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活動領域六上第一單元教案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 設計者  

實施年級 六上 教學時間 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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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說出生活中運用的各種不同媒體。 

⒉討論媒體的發達對生活造成的好處與壞處。 

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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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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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1：無所不在的媒體】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如果要進行一個主題報告，你會怎麼蒐集資料？」學童自由

發表。 

(二)教師將手機畫面投影至螢幕，示範用手機裡的 APP 播放各種訊息，引

導學童思考現在的資訊可以從很多不同的媒體獲得，不僅快速而且可

以找到大量的資訊，來協助我們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二、發展活動 

(一)生活中的媒體 

 ⒈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情況會需要運用媒體資源？  

 ⒉教師將全班分組，可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學童先於組內進行各自的經

驗分享，再將個別的分享做整理歸納。 

 ⒊分組討論後，請各組推派代表上臺報告各組整理出來的資料，並請臺

下學童仔細聆聽並給予建議。 

  ⑴了解時事 

   ①可以知道短時間內或長期的氣象狀況方便安排活動與攜帶雨具。 

   ②掌握國內外新聞焦點。 

   ③了解環境氣候變遷。 

   ④知悉國家重大事件。 

  ⑵休閒娛樂 

   ①旅遊時可以即時搜尋附近的景點。 

   ②課外興趣的培養與學習。 

   ③可以運用手機導航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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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使用手機合影還可馬上編輯、上傳分享。 

  ⑶社交活動 

   ①假日或寒暑假的營隊活動資訊。 

   ②通訊軟體的交流。 

   ③電子郵件的流通。 

   ④社交平臺。 

  ⑷搜尋資料 

   ①製作報告的資料蒐集。 

   ②生字語詞的學習。 

  ⑸吸收新知 

   ①關於最新的知識搜尋。 

   ②戶外活動辨識植物。 

 ⒋教師於各組發表時，適時補充資料並說明，也可讓其他組學童自由發

表補充，分享各自的經驗。 

 ⒌教師請學童參閱課本第8頁：「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從哪些媒體獲得想

要知道的資訊？  

  ⑴打開電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節目，可以看到各種類型的訊息。 

  ⑵到圖書館借閱雜誌，也可以選擇自己需要的主題雜誌，得到想知道的

訊息。 

  ⑶開車出門時，爸爸都會打開廣播了解路況，有時也有新聞報導，有些

廣播電臺也有教育新知。 

 

 

 

 

 

 

 

 

 

 

 

 

 

 

 

 

 

 

 

 

 

 

 

 

 

 

 

 

 

 

 

 

 

 

 

 

 

 

 

 

 

 



  ⑷姐姐做報告時，會使用電腦在網路上搜尋資料，現在網路上也可以看

新聞。 

  ⑸哥哥會到YouTube 上搜尋影片學習剪輯影片的技巧。 

  ⑹媽媽有時會用手機APP 來播放故事。 

  ⑺我們家有訂閱報紙，報紙上不只有新聞，還有一些副刊會有生活好點

子。 

 ⒍教師：「聽完大家的分享，請你回想一下，在生活中你最常使用哪些

媒體來獲得資訊？」學童自由分享自己的經驗。 

 ⒎教師：「現在的媒體資訊非常發達，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產生

哪些問題？」 

  ⑴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只要在能接收到通訊的情況下都可以獲得最

新的資訊。 

  ⑵找資料很方便，不論食衣住行育樂，都可以上網搜尋找到很多資料。 

  ⑶如果突然發生大地震、傳染病的流行或是突發的重大事件等，政府可

以很快的讓大家知道目前的狀況並了解如何因應。 

  ⑷有時候找資料，搜尋結果出來時資訊實在太多了，讓人看得眼花撩

亂，不知道怎麼選擇比較好的資訊。 

  ⑸有時候會不知不覺上網太久，盯著螢幕看對眼睛不好，久坐對身體也

不好，嚴重的還有網路成癮症狀。 

  ⑹有時候太忙碌，沒時間出門逛街買東西，現在網路購物也很方便，需

要小心避免遇到詐騙。 

 

