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國民中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國中組總評 

一、值得鼓勵的地方 

1. 報告主題多元，包括社會人文、生涯發展、生活科技、娛樂時尚、校園生活、

科學醫療、能源、國際議題、媒體識讀、國家政策及全球議題等，豐富多樣具

探究價值。學生能從日常生活中找尋探究的主題，感受到學生對於議題的關心

與投入，想要了解或解決生活中的疑問或難題，有學以致用的精神，非常值得

讚賞。 

2. 探究主題能關注到「時事」與「趨勢」：時事議題，例如：新冠疫苗的注射、假

新聞的蝴蝶效應；也有青少年特別關注的，如鬼滅之刃、青少年飲食習慣等。

這次許多參賽隊伍也看到「趨勢」，像是臺灣的老人照護政策該怎麼做、電競是

否應該納入奧運、智能車輛的發展、未來肉的製造與食用等等議題，都是未來

可見越趨重視的議題，具有探究的價值和實用性。 

3. 慎重使用資訊： 

(1) 在使用的資料來源都具有一定可信度，有些隊伍把「如何評估資訊可信度」

的標準寫得很清楚(如：因為是官方網站，可信度為……)，能掌握資料可信度

的判定原則，或在簡報註記資料出處，像是採用官方資訊或論文的研究。 

(2) 能廣泛搜尋多方資料來源，較沒有出現偏重於某單一網站資訊的情形。 

(3) 部分組別能反思資訊的可信度與評鑑依據，顯示對於引用資料的審慎態度。 

4. 在資料整理方面，有隊伍會運用表格、流程圖等圖表，以及 SWOT 分析來整理

資料掌握重點，並呈現在成果報告中，有助於讀者更能快速清晰的閱讀，這是

蠻好的資料整理呈現，未來可以多加運用。 

5. 懂得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或透過關鍵字查詢，克服文章艱澀的閱讀問題。 

6. 決賽報告表現出色： 

(1) 簡報整理能補足書面報告的缺漏之處，亦呈現文圖並茂、清晰有條理，能把

報告當中的文字化為圖表來說明，促進理解、一目了然。 

(2) 口頭報告時間掌控良好，口條清晰，表達流暢，值得鼓勵，另外，還有學以

主播播報新聞，或輪流播報的模式進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同學也勇於



回答評審的問題，表達力佳。 

(3) 團隊齊心共同努力：在報告前，進入會議室時，可看到小組們互動良好，團

隊成員的互相鼓勵與支時，都顯現學生彼此互相合作共好。  

7. 線上探究與學習： 

(1) 同學們能夠有耐心花時間的與一起合作完成整個探究歷程，尤其國中生還有

月考、會考，學校活動的壓力，這一點堅持與努力，非常不容易。 

(2) 在此次疫情下，同學們彼此運用線上討論，資料整理與分析，並做統整報

告，同學們不但學習線上知能，同時也能適應不同形式的合作與團隊方式，

值得肯定。 

二、 還可以更好的地方 

1. 探究的問題宜先定義內涵為何，方能確認資料蒐集的範圍及意義。 

2. 訂定標題與子題儘量不帶主觀判斷：少數的組別在開始設定題目時，或是在設

定子題時，就存在團隊的主觀判斷。這樣的主觀判斷，有些從下關鍵字蒐集資

料時就開始，會影響到後面搜集資料、回答問題或結論。因此，建議學生在探

究時，宜保持開放的資料蒐集概念、匯整各方面所蒐集的資料，再依據資料提

出統整的結果與論點。 

3. 在資料蒐集方面，還是要提醒同學留意資料的可信度，以 gov、edu、org 的網

站為主，並留意資料的時間與更新，這次比賽有同學運用影片，要注意影片的

可信度，例如，部落客推銷產品是否恰當?商業公司的訴求觀點是否偏頗?以點

擊率的高低來判斷，或者專家發言僅擷取新聞片段的影片，這些引用是否適

切，都要再考量清楚。 

4. 引註資料避免過於單一，有部分組別在整個探究的過程蒐集資料來源以新聞報

導為主，較少或缺乏其他資料來源。多元的網路資料，可以有其他類型：電子

書、電子期刊、政府網站、專業機構網站、影片等等。 

5. 加強摘要內容的能力：報告內容常有將蒐集而來的資訊直接複製貼上的情形，

希望學生能用自己的話再統整一次。若為剪貼要用引號。 

6. 探究歷程中掌握前後呼應的原則，時時檢視探究的問題是否明確、關鍵詞是否

有確切的定義、探究的內容與結果，看看能否回答自己原先設定的問題。 



7. 在結論方面，要能統整各子題的重點、整合探究結果，並能形成自己的觀點，

方能真正理解、運用與推廣。有的組別未能提出自己的觀點，感覺只是資料收

集的整理。 

8. 另外，有的組別雖能在最後提出觀點，但觀點和前面的探究結果與發現未能有

所呼應，或這個觀點未見洞見或新穎的想法，如普世價值，似乎不需要經過探

究也能提出。(例如環保議題、健康議題、網路成癮議題等等) 

9. 在答題方面，因為時間很短暫，要把握時間迅速回答，最好能營造同學都要搶

答的氛圍，讓評委感受到你們準備充分。此外，在回答評審的提問時，如對於

自己並不肯定的資訊，不一定要給出答案，知之為知之，若能告訴評審，再回

去查找數據或答案，更符合線上探究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