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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時代下用資料說故事 

新營高中 許琇雯 

一、摘要 

  報導文學的寫作屬於紀實書寫，這樣的文類相較於虛構的純文學小說、新詩、散文，對於學生

來說可能較為陌生，不過在自媒體發達的今日，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某個議題的意見領袖，因此如

何記錄與述說真實的故事，吸引他人認同你的理念，甚至願意參與行動以促成改變，成為不可逃避

的課題。若能好好磨練報導文學的寫作技巧肯定可以讓學生獲益良多。 

  報導文學是一種奠基於事實，完成於故事的技術與藝術，當我們將現實轉化成可以打動人心的

故事後，可以吸引社會大眾關注你所在乎的議題，甚至可能促成行動成為改變社會的契機。報導文

學除了要忠於事實，不可過度賣弄外，要像劇本一樣講究過程和結構，也要像小說一樣剖析人性、

社會，絕非容易的事，因此在課程的安排及設計上先聚焦於文章的架構擬定，期望學生在六節課的

時間中，能先掌握紀實書寫與故事架構的關係。 

  〈從「感覺」到「事實」的差距〉一文中作者從課堂經驗出發，分析一般人常有的思考偏誤，

並說明反思的重要。本課程以此篇課文為出發點，搭配 SDGs 永續發展目標，引導學生尋找生活中

「感覺如此事實卻不然」的現象，作為報導文學的寫作素材。 

二、設計理念 

 （一）科技時代下寫作的意義 

  在臺灣人文學科往往被視作無用的科目，而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無疑是近年熱門的顯學，但在科

技迅速發展，帶來社會的加速與劇烈變化時，通常也伴隨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出現。當我們運用科技

解決商業或是社會問題時，多不能忽略「人文」的關懷，因為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只有人文與科

技持續對話，才能找到解決的良方。 

  今日社會每個人都離不開網路，而網路將人們的一言一行、喜怒哀樂、興趣偏好、消費習慣……

等等都轉換成海量的資料情報，企業都想透過大數據研發創新、理解消費者，但是，大數據所呈現

的真的是真實的社會面貌嗎？《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讓我們知道過於迷信數據反而會掉入思考的

陷阱。我們都不希望自己只是海量數據中的一筆數字，因此搭配課文〈從「感覺」到「事實」的差

距〉所提到的思考偏誤，引領學生思考在寫作時如何有溫度的、以人為本的分析數據，這也是現今

大數據時代下每個人都必須思考的課題。 

 （二）報導文學就是找故事、說故事 

  講故事、聽故事可以說是人的本能，然而報導文學的寫作還必須掌握事實與故事的距離，在事

實的根基上，用故事的架構吸引讀者。不同於虛構的純文學作品，紀實文學的作者必須「作故事的

乘客而不是駕駛」，如何找出事實中有表現力的細節？如何挖掘出一般人不知道的事實？在面對事

實時，作者必須放棄操控方向盤，當一名乘客，讓事實引領自己抵達目的地。 

 （三）從數據到故事的技巧 

  本次課程設計運用「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PRIDE），來彌補報導文學常常需要長時間進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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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調查，或是需要大量問卷研究樣本的限制，讓學生分組學習如何判讀資料庫中的資料，並且在深

化思考後，找出感興趣的寫作主題。 

  「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PRIDE）可以找到許多數據資料，內容十分豐富，有臺灣國內的數

據也有全球各國的數據比較，例如：中美研發投入比一比、女性可支配所得、PM2.5 誰吸得多？等

等，搭配 SDGs 永續發展目標讓學生思考自己較感興趣的報導寫作主題，確立寫作主題後運用「元

問題分析」找出數據背後的問題意識，再以「三幕劇結構」創作數據的故事。 

三、教學對象 

  本課程於高一必修國語文課堂上實施，教學對象為高職一年級商科學生，分別為商業經營科

（一年忠班）與電子商務科（一年愛班）兩個班。課程實施時間為第一次段考之後，此時學生對高

中國語文的課程已具備一定的熟悉度，在段考剛結束之後，課程較無進度壓力，也有較充裕的時間

進行分組活動和課堂報告。 

  學生的國文程度中等，大多數國中會考國文成績為Ｂ或是Ｂ＋，一年愛班成績表現稍弱，約有

四、五位學生的國中會考國文成績為待加強的Ｃ。國中時期可能因為疫情遠距上課的原因，普遍沒

有分組課堂報告的經驗，不過對於數位學習、Google Classroom 的操作都很熟悉。 

  在教學時須擬定更加完備的學習鷹架，提供學生更多寫作上的參考範例，小組討論時也須教師

適時的從旁協助，給予思考的方向或是寫作上的建議。 

四、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一） 設計者 許琇雯 

實施年級 高職商科一年級 總節數 共６節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

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

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5-V-4 廣泛運用工具書及資訊網

絡蒐集、分析資料，提高綜合學

習和應用能力。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

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 溝通互動 

國 S U B1 

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理念

與情意，並學會從 

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

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商的能

力。 

國 S U 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

的素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訊，

激發省思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

題的能力。 

C 社會參與 

學習

內容 

Bc-V-3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

列等輔助說明。 

Be-V-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自

傳、新聞稿、報導、評論、等格

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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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S U 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

