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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資訊在教學上的應用 
 

陳佩君 

高雄市中山國小 
 

最近剛好有個機緣，需要看一些「資訊融入教學」的教案，從教案中，發現

了老師們均將媒體資訊引為教材帶入到教學中，也讓小朋友上網蒐尋找一些資

料，確實將媒體上的資訊融入了教學，而非常造作的「純為資訊而刻意融入」的

情況也少見了。但是，細看這些教案的活動設計，卻發現他們在使用資訊教學及

要求學生上網查詢資料時，在運用上都有著一些「生澀」的現象；例如一味地介

紹知識內容、彙集資料之後即要求進行深部討論、或彙集的資料品質不一⋯。本

文將探討媒體資訊在教學使用時應如何注意，才能有效的促進學生學習。 

在媒體資訊使用於教學這方面，一般常可看到幾種現象： 

1.蒐集到的資訊其真實性（資訊品質）有待檢驗或表達的組織結構性太雜蕪，學

生上網蒐集到大量的資訊，若是未加檢驗及篩選則常有蕪蔓不堪使用的情形。

而且，有些資訊其真實性、可信度不佳，以訛傳訛，即使獲得，也無意義。 

 

2.在教學中詳盡地、大量地向學生介紹知識。 

在大部份的教學活動流程裡，可以看到教師在簡單的開場白後，即播放簡報、

影片、或是網頁，在這些媒體資訊教材裡，清楚而詳盡地呈現了該主題所要學

習的內容。然後在觀看後，便與學生進行討論歸納出學習重點。這樣的媒體資

訊若是事先精心的安排，是可以清楚而有邏輯地呈現教材內容，讓學生獲得大

量相關的知識概念。但問題是：這樣的教學，常只能讓學生「知道」了很多科

學知識，而未能培養其他的能力，而且這樣的學習常是被動的。 

 

3.在累積大量的媒體資訊之後，即要求學生進行討論。 

例如在讓學生看了一些天然災害，如土石流、地震⋯等的媒體素材後，便讓學

生討論防治方法；其實，這些素材僅只能讓學生看到一些現象引發出一些問題

而已，學生並不了解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或是未曾深思造成災害的成因，若是

學生在看完之後立即進行討論，大概也只能依據報章媒體常提的說法依印象中

記得的部份說一說，致使學生在上了課之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這

種浮面的討論也難以引起學生有深刻的感受，自然也難在往後的生活中去實踐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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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媒體資訊可能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可是，若是在教師的指導下，有

一良好的品質管制，它在教學（或學習）上，確實是一項豐富的教學資源。 

到底，媒體資訊在教學活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發揮什麼功能呢？ 

教師在使用這些資訊時，需先做些什麼引導，才能使學生的討論能產生有意義

的學習呢？ 

在教學中融入媒體資訊，主要是為了使材料更具體更活潑，為了發揮這項

教學功能（也就是發揮媒體資訊的特質），必須安排妥善的使用方法，才能讓

教學活動更活潑順暢。 

一般說來，媒體資訊融入教學的方式，可用在下列幾個過程： 

1.使用媒體資訊來「引起動機」 

它常使用在主要活動之前，生動的資料、圖片、影帶可引發學生的興趣、或

引發學生產生問題、或讓學生對問題產生看法.....。 

例如：拍攝噴射機飛越高空時，留下的一條白帶景觀。 

藉此探討凝結成雲霧的原因。  

例如：圖示白頭翁在枝頭吟唱的鏡頭。 

藉此探討雄性白頭翁的領域觀念。 

 

2.使用媒體資訊來「引導說明」 

在教學歷程中，教師常得作一些說明引導，有的簡單，口頭說明即可，但在

有教學媒體的輔助，才易讓說明清楚而明瞭的時候，就是很好的資訊融入教

學的時機之一。 

例如：在讓學生分組自由到校園裡去觀察校園植物並做紀錄時，教師播放事

先拍好的校園觀察路線的影片，讓學生清楚明瞭怎麼走、有哪些植物

是此次的觀察重點；而後再以 powerpoint 說明校園觀察後「組內成員

相互評量的項目與評分標準」，如此不但孩子清楚待會活動的目標與

重心，也先指引孩子表現適當的學習態度。 

例如：在上太陽單元，學生在天空模型上畫出他們所認為的「太陽夏天與冬

天的行走路徑」後，要展示大家不同的想法，以引導學生去設計驗證

的方式時，由於天空模型很小，展示會看不清楚，這時候將它們拍攝

下來再播放出來，全班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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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真實的媒體資訊來當佐證 

