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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格式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黃郁惠(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培生)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社會科學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真假難辨的媒體世界：我的媒體偵探日記 

二、授課時數 

135 分鐘(3 節課，每節課 45 分鐘)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在資訊爆炸與社群媒體盛行的時代，學生每天接觸大量訊息，但缺乏辨別真偽的能力，

常在無意間成為錯假訊息的接收者與傳播者。 

    因此本課程設計結合「批判思考」、「實作創作」與「合作學習」，透過分析→創作→

反思三步驟，讓學生從被動的接收者轉為主動的訊息解構者與創作者。目的是提升其媒體素

養，培養學生成為能夠獨立思考、負責任的數位公民。 

四、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 

 理解媒體訊息具有立場與目的，並具備辨識媒體來源與內容真實性的能力。 

 熟悉媒體識讀工具（CRAAP 法則）並能應用於實際案例分析。 

 創作一則模擬假新聞，具備批判性反思的能力。 

 了解自身在媒體資訊中所扮演的角色，具備媒體責任感。 

五、教育對象 

國中三年級學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整體教學策略： 

 探究式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以問題導向切入，引導學生主動探索訊息真偽。 

 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分組合作完成分析與創作，加強溝通與批判能力。 

 批判思考訓練（Critical Thinking Skills）：運用 CRAAP 評估工具，逐項分析媒體訊息。 

 創意思考與媒體實作（Creative Media Production）：讓學生「反向創作假新聞」，從中

理解操弄策略。 

 反思寫作（Reflective Writing）：以個人學習單收斂學習成果與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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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 主題 課程內容 

第
一
節
課 

我
是
媒
體
偵
探 

導入活動：真假新聞小測驗（5 分鐘） 

 投影 3~5 則真／假新聞標題，讓學生分組判斷真假、說明理由 

→啟發學生對假新聞的關注與興趣 

CRAAP 法則教學（15 分鐘） 

 教師講解 CRAAP 分析法（時效性、相關性、權威性、準確性、目

的性），並舉例示範 

→建立學生具體的媒體評估架構 

媒體訊息分析練習（20 分鐘） 

 分組操作分析練習，教師提供一則媒體文章或社群貼文，小組運用 

CRAAP 工具分析並寫入學習單 

→應用評估工具進行實際判斷 

小結與反思（5 分鐘） 

 小組快速分享一點發現，教師口頭統整今日重點 

→鞏固學習內容，引發延伸思考 

學習單（一）：媒體評估工具 - CRAAP 法則分析單 

適用課程：第一節課「我是媒體偵探」 

目標：引導學生運用 CRAAP 五大原則進行媒體內容分析 

▲學習單（一）：媒體評估工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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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課 

假
新
聞
製
造
機 

暖身討論：你曾看過那些假新聞（5 分鐘） 

 問學生「你看過最荒謬的假新聞是什麼？」並請 2～3 位分享 

→連結生活經驗，建立情境與共鳴 

創作任務：製作一則假新聞（25 分鐘） 

 各組設計一則假新聞（文字、圖片或手繪），須展現特定立場與操

弄技術。使用 Canva 或紙筆皆可 

→發揮創意，從「製造者角度」反向理解操控手法 

發表與解析：立場與操弄技巧（10 分鐘） 

 小組發表假新聞，全班猜其立場或目的並指出可能的假訊息特徵 

 搭配 Google 表單或 Padlet 等數位工具進行「匿名投票」評選最

佳假新聞，增加學生參與感 

→建立同儕觀察力與自我修正能力 

學習單反思：我今天學到了（5 分鐘） 

 學生完成反思題作為課程總結 

→內化知識、形成個人態度 

學習單（二）：假新聞創作規劃表 

適用課程：第二節課「假新聞製造機」 

目標：透過創作練習，讓學生認識假新聞的製作技巧與操弄方式 

                 ▲學習單（二）：假新聞創作規劃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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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課 

媒
體
識
讀
實
戰 

導入活動（5 分鐘） 

 老師展示一張新聞截圖（真 or 假），讓學生舉手判斷真假 

→激發興趣與觀察力 

真相快搜任務（15 分鐘） 

 每組獲得 2~3 則新聞截圖，需透過查核網站調查其真假並紀錄佐

證來源 

→培養查證能力與合作精神 

真假混淆挑戰（10 分鐘） 

 老師提供「真假新聞配對題」，部分為 AI 製作的假新聞，部分

為真實報導，學生需根據查核原則作出判斷 

→應用 CRAAP 原則與批判思考 

假新聞決戰與投票（10 分鐘） 

 每組挑選上一堂課所創作的其中一則假新聞重新優化，與一則真

新聞並列展示，挑戰全班判斷 

→結合創作成果與策略操作 

揭曉與討論（5 分鐘） 

 說明每一則新聞的真偽依據，引導討論：你被騙了嗎？為什麼？ 

 發下小組互評表與自評表讓學生於課後填寫，隔日繳回 

→引發反思與強化防詐思維 

小組互評表與自評表 

                       ▲小組互評表與自評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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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評量內容 

評量原則：以形成性評量為主，兼具認知、技能與情意三面向，強調過程中的理解與應用 

評量面向 評量項目 評量方式 指標細節 配分 

知識理解 CRAAP 分析工具運用 
觀察 

學習單內容 

- 能說明五大原則意義 

- 能舉出實例說明每項原則 
25% 

技能應用 媒體內容判斷能力 
小組簡報 

學習單分析 

- 能從媒體內容中指出問題 

- 具邏輯性與合理推論 
30% 

創意表現 假新聞創作成果 
創作展示 

小組互評 

- 假新聞內容有創意 

- 表現特定立場或誤導技術 

- 組員合作良好 

30% 

態度 

與反思 
學習態度與責任感 

教師觀察 

個人學習單 

- 認真參與討論 

- 願意表達觀點與修正想法 

- 能反思媒體影響力 

15% 

表達 

與回饋 
小組發表與回應 

口頭發表 

回饋他組 

- 清楚表達內容 

- 能對他組提出建設性回饋 
10% 

參考資料 

 CRAAP Test — Evaluating Informati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 

https://guides.lib.uchicago.edu/c.php?g=1241077&p=9082343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https://tfc-taiw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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