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年度大直高中國中部國七、八暑期自主學習指引 

 
 

親愛的家長與同學： 

 

根據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的第四項核

心目標「優質教育」，我們強調終身學習的重要性。為了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並彰顯學習者的主

體性，學校應該從國中、小學階段便開始引導學生自主規劃學習，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透過聚焦

生活情境，鼓勵他們主動解決問題，並進一步培養創新創造的能力，讓學生能夠展現「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 

 

寒暑假正是學生體驗生活、探索世界的黃金時機。我們希望回歸「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

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主導者。他們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和特質，發掘自己的優勢與需加強之處，進

而設定學習目標、自主決定學習內容，並負責管理自己的學習進度。同時，他們也將學習適合的方

法，累積學習經驗，並學習面對挫折、反思和實踐行動。 

 

為協助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圖書館特別邀請各領域教師設計一系列的自主學習主題和指引，供

學生參考。我們也提供了「學習記錄單」（附件1）和「成果發表簡報模板」（附件2），鼓勵學生

運用文字、錄影、照片等形式記錄學習歷程。尚未確定學習主題的同學，可依照指引選擇「一個主

題」進行學習。已經確定學習目標的同學，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計畫進行學習。 

 

開學後，請同學將學習記錄單（附件1）和成果發表簡報檔案（附件2）交給導師。導師將引導

學生在早自習、班會或彈性課程時間分享學習成果，圖書館也將對表現優秀的同學進行獎勵，以營

造互相觀摩、一同成長的學習氛圍。 

 

若同學需要附件1、2的電子檔，可在學校網站圖書館「自主學習專區」下載(首頁 > 新生專區 

> 國七新生專區 > 國七八暑期自主學習)。預祝同學們學習順利、暑期愉快。 

大直高中圖書館 

2025年4月30日 

 

 

 
 
 
 



我的自主學習記錄(附件1) 

學習目標  
 
 

資料蒐集 

 
(學習方式) 

(學習媒材) 

(所需資源) 

(合作夥伴) 

 
 
 
 
 
 
 

 
學習計畫及檢核 

 

(註1：請暑假一開始便做好規畫，才能更有效利用時間) 

(註2：不需每週填寫，利用空白時間進行自主學習即可) 

(註3：進度區請填寫具體學習活動，如：學習日文50音 Na 行/讀「蛤蟆先生去

看心理師」第一章並書寫小記/完成「阿駿日常」飛擺鐘製作/規畫台北大縱走

四條路線/完成成果報告投影片等等 

七月 

週次 進度 
達成目標 

(打勾代表完成) 

7/01~05 
 

 
學生□ 家長 □ 

7/06~12 
 

 
學生□ 家長 □ 

7/13~19 
 

 
學生□ 家長 □ 

7/20~26 
 

 
學生□家長 □ 

7/27~8/02 
 

 
學生□ 家長 □ 

八月 

8/03~8/09 
 

 
學生□ 家長□ 

8/10~8/16 
 

 
學生□ 家長 □ 

8/17~8/23 
 

 
學生□ 家長 □ 

8/24~8/30 
 

 
學生□家長 □ 

 

 

 

 



我的成果報告(簡報模版-附件2) 

(大綱) 

 
 
說明：請根據你的自主學習記錄單完成一份簡報檔案。(開學後交給導師) 

檔案內容需包含三個部份： 

一、你的學習動機(20%)：盡量和你的生活結合，告訴大家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學習任務。 

二、你的學習歷程(50%)：依序將你的學習目標、學習方法、學習計畫和學習成效和大家分享。可以

使用條列式的書寫方法或利用照片、表格、數據、計畫檢核表等圖表，呈

現你的學習歷程。 

三、學習反思(30%)：這個自主學習計畫對你的影響，是否有什麼改變或成長，你的學習心得或是透 

過這個過程盡到的世界公民責任都可以在這個部份呈現。 

 
 
 
 
 
 
 
 
 
 
 
 

(簡報範例於背面) 



(簡報範例) 

               
 
 

              
 
 

                
 
 

                 
 



國中國文領域 

主題：《（填入影視作品名稱）》與它的產地（原著作品） 

 

