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520

第67期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年9月出版



目錄

1

2

3

4

地方教育輔導

教育見習

實習行前說明會

教育新知

P1~11

P12~39

P40~53

P54~73



地方教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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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辦理教師增能相關

講座，支持教師專業發展，並配合國家重

要教育政策，協助教師了解十二年國教之

重要概念。

日期 講題 講師 地點

109/06/08
素養導向

多元評量方式

國立清華大學

張美玉教授

台北市立

木柵國中

109/06/15

針對木柵國中

學校課程計畫之

回饋與建議

國立政治大學

詹志禹教授

台北市立

木柵國中

109/06/19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分享及

Google Jamboard實作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朱晉杰老師

台北市立

景美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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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

多元評量方式

國立清華大學

張美玉教授

講師簡介：

美國雪城大學 教學設計發展與評量哲學 博士

於清華大學擔任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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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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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木柵國中

學校課程計畫之

回饋與建議

國立政治大學

詹志禹教授

講師簡介：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教育心理系哲

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著有《發現孩子的亮點》

6

http://www.cwbook.com.tw/product/ProductAction.shtml?prodId=0000012019


7



講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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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

多元評量方式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朱晉杰 老師

講師簡介：

全國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高中物理

金牌獎、全國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

案教材設計大賽第二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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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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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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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日期 授課教師姓名 學校 授課科別 授課單元 觀課學生來源

109年6月1日 江釧池 北政國中 數學課 CH2-1
立體圖形 修習數學科教學實習學生

109年6月1日 洪鈺淳 萬芳高中 輔導課 生命不設
限

修習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1日 吳秉儒 木柵國中 輔導課 愛情 修習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2日 葉晏瑜 萬芳高中 英文課
Athletes 
Never Gi

ve UP

修習語文領域英文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2日 陳宜美 萬芳高中 英文課
Athletes 
Never Gi

ve UP

修習語文領域英文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3日 陳曉郁 景興國中 輔導課 媒體素養 修習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4日 林雪筠 木柵國中 輔導課 愛情 修習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4日 李承亮 實踐國中 輔導課 人際智慧 修習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5日 胡蓓君 萬芳高中 輔導課 情緒的失
落

修習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8日 張秀帆 政大附中 英文課 Stereoty
ping

修習語文領域英文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9日 徐千惠 北一女中 國文課 韓非子選 修習語文領域國文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9日 高誌駿 北一女中 國文課 教甄分享 修習語文領域國文教學實習
學生

109年6月10日 廖先豪 政大附中 公民課 權利救濟 修習社會領域教學實習學生

109年6月11日 蔡欣磊 政大附中 英文課 B4 U8 修習語文領域英文教學實習
學生

各科觀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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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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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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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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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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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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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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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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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科觀課記錄表 優良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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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行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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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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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組講解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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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組講解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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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組講解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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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組講解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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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組講解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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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組講解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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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組講解簡報



↓ 實習行前說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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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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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磨課師先驅edX創辦人：

教育未來會像零售業一樣「全通路」

作者：陳詩妤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2020.05.08
日期: ： 20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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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 是全球磨課師先驅之一，創辦人阿加瓦爾表示：「面對面授課」、「線上課程」

與綜合前兩者的「混成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分別吸引不同類型的學生。

教育漸漸會像零售業一樣變成「全通路」，疫情則加速了這個趨勢。

COVID-19（新冠肺炎或武漢肺炎）影響之下，全球一度有超過15億學生面臨學校

停課，許多人透過線上課程持續學習。大部分師生從沒想過這樣的場景，坐在電腦

前教與學，不是選項之一，而是必須。根據 Class Central 統計，今年3月中到4月

中短短一個月內，全球磨課師（MOOCs ，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的新註冊人數就

有38萬，超過了2019一整年的35萬（註：數據不包含中國）。

開放式線上課程，讓知識更輕鬆取得

而早在2012年， MOOCs 就曾蔚為風潮，edX 是當時 MOOCs 的先驅之一，創辦

人兼執行長是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安南特．阿加瓦爾（Anant Agarwal）。

阿加瓦爾曾經在一場 TED 演講分享，創立 edX 的靈感來自與女兒的溝通經驗，自從

他發現青少年用網路溝通的熱衷程度，忍不住思考：除了日常生活中習慣如此，是

不是也能發生在學習中？將課程轉移到網路上，學生就能在舒適的宿舍、臥室，或

任何最激發他們創造力的場所上課，再前往教室，開啟真實的人際互動，和老師、

同學進行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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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edX時，阿加瓦爾喊出：「透過數位科技來轉化教育」。無論身份和所在地區，

