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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設計理念 

生成式 AI的年代，技術一日三變，ChatGPT也不斷改版進化，這種大數據

資料的機器語言的智慧，對學習探究中的孩子是極具吸引力的，因為不需要思

考就能得到立即的、類權威的單一語法回饋，聯合國國教科文組織雖然並未建

議最低使用年齡，但明確指出 ChatGPT的使用年齡限制為 13歲 (unesco，

2024)。然而也有學者指出不應該限制年齡，而是應該應該評估學生可以在哪些

作業，透過生成式 AI 來完成。(公視新聞網， 2023)。 

    這世代的孩子一出生就與平板手機網路為伍，操作電子產品幾乎是生活中

再熟悉不過的事，收看 YouTube、抖音、小紅書……等簡直像喝水吃飯一樣自

然。見到 AI生成後的似假亦真的文字、圖片或是影片，大部分都會憑直覺信以

為真毫不懷疑，但若他們對實際操作「生成 AI」有過體驗，是否會保有質疑和

反思呢?在翻轉教育網站上，老ㄙㄨ用 Bing AI 生成圖片來教摹寫寫作(翻轉教

育，2023)，而在國語領域教學現場中，小學三年級正在學習「如何摘要大意」

的策略，國語日報的故事版記敘文體例完整，就是最好執行摘要策略的練功

坊！精煉簡潔的摘要語言，就是啟動 AI機器人的語法之一，圖片就會愈貼進想

像世界的故事內容，學生也對此感到非常有興趣呢！ 

    坊間 AI生圖的軟體正當紅，微軟的 Bing需要重新綁定帳號，並經過家長

信箱認證同意，繪圖專業品牌 Adobe Firefly在註冊時就明訂須滿 14歲，講究

設計感的 Canva，我卻苦於此為學生四年級的資訊課內容，不可超前部署啊！念

及當初設計此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學會摘要大意，並在體驗生成式 AI後，能理

解 AI的運作，進而對 AI採取正向的使用，因此採用 Padlet內建的簡易生成式

AI為此次主要的媒介，重體驗而不求精美生圖。  

    中年級學生書寫短文的能力才剛起步，Padlet利用語音輸入後變成文字貼

版，這讓學生願意多說一些，多思考一些；加上可圖文並陳的布告欄式設計，

能看到彼此的成果進而互相觀摩，展現學習歷程；更重要的

是，登入的帳號可連動學生個人信箱，教師便於管理學生留

言，甚至能開啟系統的自動過濾功能，若有惡意不雅的留言

都有信件及時通知管理者，一舉數得！ 

▲304耀眼的議題 Padlet 

 



貳、 領域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教學對象:國小三年級學生 總時數:共 12 節 

（約 480分鐘） 

領域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活動主題 
教學

時間 

核心素養 國-E-C2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

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參

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重點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

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互動。 

活動一 

認識與探究 

0.5

節 

核心素養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

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

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學習重點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4-II-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5-II-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

意。 

活動二 

白面鼯鼠說故事 
3節 

活動三 

找不到玩具店 
2節 

活動四 

生物女神和飛行船 
3節 

活動五 

香噴噴的端午節 
2節 

核心素養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習

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培養審慎

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學習重點 5-II-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活動六 

