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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中小學國際教育優良課程方案徵選計畫 

課程方案格式 

課程方案名稱：No one, an outsider - In a time of War 

國際教育 

關鍵概念 
文化學習_文化面向_族群/全球議題_和平與衝突_戰爭 

設計理念 

1. 藉由國際議題整合各領域教師專業。以學習者為中心，建構主題

式課程架構，嘗試跨域協同教學，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 

2. 以公民與社會科議題討論為課程內涵；英語文、國語文口說讀寫

作為表達呈現的媒介；資料處理科用科技輔助資料查找、彙整和

生成。跨域整合專業知能和技能，完備課程架構及概念。 

3. 系統化課程規劃為處理複雜度高的國際議題。本課程以烏俄戰爭

為例探討「戰爭」；期待學生能就人的價值詮釋戰爭的意義。 

設計者 吳思婷/周秀英/盧健瑋/黃聖琪 

教學時數 9 

年  級 高三 

課程類型 █部定課程  ⬜ 校訂課程 

進行方式 █議題融入  ⬜ 國際專案學習交流  ⬜ 結合國際交流 

相關領域/類科 英語文/公民與社會/資訊科技/國語文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學生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國 U5 肯認跨文化反思的重要性 

國 U7 理解跨語言與探究學習的多元途徑 

國 U11 體認全球生命共同體相互依存的

重要性 

國 U5-1 具有跨文化反思

之意識 

國 U5-2 具備跨文化反思

之能力 

國 U7-1 能夠跨語言學習 

國 U7-2 嘗試多元探究學

習 

國 U11-1 具備世界公民之

基本素養 

資 T-V-1 數位合作共創之

概念與工具使用 

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肯認跨文化反思的重要性 

能在生活中展現對跨文化反思的重視（例

如：對多元文化的敏覺尊重、檢視自身的文

化偏見等） 

 

善盡全球公民責任- 

體認全球生命共同體相互依存

的重要性 

能在實際生活中，實踐肯認全球生命共同體

的行動 

 

表現形式- 

以口頭表現、文字呈現、圖片

生成與表演藝術 

熟悉發表的內容，能不依賴筆記自然回應觀

眾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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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活動架構與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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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名稱 節數 教學重點 

Know their stories 

理解戰爭下的他們 
4 

1-1 

一. 聲援過後, 現在的她如何? 

二. 換位思考 

三. 故事角色發想 

1-2 

一. 為他/ 她發聲 

二. 故事分享 

三. 同儕回饋 

1-3 
一. 繪製生活圈 

二. 事出必有因 

1-4 
一. 完成故事 

二. 想要被看見 

Write their stories 

描寫戰爭下的他們 
2 

2-1 
一. AI 工具介紹-Playground AI 

二. 基本介面操作 

2-2 
一. AI 工具介紹-ChatGPT 

二. 多方思考 

Tell their stories 

報導戰爭下的他們 
3 

3-1 

一. 誰是敘事者？ 

二. 事實&詮釋 

三. 標題聚焦定錨 

3-2 
一. 報導版面設計 

二. 報導場景規劃 

3-3 
一. 排練之必要 

二. 分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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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活動及評量 

活動 

名稱 
內容簡述 

教學

時數 
目標 

學習 

評量 

Know 

their 

stories 

理解戰

爭下的

他們 

 

 

 

 

 

 

 

 

 

 

 

 

 

 

 

 

 

 

 

 

 

 

 

 

 

 

I. 引起活動: 

學生以班級原有的分組就坐，共 8 組。每次上課皆以  

小組方式進行，安排小組討論以促進組員間意見交

流。請學生就課程主題 "No one, an outsider - In a 

time of War ”搭配背景圖片猜測這一系列課程的主

軸為何。 

請學生分組討論並預估烏俄戰爭中的死亡及難民人

數，並說明預估的依據；老師再告知各項數據讓學生

更加了解戰爭造成的影響及損害。 

  

 

II. 發展活動: 

一. 聲援過後, 現在的她如何? 

     請學生回想去年參與寫信馬拉松個案的

Aleksandra 

     的故事並播放影片及更新她的近況消息。在寫信馬 

      拉松聲援活動後，Aleksandra 的處境並沒有獲得   

      改善，反而因為長期在惡劣的監禁環境生活身體狀   

      況每況愈下。 

      請各組討論並寫下她可能遭遇的狀況跟需要的協 

      助。 

 

1-1 國 U5-1 

國 U11-1 

能思考

並表達 

想法 

 

 

 

 

 

 

 

 

 

 

 

 

能討論

並列出

可能的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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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換位思考: 

     若你是她的家人/朋友/伴侶 / 自訂角色   

     你會如何幫助她脫離困境? 