 

 

 

 

 

 

 

 

 

 

 

 

 

 

 

 

 

 

 

 

 

 

 

 

 

 

 

 

 

 

 

 

 

 

 

 

 

 

 

 

 



 ⒏教師統整學童的答案並補充。 

三、總結活動 

(一)教師提問，讓學童省思：  

 ⒈生活中許多媒體可以提供我們資訊，你會怎麼選擇使用哪些媒體？  

 ⒉使用媒體提供的資訊時，有什麼要注意的事？  

 ⒊你會善用媒體來獲得所需的資訊解決問題嗎？  

(二)教師總結：「生活中許多資訊來自各種不同的媒體，如果能善用媒體

提供的資訊，不僅能協助我們解決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也能讓我們獲

得許多知識；反之，若錯誤的使用這些媒體資訊，就會產生許多問題。」 

                        ～第1至3節，共8節～ 

【活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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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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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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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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訊息有什麼目的 

  ⑷訊息對生活的影響   

 ⒍各組完成評量單後，輪流上臺分享討論結果。 

 ⒎教師於學童報告時補充並協助澄清、歸納。 

 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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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聞不一樣 

 ⒈教師：「現在有很多管道可以看到新聞，你曾在不同的新聞媒體看過針

對同一個新聞事件的報導嗎？報導的內容都一樣嗎？有什麼不同？為

什麼會有不同的報導？你有什麼感覺？」教師請學童就自己的經驗發

表。 

 ⒉教師請學童參閱課本第12、13頁，引導學童進行討論。 

  ⑴這兩份報導都是在描述受颱風的影響而發生的災害，但是報導出來的

內容卻不太一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①標題不一樣，課本第12頁感覺災情很嚴重，第13頁只有一夜風雨，

居民暫時撤離。 

   ②照片也不一樣，課本第12頁農田都被淹沒了，第13頁只有一般下雨

的感覺。 

   ③文字內容也不一樣，課本第12頁寫到嚴重海水倒灌，水淹至大腿上，

農園被泡爛；第13頁寫傳出疑似海水倒灌情形，幸好只是瞬間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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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大排水不及，造成少部分地區路面積水20公分，未傳出重大災情。 

  ⑵同一個地方的災情，經由兩家媒體報導出現不一樣的狀況，哪一個媒

體的報導才是對的呢？如何判斷？學童自由發表自己的想法。 

  ⑶為什麼同一起風災事件，兩家媒體的報導卻不相同？ 

   ①報導前是否有實地查證？ 

   ②使用的照片是這次風災的照片嗎？ 

   ③為了吸引觀眾而誇大其詞。 

  ⑷如果我們只看了課本第12頁這家媒體的報導，可能會有怎樣的誤解？ 

  ⑸這樣的事件，媒體誇大的報導，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①讓住在外地的親友很擔心當地的民眾。 

   ②讓救災人員疲於奔命，影響救災。 

   ③讓大家對當地有錯誤的印象。 

  ⑷如果我們對同一事件只看了單一的報導，可能會發生什麼問題？要怎

麼避免發生這樣的問題呢？ 

 ⒊教師歸納：「媒體的報導內容會因為想吸引觀眾目光、不確實求證、立

場不同等因素而有所差異，我們要試著多方面多角度的閱讀同一事件

的報導，才能釐清事實的真相。」 

(三)轉傳危機 

 ⒈你曾經在收到新的訊息時，將訊息再轉傳分享給其他人嗎？你轉傳過

什麼樣的內容？ 

 ⒉在轉傳訊息前，你會先查證內容的真實性嗎？還是直接就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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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如果我們未經查證就散播了錯誤的訊息，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⑴如果散播的是和身體健康有關的錯誤訊息，別人誤信了這樣的訊息，

