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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 課程大綱 

 

 課程簡述 

 本課程旨在引導對於數位學習教材研發有興趣的同學，經由基本概念的介

紹、國外網站的觀摩，開始嘗試動手研發應用於語文教學的數位課程，並特別

著重於學習成效的考量。 

 

 課程說明 

本課程所涵蓋的內容由三部分組成： 

 

PART I: 基本概念篇 

(a) 教師信念 

(b) 模組化教材 

(c) 網路合作學習 

(d) 運用語料庫 

(e) 語言評量 

(f) 語用學習 

 

PART II: 見習篇 

｢現龍第二代｣ 中文學習系統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content_a.html 

 

PART III: 實作篇 

使用 AntConc 軟體製作語文學習課程 

 

 課程評量方式 

(a) 每週課前預習 40% 

(b) 上課參與討論 30% 

(c) 期末作業 40%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content_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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