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 設計者 林哲永 

實施年級 六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一、資訊大不同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c-III-1分析與判讀各類資源，規畫策略以解決日常生

活的問題。 
總綱

與領

綱之

核心

素養 

綜 -E-B2蒐集與應用資

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

意義與影響，用以處理日

常生活問題。 
學

習

內

容 

Bc-III-2媒體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Bc-III-3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畫。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性別平等教育 

E7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刻板印象。 

․生崖規畫教育 

E6覺察個人的優勢能力。 

․資訊教育 

E11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E12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閱讀素養教育 

E5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位閱讀能力。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無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綜合活動第七冊〔六上〕第一單元 

教學設

備/資

源 

․電子書及播放設備、素養評量單。 

․教師準備：準備各式媒體的相關資料、各種新聞題材的準備、「分辨訊息真假、新聞報報

評量單。 

學習目標 

1.蒐集不同媒體的多元觀點，反思並學習辨識媒體傳達資訊的真實性。 

2.反思個人的媒體行為 ，培養正確的使用態度，以解決生活問題。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教學活動：真假虛實的資訊】 

一、引起動機 

    教師：「你們最近有看到一些比較特別或吸引你注意的新聞或事件

嗎？」學童踴躍發表自己的經驗。 

二、發展活動 

(一)訊息的判斷 

 ⒈教師：「生活上每一天都有發生很多的事情，當我們接收到一個新的

訊息，你如何了解這個訊息，並且正確分析、判斷這個訊息呢？」 

 ⒉教師呈現一個新聞事件，讓學童分組討論，並將討論的內容記錄下來，

加以整理。 

 ⒊各組分享討論出來的成果，教師協助統整。 

⑴ 訊息所傳達的事情 

   ①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 ②健康新知 ③安全常識 ④傳染病  

   ⑤災害防治 

⑵ 確認訊息的來源 

   ①作者的專業性 ②媒體的類別 ③網站的類別 

⑶ 訊息有什麼目的 

    ①傳遞訊息 ②商業利益 ③詐騙 ④戲弄或嚇唬他人 

  ⑷訊息對生活的影響 

   ①得到新知 ②造成恐慌 ③從眾效應 ④人云亦云 

 ⒋教師：「我們獲得的訊息又快又多，有哪些資源可以協助我們查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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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源和判斷正確性呢？」學童自由發表。 

  ⑴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⑵LINE 訊息查證平臺  

  ⑶Cofacts 真的假的   

  ⑷衛生福利部的真相與闢謠專區  

  ⑸MyGoPen  

  ⑹趨勢科技防詐達人 

 ⒌教師發下「分辦訊息真假」評量單，學童依內容討論與蒐集資料後完

成評量單。 

  ⑴確認訊息來源   

  ⑵訊息所要傳達的事情   

⑷ 訊息有什麼目的 

⑸ 訊息對生活的影響 

三、總結活動   

 1.各組完成評量單後，輪流上臺分享討論結果。 

 2.教師於學童報告時補充並協助澄清、歸納。 

3.教師：「善用關鍵字、照片搜尋相關資料或使用資訊查核平臺，都可以   

  協助我們分辨訊息的真假，當接收到一個訊息，不要馬上信以為真， 

  抱著存疑的態度小心查證，做個可以獨立思考的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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