AI的爭議 

1.5

節 

參、 學習目標 

1. 分析故事體的結構，採用合宜的摘要策略完成大意。 

2. 運用 Padlet平台，圖文並茂呈現學習結果。 

3. 思辨 AI的爭議，理解生成式 AI應為生活中的一種工具。 

肆、 課程架構 

整體來說，活動一旨在練習認識議題與發掘議題，其為活動六的奠基；活

動二到活動五呈現摘要策略的學習歷程，以及體驗操作生成式 AI工具；活動六



思辨 AI的爭議，從自我表述中辨析如何在生活中善

用 AI，並提出未來疑義。課程中，採用科技化的輔

具記錄歷程，弭平說多寫少的表達困境；歷程中多

以兩人一組的方式操作軟體，減少因背景差異而造

成的數位落差；其三，自由分組以文本為依據，發

放文本時會技巧性的避開重複的組別。  

活動一認識與探究，旨從課文延伸的議題成為

師生共同的背景經驗話題，讓學生從聆聽互動、進

而思辯、形成歸納，學會自我意見表述除了要有立

場也要有理由。其次，介紹此次貫串課程的軟體平     ▲課程架構圖 

台 padlet，練習登入與基本操作。 

活動二白面鼯鼠說故事，先複習課內常用的記敘文基本體例與六合法，將

課內所學遷移應用在國語日報上。其次，練習操作 Padlet內建的 AI生圖，在

主題評論區張貼大意與故事圖片，學生會發覺此軟體的語言指令，在於找到關

鍵字詞與句子。 

活動三找不到玩具店，介紹段落大意刪除法，刪掉重複的形容詞與事件細

節，掌握重要的主題句與事件。讓學生能覺察，即使缺乏故事中段，對大意內

容影響甚微，但此方法適用於短篇或段落，若長篇則較耗時不恰當。其次，學

生能熟稔操作 Padlet AI生圖，因此圖片越來越有差異，精細度也越來越高。 

活動四生物女神和飛行船，介紹提問回答法，當故事為長篇時，運用章節

當成區分摘要的切分點，即可輕鬆完成摘要。學生認識 Adobe Firefly生圖的

過程，會發覺此軟體的指令需要完整語意，換句話說，若要精準的操作就須細

膩的掌握文本大意；接著，引導思考為什麼需要限制 AI生圖軟體的使用者年

齡? 

活動五香噴噴的端午節，此活動為學生的成果展現，教師呈現完整故事文

本，學生選擇適合的摘要策略，完成全篇大意。教師介紹 Bing生圖的過程，並

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畫圖和 AI生圖的好壞與差異，進而瞭解 AI不是 100 分的!  

活動六 AI的爭議，運用國語日報、相關影片、多文本讀報學習單，透過學

生覺察與師生對話，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理解 AI科技對於語文學習與認識議

題的助益，也能理解 AI科技目前的爭議與未來趨勢走向。 



伍、 教學過程與教學評量  

活動一:認識與探究 教學評量 

一、課文深究:認識康軒版課文《大自然的美術館》野

柳女王頭。 

二、議題探究 

1.議題解析:觀看影片【女王頭

5年斷頸? 觀光局擬全民公投】 

2.教師引導:影片中用什麼角度    ▲教師引導思考 

思考「女王頭」的未來，要科技保存或是自然風化? 

3.正反合思辨 

第一次學生自由立場表述；第二次將學生分成二組，

一組支持科技保存，一組支持自然風化，組內討論

後，各派出同學發表支持的理由；在二組彼此聆聽對

方立場，學生重新決定自己的意見立場。 

三 padlet平台:學生用學校帳號登入並張貼意見。 

1.紀錄立場與理由。 

 

▲學生的小日記 

2.登入 padlet平台。  

 

▲個人意見貼版陳述 

活動二：白面鼯鼠說故事 教學評量 

一、自由分組:全班半數的學生閱讀白面鼯鼠說故事

(二之一)，另外半數閱讀(二之二) 。 

二、記敘文體例分析 

1.兩兩互學:同篇文章的學生，找出記敘文的五要素：

人、時、地、事、物。 

2.小組共學:找出記敘文的結構：起因、經過、轉折點

和結果如何。 

3.全班團討: 加上箭頭表示時間的推移，標註故事轉

捩點。教師示範如何運用大綱，歸納完成大意。 

三、試說大意:兩兩互學試說大意，將口述大意轉成文

字，張貼在指定的主題評論區。 

四、生成式 AI PartⅠ 

1.兩人一組:在自己發表評論的欄位，選取「我不會 

1.摘要文本的五要素。 

 

▲ 兩人小組合作中 

▲ 學生分析故事五要素 

2. 登入 padlet平台張 



畫圖」搜尋圖片，選擇較為類似的圖片。2.搜尋語法:

運用關鍵字+空格+關鍵，將重要的主角如白面鼯鼠&獵

人排列於前方，其餘依序擺在後方。 

3.學生覺察:搜尋的技巧，有獨特的語法方式。 

4.教師統整:掌握記敘文的基本結構與六合法，是摘要

大意的一種策略。 

貼討論成果。 

 

▲學生張貼大意與圖片 

活動三：找不到玩具店 教學評量 

一、自由分組:全班半數的學生閱讀找不到玩具店(三

之一)，另外半數閱讀(三之三) 。 

二、段落大意刪除法 

1.自學圈圈看:用不同顏色和符號，將文章中的人、

時、地圈出來。重複出現 3次以上的就是主角與重要

場景，其餘皆刪除。 

2.事件編號:將發生的事件依序編號，只留 1~2 項重要

事件。接著，刪除事件細節與形容詞。 

3.試說大意:兩兩互學，彼此討論。 

三、發現問題 

1.學生覺察:缺乏中間的(三之二)可以寫大意嗎? 