可能反而會危害到身體健康。 

  ⑵網路上的傳言常是單一方面的片面之詞，傳訊者未多方了解，以訛傳

訛、未審先判，可能造成他人傷害。 

  ⑶如果是散播傳染病的病毒訊息，可能會造成大家無謂的恐慌，嚴重的

話甚至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性。 

  ⑷隨意傳播有關各式產品的問題，造成大眾錯誤的印象，可能影響到廠

商、農民、漁民等人員的生計。 

 ⒋教師：「你曾經看過有人因為被公開討論或被隨意散播個人隱私而受到

傷害的報導？還是你自己有這樣的經驗？」學童自由分享各自經驗。 

  ⑴我曾經看過一個報導，有一個人因為做了一件善行被媒體大肆報導，

之後媒體記者還一直追蹤他的日常生活，影響了他的正常生活。 

  ⑵新聞媒體為了報導某位小孩監護權的爭取，一直跟拍小孩，詢問他的

感覺，小孩覺得很困擾，也很害怕。 

  ⑶以前有人沒經過我的同意偷拍了我出糗的照片，還傳給大家看，讓大

家取笑我，我覺得很生氣。 

  ⑷如果沒有經過他人同意，就隨意散播他人照片、影片，是侵害他人隱

私權的行為。 

 ⒌教師歸納：「當我們要轉傳訊息給別人前，要先考慮訊息的真實性，若

無法查證，就先不要轉傳。有些訊息若是涉及個人隱私，更要考慮到

 

 

 

 

 

 

 

 

 

 

 

 

 

 

 

 

 

 

 

 

 

 

 

 

 

 

 

 

 

 

 

 

 

 

 

 

 

 

 

 

 

 



他人感受，不可轉傳。」 

(四)專業小記者 

 ⒈教師：「運用媒體資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我們要如

何蒐集和分享運用媒體資源的經驗？這些媒體資源解決了哪些生活中

的問題？」 

 ⒉教師請學童參閱課本第16、17頁圖文，引導學童製作一份報導的步驟、

需要準備的資料、準備的方法。 

 ⒊教師將全班分組，每組自行提出生活中的問題，蒐集可以解決問題的

相關資訊，將資訊整理後製作成一張海報。 

  ⑴提出生活問題：各組組內討論選擇組員生活中的問題，也可選擇近期

的新聞事件。 

  ⑵多方面蒐集可用的資訊並查核訊息的正確性：從各類媒體資源蒐集相

關資料，例如：各新聞臺電視報導、各家報紙、網路新聞、社群平臺

討論等。 

  ⑶針對生活問題準備採訪題目，採訪相關人員：除了蒐集現有的資料，

也可以訪問與此問題有關的人物。 

  ⑷從不同人員角度了解問題：不同角度的人員針對同一件事情會有不同

的看法，可以從不同角度人員的說法來多方了解問題的事項。 

  ⑸整理內容：將蒐集與採訪到的資料進行查證，確認資訊的真實性後，

再將資料去蕪存菁，依不同角度、面向進行整理。 

  ⑹決定主標題與副標題：從報導內容發想客觀中立且能吸引人的主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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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標題，訂定主副標題時注意不能為了吸引人而太過聳動、誇張。 

  ⑺完成專題報導。 

 ⒋小組分工依主題蒐集資訊並查核資訊的真實性，再一起將個別蒐集來

的資訊歸納整理。 

 ⒌分組進行海報製作，完成後教師請各組分別上臺報告，介紹自己小組

的專題報導。 

 ⒍教師於各組發表時，適時補充資料並說明，也可讓其他組學童自由發

表補充，分享各自的經驗。發表後教師可將各組成果展示在布告欄，

讓大家觀賞。 

三、總結活動 

(一)教師提問，讓學童省思： 

 ⒈你運用了哪些查核資料真實性的技巧？ 

 ⒉經過討論、分析與判讀各類媒體訊息，你有什麼感覺？有什麼發現？

在未來的生活中可以怎麼運用？ 

(二)教師總結：「身處資訊可以大量快速獲得的時代，有優點也有其缺點，

如果能培養獨立的思辨力，並正確使用這些資訊，可以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許多便利。」 

～第 4 至 8 節，共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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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訊息查證平臺 

˙Cofacts真的假的 



˙衛生福利部的真相與闢謠專區 

˙趨勢科技防詐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