德課題，培養品德；積極與他人對

話，尋求共識，建立公民意識與社

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與

公共事務。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品德教育／品德發展層面 

閱讀素養教育／閱讀的歷程 

國際教育／善盡全球公民責任 

實質內涵 

品 U3 

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並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 

閱 U2 

深究文本的內容並發展自己的詮釋，以此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 

國 U10 

辨識全球永續發展的行動策略。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高職群科 商業類 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來源 

（一）參考書目 

1.南西．杜爾特(2021)。《矽谷簡報女王用數據說出好故事》。顧淑馨譯。商業周

刊。 

2.布倫特．戴克斯(2022)。《資料故事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未來，將由資料「說書

人」定義！亞馬遜、微軟等企業巨擘都在用》。洪慧芳譯。大牌出版。 

3.宋世祥(2020)。《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 厚數據的創新課：5 大洞察心法╳6 種視

覺化工具，掌握人類學家式的系統思考，精準切入使用者情境》。果力文化。 

4.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2017)。《哈佛寫作課：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

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王宇光 等譯。商業周刊。 

（二）網路資料 

1.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Policy Research Indicators DatabasE, PRIDE ) 

網址：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一）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 

1.《國語文》第一冊東大版 

2.學習單 

（二）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 

1.投影簡報 

2.網路影片 

學習目標（課程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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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層面 

1.學生能透過數據、圖表等內容歸納資訊，推論見解。 

2.學生能經由數據資料進行社會議題的省思與批判。 

（二）技能層面 

1.學生能運用三幕劇架構將數據資料轉化成故事。 

2.學生能流暢大方的進行口頭報告。 

（三）態度層面 

1.學生能主動關心社會重要議題，並理性思考。 

2.學生能互助合作，完成小組報告任務。 

五、各節教學大綱 

各節教學大綱 

節次 單元名稱 各節主題 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對應素養及議題 

1 

感 覺 距 離

事 實 有 多

遠？ 

認識思考的

偏誤並自我

省思 

以問卷調查實測感覺

與事實的距離 

學習單 

口頭報告 

對應素養：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對應議題：閱讀素養教育 

2 
找 到 寫 作

主題 

確立資料故

事的主題 

學習如何操作 PRIDE

資料庫，藉此找出適合

寫作的主題 

線上作業 

口頭分享 

對應素養：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對應議題：品德教育 

3 
掌 握 故 事

核心 

釐清問題發

生的原因 

學習元問題的提問重

點，鍛鍊反思的能力 

線上作業 

口頭報告 

對應素養：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對應議題：品德教育 

4 

知 其 然 更

要 知 其 所

以然 

深入挖掘議

題中的問題

意識 

以元問題思維對寫作

的議題提出反思 

分組討論 

口頭分享 

對應素養：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對應議題：品德教育 

5 
建 立 文 章

架構 

用三幕劇結

構寫資料的

故事 

認識與學習三幕劇結

構，並應用在報導寫作

上 

線上作業 

口頭報告 

對應素養：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對應議題：閱讀素養教育 

6 
用 數 據 說

故事 

統整所學完

成一篇資料

的故事 

成果發表 
線上作業 

小組報告 

對應素養：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對應議題：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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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第一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一） 設計者 許琇雯 

實施年級 高職商科一年級 總節數 共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2-V-2 討論過程中，能

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

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

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

溝通。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國 S U B1 

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

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

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

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

與協商的能力。 
學習內容 

Bc-V-3 數據、圖表、圖

片、工具列等輔助說

明。 

議題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閱讀素養教育／閱讀的歷程 

實質內涵 
閱 U2 

深究文本的內容並發展自己的詮釋，以此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

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來源 

1.影片：「潛意識操控實驗」認知操縱是怎麼發生的？6 個認知偏誤！【下集】

【心理學】 | 維思維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R62dpyhE&t=488s 

2.宋世祥(2020)。《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 厚數據的創新課：5 大洞察心法╳6 種視

覺化工具，掌握人類學家式的系統思考，精準切入使用者情境》。果力文化。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 

已學完課文〈從「感覺」到「事實」的差距〉，對思考偏誤有基礎的認識 

學習狀態： 

注意力容易渙散，指示須簡單明確且要不斷提醒 

預期的學習難點： 

問卷的問題設計可能會欠缺廣度，只聚焦在同一類型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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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投影簡報 

2.問卷實作學習單 

學習目標 

1.認知層面：能歸納出思考的盲點及成因 

2.技能層面：能擬定出合適的問卷題目 

3.態度層面：能反思自己的思考偏誤，並同理他人想法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複習課文加強印象 

1.複習既成偏誤和倖存者偏誤的定義 

2.請學生舉例說明 

二、開展活動 

（一）觀看影片 

1.觀看影片：「潛意識操控實驗」認知操縱是怎麼發生的？6 個

認知偏誤！【下集】【心理學】 | 維思維 

認識更多類型的思考偏誤 

2.教師運用 ORID 焦點討論法向學生簡單提問 

Ｏ：影片中如何說明認知誘導、認知框架、認知偏見？ 

Ｒ：看到影片中的案例你有什麼感覺？ 

Ｉ：當你發現這些認知操縱的案例後，你認為對你產生哪些影

響？ 

Ｄ：如果你察覺有人或是組織嘗試對你進行認知操縱，你會採

取什麼行動？ 

（二）撰寫問卷題目 

1.為了方便進行結果統計，教師提醒學生問卷的題目需設計成

是非題，能夠以是或不是簡單回答 

2.提醒學生不可利用問卷探問同學隱私 

3.問卷盡可能涵蓋不同類型的問題，避免同學設計的題目過於

單一，例如全部都是食物類的題目 

（三）問卷調查實作 

1.教師說明提問方式、時間 

2.同學實作 

三、綜合活動 

（一）口頭發表 

 