     請各組將答案寫在小白板並進行討論。 

 

三. 故事角色發想: 

      在烏俄戰爭中有太多人的生活和 Aleksandra 一樣      

      一夕之間徹底改變，希望透過說出他們的故事 ， 

      讓更多人能持續關注需要被幫忙的人。 

      請學生搜尋烏俄戰爭中不同的故事以獲得更多角色 

      靈感。      

  

III. 綜合活動: 

小組成員輪流分享自己找到的故事，共同決定一個角

色範本，作為下堂課故事創作的主角。 

  

能換位

思考並

提出方

案 

 

能搜尋

資料並

討論 

 

 

 

 

 

 I. 引起活動: 

世界咖啡館:  

每組指派一人擔任桌長，其它組員輪流到各組聽故

事。每一回合計時一分鐘，桌長以 30 秒簡單說出角色

故事，聽眾有 30 秒內提出想法或建議，時間到後進行

下一輪。完成八個回合後回到原本的組別，由桌長向

組員分享其他組別給予的建議及回饋並修正原本的故

事內容。 

 

II. 發展活動: 

一. 為他/ 她發聲:   

      以 Aleksandra 的故事作為範本複習 S- W- B- S-T    

      的故事結構，並請各組寫出完整的故事內容。  

 

1-2 國 U7-1 

國 U7-2 

國 U11-1 

能思考

並表達

看法 

 

 

 

 

 

 

 

 

 

 

 

 

 

 

 

 

 



7 

 

 

 二. 故事分享: 

在各組上台分享前，老師先發一個小白板及一疊便利

貼至各組，並說明同儕回饋方式。 

我的欣賞與好奇 : 同學上台報告時，每一位同學至少

須在便利貼上寫下對每位報告者的欣賞，內容要明確

解釋欣賞原因並於結束時貼在教室後面白板與大家分

享。此外，故事分享過程中，每一組也要針對故事內

容至少提出一個好奇或對於故事不理解的部分。 

       

        

三. 同儕回饋: 

請各組針對同學提出的好奇 / 疑問進行討論並輪流上

台說明，藉此釐清故事不合邏輯或是需要調整的部份

再進行修改。 

       

 

III. 綜合活動: 

            教師針對各組的故事提出欣賞與建議，並預告明天 

            課程活動內容。 

 

 

 

 

 

 

 

 

 

 

 

能專注

聆聽並

分享感

受 

 

 

 

 

 

 

能討論

並修正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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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引起活動： 

一.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請同學從自己每天的生活行為，後設行為習慣養成的

背後和自己的興趣、理念、價值的關聯性。 

 

二. 我的故事主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各組針對故事內容，透過５W1H 爬梳故事主角的行為

脈絡並透過繪製生活圈了解主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II. 發展活動： 

一. 繪製生活圈 

每組發下一張全開海報紙，老師講解生活圈的繪製，

請學生以去年參與寫信馬拉松個案的 Aleksandra 的

故事為例，共同探討並練習完成 Aleksandra 的生活

圈。 

 

 

 

 

 

1-3 國 U５-1 

國 U５-2 

能說出

自己的

生活行

為脈

絡。 

能利用

5W1H

說明故

事主角

的行

為。 

能理解

何謂生

活圈。 

能畫出

故事主

角的生

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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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出必有因 

各組依據各象限主題將故事內容寫入，其中 24 小時的

象限內容必須仔細爬梳主角在關鍵日（ 事發日）當天

的作息細節，組內討論關鍵日會發生關鍵行為的脈

絡。 

 

 

III. 綜合活動 

透過滾動式討論與修正，深入刻畫並完成故事主角生

活圈的內容。 

 

能繪製

主角關

鍵日的

24 小

時。 

 I. 引起活動： 

換位思考 

觀察主角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如果是你，會有什麼不

同的選擇？ 

 

II. 發展活動 

一. 完成故事 

透過生活圈和換位思考綜整主角的脈絡，各組完成故

事內容。 

 

二. 想要被看見 

各組找出故事最值得被凸顯的情節，透過小組表演藝

術呈現意境，作為各組的繪本停格畫面。

1-4 國 U5-1 

國 U7-1 

國 U7-2 

能理解

主角的

行為動

機。 

 

小組能

討論出

完整的

故事脈

絡。 

小組能

討論出

停格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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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綜合活動 

           1. 教師解釋各項評分規準內容。 

           2. 先由各組上台分享完整故事內容，各組同學依據評 

分規準進行回饋 。 

 

 

 

各組能

表演出

停格畫

面。 

 

 

 

 

 

 

 

 

 

 

單元總

結性評

量 :  

