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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受訪對象：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張閔琇老師

指導老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張金蘭老師

校園裡靜謐的午休時間，和煦的

陽光灑落在無人的走廊，唯有一間教

室傳來微微聲響，探頭一看裡面的孩

子人手一臺 iPad 埋頭瀏覽著照片。

他們正隨著張老師的指令，篩選剛

剛在校園裡拍攝的照片，

思考等會兒要如何與同學

分享，並像一位專業攝

影師一樣向觀賞者傳達

自己的拍攝理

念。 這 群 潛

能 班 的 孩 子

分別來自不

同年級，在不影響原班學習進度下，

利用午休時段相聚，一同開發潛能，

讓優勢能力展現，進而補足弱勢能力

（例：學習障礙、專注力

不足……等），讓學習可

以更多元。因此，張老師

設計了「數位說故事」課程，

藉由 iPad 的輔助試圖讓孩子們重拾

對學習的興趣與展現自信，並在活動

中練習口語表達、文字閱讀理解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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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如何說故事？
「數位說故事」是為了協助在閱讀

理解和語言表達方面有困難的孩子，所

以張老師將這學期的課程總目標分為閱

讀理解、語言表達、書寫練習三項，就

像黃金三角一般，看似各自獨立的教學

目標，卻又透過數位敘事的手法巧妙地

融為一體。於此架構下，每堂課會有主

要學習目標，並根據孩子們的個別差異，

給予鷹架，設計符合孩子能力的個別化

教育目標。但怎麼樣才能將數位科技融

入閱讀教學並達成目標呢？

對多數的特殊需求孩子來說，傳統

的教學方式往往無法順利學習，因此，

需要藉由不同的策略與媒材，結合孩子

的生活經驗，讓孩子實際動手操作，將

抽象轉變為具象。因此，張老師將數位

科技運用於特殊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突破傳統上課模式，透過 iPad 的運用

引起學習動機，並且讓課堂翻轉，教師

退居幕後適時引導，由孩子們自己主導

內容，觀察景象後進行拍攝，並在事後

的整理中，思索如何裁切照片、調整色

溫，進而書寫攝影故事。

閱讀
理解

書寫
練習

語言
表達

數位
說故事

▲「數位說故事」課程總目標

圖一 透過 iPad 的運用引起學習動機，讓學 
 生都能依自己的步調學習，發揮自我優 
 勢潛能來補強弱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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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不是 iPad，是我們
看不見的故事書

為了讓孩子突破表達困難，順利地

完成說故事任務，張老師得先讓孩子學

會如何闡述重點。她首先播放音樂，讓

孩子在感受優美旋律的同時也閱讀歌詞，

並在心中想像歌詞帶給他們什麼樣的畫

面。透過歌詞的句子、段落，再擴展至

長篇文章，逐步引導孩子在閱讀過程中

圈選出關鍵詞，藉由關鍵詞的掌握來提

升閱讀理解能力。最後鼓勵孩子轉化所

知，用自己的話把內容重點式地說出來。

懂得表達要訣後，張老師才帶領孩

子拿著 iPad 走出教室，試著為自己的故

事找尋更多的創作題材。那些站在操場

上的孩子們，有的拍攝風景，練習取景；

有的拍攝光影，練習焦距；有的拍攝人

像，謹記著老師教導的攝影倫理——詢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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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人意願，尊重他人選擇，這也是一

種主動的口語表達啊！

原來從文字閱讀到口說表達的活動

流程設計，是為了讓孩子在課堂上先找

出拍攝主題，確定照片的重點是什麼，

再走出教室實際拍攝。手上的 iPad 就

像孩子們的眼睛，透過對周遭的細心觀

察與紀錄，讓孩子們學會怎麼問「為什

麼？」我為什麼拍這張照片？我為什麼

要這樣拍？這樣的設計除了避免孩子到

課室外會漫無目的地亂拍，其實還隱藏

了張老師希望培養孩子自我對話能力的

期望。她希望這些孩子能勇敢跨越總是

由大人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的舒適圈，

並將這種能力延伸到生活中的各個層面。

拍好了照片，張老師又將學習再度

拉回課室內，讓孩子將想好的故事內容

結合拍攝的照片，在臺上一邊說一邊和

同學分享。這次活動分享的時間雖然很

短，卻是張老師花了三個月引導、練習

的成果。老師帶著微笑，用充滿期待的

語氣說未來她還要進一步教導孩子利用

▲「數位說故事」課程設計與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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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製作動態影片，學習如何在有限的

時間內簡單地抓住表達重點，最後在期

末時讓每個人都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影

片故事。

從老師到學生—課堂教
會老師的事

儘管「數位說故事」課程尚未結束，

但課堂已經翻轉了！現在孩子們能主動

說出老師預想的修辭教學重點，運用譬

喻法形容「我覺得這朵花像火」，甚至

反轉角色解釋為何這樣取景比老師的建

議好。家長也回饋上課後孩子比較願意

停下腳步觀察週遭的花草景色，並分享

眼中所看到的事物，對於寫作的態度也

轉趨積極，知道如何抓住寫作重點。在

圖三 「我看到一朵紅色的花，因為我覺得很 
 漂亮，所以我就拍下來。」一位男孩慢 
 慢地說。在成人的世界裡，這是一句平 
 淡無奇的話，但對於孩子來說，這是他 
 們用眼前這個「視界」所看到的「世界」。

老師的帶領下，學生從讀到說，再從說

到寫，一步一步踏實前進，這樣的成果

實在讓人難以想像當初孩子們對書寫有

多依賴大人協助、有多難以下筆！然而，

成功的課堂卻是張老師不斷努力而來的。

談及將數位科技融入潛能班教學的契機，

張老師表示四年前其實已嘗試過一次，

但當時受限於器材與規劃，課程實施並

不理想。直到去年，在普通班運用 iPad
繪製社區地圖的課堂成功經驗才給了她

信心，因此在學校設備的支援下，又重

新燃起嘗試的念頭。

圖四 過去的課堂經驗，成為了張老師以數位 
 科技融入潛能班教學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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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翅膀，數位教學的
展望

特殊教育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多元

的學習方式，為特殊需求的孩子搭建不

同的鷹架，讓每一位孩子，可以找到最

適合自己的學習工具，依自己的學習步

伐前進。運用科技媒體融入特殊教育，

讓孩子接軌社會，亦能引起學習動機。

對張老師而言，這些孩子只是需要更多

的時間讓自己進入上課狀態，為學習做

好準備，因此每次課程開始時都會安排

說話時間，透過聊天一邊掌握孩子的當

日狀況，一邊調整接下來的課程節奏，

也會把上課重點清楚地寫在黑板上，讓

學生能夠遵循。「一點點的教學改變，

一點點的課程變化，就能讓孩子有不同

的學習方式；透過動態的活動，讓閱讀

不再是靜態；透過靜態的反思，讓孩子

不再是抗拒。」張老師說話時語氣充滿

著熱情。

詢問老師接下來還想如何將數位媒

體融入教學，張老師思考了一下堅定地

表示，未來想繼續擴大科技媒體的運用

範圍，不僅是幫助孩子改善閱讀理解障

礙，更要嘗試運用於改善社交技巧、溝

通訓練等特殊需求課程。在張老師心中，

iPad 不只是這群孩子的眼和口，更是他

們的有形翅膀，期望未來能帶領學生發

揮潛能，創作出專屬於自己的成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