2.師答:當一個故事體例，若缺乏中間的次要事件，較

不易影響結果的；其次，這篇文章結構鮮明，在(一)

已點出故事的關鍵問題，並在(三)繼續舉例強化故事

內容。 

四、生成式 AI  PartⅠ 

1.兩人一組，張貼大意在指定的 Padlet主題評論區，

並完成大意選圖。 

2.教師統整:段落刪除法為摘要的策略之一，但在長篇

文章中不宜以「自然段」來操作，要改採用「章節」。 

1.註記文中的人時地。 

 

▲報紙註記情況 

2.登入 padlet平台張貼

討論成果。 

 

▲張貼大意與圖片 

活動四:生物女神和飛行船 教學評量 



一、自由分組:全班半數的學生閱讀生物女神和飛行船

(二之一)，另外半數閱讀(二之二)。 

二、提問回答法 

1.概念遷移:複習段落大意刪除法，採「自然段」找出

各段的段落大意。 

2.段落編號:本篇故事共分為五個小節，以每一小節為

單位，進行一回合的問答，問題如下: Q1:主角是誰? 

(WHO)Q2:發生什麼事?(WHAT)Q3:結果如何?(HOW) 

3.教師提問:段落○3屬於記敘文中的什麼結構?   

段落○3中的 WHO、WHAT、HOW答案為何? 

4.摘取大意 

(1)教師示範:用提問回答法摘取段落○3大意，生物女

神瑪黛莉曾在拍攝鯨魚生態片時，遇到虎鯊攻擊，飛

行船救下她後，彼此成為好朋友。 

(2)學生自學，分別完成段落○1 ○2 和段落○4 ○5 。小組共

學，四人一組，統整各節大意。 

5.兩人一組，張貼大意在指定的 Padlet主題評論區。 

三、生成式 AI PartⅡ  

1.Adobe Firefly軟體:運用軟體生圖 4張後，學生從

中擇 1張，將圖張貼至大意之下。 

2.提問討論:(1)二種生成式 AI的圖案細緻度差異? 

(2)輸入語法的差異? (3)你喜歡哪一種生成式 AI? 

3.師生對話:為什麼 Adobe Firefly 僅限 14歲以上可

以使用與註冊?  

1.自學摘要段落大意。 

 

▲摘要小節的大意 

2.合作討論，完成全篇

大意試說。 

 

▲兩人一組討論中。 

3. 登入 padlet平台張

貼討論成果。 

 

 ▲學生張貼大意與圖片 

活動五：香噴噴的端午節 教學評量 

一、師生對話: 哪一種方法策略，適合用來摘要國 

語課文大意?哪一種方法策略，最適合用來摘要國語日

報故事版的大意? 

1.兩人共讀，完成全篇

大意試說。 



二、兩兩互學 

1.兩人共讀香噴噴的端午節(二之一)與(二之二)。 

2.選定一種摘要策略，討論後將文章張貼大意在指定

的 Padlet主題評論區。 

三、生成式 AI PartⅢ  

1. Bing軟體:教師公開示範 1~3組的 AI生圖結果。 

2. 提問與討論:(1) 自己畫圖和 AI生圖，你喜歡哪一

種方式? (2)4張生圖的質量與細節，與大意有關嗎? 

四、教師統整: 精煉的摘要詞句，可產出細膩的圖。 

2.登入 padlet平台張貼

討論成果。

 

▲學生張貼大意 

  活動六：AI的爭議 教學評量 

一、多文本讀報學習單:教師導讀:瀏覽任務一、任務

二、以及任務三的國語日報時事重點。 

二、全班團討 

1.導入時事: 觀看影片【AI 需被監管輝達黃仁勳：制

定道德規範】 

2.觀看影片:第一部【你看到的都是真的嗎？ 揭密 AI

下幻境危機虛擬人引發倫理爭議 】第二部【人工智慧

會比我們聰明嗎？ AI 生成新法律大戰 】 

3.學生覺察，提出疑問如右。  

4.教師提問:有 AI還要上課嗎? AI能取代人嗎?眼見

影片為真嗎?如何判斷? 