同儕回

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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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their 

stories 

描寫戰

爭下的

他們 

I. 引起活動： 

畫面回顧 

回顧學生上節課以肢體展現的畫面結果，一邊展示根

據他們的動作為靈感，老師示範透過人工智慧所畫的

圖案。 

看完成果後，講述接下來會用人工智慧來進行創作。 

 

 

 

II. 發展活動： 

一. AI 工具介紹-Playground AI 

人工智慧工具介紹，並且講解什麼是人工智慧藝術。

原理為填入提示文字，進而產生圖片的方式來創作圖

片。本次使用免費的平台-Playground AI。 

2-1 資 T-V-1 

 

 

 

 

 

 

 

 

 

 

 

 

 

 

 

 

 

 

 

 

 

 

 

 

 

能了解

數位共

創之概

念。 

 

 

 

 

 

 

 

 

 

 

 

 

 

 

 

 

 

 

 

 

 

 

 

 

 

能使用

數位工

具進行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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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介面操作 

操作網頁時，最主要的兩件事情為：輸入「名詞」觀

看結果與輸入「形容詞與動詞」強化構圖畫面。 

同時請學生了解更多的 AI 生成藝術的觀念，如： 

1.介紹負面提示字，避免產生「多指、扭曲」等畫面 

2.控制不同的「主題」、「效果」、「作家」、「鏡

頭焦距」等關鍵字，對圖片造成的影響 

 

 

 

III. 綜合活動： 

一. 作品發想 

透過設計好的表格，讓學生明確發想畫面的內容與構

圖，如下圖。 

 

 

 

 

 

 

 

 

 

 

 

 

 

能避免

不要的

畫面出

現、能

使用

「主

題」、

「效

果」、

「作

家」、

「鏡頭

焦距」

等關鍵

字進行

創作。 

 

能將文

字或構

圖填入

設計表

單。 



13 

 

 

 

 

 

 

 

 

 

 

 

 

 

 

 

 

 

生成式

繪本教

學 

I. 引起活動： 

創作幫手來也 

回顧學生上節課填入的圖案設計表格，一邊展示根據

表格填入的文字，經過訓練有素的 ChatGPT 後，變成

圖文產生高手，並展示圖片。 

看完成果後，講述接下來會用 ChatGPT 來協助創作。 

 

 

 

II. 發展活動： 

2-2 資 T-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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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I 工具介紹-ChatGPT 生成 prompt 

講解 ChatGPT 的使用概念，並將已經準備好的訓練提

示字讓學生複製，讓其成為文生圖的專家。

 

 

二. 多方思考 

教導學生如何透過觀摩別人的作品，來提升自己的畫

作品質。 

因為此平台生成的圖片都是公開的，可以透過觀察別

人使用的關鍵字來調整自己的作品。 

最後也提供後續自學的引路資料，供學生參考。 

 

III. 綜合活動： 

完成作品 

每個小組進行討論與創作，也鼓勵與其他組別進行交

流，完成屬於自己組別的圖片，並分享在雲端上。 

IV. 評量： 

單元性評量(參考構想創意評量表) 

5 分為最高；1 分為最低。 

價值性-5 

作品精緻具細節、構圖具美感且符合主題；4 作品符

合主題，略有細節缺漏；3 作品符合主題設計；2 作品

多處不符主題設計；1 未呈現或呈現完全不相關內容 

能使用

ChatG

PT 進

行問答

創作。 

 

 

 

 

 

 

能觀摩

別人的

作品，

並將其

融入自

己作品

中。 

 

 

 

 

 

 

 

 

 

單元總

結性評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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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5 

在創作中使用決不僅有的文字或結構；4 使用僅有少

數會使用的文字或結構；3 使用廣泛會使用的文字或

結構；2 使用略有錯誤的文字或結構；1 未使用或完全

錯誤的文字或結構 

 

可行性-5 

有完整的構想設計，且在嘗試後全部符合設計；4 有

完整的構想設計，但不完全符合設計；3 有略為不完

整的構想設計，不完全符合設計；2 不完整的構想設

計，且不符合設計；1 未設計 

Tell 

their 

stories 

報導戰

爭下的

他們 

I. 引起活動: 

一. 檢核成果第一步 

學生以班級原有的分組就坐，共 8 組。每次上課皆以  

小組方式進行，安排小組討論促進組員間意見交流。

請學生就課程主題 "No one, an outsider - In a time 

of War ”檢視 AI 生成圖片的一致性。 

二. 從繪本到報導文 

分析各組目前產出的文字與 AI 生成圖片，報導文相較

繪本更接近內容屬性。就報導文的特質探討「事實」

與「詮釋」的差別；以及版面配置的概念。 

 

 

 

 

 

 