說明： 

 
「個人生命歷程有限，他人經驗無限，人的一生無法經歷所有的事，但書本中存著人類智慧與

經驗的結晶，透過閱讀可以吸收別人的經驗，擴展對世界的認知，不只豐富個人的存在與價值，更

能開啟另一扇窗，以宏觀的角度理解世界，透過閱讀人們得以認識自我未知的領域，也讓生活更為

多采多姿。」（李俊湖〈閱讀力是開啟知識寶藏的鑰匙〉）我們進入國中之後，每週都會有五堂的

國文課，即使上課節數是所有科目中最多的一科，在課程中的閱讀也有其侷限性。課本上選錄的多

半為單篇或節錄的文章，要在課堂上細讀一本完整的著作是不可能的，暑假正是進行長篇閱讀的最

佳時機。 

清代的張潮曾言：「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意思是善於閱讀的人，沒有什麼不能當作書本

來閱讀的。文學著作如小說、散文等，常常是影視作品題材來源，例如世界知名的奇幻小說《哈利

波特》，原著總共有七集，每一集都被翻拍成系列電影，這些影視作品當然也可以「閱讀」。我們

可以挑選一部影視作品，以及其原著，在長假期間進行閱讀。可以先看影視作品，再看原著；也可

以先讀原著，再觀看影視作品。單純的閱讀，確實能感受閱讀的樂趣，但帶有目的性的閱讀，可以

收穫更多。我們可以帶著比較目光閱讀，原著和改編作品之間有哪些相同點、差異處？兩相比較之

下，原著跟影視作品誰更出色？還是各有千秋？最後將這些觀察所得，寫成一篇的專題研究，我們

也可以成為一位小小的書（影）評家。 

 

學習引導： 

 
1、看似漫長的暑假，如何能讓自己學習與玩樂並重？「時間管理」絕對是關鍵。請衡量可運用時間，

挑選，如果是套書與系列電影，請挑選其中一集原著與電影即可。不妨幫自己安排進度表：哪幾

週進行原著閱讀（更仔細一點可以明訂閱讀章節）、影視作品觀賞、兩相對讀比較、專題研究的

撰寫。 

2、閱讀原著或觀賞電影時，可以做章節或情節的摘要紀錄，方便之後可以進行比較。 

3、專題研究的撰寫形式不拘，如果希望自己的成果比較正式一些，可以再上網搜尋一些影評、書評

的文章參考。 

5、個人的知識、經驗有限，有時候可能觀點或視角比較單一，可獨力完成，也可以多找其他的同學

參與，規模可以擴大為讀書會、觀影會，並且預留時間彼此討論分享。或者去搜尋針對相同的原

著與影視作品的評論文章或影片作為參考，但要注意，如果不是自己原創的觀點，應該註明出處。 

 



國中英文領域 

主題：我想說「   」文 

 

說明： 

 

從小學開始，我們每週都有至少一節的英文課，從中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聽、說、讀、寫。然

而，在生活中，除了英文之外，我們需要使用其他語言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例如，當和家人一同前

往日本旅遊時，希望能夠自己用日文點菜、購物、問路；在觀看動畫或玩手遊時，想知道某些沒有

翻譯出來文句的意思，也希望能夠與日本玩家合作打怪；與日本姊妹校的同學進行視訊連線時，需

要用日文交流並用簡單的日文幫助他們理解報告內容；十分喜歡韓團的歌曲及舞蹈，希望能夠唱她

們的韓文歌曲，期待著在見面會上能夠用簡單的韓文向喜歡的藝人打招呼；觀看韓國綜藝節目或追

劇時，也覺得韓文十分有趣和親切。 

以上種種時刻都是開始學習第二外語的契機。然而，在平時上課、下課、補習以及與家人相處

中，我們的時間大部分都被佔用，很難撥出長時間並有計劃地學習一門新的語言。如果能夠充分利

用暑假兩個月的時間，也許在開學後，我們就有可能具備了初級的第二外語能力了呢！ 

 
 

學習引導：回答以下問題可以更清楚要如何開始這個學習計畫喔! 