5.ORID小試:用簡易 4句型來呈現自我觀點，將自我

意見張貼在 Padlet平台上。 

  簡易句型: ○1 我看到…… 

  ○2 我覺得…… 

  ○3 我學到(我發現) …… 

  ○4 我該怎麼做?              ▲ 介紹 ORID分析 

三、教師統整:未來要懂得善用 AI工具，輔助生活。 

1.學生覺察提出疑問。  

 

▲學生提問 

2. 登入 padlet平台張

貼討論成果。

 

▲學生張貼自我表述 

陸、 學習成果與成效檢核 



  一、學習歷程與成果展現 

在接納與理解觀點差異上，活動一透過三回合的思辨歷程，學生能在小日

記裡陳述自我看法與理由，討論過程中，也有二位學生接納對方的意見而改變

初衷，多數學生能正向看待不同觀點的夥伴。 

在掌握字詞段落的主要概念上，學生遷移應用的成果尚佳，有 10組皆可抓

取重要的關鍵字詞和段落概念。但當遇到全版面的半篇故事統整時，會被故事

中所鋪陳的細節事件干擾，能擷取正確的大意在活動三僅有 2組，活動四則增

加到 7組，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文本體例不完整時，學生尚未具有故事體特徵的

心象概念所致。在活動五自選策略、閱讀全文時，多數小組選擇採用六合法，

有 2組採用提問法，大意擷取的成果優良，且無出現抄襲的文章，可見學生已

知道運用摘要策略來擷取故事大意。 

在認識 AI議題上，從國語日報的分析啟蒙，經過影片觀賞後，能在團體討

論中提出疑難，並呈現正確的想法與觀點:AI不能取代人類、有了 AI學生還是

上課的、AI要拿來做好事等。 

綜上所述，學生對於溝通與合作上，已能與他人互動且包容不同的意見；

在摘要策略的使用，已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

策略；在運用科技上，已用多文本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培養審慎使用資訊

的能力。 

  二、自我成效檢核 

以下自我成效的檢核表，採用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2.0版 2-3 數位

科技輔助教師教學檢視表。 

                  自我檢視重點 ˇ 

能應用數位學習平臺的課程架構與內容，或生成式 AI 輔助課程規劃，

提升備課效率。 

ˇ 

能應用數位協作工具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設計討論規劃。 ˇ 

能整合不同來源與形式之數位教材於數位教學課程中。 ˇ 

能運用數位工具或平臺的紀錄與分析報告，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學習

困難，擬定適當的教學策略。 

ˇ 

能運用數位工具或平臺提升師生即時互動與分享，解決學習迷思。 ˇ 



能引導學生運用數位工具或平臺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的討論、互動、協作

編輯。 

ˇ 

能使用不同的數位搜尋工具，設定適切的關鍵字，搜尋課程學習相關資

源。 

ˇ 

能透過數位工具引導學生進行創造作品，提升個人或小組的創造力。 ˇ 

能引導學生運用數位工具或平臺展示與發表個人或小組作品。 ˇ 

能運用數位工具或平臺進行評量並即時掌握學習表現。 ˇ 

能夠利用生成式 AI 備課或是將生成式 AI 融入教學活動中。 ˇ 

柒、 教學省思 

三年級學生對於摘要大意的先備經驗，仍停留在段落大意階段，要一次擷

取半篇或全篇版面的故事大意其實是相當有挑戰難度的，故在文本安排上，未

來可以從兒童版的短篇開始練習。生成式 AI目前為產業流行新星，軟體過了適

用期之後，是需要付費或登入個資的，故未來可採用教育版的 Canva，作為工具

媒介。Padlet平台好用易上手，但近期得知酷課雲建有相關的酷 AI系統介面平

台，不但可共享，還可幫助教師班級管理、蒐集學生的學習歷程。 

運用 AI進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固然呈現了不同教育風貌，但 AI倫理的

爭議卻令人擔心，因此除了教學生如何使用 AI以外，更重要的是培養能辨識產

出資訊真假的能力。古人說: 「盡信書，不如無書。」同樣的，與其倚賴 AI帶

來的便利卻迷失方向，還不如一步一腳印卻穩健的邁向真理。然而，生長在資

訊光速時代的學生們，AI是他們必然要面對的學習趨勢，故此，在教學現場

中，習得 AI的能力與培養科技素養都是同等重要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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