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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計畫輔導團隊

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北區計畫輔導團隊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組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朱蕙君教授 黃國禎教授 賴秋琳教授

協同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行政團隊

石憶茹助理
田珊珊助理
(自主計畫)

黃鈺淇助理
(精進計畫)

吳志祥博士

2



南區計畫輔導團隊

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北區計畫輔導團隊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組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楊智為教授 伍柏翰教授 王靖曄教授

協同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行政團隊

郭文鱗助理 熊珮如助理 沈雅茹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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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學習模式

單元開始

學生自學：影片＋WSQ學習單
組內共學：合作學習活動
組間互動：組間交流活動
教師導學：教師回饋

填寫
自主學習規劃單

單元學習過程中
單元結束前

填寫
自主學習反思單

• 比較個人學習狀況與規
劃的差異

• 提出下一個循環改進的
方式

• 與教師討論

• 設定學習目標
• 選擇學習策略
• 規劃學習時間

精進計畫著重於：「WSQ學習單」及「四學」的設計 4



精進計畫輔導規劃

• 每年2次 (請至少於113年6月30日前完成第1次入校輔導)

• 輔導教授

• 學校請主動與輔導教授聯繫，安排輔導相關事宜

• 請與各校主計確認輔導費用(每次約為2000-2500元)及交通費。

• 輔導教授不一定需要參與公開觀課，學校可視需求邀請。

• 如邀請參加公開觀課，須提供一次出席費，但無法列入輔導次數。

• 入校輔導的議題可為

• 平板到校安排與教學規劃之討論

• 對擬定之教學活動草案或細流提供建議

• 實際入班協助觀察教學現況(非公開觀課)

• 提供公開觀課後之教學狀況建議
5



建議之入校輔導與公開觀課執行模式

説明：

1.公開觀課應避免與輔導同一天

2.公開觀課不一定要邀請輔導教授參加；若邀請輔導教授參加，應額外提供出席費
及交通費，但不計入輔導次數。

模式 流程 輔導次數

模式1 第一次輔導->第二次輔導->公開觀課 共計2次輔導

模式2 第一次輔導->公開觀課->第二次輔導

(若於上學期公開觀課，則第二次輔導可以在公開觀課

後進行)

共計2次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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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輔導流程說明

1. 預約時間
• 輔導教授輔導學校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RLFB5g2Ng-

LDZyPR0FAbuALOrzLfBHQr/edit#gid=372113851)

2. 學校的準備工作 (依輔導教授規劃準備)
• 請學校主管及參與教師共同出席

• 準備資料，說明學校的教師社群經營狀況

• 準備已規劃的教案

• 邀請輔導教授入班觀察與討論教學現況(為公開觀課進行準備)

• 在公開觀課後邀請輔導教授討論觀課狀況

3. 入校輔導與合影

4. 填寫紀錄
• 學校：上網填寫輔導紀錄（於接受輔導後一週內完成）

• 輔導教授：上網填寫評量紀錄 (含數位化教學程度評估)

• 當學校/輔導教授有一方先行完成填寫，另一方會收到信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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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觀課流程說明

1.如欲邀請輔導委員，請預約時間
• 輔導委員：推辦成員、主管機關、校外專家學者、校內外教師等

2.確定與公告公開觀課時間
• 學校：請上網至活動訊息公布公開觀課日期

3.課程資料準備(如：教案、教材連結等)

4.公開觀課填寫表單準備
• 輔導委員：現場填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附件6)，由學校收回

5.公開觀課與合影

6.填寫紀錄
• 學校：上網填寫公開觀課回覆問卷(上傳輔導委員填寫之公開授課觀課紀錄
表)，並上網上傳附上活動照片的教案

• 輔導委員：上網填寫公開觀課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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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教學程度評估規則

•輔導教授到校輔導後，至網站填寫輔導紀錄時，同時進行數
位化教學程度評估。

•數位化教學程度評估規則

•本次輔導，參與的最高職位校方代表

•本次輔導，教師參與踴躍程度

•整體課程及活動設計中，四學及平板的應用規劃合宜

• 是否推薦為優良學校
教授填寫

數位化教學

程度評估

輔導團隊

聯繫學校意願

學校同意

擔任優良學校

學校選擇

數位學習分享形式

代替第二次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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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第二次輔導之數位學習分享形式

•線上推廣

•教學、行政、載具管理分享 (同步或非同步分享)

•現場展示

•資訊月、自主學習節等

•學校推動成果介紹(新聞稿)

•其他配合部內之其他成果分享形式

10



建議學校首要完成工作

⚫在３月底以前與輔導教授聯繫，並於6月底前完成至少一次輔導

⚫召集有興趣實施數位學習之教師，規劃兩學期的活動

⚫校內思考規劃，是否要爭取成為優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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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團隊工作事項

• 協助安排輔導事宜

• 提供學校推動與教學活動設計之建議
(經費請另洽所屬之推動辦公室)

• 協助追蹤各校實施進度

• 提供精進方案資料上傳與查詢平台
(輔導紀錄、公開觀課、教案與成果報告書填寫等)

• 協助彙整各校推動成果

• 協助彙整各校教案與成果報告書

•北區輔導團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黃鈺淇助理 0989003142 ，tsrl.taiwan@gmail.com

•南區輔導團隊國立臺南大學
• 郭文鱗助理 (06)213-3111 分機 869 ，sstasrl@pubmail.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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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平板+WSQ)-

科技輔助差異化教學的優勢及實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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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講述式教學面臨的挑戰

•無法兼顧個別學生的理解速度

•教師沒有足夠時間瞭解及解決個別學生的問題

•學生應用知識或練習的過程缺乏指導

•師生互動機會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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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的反思