 

1、學習語言、不外乎聽說讀寫，我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大概可以學完那些內容呢？ 

2、暑假看似時間很長，但其實還有許多既定的行程，排除那些時間之後，我還剩下哪些可以自由學

習的時間呢？ 

3、若不打算額外花錢去坊間的學習機構上課，我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學習教材和資源呢？ 

4、沒有老師時時幫我盯學習進度，也沒有要準備的小考，我可以如何檢核自己的學習成效呢？ 

5、一個人學習似乎有些孤單，我需不需邀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學習呢？ 

 
 
 
 
 
 
 
 
 
 
 
 
 
 
 
 



國中數學領域 

主題：我想「做」桌遊 

說明： 

 

    桌遊是一個很好的社交活動。你可以和朋友、家人或同學一起坐下來，共同參與遊戲。這不僅

有助於建立更深的人際關係，還能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許多桌遊需要策略和思考。你必須計劃你

的下一步，預測其他玩家的動作，並選擇最佳的策略來贏得遊戲。這有助於培養你的邏輯思維和問

題解決能力。如果你對遊戲設計感興趣，自己做桌遊是一個很好的練習。你可以設計遊戲規則、元

件，並思考如何讓遊戲更有趣。這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讓你發揮想像力。 
 

 

學習引導： 

 

自己設計和製作桌遊是一個有趣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以下是一些步驟，可以幫助你開始自

己做桌遊的計畫： 
 

 選擇遊戲主題：首先，你需要決定遊戲的主題。是一個冒險遊戲、謎題遊戲、策略遊戲，還是

其他類型的遊戲？ 

 設計遊戲規則：這包括遊戲目標、遊戲流程、遊戲中的角色和動作，以及勝利條件。 

 製作遊戲元件：可以製作遊戲所需的元件，例如遊戲板、卡片、骰子、遊戲角色等。可以使用

紙張、卡紙、塑膠或其他材料。 

 測試遊戲：在遊戲完成之前，需要進行測試。可以邀請朋友或家人一起玩遊戲，並收集反饋。

這有助於改進遊戲的規則和元件。 

 美化遊戲：一旦遊戲的規則和元件都確定無誤，可以進行美化遊戲。添加插圖、顏色，或使用

印刷服務製作專業的遊戲元件。 

 
 
 
 
 
 
 
 
 
 
 
 
 
 
 
 
 
 
 
 



國中社會領域 

主題：我愛我故鄉-社區踏查 

說明： 

 
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你了解台灣嗎？你了解自己生長的土地的過去與現在嗎？你可曾注

意， 上、放學途中每天經過的不知名的店家、廟宇、古厝、石碑、公園、水圳……，一切的一切都

在向我 們娓娓道出這塊土地曾經經歷過的的美麗與哀愁。利用這個暑假來一趟尋根之旅吧，親近土

地，與土 地對話，好好了解我們所生長的地方，思考這個地方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以及我們能為

這塊土地做 出怎樣的改變! 

 

學習引導： 

 

1. 請選擇你一處你想要深入了解與踏查的地區。(例：大直、北投、天母、鹿港、台南……) 。 

2. 了解這個地區的地理位置、地名典故、歷史發展、特殊景點、當地公民參與與社區營造情形、面 

臨的問題與解決辦法……。 

3. 安排一趟社區踏查小旅行，親自走訪當地，與店家或居民對話。 

4. 以各種方式進行紀錄：文字、手繪、照片、影片、相關資料的整理。 

5. 可利用的資源：Google map、Google earth、百年歷史地圖、wiki 百科、相關書籍、里長辦公

室、 文史工作室、政府網站、粉絲專頁、youtube 介紹…… 

 
 
 
 
 
 
 
 
 
 
 
 
 
 
 
 
 
 
 
 
 
 
 
 
 
 
 
 



國中自然領域 

主題：我是行動派科學家 

說明： 

 

    科學與生活息息相關，我們會利用酵母菌來釀酒或製作麵包，利用細菌和病毒來製作疫苗或激

素，利用基因改造黃豆製作基改豆腐，可以利用簡單的實際操作，了解其原理。如果不喜歡動手操

作，也可實際走訪參觀，各大科學館、天文館、動物園、海生館等，為自己找一個生態保育或科學

研究主題，利用暑假，盡情研究，滿足求知慾。 

 可獨自研究，或2~3人一組。 

 呈現方式 :  1.班級內發表觀摩  2.口頭發表  3.書面展示  4.影像播放  5.其他。 

 
學習引導: 

