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柯華葳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國小組總評 

 

㇐、值得鼓勵的地方 
本次競賽因疫情影響，同學們聚在㇐起討論的時間會受到限制，競賽時也無法

實體發表展現努力成果，但大家表現仍很好，可看出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收

穫。 

本次競賽也新增指導老師心得，感謝老師們的盡心指導，讓同學們的學習更有

方向和效率。 

除此外，在數位閱讀及專題探究，有以下值得肯定及學習之處： 

 

(㇐)探究專題 

1.議題多元 

同學們探究的議題很多元，小自日常生活和地方社區意識，大至國家政策和全

球問題，層面也很廣，涵蓋社會人文、科普新知、心理探索、閱讀學習等，可

見小學生的觸角非常廣泛，關心的事物也很多。 

2.問題導向 

很多隊伍的題目是從自己生活周遭取材之問題解決導向，既實用又有趣，雖然

網路上可查詢到的資料可能較少，卻能整理出吸引人的報告。 
 

(二)探究態度 

1.展現「自、動、好」學習素養 

在數位閱讀專題探究歷程中，參賽團隊學生經由探究歷程，「自主」發現生活情

境中問題，透過團隊「互動」討論，共學去定義問題，最後在不同意見中取得

共識，解決問題成就「共好」，充分展現新課綱學習中內化的「自、動、好」學

習素養。 

2.虛心誠懇學習態度 

本次競賽新增「回饋意見」，大多數團隊對專家學者回饋意見都十分重視，也能

針對回饋意見，經由團隊對話，討論是否修改或重做，並提出具體理由。 
 

(三)探究能力 

競賽的主要目的之㇐是希望培養學生蒐集、統整、歸納和分析網路資料/資訊的

能力，這方面同學們在課餘之暇能盡力準備，非常可貴。 



1.摘要、統整能力 

在本次競賽新增將多筆類似資料來源先統整為摘要，很多隊伍能夠利用此功能

在收集資料時先消化整理，讓報告更精簡。 

有些隊伍不僅整理資料，更以統計圖表方式呈現，讓成果的可讀性更高。 

2.理解、分析、綜合能力 

國小組特優隊伍，都能將探究報告中會用到的專有名詞或學科概念另行探查並

理解其意涵，不會使用自己無法理解的生澀詞彙。且能掌握自己所探究問題的

脈絡與邏輯，將龐大複雜的訊息重新組織、統整成足以解決探究問題的有效資

料。 

3.應用、評鑑能力 

特優、優等隊伍，蒐集資料後，除了認知、理解、分析、統整，更能比較、評

論資料之真偽及可行性，最後更能將探究結論發現，實際應用於生活中之問題

解決。 
 

(四)發表、答詢表現 

1.決賽發表 

大多數決賽隊伍可將探究結果在簡短七分鐘內清楚解說簡報，口條清晰、思路

清楚，有些更輔以生動活潑的表演方式。雖然評比仍以探究內容為重點，但多

元表達方式是有助於專題更深度之詮釋表述。 

2.決賽答詢 

決賽評審提問時，很多隊伍能由不同的隊員輪流回答，且會適時支援補充其他

隊員的說明，表現團體合作的精神。 

特優隊伍的成員更能適切地提出完整、細節說明；從此可知，團隊並非只是將

報告或投影片內容背得滾瓜爛熟地「表演」而已，而是真正透過數位探究歷程

達到「自學」的目標。 
 
 

二、還可以更好的地方 

「數位閱讀專題探究」是選擇適合的「專題」，使用有效的「數位閱讀」方法，

做有目的性的「探究」，希望同學們在歷程中可以兼顧這三個面向。 

(㇐)數位閱讀 

1.有主題、策略的大量閱讀 

同學們可以從自己疑惑問題發想，即使是原本陌生的主題，通過閱讀大量網路

資料獲得更多面的知識，對原本疑惑的問題能了解其來龍去脈，提出對應的方

法。 



2.資料判讀 

大家查詢到的網路資料若為二手或不完整的報導(如根據 XX 單位的統計…)，可

以進㇐步查詢資料的原始出處，不但可確認資料的正確性，也可能獲得更深入

或更廣泛的訊息。 

訂定資料的可信度是否有標準，如哪種網站是五顆星、哪種只有 3 顆星，再評

估不高星等的資料是否有採用或參考的必要。 

 