•課堂時間用什麼方式上課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 兼顧個別學生的理解速度

• 增加應用知識的機會

• 促進師生互動

• 幫助教師瞭解學生，解決個別學生的問題

•課要怎麼上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有一天我嘗試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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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差異化教學」的思維

知識應用或
演練階段

知識獲得階段
學生自學基本知識
•觀看教師的知識講述影片
•有個人的進度
•可反覆觀看

促進師生互動
• 進行作業、練習、專題
或討論等教學活動

• 更多的師生互動及應用
• 解決個別學生的問題 16



科技輔助差異化教學的進行方式

•知識獲得階段(1/2)

•透過平板電腦觀看教學影片（請攜帶耳機）

•完成學習單

•知識應用及互動階段(2/2)

•討論當天的議題

•報告小組討論的結果

•完成作業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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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影片自學的特性

•增加效率

• 3小時的傳統講授=不到1.5小時的教學影片

•可以反覆觀看

•可以快轉，跳過已經瞭解的內容

•可以立即查詢資料或提問

•可以暫停記錄及整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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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來的時間要做什麼?

•立即複習，解決不瞭解的地方

•完成學習單（筆記）

•進行練習或完成作業

•做不完的練習再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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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差異化教學的優點

•學生可以有個人的學習進度

•幫忙教師瞭解學生並解決個別的學習問題

•受惠者主要是中低成就學生

•增加教師與學生互動

•促進學習效果

•減輕學生課後寫作業的負擔

•幫助教師進行教學成效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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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now.net

個別學生完成學習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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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now.net

觀察學習歷程

每個學生看影片的時
間

影片時間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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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數高成就學生聽一次就懂



影片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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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瀏覽影片的記錄可作為教師反思的參考



搭配有效的學習單: 

WSQ (Watch, 

Summary, 

Question)

W：觀看與註記
S：整理
Q：提問或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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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ped Classroom - Educational Goals, Activity Strategies and Curriculum Management Models

WSQ 學習單在護理課程的運用:

W：觀看與註記
S：整理
Q：提問或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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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幾何圖形動手做-課堂活動

• 學校：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學習活動：學生觀看教師預錄之教學影片(自學活動設計)

• 完成拋物線摺紙、橢圓摺紙、雙曲線摺紙和定義紙板製作，實作作品能夠加深學

生對數學幾何單元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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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幾何圖形動手做-WSQ表單

自主學習規劃單 自主學習反思單

WSQ學習單
比較不同種曲線形成原理



幫助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的關鍵

•學生能做的事，讓他們自己做

•練習、找答案、探究、完成專題

Teaching hard

傳統教學
教師為中心

Teaching hard and smart

科技輔助教學
學生為中心（學習單及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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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習效益的金字塔看科技輔助學習的優勢
美國緬因州國家訓練實驗室 (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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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講授

閱 讀

視 聽 教 材

示 範

小 組 討 論

實 習 ( 實 作 演 練 )

教 導 他 人 / 即 時 應 用 所 學 知 識

5%

10%

20%

30%

50%

90

%

75%

知識獲得階段 ：
可以控制進度、重複閱讀

促進創新及批判思考能力

對中低成就學生提供講解



平板電腦+WSQ使學習效果提昇

• 學習階段：

• 透過教學影片讓學生可以有個人的學習進度

• 透過WSQ學習單引導學生完成有效的筆記

• 教師可以在現場立即解決學生的問題(尤其是低成就學生）

• 教師可以透過WSQ學習單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 應用階段：設計活動讓學生參與及付出

• 教師的角色：由教學者→學習促進者

自學活動
設計

問題解決

引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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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執行重點

•四學的落實，以自學最關鍵，也最易被忽略

• 老師對於互學、導學、共學的設計通常沒有問題

• 拿著平板聽老師上課，並不是自學

•落實「學生自學」，才能達到差異化教學的效果

• 嘗試自學活動設計：若無法每週設計學生自學活動，至少每個月規劃1~2
週的自學活動

•確認學校平板使用率

• 確認平板中的MDM是否正確安裝(如有困難可求助於推動辦公室)

• 平板使用率定義：每月有使用紀錄的平板電腦數量(以MDM的紀錄為準)/
精進計畫配發的平板總數量

• 載具使用需求不大之學校，可與推辦協調，將載具調撥至有需求的學校。31



上半年培訓會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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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月份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主辦

3月份

3/29

13:30-16:30 Z1人工智慧在教育上的應用 東吳大學 北區

3/30

9:30-12:30 Z2文字型生成式AI在教育上的應用 東吳大學 北區

3/30

13:30-16:30 Z3繪圖型生成式AI在教育上的應用 東吳大學 北區

4月份

4/27-28 B1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 臺南大學 南區

預計4月 B4各領域/科目數位教學工作坊 北區學校 北區

5月份 預計5月 B4各領域/科目數位教學工作坊 北區學校 北區



上半年培訓會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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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月份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主辦

6月份 預計6/15 B2 PBL教學應用工作坊 臺南大學 南區

7月份

預計7/11-12 B1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 臺北永平高中 北區

預計7/10 B2 PBL 教學應用工作坊 臺北永平高中 北區

預計7/19 B2 PBL 教學應用工作坊 臺南大學 南區

預計7/26 B4各領域/科目數位教學工作坊 臺南大學 南區



謝謝聆聽！

• 北區輔導團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黃鈺淇助理 0989003142 ，tsrl.taiwan@gmail.com

• 南區輔導團隊國立臺南大學
• 郭文鱗助理 (06)213-3111 分機 869 ，sstasrl@pubmail.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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