 

透過 [動手做]或[實際走] 二擇一，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並完整呈現四~八週的研究歷程。 

1. [動手做] 

找一個感興趣的主題，透過實際操作或實驗，或單純解饞。 

例如: 

 學農夫種菜種水果，種小白菜或者種小番茄，需要澆多少水，施多少肥，除多少蟲，並詳實

記錄。 

 研究植物根莖葉的無性生殖，藉由實際種植並拍照記錄，地瓜(塊根)、馬鈴薯(塊莖)、草莓

或蛇莓(匍匐莖)、落地生根或石蓮花(葉片)，來了解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麵包烘焙，想做出好吃的麵包，需要哪些材料，又有哪些操縱或控制變因需要考慮？發粉

(乾燥酵母菌)、麵粉、水分含量、發酵時的溫度、濕度控制，都需要詳實紀錄。 

2. [實際走] 

找一個方便到達的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科學館或天文館，台灣在地或國外旅遊皆可，尋求

一個感興趣的主題來研究。 

第一〜二週: 資料查詢或規劃交通路線 

第三週: 實際走訪參觀，拍照攝影 

第四週:資料或照片整理，製作 PPT 

例如: 

 士林的科教館或天文館有許多常設展覽。 

 屏東車城海生館，可以親眼見到活化石鸚鵡螺，及前陣子掀起熱烈討論的拉麵配料〜大王具

足蟲。 

 日本沖繩的美麗海水族館，可以看到世界最大的魚類~「鯨鯊」，俗稱豆腐鯊，為保育類動

物，透過資料查詢，我們可以怎麼保育它? 

 新加坡也有許多動物園、植物園、夜間動物園、鳥園、海洋館等。 

 日本名古屋科學館，可以看到理化課堂中提及的「浮沉子」，原理為何?是否可以試著自己做

做看? 



國中部綜合領域 

主題：我能為你做什麼 

說明: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一直是綜合領域很重要的核心目標，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每年要達到的服

務時數，這些都是讓我們學習如何服務。常常有很多的外國人的 youtube影片提到台灣人是多麼的

友善與樂於助人，讓很多來台灣的外國人都覺得台灣真的是很棒的地方，當別的國家需要幫助時台

灣也常常第一時間提供幫助，讓很多國家都很樂意與我們交朋友，例如日本、土耳其....等。因此

服務是人與人或國與國促進關係最好的方式。 

請利用暑期假期間，透過各種方式發現需要服務的人、事、物，經過評估後，設計適合自己服

務的內容，每個過程要記得紀錄(拍照及文字敘述)！將服務的發現、評估、擬定行動計畫、執行計

畫及結果、心得，並製作個人簡報。 

 

 

學習引導:   

 
1. 透過各種方式(觀察、詢問、實地走訪等)發現需要服務的人、事、物 (家中、鄰居、社區…皆

可，請紀錄發現的過程，若有個資的部分請避開) 

2. 評估是否有能力做到其所需要的服務(分別列出可做到與不可做到的項目，不可做到的項目請說

明原因) 

3. 若能，則開始擬定服務計畫；若不能，則找出其他可幫助他的方法(例如通知里長或…) 

4. 找出具體可服務的方法，並找出過程中所需要的工具或器材，或是需要多少夥伴幫助 

5. 按照計畫開始進行服務，詳細記錄過程(可用文字、照片或影片表示)，並作出 PPT，以利結束後

的反思與報告 

6. 服務結束後要進行反思，做不好的部分如何改善，做得不錯的部分是否能夠更好。(在 PPT最後

的部分呈現) 

 
 
 
 
 
 
 
 
 
 
 
 
 
 
 
 



國中健體領域 

 「台北大縱走 

主題：我是  市民運動中心   達人 

      河濱自行車 」 

說明： 

 

俗話說「要活就要動」，運動早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身在台北市的大家，其實是很幸

福的一群人，就運動的環境來說，我們擁有非常多室內室外的資源！其中包含了台北市各區的運動

中心、河濱自行車道、以及環繞著台北市的登山步道。平時礙於上放學時間，各位可能無法好好的

來體會這些設施的便利及樂趣，就讓我們利用暑假，為自己安排一場豐富身心靈的運動之旅吧！ 

 