5min 

 

 

 

 

15min 

 

 

 

 

 

 

 

 

 

10min 

 

 

 

 

 

15min 

 

 

 

5min 

 

教師可提供範例鼓勵

學生踴躍回答 

 

 

 

影片播完後會提問，提

醒學生要認真觀看 

 

 

 

 

 

 

 

 

學生撰寫期間教師可

觀察是否有需要從旁

協助 

 

 

 

教師觀察是否有較為

害羞內向的學生需要

幫助 

 

鼓勵學生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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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學分享設計的題目內容，以及預期和實際統計落差最大

的題目 

（二）課後作業 

完成問卷學習單最後的心得省思，下節上課時繳交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影片：警惕！群體操控是怎麼形成的！6 個「認知操控」的心理效應！認知心理學實驗【上集】

【心理學】 | 維思維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766AwipjQ0 

2.朱立安．巴吉尼(2019)。《自願被吃的豬：100 個讓人想破頭的哲學問題》。黃煜文譯。麥田。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評分說明 

 

二、〈從「感覺」到「事實」的差距〉 作者：冀劍制 

□1  我常鼓勵學生養成反思的習慣，沒事時也可以想想自己覺得什麼事情理所當

然，然後挑戰它，看能否到達懷疑的地步。 

□2  有一天，一位同學對此感到很不以為然。他說：「對於正確的事情為什麼還要

浪費時間去反對呢？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作為不是很沒意義嗎？」 

□3  的確，嘗試去反對「正確的事情」，除了練習思考之外，意義不大。「但

問題是，」我問學生，「你如何確定一件事情是正確的？如果不試著反駁看

看，如何確認？」 

□4  經常反思，就有機會找出自己在理由不足的情況下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缺

乏反思習慣，就容易具有自以為正確但卻錯誤的知識而不自知，也就容易做出錯

誤抉擇。 

問 

卷 

調 

查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題目設計 

取 材 廣 泛 且 有

創意 

題目設計明確，

適 合 進 行 問 卷

統計 

取 材 上 有 嘗 試

兼顧不同面向 

題目設計清楚 

取 材 範 圍 較 侷

限於特定類型 

題 目 設 計 符 合

問卷統計要求 

取材範圍單一 

題 目 設 計 錯 誤

或不良，導致無

法 正 確 統 計 問

卷 

心得省思 

對 自 身 思 考 偏

誤 或 刻 板 印 象

展 現 深 刻 的 反

思，並能對不同

立 場 的 意 見 表

現 尊 重 與 同 理

心 

文 句 清 晰 有 條

理，能清楚表達

個人想法，有概

略 描 述 尊 重 不

同意見的必要 

文 句 表 達 大 致

流暢，但內容欠

缺 對 不 同 立 場

意 見 的 尊 重 和

同理心 

文句表達紊亂，

導 致 內 容 詞 不

達意，或是內容

過於簡略草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766Awipj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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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正確的卻未必正確 