3-1 國 U5-2 

國 U7-2 

資 T-V-1 

能檢核

生成圖

片風格

並理解

文體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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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發展活動: 

一. 誰是敘事者？ 

報導文由敘事者決定報導的角度。如何報導？報導的

目的？釐清這兩個問題則可以決定此文是「事實」或

「詮釋」；也可以聚焦在報導的重點，避免失焦發散

的報導文。 

 

二. 事實&詮釋： 

分辨「報導事實」與「詮釋角度」的差異：客觀報導

事實必須屏除主觀的情感詮釋；而不同詮釋角度報導

則強調聚焦報導目的。

 

 

 

 

能理解

報導文

的敘事

角度。 

 

 

 

 

 

 

 

 

 

 

能分辨

客觀敘

述與主

觀論述

的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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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標題聚焦定錨： 

凝鍊文章定標題練習。各組可以先確認報導文章報導

目的，再就目的制定標題；或者可應用 ChatGPT 生成

標題，再作修正提問生成或者直接修改標題。

      
  

III. 綜合活動: 

小組成員檢核各組目前 AI 生成圖片的一致性；並且由

跨域教師協助各組完成「報導事實」與「詮釋角度」

文章。 

能確認

報導的

目的，

並應用

工具生

成標題 

 I. 引起活動: 

報導美感與專業 

學生以班級原有的分組就坐，共 8 組。每次上課皆以  

小組方式進行，安排小組討論促進組員間意見交流。

請學生就課程主題 "No one, an outsider - In a time 

of War ”討論報導呈現方式和理由。 

 

II. 發展活動: 

一. 報導版面設計： 

報導呈現的版面設計與「報導事實」與「詮釋角度」

文章配置、AI 生成圖片擇取有密切關聯。各組就版面

設計進行討論，並且調整修正。 

3-2 國 U7-2 

資 T-V-1 

能系統

地思考

議題、

設計和

表達的

綜合呈

現方式 

 

能具備

設計思

維呈現

議題的

報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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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導場景規劃： 

各組進入攝影棚評估報導形式；並且據以作內容調整

規劃。跨域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報導」的本質，各組

必須結合報導文章和現場報導作文字表意、口語表達

的差異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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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綜合活動: 

小組成員確認發表形式；並且須預先作好演練和修正

(自備道具)。 

 

 I. 引起活動: 

攝影棚專業爆發 

學生以班級原有的分組就坐，共 8 組。每次上課皆以  

小組方式進行，安排小組討論促進組員間意見交流。

請學生就課程主題 "No one, an outsider - In a time 

of War ”設計現場報導形式。 

商請相關廠商協助學生操作攝影棚設備，提供學生新

觀點認識報導專業。 

 

II. 發展活動: 

一. 排練之必要： 

各組依照安排時間作報導直播演練。熟悉攝影角度、

確認報導者位置分配和報導流程。 

 

3-3  能學習

專業領

域知

能，並

且習染

專業態

度 

 

 

能明確

地規劃

事務，

系統思

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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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組發表： 

各組依照安排時間作直播報導。其他各組成員在直播

教室觀看直播報導，並且給予反饋。 

 

 

III. 綜合活動: 

各組成員完成觀看直播報導反饋單；並完成線上課程

回饋表單。 

 

問題 

能整體

性思維

並評估

各組的

表現及

全課程 

 

 

 

 

 

 

 

 

 

 

 

 

 

 

 

總結性

評量 :  

課程反

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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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課程總結性評量之評量規準 

表現 

等級 

 

向度 

傑出 精熟 學徒 初學者 

尊重多元文化

與 國 際 理 解 -

肯認跨文化反

思的重要性 

*跨文化反思，在消

極面能減少文化中心

主義和文化盲現象，

積極面則有助於肯認

多元文化及促進國際

理解。 

能在生活中展現對

跨文化反思的重視

（例如：對多元文

化的敏覺尊重、檢

視自身的文化偏見

等）。 

能舉出國際實例，

強調跨文化反思對

於肯認多元文化及

促進國際理解的助

益。 

能舉出國際實例，

說明跨文化反思得

以消除文化中心主

義或文化盲現象的

關連。 

能以具體事例，說

明跨文化反思的重

要性。 

善盡全球公民

責 任 - 體 認 全

球生命共同體

相互依存的重

要性 

*體認全球生命共同

體 相 互 依 存 的 重 要

性 ， 包 括 了 解 其 意

涵、闡述具體事例、

肯認和內化價值以及

實踐等不同層次。 

能在實際生活中，

實踐肯認全球生命

共同體的行動。 

能在實際生活中，

展現肯認全球生命

共同體的態度。 

能以具體事例，闡

述我國與其他國家

相互依存的意涵。 

能說明「全球生命

共同體」的意涵。 

表 現 形 式 - 口

頭表現 

* 口 頭 表 現 熟 練 程

度。 

熟悉發表的內容，

能不依賴筆記自然

回應觀眾的提問。 

能記得發表內容但

尚未熟悉，有時依

賴筆記回應觀眾提

問。 

無法流暢的談論主

題，依賴筆記而無

法直接回應觀眾提

問。 

傳 達 發 表 內 容 有

限，無法回應觀眾

提問。 

※評量規準欄位僅供參考，可自行增減欄列。 

※評量規準需具備國際教育核心素養及議題實質內涵之相關評量向度。 

※評量規準發展可運用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全球資訊網之評量規準檢索平臺進行發展：

