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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學習提案 

 

  資訊素養課程重點在於練習判讀整理資訊，在資訊大爆炸的時代裡，假新聞、謠言非常容易

產生，但政府管理懲處製造和散佈假新聞的人，無法達到即時制止假新聞，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全

民都能學會辨識可信或可疑的資訊的能力。 

  這堂課會讓學生比較不同媒體所產生出來的新聞有何差異，讓學生知道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立

場有不同的看法，並藉由閱讀比較之後，學生必須產出自己的觀點，並在課堂上進行討論。 

  課程進行到學期的後半，老師會讓學生自己蒐集資料，整理之後進行報告。此時就不再是老

師挑選資料讓學生比較了，學生必須自己找資料，應用前半學期練習的資訊素養，自己決定採用

哪些資料，並整理之後，用簡單清楚的方式報告給沒看過資料的老師和同學。而聆聽報告的同學，

也需要使用資訊素養，找出報告人是否有不夠客觀、查證不清、曲解或是其它的問題。 

 

  後半學期報告的主題，都是與學生相關的議題。比如學習提案的主題，就是學生每天最在乎

的上課時間。老師會跟同學討論臺灣現在的上課時數，國外各國家的上課時數，如果改變上課時

數會遇到什麼問題？學生會抱怨臺灣上課時數太長，但實際比較國內外上課時數，家長工作時數、

課程進度之後，學生也能理解上課時數為什麼這樣安排。老師會鼓勵學生發想：「如果你是教育

部長，你要怎麼修改比較好？」這個時候學生就不再只是抱怨者，而是努力思考如何變得更好的

建設者。 

  在學習提案主題的尾聲，老師把各位同學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學校。「現在的學校是否有

什麼地方你覺得不夠好呢？」「要怎麼改變？」老師引導同學聚焦在「具體」、「能夠做到」的

事情上面。並協助學生澄清問題。 

  有學生提出「民權不夠華德福」的問題，老師就適時追問「是哪些地方你覺得不夠華德福？

要改成什麼樣子才更華德福呢？」學生就可以思考得更深入更全面。 

 

  課程最後，老師設計的任務是「寫信給校長」，學生根據自己思考的問題，整理成文字告訴

校長，同時不忘讚美校長為學校的付出。 

  以下是學生最後整理出來的三項提案，無論可不可行，培養自主思考的實驗學校的孩子，都

值得得到學校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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