在探究歷程中，常得觀察或實驗來驗證先前提出的想法，但有些時候觀察或

實驗有困難，難以進行，使用資訊融入是很棒的方式；但這裡要特別提出的

是，如果是實際操作可以完成的，最好使用實錄的影片或照片而不要使用製

作的 Flash動畫，因為 Flash畢竟是人製作的，驗證性與說服力不高。 

例如：火箭發射、海底奇觀等實錄影片。 

 

4.使用媒體資訊來「歸納總結」 

在教學目標裡含有較多的認知概念的主題，或者要統整回顧整個學習歷程

時，使用媒體融入來做歸納總結是很適當的。 

例如：在長期的月亮觀測、小朋友歸納出觀察結果後，老師最後 Flash動畫

來觀看連續的月形變化⋯，再用 powerpoint帶領小朋友回顧整個二個月來的

學習歷程，及最後的結論(因為結論很多項，所以可用媒體來做整理)」。 

 

5.使用媒體資訊來進行評量 

由於整個教學歷程教師不斷在評量，因而這個使用時機可以出現在教學歷程

中的許多時刻；使用媒體來進行評量或回饋，常是為了說明更清楚、生動地

表達評量情境。 

例如：在讓小朋友操作評量後，（實際測量、紀錄學校對面大樓天線的位置)，

拍攝現場照片及掃瞄學生的作品，製作成 powerpoint來給予評量回饋

∼說明觀測到的情形如何轉化為紀錄、說明評分向度與標準。 

 

例如：在上完熱傳播的單元進行學月評量時，我找了一個別的年級的小朋友

拍了一段在廚房使用鍋子、微波爐的動作影片，在月考時播放這段影

片，讓小朋友寫出影片中的主角有哪些動作是正確的、有哪些動作是

危險、該如何糾正，並推理為什麼鍋子本身要用鐵等金屬製作、鍋子

的握柄要採用塑膠材質的⋯等等(後面這部份在上課時來不及討論，

放入月考中讓他們用學得的概念來做預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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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完資訊媒體在教學活動中的地位與角色後，再回頭來看一開始所說

的幾個教學迷思現象，便容易清楚地看見： 

‧現象 1：「蒐集的資訊品質」需經過篩選與組織；若是要學生上網蒐集資

訊，須先引發學生查詢資訊的動機與需要，而後考量學生是否具備蒐尋資

訊、檢視資訊、組織資訊的態度與能力，如果沒有，需將這部份列為學習

過程中需培養的能力。 

 

‧現象 2：「使用資訊媒體教材詳盡地向學生介紹知識教學內容」，是忽略了

探究歷程的其他部份，而直接向孩子提出結論─教學重點。 

 

‧現象 3：「用資訊媒體呈現出一些問題現象」，應該是要擔任引起動機的角

色，讓學生在栩栩如生的素材中，引發感受與動機去探討造成這些問題的

成因(如土石流⋯)，探討的方式有可能是先提出假設後再去實驗驗證(如設

計實驗看有、無植物生長的土壤流失情形)，可能是觀察(如觀看植物根的

抓地情形)，也有可能是查詢閱讀資料(判讀資料的邏輯性與正確性)⋯，在

了解成因後才提出防治的對策，如此，才有可能讓學生有深刻的學習與體

驗，而不是虛應故事地討論、宣告解決問題的方法。 

 

結語 

應用媒體資訊教學的前後，教師應反思的是：「媒體資訊在我的教學中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與地位？有無發揮它的特性？是否加重了老師學生不必要的負擔?

是否增加了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幫助學生學習？是否達成了領域教學目標？」 

使用媒體資訊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時，須掌握的仍然是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教學的理念與歷程，須思考的仍應是在活動歷程中是否以學生為主體地

培養了學生的科學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