https://www.ietw2.edu.tw/rubri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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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建議 

1. 跨域協作課程，可提供學生多面向學習的機會。 

2. 可透過新舊學習經驗的連結，延伸課程的深度與廣度。 

3. 將科技視為工具，結合學校現有資源融入課程。 

英文科 吳思婷: 

去年帶學生參與寫信馬拉松活動，發現學生對於國際認知與趨勢的理解有些缺乏，因此在大家討論

要共備一門國際課程時，就希望以"烏俄戰爭"作為主題，讓學生能夠透過持續關注與積極參與的方

式，理解即便戰爭發生在千里之外，它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而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是局外人。 

 

開始設計課程時，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做出一本電子繪本，藉由說出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因為戰

爭生活有所改變的故事。來呈現出戰爭的殘酷。然而在課程進行中，我們覺得除了寫出這個故事，

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故事能被更多人聽見。因此在不斷的討論與修正後，將學生的故事分成主觀感

受的描述的"評論"跟客觀事實的"陳述"，變成了一篇完整的新聞報導。而成果發表的方式，則是使

用我們剛建置好的虛擬攝影棚來呈現，以主播報導 / 新聞採訪等方式，讓學生能夠好好地說出這個

故事。 

 

看到學生的成果，充滿感動與驚豔。看到他們的創意無限、看到他們的從容自在、看到他們的侃侃

而談。讓我相信我們努力的設計課程是能夠造成一點點的影響的。最後也要謝謝我的夥伴們，在共

備的過程中一起交流與成長，收穫滿滿，期待未來能夠再一起合作!  

 

公民科 周秀英: 

這次的課程設計很特別，主要是透過學生參與寫信馬拉松聲援個案的經驗，請學生用 5W１H 思考

國際特赦組織要營救的個案，為何會有這樣的遭遇？帶領學生透過故事主角『生活圈』的繪製，在

爬梳個案故事的同時也能試著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進一步引導學生以同理心去設想如果自己身

處戰爭中會有什麼差異？ 

 

『生活圈』的繪製內容對於關鍵日的 24 小時的紀錄，學生覺得新鮮而好奇；但透過詳細寫出內容

之後從而能了解，所謂事出必有因！再回頭檢視小組所討論的故事就能更合乎邏輯、有脈絡、深入

刻劃主角的行為。 

 

從參與寫信馬拉松人權救援的局外人，透過這次課程讓學生進一步對遭受戰爭迫害者能更具體「看

見」、「同理」，最後引導能投射出「如果是我」，我將會如何面對的「當事人」。用這樣的方式

讓學生體會戰爭，更貼近去理解戰爭，從學生在課程中的討論與表達，甚至從故事人物的敘事投

射，覺得學生上課前後的學習是有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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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合作真是美好又驚奇的經驗，由衷感謝好夥伴們一起用心營造出最美的課堂風景。 

 

資料處理科 盧健瑋: 

在過去程式語言、資訊專題等需要創意和思考的課程中，最怕學生缺少想法，直接照本宣科得到一

模一樣的答案，或是直接放空放棄作答。也是因為資訊科技對學生來說已是一個需花時間學習的內

容，還要同時思考要做什麼內容，的確會超出學生的認知負荷。 

 

在本次課程中有賴不同老師的跨域引導，在資訊科技介入前，讓學生詳述對於事件內容的過程，並

且讓學生已經有很明確的畫面架構。資訊科技導入時，學生就能快速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也

真的能夠將科技視為工具，而不是一項入門門檻高、花了時間又不知道怎麼應用的事情。 

 

之前在做資訊研習或分享時，總是一群學資訊的人，得到的資訊都是屬於舒適圈的知識。能夠和不

同科別的老師們共同備課，能夠得到不同科別老師在教學時注重的重點，可以說對於教學上增加不

少樂趣，也增進得對「該如何教學生資訊科技」有不同面向的看法。 

 

儘管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在面對「未知的問題」，並將問題轉化資訊科技的解方，最終想著該如何教

