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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教學科目於產業特色跨群科實習課程



資訊科技在教學
和學習上的影響
科技是強大的工具，改變了教師教學和學生

學習的方式。科技提供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

以及溝通和合作的新方式。



藥用植物栽培
技術及應用實習





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設計（各單元數位發展主題與說明）



數位評量方法：Kahoot

單元一 常見藥用植物種類

經過課程講述，進行

Kahoot即時搶答，藉

由趣味測驗評估學習

狀況並激發學習動

機。



單元二
作物與雜草特性探討

閱讀與討論工具：平板與padlet

個人即時搜尋資料與閱讀文獻變得更加便利，小組討

論結果分享於padlet上，他組亦可即時給予回饋，增

加課程互動性。



單元三
藥用植物栽培技術

資料查詢與分享：平板

與padlet
個人即時搜尋資料與閱讀文獻變得更加便利，小組

討論結果分享於padlet上，他組亦可即時給予回

饋，增加課程互動性。



單元四
藥用植物產品實作與開
發

產品製作過程內容豐富，完整記錄課程
內容，亦為記錄學習歷程。產品開發成
果利用canva呈現更加豐富的樣貌。

課程記錄與作品呈現：Google
Classroom與canva



植萃技術
與應用實務





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設計（各單元數位發展主題與說明）



數位診斷評量
Kahoot釐清概念誤區
 利用Kahoot進行互動式即時測驗，作為形成性評量工具，快速掌握學生對

植物萃取概念的先備認知與常見迷思，促進學習動機並引發課堂討論。

單元一 植萃迷思與萃取概念



單元二 植物萃取原理與技術 互動討論平台：Padlet比較萃取法優劣

引導學生從水蒸氣蒸餾、超臨界等技術中比較其應用場域與

技術原理，培養學生批判思維與資料整合能力。



單元三
植萃產品設計實務

線上協作設計：Google文件進行產品設計

利用Google文件的即時協作功能，讓學生共同
撰寫產品企劃與配方設計，強化跨科溝通、協作
與數位素養，並利於教師即時給予回饋。



單元四 植萃產品應用與開發
歷程紀錄與問題解決：Padlet追蹤產品開發歷程

透過Padlet記錄產品研發歷程中遭遇的困難與修正策略，培養學生反

思能力與問題解決素養，亦利於形成性評量與後續成果彙整展示。



數位學習
的未來
科技是有效的工具，

可讓教育變得更有意義，

也更能吸引教師與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