(二)專題探究 

1.主題脈絡之連貫性 

(1)探究歷程要注意主題的連貫性，並注意是否有前後矛盾的情形產生。 
(2)訂好題目和子題後，經過探究歷程若發現方向有偏離，可想想題目或子題是

否適合，有沒有調整的必要。 

(3)到探究歷程的後半段，可以回顧階段 1 時的預測可能結果，對照最後的結論

是否有不同，能找到原因並說明。 
 

2.資料整理→從理解、歸納到分析推論、驗證主題 

(1)理解、歸納 

蒐集瀏覽資料時的重點整理，是將網頁資料吸收消化後，把自己理解的內容以

摘要的方式呈現，而不是大量的複製原網頁的資料。 

(2)推論、形成自己觀點 

專題探究不只是資料整理，更不是把網路上專家們現有的觀點予以堆積和摘

錄，同學們若能有自己的推論和觀點，更為難能可貴。 

(3)驗證主題 

並不是找到的資料或專業術語都㇐定要放到報告，要有所取捨，扣緊主題，再

從中延伸，最好能得到具體的結論。 

 

(三)師生共學 

1.教師對團隊專題探究指導之角色，應該定位在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之「問思、

引導」，提問激發學生更深度高層次思考、鼓勵支持陪伴，不宜有過多之「主

導」。 

2.指導老師若是指導多隊時，可以注意每㇐隊的探究歷程進度，若有困難、拖

延或放棄的狀況，能予以適當的協助。 

 

 

  