□5  事實上，我們以為正確無誤的事情，有時並非事實，可能只是來自於輕率思

考或只是因為周圍多數人有相同觀點而已。要跳脫這種困境，最好能夠了解錯誤

知識形成的各種因素。 

□6  而其中最常見、也最難發現的因素大概算是「同溫層」效應。由於年紀、性

別、觀念、興趣、想法等屬性類似的人，容易結交並分享想法，久而久之，感覺

上某些想法似乎是大眾的共識，但實際上卻未必如此。而這種認知卻會讓我們降

低戒心，失去發現錯誤的良機。所以，多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文化，有助

於跳脫這種井蛙之見。況且，當整個時代大多認同某種觀念時，想要跳脫就更困

難了。就像當整個世界都傾向於重男輕女時，站在最前端的女權鼓吹者，就容易

被視為異端而遭受迫害。那麼，回頭反思一下，我們的某些觀念是否受限於這個

時代，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而正在以極多數的力量，反對某些被我們稱之為極

端者、敗類的先進觀念鼓吹者呢？ 

□7  除了同溫層效應，許多在成長中無意間形成的偏見、內心隱藏的私心作用，

也都容易將人導向錯誤思考。 

感覺這樣，事實卻不然 

□8  國際市調中心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針對許多國家國民在感覺與事實間的

差距研究，提供了許多這類錯誤思考的案例。該研究指出，有許多議題，人們感

覺上的推測和實際問卷結果差距很大。 

□9  舉例來說，「你覺得國內有多少穆斯林？」所有國家國民的推測都比實際比例

高很多。法國人推測約百分之三十，但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七點五。而臺灣人推測

有百分之七，但實際上卻只有萬分之一。導致這種思考偏誤的因素，可能是由於

新聞常有伊斯蘭教世界的紛爭與恐怖攻擊，新聞多了，就容易感覺四周有較多穆

斯林。這種效應就像媒體經常播報犯罪新聞時，容易讓人感覺生活四周很不安

全。 

□10  另外，當問到有多少比例的人目前處在開心狀態時，每個國家國民都嚴重低

估了。韓國最嚴重，覺得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感到快樂，但實際上卻有將近九

成的人覺得自己處於開心狀態。會覺得多數人不快樂，很可能也是由於負面新聞

的作用，尤其連臺灣都有關於韓國人工作壓力很大的新聞，他們自己自然也容易

被這類新聞干擾判斷。 

□11  當我們經常聽聞不幸消息，就容易錯估大眾快樂程度。除此之外，人們喜歡

在社群媒體抱怨與發洩情緒的風氣，也會導致我們誤以為多數人不快樂。 

科學研究也有偏差的可能性 

□12  然而，反思習慣也能讓我們不輕易掉入那些看似嚴謹的科學研究的陷阱裡。

例如，這個關於快樂比例的研究數據顯示多數國家都有接近九成的人感到快樂，

這會是真的嗎？由於這個數據和我們的日常印象差距太大，不禁令人感到可疑。

這時我們可以思考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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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雖然研究方法屬於隨機抽樣的問卷，但仍存在導致誤差的因素。例如，心情

不好的人較容易拒絕受訪，而心情好的人比較有耐心與意願協助研究者做問卷，

因而造成九成的數據。這數據或許只能顯示「願意填問卷的人有九成是處於開心

狀態的」，而那些正覺得自己不快樂的人，由於根本不想理會研究人員，所以自然

被排除在問卷調查的範圍之外了。如此一來，這樣的研究就不夠客觀。 

□14  然而，如果填寫問卷有贈送禮物的話，或許可以大略排除這種狀況，因為即

使不快樂，也可能會為了禮物而接受問卷調查，但如此一來，就可能導致另一種

偏差，這九成的人之所以快樂，或許是因為有禮物可拿的關係。也就是說，問卷

調查本身就是快樂的來源。那麼，這樣的研究也容易產生偏差的結果。 

思考偏誤製造假資訊 

□15  人們的想法很容易受到現有資訊的干擾而產生錯誤的認知。全球傑出人才

社群機構的創辦人杜伯里(Rolf Dobelli)將這種干擾作用稱之為思考偏誤。在

其著作思考的藝術中有兩種思考偏誤與此息息相關：「現成偏誤」與「存活者

偏誤」。 

□16  「現成偏誤」指的是我們習慣以現成的資訊來理解事物。就像常聽到某個主

張，就以為有此主張的人比例很高，但很可能只是因為這些訊息較容易被報導，

或者自己的朋友圈較多屬於此種類別的同溫層效應而產生認知上的偏誤。 

□17  「存活者偏誤」則是指看得見的例子，都是最後存活下來的優勝者。像是成

名搖滾樂團、生意興隆的商店。由於我們不容易看見那些失敗者，就容易高估成

功的機率。 

□18  要擺脫認知偏誤，必須張開智慧的雙眼，養成反思的習慣，經常性的反思自

己認為確定無誤的知識。即使暫且找不到問題，也要讓哲學最強調的「無知之

知」協助我們：「沒有找到問題並不代表沒有問題，可能只是自己還沒有能力發現

而已。」當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知識的缺乏，並去尋找那些眼睛看不見的資訊，才

能儘可能避免因為錯誤認知而導致錯誤的行動與不良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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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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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一） 設計者 許琇雯 

實施年級 高職商科一年級 總節數 共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5-V-4 廣泛運用工具書

及資訊網絡蒐集、分析

資料，提高綜合學習和

應用能力。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 U 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

所提供的素材，進行閱讀思

考，整合資訊，激發省思及

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

能力。 

學習內容 

Bc-V-3 數據、圖表、圖

片、工具列等輔助說

明。 

議題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品德教育／品德發展層面 

實質內涵 
品 U3 

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並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5-V-4 廣泛運用工具書及資訊網絡蒐集、分析資料，提高綜合學習

和應用能力。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來源 

1.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2017)。《哈佛寫作課：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

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王宇光 等譯。商業周刊。 

2.宋世祥(2020)。《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 厚數據的創新課：5 大洞察心法╳6 種視

覺化工具，掌握人類學家式的系統思考，精準切入使用者情境》。果力文化。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 

學生對於數位工具及 Google Classroom 的操作都很熟悉 

學習狀態： 

平常學生的手機都是收在保管櫃裡，課堂上如果因課程需要使用手機，要注意

學生能否專注完成課堂任務 

預期的學習難點： 

學生可能會找不到感興趣的寫作主題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Policy Research Indicators DatabasE, PRIDE ) 

網址：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 

2.投影簡報 

3.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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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認知層面：能從圖表內容分析議題的成因，並進行批判思考 

2.技能層面：能熟練操作資料庫獲得想要的資料 

3.態度層面：能就重大議題展現人文關懷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PRIDE 資料庫小測驗 