學習引導：回答以下問題可以更清楚要如何開始這個學習計畫喔！ 

 

1. 這三大主題，我對哪一個最有興趣呢？(如果時間允許，要三個都完成也可以喔！) 

2. 暑假看似很長，但其實還有很多的既定行程，扣除這些，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應用？ 

3. 就選定的主題，以我家為圓心，選定五個目標路線，依照實際距離或路線難易度、交通便利性、

課程預約報名等等因素考量，要如何排出接下來前往的順序呢？ 

4. 出發運動前，我需要準備哪些隨身物品，才能平安、順利的完成這次的任務呢？ 

5. 是否需要結伴同行？如果是獨自前往，有沒有將出發資訊告知我的家人了呢？ 

6. 加分題： 

7. 「台北大縱走任務」：選擇縱走步道拓印，完成五枚並拍照。 

8. 「市民運動中心任務」：尋找不同場館特色運動，完成與五個特色項目場館合照。 

9. 「河濱自行車任務」：完成五段路線騎乘之起終點指示牌合照。 

 

 

 

 

 

 

 

 

 

 

 

 

 

 

 

 



國中部藝術領域 

主題：夏日藝遊趣 

說明： 

 

藝術無所不在，但需要覺察。事先研究準備會幫助你更細緻地覺察；過程中的筆記，將讓你落

實觀察；事後整理報告如製作簡報，將深化體驗，幫助你養成覺察藝術的習慣。 

 
學習引導： 

 

為了設計這個獨一無二的旅程，這個暑假，請你—— 

1. 選擇一場你有興趣的藝文展演，實地造訪並享受藝術。 

2. 造訪前請你預先研究這個藝文展演的人事時地物： 

 人——如藝術家或團隊、觀眾樣貌（如年齡層、性別、服裝等等） 

 事——如展演名稱、藝術類型、展演內容 

 時——如展演期間與你造訪觀賞的日期時間 

 地——如展演地點、場地佈置與細節（色調、溫度、氣氛等等） 

 物——深入介紹最特別的部分，如某一件展覽作品、某個表演面向或段落、樂曲中特別吸

引你的如配器或歌詞等等。 

3. 結束後製作簡報整理你的學習歷程，內容包含文字、圖片甚至影片——有圖有真相！ 

 

 

 

 

 

 

 

 

 

 

 

 

 

 

 

 

 

 

 

 

 

 

 

 

 

 

 

 



國中部科技領域 

 

主題：推動綠色校園與智慧節能科技應用 

說明： 

 
在現今社會，「永續」這個概念是我們生活的指標，在地球村及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不浪費、

可重複使用、節能減碳不只是環保口號，更應該是我們落實的生活態度。觀察我們的校園，從上、

放學搭乘的交通工具、各班使用燈具、冷氣、大屏的時間、午餐桶餐的剩食等等，要達到綠色校園

的標準，我們似乎還有一段距離，隨著人工智慧（AI）、無線通訊網路技術（5G）、雲端平台

（Cloud platform），大數據（Bigdata）及物聯網（IoT）等資通訊技術越來越廣泛應用，或許我

們可以借力使力，運用科技來達到永續校園的目標。 

 

學習引導： 

  
一、以下提供幾個問題情境，請思考如何運用科技打造綠色校園並提升學生對環保意識和永續生活

的認識。 

 校園能源消耗高、能源浪費嚴重 

發展智慧節能：利用學習或設計智慧家電控製系統，能源監控系統、物聯網、再生能源…等

科技或概念，尋找或實現降低碳排放，實現永續利用。 

 師生環保意識不足、生活習慣不環保 

加強綠色宣導：設計 APP、製作微電影，提供環保知識或實踐指南。 

 師生對永續議題無感、覺得事不關已 

舉辦營隊或競賽：參加有關綠色環保、再生能源、永續發展的活動，促進綠色科技的發展和

應用。 

 

二、工具指引：目前你認識的科技技術有那些，那些可以透過自學完成設計、製作甚至大規模運用

在我們的生活中。如：APP、AR、VR、ChatGPT…等。 

 

三、若你對使用科技創造「永續生活」有興趣，但覺得自己的科技素養尚未能支持你產出可運用的

產品，也可以先進行提案，後續再來技續人員協助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