111 年度柯華葳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國中組總評 

㇐、值得鼓勵的地方 
(㇐)決定探究主題 

1. 探究主題能關注到「SDGs」：今年的探究主題展現國中生對於永續議題的關

懷，其中對於能源議題、保育海洋生態及性別平權有多組隊伍探究相關主
題，可以看出教學現場的用心，和學生具備的視野。 

2. 除了關注永續議題，報告主題也包含家鄉文化、校園生活、環保議題、太空

旅行、醫療科技、飲食營養、運動娛樂、學習檔案、廢死議題等，題目豐富
多元，展現對於生活周遭的細微觀察與問題意識，且具備探究精神，值得嘉

許。 

3. 參賽隊伍能從自身相關事務尋求主題，例如垃圾食物、補習、禁愛令、時間
管理等。也能探究 108 課綱總綱中列出十九項「議題」中性別平等、人

權、環境、海洋、生命、能源等納入思考。還能注意新興議題，如

Vtuber，太空旅遊。 

4. 部分隊伍願意挑戰自己不熟悉且困難的專業主題，精神可嘉！ 

(二)資料蒐集與統整 

1. 在可信度的檢驗策略上，已有隊伍能透過內容交叉比對策略來確定正確性。 

2. 運用表格、圖示，SWOT 分析進行資料的比較，有助於讀者掌握重點與理
解。 

3. 能掌握資料可信度的判定原則、進行資料的三角檢證，在簡報註記資料出

處，展現對資料引用的審慎態度。 
4. 為了收集資料閱讀期刊、論文、英語文獻及影片，努力克服文章艱澀難懂的

閱讀問題，精神可嘉。在資料的搜尋上，有些組別能使用英文文獻，擴充資

料的豐富性，值得嘉獎。 
5. 可以發現部分隊伍已能在探究後期，自行發現初始架構的不足，並作出調

整。 

(三)口頭報告 

1. 報告台風穩健，具備主播風範，時間掌控得宜，並勇於回答評審的各種提
問，表現優異。 

(四)簡報製作 

1. 多數組別簡報能注意字型大小、訊息量以及美觀設計。報告時，能利用主題



情境串場，吸引觀眾的注意。 

(五)探究精神 

1. 能將覺察生活中的時事、議題，並將探究歷程學習到的概念應用在真實生

活，有系統地為自己的立場或為各項平權、環保議題發聲，扎扎實實的社會
參與及做中學習。 

2. 在疫情期間做這樣跳脫舒適圈的事更加不易，同學及指導老師們能克服萬

難，真的非常不簡單！ 
 

二、還可以更好的地方 

(㇐)決定探究主題 

1. 探究的題目建議具不同觀點或立場的議題，透過資料的查詢、整合與比較，

進行分析與討論，以理解整體問題的樣貌，達成探究與深入學習的目的。 
2. 在議題設定上，建議題目可以更深入探討議題，並適度縮小範圍。例如，很

多小組都很關心海洋污染問題，主題雖然是如何改善，但子題的設定，多半

環繞在海洋污染的嚴重性，海洋污染的種類，清除海洋垃圾的方法等，最後
的結論為個人環保與政府立法。比較少聚焦於探討較具體的成功方法，例如

具體的減塑策略，相關的倡議行動等等。 

3. 探究普世性的題目時，結論往往難以呈現探究結果的價值 (結論很容易都⾧
得很像)，如海洋汙染、綠能等環保議題。建議可以有更突破性的想法，例

如：綠能的再定義(綠能真的是綠能嗎？)、舉手之勞做環保真的有用嗎？等

等。 

(二)資料蒐集與統整 

1. 蒐集資料時，宜針對探究的問題先定義明確的內涵，方能確認探究的重點及

資料蒐集的範圍。如查找或整理資料時有新的發現，要重新檢視報告結構，

調整納入合適的段落，避免想到哪寫到哪。 
2. 研究架構會引導探究的方向、內容與層次，要掌握前後呼應的原則，時時檢

視探究的內容結果與架構設計是否㇐致。如子題資料整理為分工進行，完成

後仍要重新檢視各段內容是否有重複陳述或邏輯不連貫，書寫結構也應統
㇐。 

3. 資料信實度的判斷與引用，偶有前後不㇐的矛盾，或引用內容農場的問題，

宜熟練可信度的判斷原則，並從蒐集與閱讀資料的過程中，分析與選擇適合
引用的資料。 

4. 在擷取資料上，有些小組容易陷入「肯證偏誤」，忽略跟其立場不符的訊

息，而不是將正反兩面的訊息皆納入評估後，統整出自己的觀點。搜尋資料



應嘗試跳出所持有的觀點，尋找反面的立場或價值，刻意迴避，反而有可能

降低結論的說服力。 

5. 不管是探究哪個領域的主題，都能看見採用農場文章（二手轉載網站），請
多留意以該議題專業網站優先，並引用原始網站來源。 

6. 資料的尋找上可多注意具體客觀的相關資料，例如，討論電動車問題，能注

意充電樁不足所造成的問題。從臺北開到高雄，可能中間必須要充電（且需
要等待㇐段時間才能充飽），因為開車時，還會使用冷氣等額外耗電設備，

電源消耗比預期多。又例如，補習有沒有效，可以搜尋補習者與未補習者學

習表現的差異。 
7. ㇐些新興議題或主題內容較為深奧，在統整資料時，務必確保真正理解內

涵，否則建議適度調整子題內涵和刪減資料。不建議在報告中呈現自己不能

理解的資訊。 
8. 資料的發佈時間是否能代表議題現況要特別留意。 

(三)探究結論 

1. 整理資料的能力逐年進步，但在形成自己的觀點上，還需要再多努力嘗試。

已經經過重複驗證的議題，要思考有沒有新的創見。 
2. 結論要能統整各個子題的重點，並透過蒐集的資料證據，明確回應原先欲探

究的問題，進而能運用與推廣於日常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