只要透過線上學習平臺，就可以取得知識，甚至學位或認證。

大量開放課程，連哈佛也來參與MOOCs 現今早已開枝散葉，陸續出現多個知名平

臺，如 Coursera 、 Udacity 、FutureLearn 等，各有優勢。而 edX 目前已經提

供超過3000個線上課程，除了將 MIT 和哈佛大學的課程放到線上，也與全球140

所名校合作課程內容。「計算機科學」和「語言檢定」，更是目前平臺上最熱門的

課程。

因應疫情，3月初 edX 建立了「遠距使用計畫（Remote Access Program）」，

並開放學生在6月底前，在平臺上免費選修課程。自從3月全球陸續停課， edX 使

用者有一波明顯的成長；4月初，edX進入了全球網站前1000大。《親子天下》

專訪阿加瓦爾，談到 edX 在疫情中的作為，以及 edX 如何適應未來瞬息萬變的

學習、工作生態。

以下是專訪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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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線上學習是新挑戰，edX 團隊已經整合出資源包，分享我們對疫情的回應

和實用工具；為了幫助新接觸線上學習的人，我們對教育工作者、對學生分別

都預備了線上課程，幫助他們了解如何教與學；我們也整理出詳細的線上學習

指南，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到線上學習應該做哪些準備，從作息、時間安排、社

交互動、學習策略等很多方面，都有具體的建議。另外，因應美國單科優異證

明的 AP 考試取消，網站也特別提供AP線上課程給高中生。

因為新冠肺炎，已經造成全世界超過15億學生停學。作為

MOOCs 的先驅， edX 為支持師生線上學習做了什麼？

隨著線上學習越來越普及，你對於 edX 和其他 MOOCs 的

未來發展，有什麼觀察？

我現在是MIT的教授，曾經也是傳統教育下的大學生，所以我認為，釐清面

對面授課的價值何在，是很重要的。然而，我認為教育機構也慢慢了解，他

們需要提供面對面授課、線上課程、以及混合前兩者的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等等選項，才能吸引每個類型的學生。

幾百年來，面對面學習一直是常態，但我們未來不能再採取「一體適用」的

方式，而是需要提供學生更有彈性的學習選項，以確保每個人都有接受高質

量教育的能力。和零售購物類似，教育也將會走全通路管道，對任何年齡層

的學習者都是。無論對於零售業或教育，現在的情況只會加速這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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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看 edX 這8年所達成的成就？有什麼是還要改進的？

我們想像的未來中，學校和企業會和我們一起重塑教育。 edX 會員裡面，

有超過150個全球頂尖學校、企業和跨國組織，我們與夥伴合作一起開發

新課程，並經過頂尖公司認證，例如我們的微型碩士課程、專業證明課程

等。 edX 的初衷是「透過數位科技來轉化教育」，而我們和夥伴、學習者

攜手創造了能兌現這個諾言的運動。我們很興奮，也期待繼續發揮影響力，

再多接觸百萬名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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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與學 給我的啟發：「當科技遇見

語文」- 用RPG來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

ㄏ
作者：呂冠泓
日期：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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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構思：

以高中英文科來說，每一冊皆會有不同的單元主題，而教師能利用不同的

主題來設計不同的遊戲關卡及體驗，搭配課文中重要的文法、句型、單字

以及適當的英文應對選項讓學生有一個沉浸式的體驗。比起以往口述的

「我教你背」，這樣遊戲式的潛在學習更能賦予學生一個明確的「目標」，

也更能讓學生進入理想中的心流狀態；若學生能像平時玩手機或電腦遊戲

一樣，就算失敗也能為了過關而繼續努力不懈，我想應該沒有更為理想的

學習狀態了。

RPG Maker應用學習的優缺分析：

除了在遊戲設計上能加入自己的圖片、影音連結、以及文本內容以外，若有

其餘有興趣的教師也能組成教師專業社群來互相分工創造一個更為跨領域的

課程設計，例：電腦課可以教學生如何寫基礎的指令及功能鍵觸發事件、藝

術課教學生如何色彩分析跟地圖布置、國文及英文可教授劇本的撰寫。搭配1

08新課綱的精神，這樣的設計可以讓學生具備跨領域的技能以及實際應用所

學於實際任務上，最終的成品亦可作為檢視其能力的一個指標。

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目前的設計對於單科目的老師十分吃重；雖然網路

上都有教學，但要求單科領域的老師通吃整個遊戲設計似乎顯得困難，建議

可以跨領域的教學讓學生從頭設計起遊戲。

62



「AI界網紅」臺大電機系李宏毅：

踏入AI研究，其實是因為曾經迷惘

作者: 賓靜蓀
資料者來源：親子天下 2020-01-07
日期: 20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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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毅在臺大開機器學習課，超過400多人修課，只好把學生分在2間教室，

