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年度柯華葳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評審總評—國小組

    本屆競賽兩天共有四十個隊伍發表，各隊探究的主題相當多元，包含在地文

化、人權社會議題、國防安全、環境生態保育、科技發展、心理健康等，看到

國小階段就能完成這些主題的線上閱讀專題探究，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令

人驚豔。

    在頒獎前簡單調查孩子們參與探究過程，會不會覺得很難？沒想到大多數的

孩子回答並不會，猜想一方面可能是老師指導有方，另一方面可能是完成時的

喜悅讓人忘了過程的辛苦。無論如何，大家能經歷探究的洗禮，相信對於「學

習」會有更深的體悟，從各隊的簡報中，就看得到同學再增加反思與閱讀，補

充報告不足之處，值得鼓勵！

    對孩子們探究時可更精進之處，評審們提出以下建議：

1. 線上閱讀探究歷程需要閱讀與整理大量的資料，在探究架構中，子題如

果花了太多比例在進行「基本事實」或「名詞」的收集解釋，會壓縮探

究主題的比例。因此隊友討論時可再斟酌，是否一定要列入子題進行探

究；或是比例應該怎樣才適合。

2. 有正確的資料，才有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因此「篩選正確的」資料、

摘要出「關鍵資訊」，並「精確的表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非常

重要。

3. 在產出結論時，需再留意檢視各子題的重點，看看結論有沒有回答各個

子題、有沒有扣回最初的探究題目，避免遺漏。

4. 各隊發生的問題不盡相同，評審與各隊的問答互動中，便是評審想提供

各隊思考的方向，希望能幫助同學持續深入各自感興趣的主題。

    最後，競賽不是終點，而是很多可能的開始，希望在過程中所學會的各種閱

讀策略與知識，可以持續豐富同學的生活與學習。



評審總評—國中組

本次競賽中，許多孩子關懷生活周遭議題，相當難能可貴。在發表時，各

隊製作了精美的簡報，還不時使用圖表呈現重要概念，使人容易理解。此外，

孩子們還能以生動的肢體語言詮釋探究主題的核心概念，也有許多隊伍安排了

小劇場，使得整體報告愈臻完美，相當用心。

從各隊的成果報告中，可以看出孩子們在資料的可信度判斷上進步許多，

顯示媒體識讀能力提高了。有些議題，從成果報告上傳後到簡報的期間有新的

進展，我們看見部分隊伍補充了新的資訊，持續關心議題發展。

簡報結束後，參賽隊伍臨危不亂，皆能即席回答評審提問，對於探究主題

與資料掌握度佳、台風穩健，實在優秀。

在簡報發表現場，為了幫助孩子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評審針對各組還

能更精進之處提問，希望孩子們不虛此行。

以下是希望孩子們未來探究時能夠注意的地方：

1. 緊扣題目與動機：在撰寫成果報告時，注意最後的探究結果要扣

回研究題目和探究動機，敘述完整。

2. 名詞定義要精準：如：探討豬肉價格時，何謂「交易價」、「零

售價」；探討人造肉時，何謂「人造肉」、「未來肉」，要明確

定義。

3. 數據解讀要合理：要留意查到的數據資料是什麼意思、如何解讀，

如何運用數據作結論。

4. 留意可信度定義：看不懂的資料，要在研究限制說明。不要因為

看不懂資料，反而給予較為可信的學術資料低分。

5. 問題解方要相扣：提出的解決辦法必須針對前面已經分析出來的

問題或困境來回應，問題與解決辦法要緊密相扣。

6. 結論應連結自我：可從兩個方向，(1)提出個人經驗和觀點、(2)與
自己生活周遭連結、與臺灣連結。

希望孩子們記得：探究即生活。從自己關心的議題出發去探究，方能彰顯

探究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