1.學生各自完成小測驗，並截圖記錄題目和答案 

2.到 Google Classroom 上傳截圖，並撰寫心得省思 

二、開展活動 

（一）用數據看世界 

1.學生口頭發表哪些數據讓人最感到意料之外 

2.從數據的統計結果可以對應到哪些重要議題，介紹 SDGs 永

續發展目標，作為尋找議題的參考 

（二）尋找感興趣的議題 

 

10min 

 

 

 

 

 

 

 

 

 

 

 

 

 

10min 

 

 

 

5min 

 

 

 

 

 

 

 

 

 

 

 

教師走動觀察學生作

答情況 

 

 

 

 

 

 

 

 

 

 

 

 

鼓勵學生踴躍發表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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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示範說明如何操作 PRIDE 資料庫 

學生可以選擇要不要註冊，註冊後可以使用網站更多的功能，

例如可以自行匯入資料製作出圖表 

 

 

2.學生實作：請學生點選首頁的圖解看世界，可以看到許多精

美的圖表，點選不同的年度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主題的圖表素

材，鼓勵學生多找多看不同類型的圖表，發掘真正有興趣的議

題，也可以結合 SDGs 永續發展目標，作為尋找主題的靈感 

3.小組共同尋找一個感興趣的議題，決定寫作主題，並完成

Google Classroom 上的圖表作業（教師已事先放上供參考格式

範例的 Google 簡報） 

三、綜合活動 

 

 

 

 

 

 

 

 

 

 

 

 

 

 

 

 

 

 

 

 

 

 

 

 

 

 

 

 

 

20min 

 

 

5min 

 

 

 

 

 

 

 

 

 

 

 

 

 

 

 

 

 

 

 

 

 

 

 

 

 

 

 

 

 

觀察小組討論狀況是

否需要教師從旁協助 

 

提醒作業繳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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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總結課程並審視小組完成進度 

（二）課後作業 

1.小組作業：小組指定一人上傳小組的成果報告，並預告下節

課進行口頭報告 

2.個人作業：每個人需要另外再完成一份個人的成果報告，內

容不可跟小組的成果報告相同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ＳＤＧｓ永續發展目標 

網址：https://globalgoals.tw/ 

2.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2017)。《哈佛寫作課：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教你找故事、寫故

事、出版故事》。王宇光 等譯。商業周刊。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評分說明 

寫 

作 

主 

題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議題分析 

選擇議題時能

具備深刻的社

會關懷及多元

靈活的思考 

能注意到社會

上重要議題，

並充分思考 

在意的議題較

侷限在個人而

非社會，思考

不夠全面 

欠缺發現重要

議題的眼光，

思考太淺，不

夠深入 

心得反思 

能切中問題核

心，並以關懷

社會的視角進

行深刻的分析

與反思 

能展現對社會

的關懷，就議

題進行分析，

但思考略淺 

能就議題的現

象或是成因指

出問題，但欠

缺對社會的關

懷 

對議題的分析

錯誤，心得想

法過於簡略或

是隨意草率 

 

  



220 
 

學生成果示例 

【小測驗題目】 

 

 

【小測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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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測驗後的心得省思】 

學生心得： 

社會與經濟 OECD 國家 2022 年家庭儲蓄率最高？ 在剛開始的想法裡以為是澳洲 因為在之前

的固有思維裡 澳洲是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家 在網上看到有些出外讀書的人選擇的也是澳洲 先入

為主的認為那麼多人要選擇的地方是否是好就業、薪資高 那是否家庭儲蓄率也會相較其餘兩個

選項高 但答錯之後才發現是愛爾蘭 在自己偏少數看見愛爾蘭事跡 並且沒仔細探究過下導致的

偏見與錯誤。 

 

 

【小組／個人尋找寫作主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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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一） 設計者 許琇雯 

實施年級 高職商科一年級 總節數 共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6-V-1 深 化 寫 作 能

力，根據生活的需求

撰寫各類文本。 
核心素養

／具體內

涵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國 S U 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

德課題， 培養品德；積極 與他人

對話，尋求共識，建立 公民意識與

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

與公共事務。 

學習內容 

Be-V-1 在生活應用

方面，以自傳、新聞

稿、報導、評論、等

格式與寫作方法為

主。 

議題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品德教育／品德發展層面 

實質內涵 
品 U3 

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並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

結 

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來源 

1.布倫特．戴克斯(2022)。《資料故事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未來，將由資料「說書

人」定義！亞馬遜、微軟等企業巨擘都在用》。洪慧芳譯。大牌出版。 

2.宋世祥(2020)。《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 厚數據的創新課：5 大洞察心法╳6 種視覺

化工具，掌握人類學家式的系統思考，精準切入使用者情境》。果力文化。 

3.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2017)。《哈佛寫作課：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教

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王宇光 等譯。商業周刊。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 

已在前一節課搜尋感興趣的議題，確立寫作的主題 

學習狀態： 

學習時注意力容易渙散，須時刻注意 

預期的學習難點： 

如何設計問題才能符合元問題的定義要求，教師必須給予提問範例，並在小組討

論時加以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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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Policy Research Indicators DatabasE, PRIDE ) 

網址：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 

2.投影簡報 

3.Google Classroom 

學習目標 

1.認知層面：能理解元問題的定義 

2.技能層面：能設計符合元問題概念的題目 

3.態度層面：能對重大議題與社會問題表現人文關懷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小組報告上週成果 