學最能吸引興趣。但看見學生們認真學習的模樣，就知道這整件事並非徒勞了。 

 

國文科 黃聖琪: 

有一個好的課程埋在自己的心中，是參與這個教案的老師們各自懷抱的夢想。因為大家都是愛作夢

的人，所以願意也樂意一起構築這樣一個跨域協作的主題課程。 

 

我喜歡觀察學生在課程中的表情變化，無論是教學現場或是照片影像，眼神、眉間、嘴角、姿

態、……這些細微的變化都能輕易地洩漏他對這堂課的真實感受。而這個課程有四個老師，四種不同

領域的專業進入他的學習區，在他即將學習的主題架構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或分或合、若即若

離地陪伴在他的身邊，引導學習。當他放下了心、卸下防衛，在課程中專注的表情，真是迷人。 

 

沒有人是局外人。在這樣一座島嶼上，我們怎麼跟學生談國際局勢？我們是期待他們害怕戰爭還是

相信和平？我們的教育可以怎麼談戰爭？尤其當它與我們這麼靠近的時候。Aleksandra 的故事或許

是一個極好的切入點，在烏俄戰爭爆發前，她跟你我一樣，但是戰爭竟然一夕間改變了她的人生，

製造了多少像 Aleksandra 一樣的故事？而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從這些故事看到戰爭的殘酷，也能發現

人的韌性和價值。 

 

好的老師，用接納和遠見引導學生看見、感受、學習。很幸運地，Jenny、秀英和健瑋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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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師，用關懷世界的眼睛發掘學生的潛力，始終如一地相信。跨域協作，是正能量的大集合，也

會是未來教育最具體明確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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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資源 

子題名稱 節數 教學資源 

Know their stories 

理解戰爭下的他們 
4 

1-1 

1-2 

1-3 

1-4 

教學簡報: 

No one, an outsider 

戰爭議題參考資料: 

生命教育英文繪本分享：一張椅子帶出難民孩子

的故事學習不是必然的– The Day War Came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

35510/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

news/4268876 War in Ukraine - BBC News 

寫信馬拉松個案 Aleksandra Skochilenko 資料: 

 Write for Rights Global Report 2022 - 

Amnesty International 

 Aleksandra Skochilenko uit Rusland 

 Russians Dare To Continue To Speak Out 

Against War Despite Kremlin Threat 

Write their stories 

描寫戰爭下的他們 
2 

2-1 

教學簡報：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ow1xA6lI

/pSRi-

pY6FohT94g2LpkqAw/view?utm_content=DA

Fow1xA6lI&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

m_medium=link&utm_source=publishshareli

nk 

Playground AI： 

https://playgroundai.com/ 

ChatGPT: 

https://chat.openai.com/ 

2-2 

使用入門與提示詞：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7238010?ut

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Stable Diffusion 詠唱技巧：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05896-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VAe4bU34j1TrVZJgvw7VzcKhVC5EaJTZkBgjZRmvcRo/edit?usp=sharing
https://learnbettereducation.com/2020/04/04/1-116/
https://learnbettereducation.com/2020/04/04/1-116/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35510/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35510/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268876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26887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60525350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ct30/6621/2023/en/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ct30/6621/2023/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EHEUFC2-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DCjGZqQM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DCjGZqQM8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ow1xA6lI/pSRi-pY6FohT94g2LpkqAw/view?utm_content=DAFow1xA6lI&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publishsharelink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ow1xA6lI/pSRi-pY6FohT94g2LpkqAw/view?utm_content=DAFow1xA6lI&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publishsharelink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ow1xA6lI/pSRi-pY6FohT94g2LpkqAw/view?utm_content=DAFow1xA6lI&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publishsharelink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ow1xA6lI/pSRi-pY6FohT94g2LpkqAw/view?utm_content=DAFow1xA6lI&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publishsharelink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ow1xA6lI/pSRi-pY6FohT94g2LpkqAw/view?utm_content=DAFow1xA6lI&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publishsharelink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ow1xA6lI/pSRi-pY6FohT94g2LpkqAw/view?utm_content=DAFow1xA6lI&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publishsharelink
https://playgroundai.com/
https://chat.openai.com/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7238010?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7238010?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05896-stable-diffusion-prompt?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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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diffusion-

