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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影視社會學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若上下學期均開設者，請均註記) 
節數 每週  1 節  

設計理念 

Prensky（2001）使用「數位原住民」或「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來形容出生於 1980年之後的新世代，說明他們從出生便接觸數位科技與數位文化，他們常使用的數

位語言多源自於動漫、卡通與電玩與網際網路等虛擬世界。視覺圖像已完全融入數位原住民的生活型態中，成為溝通工具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數位原住民學生與過去的學生最明顯

的差異在於思考模式與資訊處理方式有極大的差異與改變。數位原住民學生喜歡「視覺圖像」更勝於「文字敘述」，也造就學習方式的改變。 

影視社會學結合數位科技及影像媒體，讓學生不再只是靜觀與聆聽的學習者，突破過去單向「想」的學習模式，學生不再只是靜觀與聆聽的學習者。透過「問題導向學習」 (PBL)  

進行課程設計，藉由「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及「媒體創客」(Media Maker)的實作課程來引導學生融入情境，培養學生將「創意發想」及「設計執行」運用於表現任務。課

程的「互動性」、「參與性」、「競賽性」讓學生能積極參與、恣意漫遊於課堂的互動空間，讓每一位學生成為「社會行動家」，以達成本校「自信、負責、充實學習」之願景。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J-A3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的素養。 

J-B1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J-C2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思考主題內容與個人生活及社會的關聯性。 

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願意付諸行動。 

3. 規劃與執行問題探究，運用數位及影音媒體，利用資訊科技進行創作表現，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4. 實踐課程，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並能明確表達、解析及評價自己與他人的作品。 

學習 

內容 

1. 新聞報導及文本解析 

2. 新聞採訪和寫作實務 

3. 社區發展再造案例探討 

4. 專題設計規劃與執行 

5. 團隊合作與分享回饋 

課程目標 
學生能學習新聞採訪的方法與技巧，以及新聞寫作的原理與原則，並進行新聞稿寫作與新聞線上採訪實務練習，以及了解新聞媒體產業的發展現況與熟悉新聞媒體的組織運作，統

整跨領域的知識來進行專題探究，善用表達與溝通的能力，展現主動參與及樂於分享，在團隊合作中凝聚共識，共同提出問題解決的方針及策略。 

總結性評量-表

現任務 

八年級上學期：木中校慶採訪專題 

1. 校慶主題採訪專題規劃 

2. 現地採訪及撰寫新聞稿 

3. 校慶採訪專題網頁製作 

八年級下學期：原鄉踏查紀錄新聞 

1. 社區田野調查及撰寫分析報告 

2. 紀錄新聞採訪及拍攝作業實作 

3. 紀錄新聞的影像後製及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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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形成性評量(檢核點)/期末總結性 

第 

1 

學 

期 

第 

1-6週
新聞的百變樣貌 

1. 世界知名的新聞媒體

2. 新聞的功能與分類

3. 新聞製作流程與編制

4. 新聞來源與取捨標準

1. 能完成學習單

2. 能回答問題

第 

7-11週
寫出精采的新聞 

1. 新聞自由及職業倫理

2. 新聞採訪方法與技巧

3. 新聞寫作理論與形式

4. 新聞用語與寫作範例

1. 能完成學習單

2. 能回答問題

第 

12-21 週
木中校慶採訪專題 

1. 新聞企劃與寫作結構

2. 新聞採訪及撰寫新聞稿

3. 校慶採訪專題網頁製作

1. 能完成新聞專題採訪及寫作

2. 能將專題內容清楚的表達

3. 能製作校慶採訪專題網頁

第 

2 

學 

期 

第 

1-5週
地方創生案例探討 

1. 文化保存與維護

2. 社區景觀美化再造

3. 社區閒置空間活化

4. 校外參訪青創基地

1. 能完成學習單

2. 能搜集校外參訪的青創基地資料

3. 能設計訪問青創基地的題目

第 

6-11週
原鄉踏查採訪企劃 

1. 紀錄新聞採訪禮儀與寫作

2. 紀錄聞的攝影構圖藝術

3. 紀錄新聞採訪的行前規劃

1. 能回答問題

2. 能完成學習單

3. 能完成新聞採訪企劃

第 

12-20週
原鄉踏查紀錄新聞 

1. 紀錄新聞現地採訪

2. 紀錄新聞影像後製

3. 原鄉踏查紀錄新聞發表

4. 其他組別提問及回饋

1. 能和同學合作完成紀錄新聞採訪

2. 能將採訪影片進行後製

3. 能清楚表達採訪主題並與同學分享

4. 運用發表評量進行自評及互評

議題融入實質內

涵 

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迷思、偏見與歧視。 

品 J5  資訊與媒體的公共性與社會責任。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生 J1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 

法 J3  認識法律之意義與制定。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力與興趣。 

多 J11 增加實地體驗與行動學習，落實文化實踐力。 

閱 J7  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性。 

評量規劃 

八年級上學期 

1. 學習單(50%)

2. 課堂表現(10%)

3. 分組競賽(10%)

4. 新聞稿(10%)

5. 新聞網頁(20%)

八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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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單(40%) 

2. 課堂表現(10%) 

3. 分組競賽(30%) 

4. 原鄉踏查紀錄新聞(2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電腦、平板、影音撥放設備、攝影機、攝影器材。 

教材來源 
網紅‧假新聞‧偽科學：媒體素養必須知道的 20堂課(小鯨生活文創) 

我的第一本廣告行銷影片企劃實戰書(PCuSER電腦人文化)  

田野敲敲門：現地研究基本功(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師資來源 張育華、吳旭山、陳玟玟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