1.各組報告 2 分鐘 

2.小組報告完，教師抽點學生提出問題或是給予回饋 

二、開展活動 

（一）問對元問題 

1.教師講述元問題定義並示範提問範例 

2.學生分組進行實作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總結課程並審視小組完成進度 

（二）課後作業 

1.小組作業：小組指定一人上傳小組的成果報告，並預告

下節課進行口頭報告 

 

15min 

 

 

 

 

20min 

12min 

 

3min 

 

觀察台下學生是否有專心聆

聽，適時抽問 

檢視小組分工狀況 

 

 

 

觀察小組討論狀況是否需要

教師從旁協助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宋世祥(2020)。《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 厚數據的創新課：5 大洞察心法╳6 種視覺化工具，掌握

人類學家式的系統思考，精準切入使用者情境》。果力文化。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元問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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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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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說明 
 

問 

對 

元 

問 

題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問題設計 

能切中元問題

的提問方式，

展現深化後的

思考脈絡 

能理解並依照

元問題的提問

方式設計問題 

能理解元問題

的提問方式，

但設計問題時

略不符合要求 

對於元問題的

提問方式理解

錯誤，問題設

計不符要求 

問題意識 

提問中能展現

多元且靈活的

思考，突破既

定的傳統思維 

提問的內容大

致能呈現出不

同面向的思考 

提問內容試圖

呈現不同的立

場但不夠深入 

提問內容並未

呈現不同方向

的思考脈絡 

學生成果示例 

用元問題的４種提問法，探討【社會大眾為何習慣在公共運輸工具上滑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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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一） 設計者 許琇雯 

實施年級 高職商科一年級 總節數 共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

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國 S U 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

德課題， 培養品德；積極 與他人

對話，尋求共識，建立 公民意識與

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

與公共事務。 

學習內容 

Be-V-1 在生活應用方面，

以自傳、新聞稿、報導、評

論、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

主。 

議

題

融

入 

議題／ 

學習主題 
品德教育／品德發展層面 

實質內涵 
品 U3 

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並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Be-V-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自傳、新聞稿、報導、評論、等格式與寫作方法

為主。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聯結 
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來源 

1.布倫特．戴克斯(2022)。《資料故事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未來，將由資料「說

書人」定義！亞馬遜、微軟等企業巨擘都在用》。洪慧芳譯。大牌出版。 

2.宋世祥(2020)。《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 厚數據的創新課：5 大洞察心法╳6 種

視覺化工具，掌握人類學家式的系統思考，精準切入使用者情境》。果力文化。 

3.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2017)。《哈佛寫作課：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

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王宇光 等譯。商業周刊。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 

已在前一節課學習如何提出元問題，具備提問的基礎能力 

學習狀態： 

學習時注意力容易渙散，須時刻注意 

預期的學習難點： 

如何提問才能符合元問題的定義要求，並能針對各組的議題進行多元且靈活

的思考，教師必須在小組討論時從旁協助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Policy Research Indicators DatabasE, PRIDE ) 

網址：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 

2.投影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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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認知層面：能理解元問題的提問方法 

2.技能層面：能設計符合元問題概念的題目 

3.態度層面：能對重大議題與社會問題表現人文關懷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小組報告上週成果 

1.各組報告 2 分鐘 

2.教師統一給予回饋講評 

二、開展活動 

（一）複習元問題提問法 

1.教師再次複習提問元問題的方法和重點 

（二）世界咖啡館討論法 

1.教師介紹「世界咖啡館」討論流程 

2.由各組組長擔任桌長，其餘組員到不同桌就那一組的議題運

用元問題提問法進行討論 

3.討論方式： 

(1)每桌的桌長固定，並負責記錄每一輪的討論成員。第一輪的

座位由教師指定，之後組員要去還沒去過的組別討論，不可重

複。視可運用的時間彈性決定要討論幾輪。 

(2)桌長須先向每一輪的討論成員說明自己組別所選的議題，以

及議題中值得反思的地方，引導討論成員所提出的問題聚焦在

議題上。 

(3)討論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主要目的是讓小組對於議題能有

 

15min 

 

 

 

5min 

 

 

 

 

 

 

 

 

 

 

 

 

 

5min 

15min 

 

 

 

 

 

 

 

 

 

 

觀察台下學生是否有

專心聆聽，適時抽問 

檢視小組分工狀況 

 

 

 

 

 

 

 

 

 

 

 

 

 

 

 

學生可能不熟悉討論

流程該如何進行，教師

可在一旁協助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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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元、深入的反思，討論成員所提出的問題所有人都能回應

討論，無法回答出正確答案也沒關係，記錄下來之後作為查找

資料的方向。 

4.討論範例： 

桌長說明討論議題：台灣少子化危機 

桌長說明為何選擇此議題的原因：少子化已持續多年，政府提

出許多獎勵政策，例如生育補助，但是成效不彰，希望能分析

出造成台灣持續少子化的核心原因，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提問範例： 

(1)釐清現實： 

台灣真的有少子化嗎？為什麼許多人都不想生小孩？ 

(2)換位思考： 

如果我是一名事業有成的女強人我會想生小孩嗎？ 

(3)檢驗預設： 

當我們問為什麼大家不想生小孩，是否忽略了不是不想生而是

不能生的人？ 

(4)解析脈絡： 

少子化的背景成因可能是女性地位提升，不再像過去被視作生

育工具？ 

三、綜合活動 

（一）完成討論紀錄表 

1.各組組長(桌長)和小組組員一起統整討論內容，就元問題的四

種提問方式（釐清現實、換位思考、檢驗預設、解析脈絡），歸

納整理小組報導主題的問題意識 

（二）教師總結課程，學生給予意見回饋 

 

