因材網班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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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素養導向教學-以終為始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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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

情境化、脈

絡化的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略

實踐力行的

表現

PBL一定要有產出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