一間「搖滾區」現場看老師上課，一間「同步區」看直播。因此他成為有 Y

ouTube 的網紅老師。世紀帝國、棋靈王、寶可夢都是上課素材，透過非常

「鄉民」的語言，輕鬆傳達AI的專業知識，他是當紅領域受歡迎的老師，但

是當初卻是因為低潮、聽不懂才誤踏這領域。

這位被稱為「AI界網紅」的大學教授，主要研究 AI 領域現在最夯的語意理

解、語音辨識等「讓機器可以聽懂人說話」的科技。在 YouTube 上個人頻

道，目前已累積280部深度學習技術的教學影片，有近5萬名訂閱者。

34歲的李宏毅總能用淺顯的鄉民式語言、用學生熟悉的動畫、漫畫、遊戲來圖

解，講解複雜、難懂的技術。五等分的花嫁、寶可夢（神奇寶貝）、世紀帝國、

棋靈王……都曾是他上課引用的梗，讓生硬的科技變得很有趣。

會成為「網紅」也是機緣巧合。他曾經開過一門機器學習課，有400多人來修，

只好把學生分在2間教室，一間「搖滾區」現場看老師上課，一間「同步區」看

直播。「學生要求我不准寫黑板，否則另一間同學看不見；也不准我走來走去，

一定要站在電腦前，不然另一間聽到的聲音會忽大忽小，」李宏毅笑著說。

「對當時『同步區』的學生來說，看的就是線上課程，」他原本把上課影片放

在個人網頁，2016年因為無法轉檔，只好上傳 YouTube。深度學習開始夯起

來，又意外嘉惠很多非臺大學生。在「機器學習的下一步」影片下方，還出現

來自對岸的學生群組感謝留言，表示已自發性完成了所有聽課筆記，並分享筆

記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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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學生更容易學，把和學生聊天、在各種留言版的熱門討論梗加進課程裡。

「2016版本滿滿都是寶可夢，因為那一年最紅就是寶可夢，其實我自己沒玩啦，

但跟學生確認過觀念都是正確的，」李宏毅說，學生以為他特別喜歡，還會送他

寶可夢的禮物。

李宏毅從2015年起在臺大開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的相關課程，現在的上課內容

已經完全不同，「AI 技術發展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是以『週』為單位在改變，」

李宏毅形容。「如果有人問我，『今天想學深度學習，該學哪一種程式語言？』

我基本上傾向不回答，因為你今天才剛學好一個語言，很快又會被取代。」

AI時代 培養心理素質比學寫程式更重要

面對 AI 時代，想給中小學生的父母哪些建議？李宏毅沒有建議學 co

ding、或學好數學，而是加強「任何時候都用得上的心理素質」。

他分析，在學校裡老師給的作業都是有解的，但做研究、訓練機器時，

中間有太多沒法控制的因素，結果不可預期。「我們太常面對失敗了，

能不能承受得了打擊？能不能夠承受得了失敗？」他發現，很多臺大

學生既無法接受結果不如預期，也無法接受自己的成績因此不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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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特別強調心理素質，也和李宏毅自身經歷有關。很難想像，講話幽默風趣的李宏

毅在大二時，曾經「非常沮喪、非常迷惘」。那時他因為電機系上許多必修課感到

困惑，「不確定學這些要做什麼？一度覺得念不下去，幾乎要放棄人生，想轉系或

休學算了，」他回憶。

那時他亂選了一門「數位通訊處理」課。第一天上課就發現自己都聽不懂，但他堅

持「不退選、不棄修」原則，硬著頭皮學下去，有一天突然豁然開朗，「原來我用

手機撥一通電話給別人時，中間發生的事就是我們所學的這些信號處理。」

他找到學習的理由和樂趣，從此跟著中研院院士李琳山做專題，而專題的題目在多

年後也擴展為他的博士論文，主題是語音內容搜尋，探討能否讓 YouTube 影音搜

尋，像 Google 文字搜尋方便。「2007開始做專題，學到一個點，知道有個技術，

但並不知道那叫做『機器學習』，博士班時根本沒聽過『深度學習』這個詞。

後來讀了很多相關東西，知道有好多好多點，才把這些點都貫串起來，知道這是一

門大學問，

Siri 已經成為日常，Google 和微軟都發展出翻譯軟體，機器已經可以聽懂人說話。

李宏毅解釋，這些都是輸入大量成對的資訊（例如20萬個小時的英文內容），讓

機器學習的結果。未來，有沒有可能讓機器一邊聽、一邊閱讀（無關的內容），然

後「自己學會」語音辨識？甚至，影音也可快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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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讓機器像人類一樣學習？我們始終離這目標非常遠，現在我只是站在

門邊而已，但我絕對不會小看技術的發展，」李宏毅正設法帶領研究團隊，跟

上最前瞻的技術。但他也不忘提醒學生終身學習的重要，「你現在所學的東西

絕對不是終點，畢業後更要不斷努力去跟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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