 

 

 

 

 

 

 

 

 

 

 

 

 

 

 

 

 

 

10min 

 

 

 

 

 

 

 

 

 

 

 

 

 

 

 

 

 

 

 

教師可適時回饋學生

的提問是否符合元問

題的提問原則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宋世祥(2020)。《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 厚數據的創新課：5 大洞察心法╳6 種視覺化工具，掌握

人類學家式的系統思考，精準切入使用者情境》。果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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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元問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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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咖啡館 

 

 

 

 



234 
 

三、評分原則 

世 

界 

咖 

啡 

館 

討 

論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討論參與 

積極參與討

論，並針對議

題理性發言，

展現深刻多元

的思考 

討論時能踴躍

發言，且聚焦

於議題進行分

析 

能參與團體的

討論，但發言

偶有過度主觀

或偏頗 

討論過程中較

為被動，沒有

太多意見表達 

討論紀錄表 

能提綱挈領說

明眾人討論意

見的總結，並

清楚分析討論

議題背後的問

題意識 

能統整眾人討

論的意見做成

結論，並說明

討論議題的問

題意識 

大致能彙整眾

人討論的意

見，但結論略

顯無力缺乏論

證 

發表結論的內

容多為個人見

解，欠缺眾人

討論的意見彙

整 

 

學生成果示例 

待補 

 

第五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一） 設計者 許琇雯 

實施年級 高職商科一年級 總節數 共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

求撰寫各類文本。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 U 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

所提供的素材，進行閱讀思

考，整合資訊，激發省思及

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

的能力。 

學習內容 

Be-V-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自傳、新

聞稿、報導、評論、等格式與寫作方

法為主。 

議

題

融

入 

議題／ 

學習主題 
閱讀素養教育／閱讀的歷程 

實質內涵 
閱 U2 

深究文本的內容並發展自己的詮釋，以此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6-V-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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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來源 

1.南西．杜爾特(2021)。《矽谷簡報女王用數據說出好故事》。顧淑馨譯。商業周

刊。 

2.布倫特．戴克斯(2022)。《資料故事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未來，將由資料「說

書人」定義！亞馬遜、微軟等企業巨擘都在用》。洪慧芳譯。大牌出版。 

3.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2017)。《哈佛寫作課：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

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王宇光 等譯。商業周刊。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 

前面的課程已完成確立主題，分析問題意識 

學習狀態： 

學生文字能力較貧弱，組織能力也須加強，可能需要教師搭建更多學習鷹架 

預期的學習難點： 

學生很少寫作超過 500 字的長文，較長篇幅的文章往往欠缺穩固的結構，需要

教師事先給予組織文章架構的範例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Policy Research Indicators DatabasE, PRIDE ) 

網址：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 

2.投影簡報 

3.Google Classroom 

學習目標 

1.認知層面：能理解三幕劇結構的定義與效果 

2.技能層面：能應用三幕劇結構寫作 

3.態度層面：能與小組成員適切溝通分工，合力完成作業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爬上故事山 

1.以經典童話故事（小紅帽、白雪公主、灰姑娘……）向學生

介紹故事山結構 

2.學生以故事山結構分享其他童話故事 

二、開展活動 

（一）三幕劇結構 

1.教師講述三幕劇結構定義與寫作方法 

2.學生小組討論實作 

三、綜合活動 

（一）各小組上台報告討論議題的三幕劇結構 

 

 

5min 

 

 

 

 

10min 

10min 

 

20min 

 

 

鼓勵學生舉出其他童

話故事分享 

 

 

 

 

觀察小組討論狀況是

否需要教師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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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總結課程並審視小組完成進度 

（三）課後作業 

1.小組作業：綜合前５堂課的成果完成數據故事的最終報告，

小組指定一人上傳最終成果報告，並預告下節課進行口頭報告 

5min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南西．杜爾特(2021)。《矽谷簡報女王用數據說出好故事》。顧淑馨譯。商業周刊。 

2.布倫特．戴克斯(2022)。《資料故事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未來，將由資料「說書人」定義！亞馬

遜、微軟等企業巨擘都在用》。洪慧芳譯。大牌出版。 

3.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2017)。《哈佛寫作課：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教你找故事、寫故

事、出版故事》。王宇光 等譯。商業周刊。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三幕劇架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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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說明 

 

三 

幕 

劇 

架 

構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架構安排 

架構完備妥

切，能巧妙運

用三幕劇結構

為報導主題增

添引人入勝的

故事性 

架構完整，能

嫻熟的運用三

幕劇結構呈現

報導主題，故

事性一般 

架構大致符合

三幕劇的結構

要求，但略缺

乏故事性 

架構不符合三

幕劇的結構要

求，段落出現

缺漏或錯誤 

用字遣詞 

文句生動細

膩，能將枯燥

嚴肅的議題以

平易近人的方

式呈現 

文句清楚明

白，能有條有

理的呈現報導

的主題及內容 

文句大致流

暢，對於報導

的主題及內容

敘述略淺薄 

文句多處不

順，報導內容

的敘述無法讓

讀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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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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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一） 設計者 許琇雯 