prompt?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

ramely 

AI 繪圖提示工程引導：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1Wlzj

BT0xRpQhP9tFMtxzd0q6ANIdHPUBkMV-

YB043U/edit#heading=h.2t7vuh9j1i4w 

http://dallery.gallery/wp-

content/uploads/2022/07/The-

DALL%C2%B7E-2-prompt-book-v1.02.pdf 

提示詞範本參考庫：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

snKDn38-

KypoYCk9XLPg799bHcNFSBAVu2HVvFEAkA/

edit#gid=0 

參數對繪圖的影響： 

https://stable-diffusion-art.com/know-these-

important-parameters-for-stunning-ai-

images/#Sampling_methods 

Tell their stories 

報導戰爭下的他們 
3 3-1 

教學簡報：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paZiFyzQ

/8hc1762gpioafi0T4CCA4g/edit?utm_content

=DAFpaZiFyzQ&utm_campaign=designshare

&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

ton 

敘事者概念： 

https://showwe.tw/blog/article.aspx?a=18239 

https://zhtw.eferrit.com/%E6%95%98%E8%BF

%B0%E8%80%85%EF%BC%88%E5%B0%8F%

E8%AA%AA%E8%88%87%E9%9D%9E%E5%B

0%8F%E8%AA%AA%EF%BC%89/ 

報導文學概念： 

https://www.merit-

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147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05896-stable-diffusion-prompt?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05896-stable-diffusion-prompt?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05896-stable-diffusion-prompt?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1WlzjBT0xRpQhP9tFMtxzd0q6ANIdHPUBkMV-YB043U/edit#heading=h.2t7vuh9j1i4w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1WlzjBT0xRpQhP9tFMtxzd0q6ANIdHPUBkMV-YB043U/edit#heading=h.2t7vuh9j1i4w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1WlzjBT0xRpQhP9tFMtxzd0q6ANIdHPUBkMV-YB043U/edit#heading=h.2t7vuh9j1i4w
http://dallery.gallery/wp-content/uploads/2022/07/The-DALL%C2%B7E-2-prompt-book-v1.02.pdf
http://dallery.gallery/wp-content/uploads/2022/07/The-DALL%C2%B7E-2-prompt-book-v1.02.pdf
http://dallery.gallery/wp-content/uploads/2022/07/The-DALL%C2%B7E-2-prompt-book-v1.02.pdf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nKDn38-KypoYCk9XLPg799bHcNFSBAVu2HVvFEAkA/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nKDn38-KypoYCk9XLPg799bHcNFSBAVu2HVvFEAkA/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nKDn38-KypoYCk9XLPg799bHcNFSBAVu2HVvFEAkA/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nKDn38-KypoYCk9XLPg799bHcNFSBAVu2HVvFEAkA/edit#gid=0
https://stable-diffusion-art.com/know-these-important-parameters-for-stunning-ai-images/#Sampling_methods
https://stable-diffusion-art.com/know-these-important-parameters-for-stunning-ai-images/#Sampling_methods
https://stable-diffusion-art.com/know-these-important-parameters-for-stunning-ai-images/#Sampling_methods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paZiFyzQ/8hc1762gpioafi0T4CCA4g/edit?utm_content=DAFpaZiFyzQ&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paZiFyzQ/8hc1762gpioafi0T4CCA4g/edit?utm_content=DAFpaZiFyzQ&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paZiFyzQ/8hc1762gpioafi0T4CCA4g/edit?utm_content=DAFpaZiFyzQ&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paZiFyzQ/8hc1762gpioafi0T4CCA4g/edit?utm_content=DAFpaZiFyzQ&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FpaZiFyzQ/8hc1762gpioafi0T4CCA4g/edit?utm_content=DAFpaZiFyzQ&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showwe.tw/blog/article.aspx?a=18239
https://zhtw.eferrit.com/%E6%95%98%E8%BF%B0%E8%80%85%EF%BC%88%E5%B0%8F%E8%AA%AA%E8%88%87%E9%9D%9E%E5%B0%8F%E8%AA%AA%EF%BC%89/
https://zhtw.eferrit.com/%E6%95%98%E8%BF%B0%E8%80%85%EF%BC%88%E5%B0%8F%E8%AA%AA%E8%88%87%E9%9D%9E%E5%B0%8F%E8%AA%AA%EF%BC%89/
https://zhtw.eferrit.com/%E6%95%98%E8%BF%B0%E8%80%85%EF%BC%88%E5%B0%8F%E8%AA%AA%E8%88%87%E9%9D%9E%E5%B0%8F%E8%AA%AA%EF%BC%89/
https://zhtw.eferrit.com/%E6%95%98%E8%BF%B0%E8%80%85%EF%BC%88%E5%B0%8F%E8%AA%AA%E8%88%87%E9%9D%9E%E5%B0%8F%E8%AA%AA%EF%BC%89/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147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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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rit-

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640 

3-2 

新聞美感設計： 

https://blockstudio.tw/project/theannetimes/ 

https://aade.project.edu.tw/annetimes/ 

https://big5.sj33.cn/article/bssj/201904/50489

.html 

3-3 

播報新聞技巧： 

https://www.booklife.com.tw/baike-

detail/3/665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9379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640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640
https://blockstudio.tw/project/theannetimes/
https://aade.project.edu.tw/annetimes/
https://big5.sj33.cn/article/bssj/201904/50489.html
https://big5.sj33.cn/article/bssj/201904/50489.html
https://www.booklife.com.tw/baike-detail/3/665
https://www.booklife.com.tw/baike-detail/3/665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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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 

1. 活動照片: 

Know their stories 理解戰爭下的他們   

  
 

聲援過後, 現在的她如何?  換位思考  

  

  

 

故事角色發想   

 
 

 

同儕回饋    為他/ 她發聲  講解生活圈  

  
  

繪製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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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故事  想要被看見  

 

Write their stories 描寫戰爭下的他們  

  
  

AI 工具介紹  

 

   

基本介面操作    

  
   

作品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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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 their stories 報導戰爭下的他們   

 
 

 

誰是敘事者？  事實&詮釋  標題聚焦定錨  

 
 

 

報導版面設計  報導場景規劃  

 

  

排練之必要  分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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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組影片: 

 
 

組別 AI 繪圖+ 文字成果 錄影實況紀錄 影像成果連結 

第一組 

 

 

艾登與安娜 1.mp4 

第二組 

 

 

烽煙下的榮耀.mp4 

第三組 

 

 

救援戰場.mp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xbzhKQmgM6EawQzUTxVwejSkNBofr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jrjhJwYMABFQmTTu5K3-sVvTRG09Qc5/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pPmHkGi0zpQ_fdR9CDFo3-2UnNZq4gL/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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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AI 繪圖+ 文字成果 錄影實況紀錄 影像成果連結 

第四組 

 

 

微小力量偉大改變.mp4 

第五組 

 

 

戰火蔓延的記憶.mp4 

第六組 

 

 

每個人都能成為英雄.mp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FBDLTrmklVSEg7tBp_S9Uv1rkUD26er/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3Y_USS-550x4NA-N28kJvaKYOtgw-Vs/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31gI3NkCyy1hpJaoC-BIWCBN1L03erz/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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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AI 繪圖+ 文字成果 錄影實況紀錄 影像成果連結 

第七組 

 

 

反戰之翼.mp4 

第八組 

 

 

戰爭留下的悲慘世界.mp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o-E4aK6w7vvpE7q2VUZ6d367u6VgqXk/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Vf-wmMY4NeE3fbzQCS-TWtkPcAKiii4/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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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組角色故事大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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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組主角生活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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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回饋:  

(1)在課程整體表現中，學生認為： 

「課程教材完整豐富」非常同意佔 68.1%、同意佔 27.2%，共 95.3%。 

「課程教材合時實用」非常同意佔 72.7%、同意佔 22.7%，共 95.4%。 

「課程實務安排得宜」非常同意佔 50%、同意佔 36.3%，共 86.3%。 

「課程的難易度適中」非常同意佔 63.6%、同意佔 18.1%，共 81.7%。 

 

 

 

(2)在講師授課的情形中，學生認為： 

「講師授課表現專業」非常同意佔 81.8%、同意佔 18.2%，共 100%。 

「講師授課態度認真」非常同意佔 77.2%、同意佔 18.1%，共 95.3%。 

「講師授課表達良好」非常同意佔 77.2%、同意佔 22.8%，共 100%。 

「講師授課互動頻繁」非常同意佔 77.2%、同意佔 22.8%，共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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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學生認為： 

「這次學習對我來說是滿滿的挑戰」非常同意佔 63.6%、同意佔 27.2%，共 90.8%。 

「覺得這門課程很有意義」非常同意佔 72.7%、同意佔 22.7%，共 95.4%。 

「學會議題思考、AI 生成圖文和文字表現的方法」非常同意佔 72.7%、同意佔 22.7%，共 95.4%。 

「未來會應用議題思考、AI 生成圖文和文字表現的方法精進學習」非常同意佔 72.7%、同意佔

18.1%，共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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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對課程的具體建議： 

  時間有點太緊湊，安排可以再充裕點(10 人)；收音的麥克風可以多準備一點(4 人) ，為本次課程最

多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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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對人工智慧還可以做什麼樣學習上應用的想法： 

統整分為三面向，包含簡報、桌布、報告用的圖片、繪本等美術方面應用；電子書、讀書心得、學

習歷程等文字上面的創作；偵測錯誤、評論作文等作為修正錯誤的協助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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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對未來若有國際教育跨域設計之相關課程，參加意願： 

16 人表示願意。多認為可以豐富學習歷程，並認為把各領域知識結合很有趣。也有學生認為在新時

代，多學習新興科技相關知識，對未來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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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學習歷程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