實施年級 高職商科一年級 總節數 共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

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

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

等的溝通。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國 S U 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

道德課題， 培養品德；積極 與

他人對話，尋求共識，建立 公民

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

議題並參與公共事務。 

學習內容 

Be-V-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

自傳、新聞稿、報導、評論、

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國際教育／善盡全球公民責任 

實質內涵 
國 U10 

辨識全球永續發展的行動策略。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

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來源 

1.南西．杜爾特(2021)。《矽谷簡報女王用數據說出好故事》。顧淑馨譯。商業周

刊。 

2.布倫特．戴克斯(2022)。《資料故事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未來，將由資料「說

書人」定義！亞馬遜、微軟等企業巨擘都在用》。洪慧芳譯。大牌出版。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 

學生可運用前面５堂課的所學完成最終報告 

學習狀態： 

須時時提醒學生專注聆聽同學報告 

預期的學習難點： 

小組如果有分工不均的狀況，負責報告的同學可能因為不熟悉內容而只能逐字

照著念，已有提醒學生報告前務必要先閱讀過報告內容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投影簡報 

2.Google Classroom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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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知層面：能深入分析議題並提出省思批判 

2.技能層面：能流暢的陳述觀點想法 

3.態度層面：能與組員溝通分工，並合力完成作業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一、導入活動 

（一）教師說明報告流程、方式、評分重點 

二、開展活動 

（一）各組報告 

1.每組報告 5 分鐘 

2.小組報告完，教師抽點學生提出問題或是給予回饋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綜合講評 

（二）學生回饋課程內容，提出改善建議 

（三）提醒最終書面報告繳交期限 

 

5min 

 

 

35min 

 

 

10min 

 

 

 

 

觀察台下學生是否有

專心聆聽，適時抽問 

檢視小組分工狀況 

 

教師講評內容可參考

評分原則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網站：報導者 

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 

2.向陽、須文蔚(2012)。《報導文學讀本(增訂版)》。二魚文化。 

附件（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一、評分說明 

資 

料 

的 

故 

事 

評量面向 優秀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主題內容 

內容呈現清晰

完整，引用圖

表、資料豐富 

能搭配適當的

圖表資料，清

楚說明主題 

主題的說明呈

現尚可，佐證

資料略不足 

內容過少，引

用的圖表資料

錯誤或不足 

問題意識 

論述上能切中

核心問題，呈

現對於社會的

人文關懷 

論述時能指出

待解決的問

題，並嘗試提

出解方 

論述尚能點出

問題所在，但

欠缺解決方案 

論述紊亂，缺

乏問題意識 

架構安排 
架構嚴謹 

環環相扣 

架構完整 

首尾呼應 

架構大致符合

三幕劇的要求 

架構有所欠缺

或是不符合三

幕劇結構 

口說表達 
論述清晰 

台風穩健 

口條清楚 

台風略顯生澀 

可傳達想法但

敘述時略生硬 

敘述缺乏條

理，無法讓聽

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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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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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課程反思 

  八月中參加種子教師培訓時，得知自己被分在報導文學組，其實原本心中有些排斥，對於報導

文學這個陌生的文類存有許多未知的害怕。但是經過密集的培訓後，深入了解認識了報導文學，我

深深的喜歡上了紀實寫作。 

  因此新學期開始後，我就打定主意要讓學生們一起體會報導文學的魅力，不過要從什麼角度切

入學習報導文學，著實讓我苦惱了一陣子，因為報導文學要寫得好，勢必要花上不少的時間蒐集資

料，也需要走出校外進行實地的踏查、採訪，如果沒有完整一學期的多元選修課可以運用，要如何

在有限的正課時間內，引導學生完成報導文學呢？ 

  最後，我從東大版的國語文課文中找到課程設計的靈感，以〈從「感覺」到「事實」的差距〉

為引子，帶領同學從數據資料、圖表走入報導文學的創作，搭配 PRIDE 資料庫可以解決創作報導

文學往往需要花上大量時間進行質性研究或是蒐集數據。 

  我將課程設計聚焦在報導文學書寫時如何同時呈現事實與戲劇張力，報導文學的作者必須以

事實的報導為基礎，但也應該帶著作者主觀的眼光與角度去解釋眼前發生的事情，並且用淺白的語

言傳遞給讀者。 

  在六節課的有限時間中，我將報導文學的書寫拆解成：主題、問題意識、架構三大部分，讓學

生能逐步完成三項任務後，將所學成果整合成完整的報導文學作品。因為課堂時間有限，且學生普

遍在學習上較為被動，回家之後會準時完成作業的人不多，所以主要採用分組合作的方式書寫報導

文學作品。 

  各小組或多或少都有分工不平均的問題，少數學習被動的學生對成果報告幾乎沒有貢獻，未來

可以嘗試規劃更多的課堂時間，讓學生每人都必須繳交個人的作品，期許可以讓學生更加投入在課

堂學習上，並且實質增進寫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