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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

• AI就是會模仿人類思考方式的電腦程式

• 例如下象棋、下圍棋

• AI就是會模仿人類行為的電腦程式

• 例如自動汽車駕駛

• AI就是會自我學習的電腦程式

• 例如圖像識別、語音辨識

• AI就是會基於情境感知進行合理行動的電腦程式

• 例如情緒感知、位置感知

• AI就是會模擬人類行為、推理與智慧的電腦程式

• 例如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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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層級

• 人工智慧有多聰明?人工智慧會發展到甚麼程度?什麼樣
的人工智慧會超出人類控制範圍，甚至給人類帶來威脅?

• 弱人工智慧(Narrow AI)

• 強人工智慧(Strong AI)

• 超人工智慧(Super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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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慧(Narrow AI)

• 又稱應用型人工智慧(Applied AI)，指專注且只能解決特
定領域問題的AI，Ex: AlphaGo, 自動駕駛車

• 整體而言只是一種技術工具

• 功能上的侷限性讓弱人工智慧只是人類的工具

• 只要嚴格控制、監管，弱人工智慧並不會是人類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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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工智慧(Strong AI)

• 人可以做什麼，強人工智慧就可以做什麼

• 一個Strong AI程式需要具備以下能力

• 當存在著不確定因素時，擁有進行推理、使用策略、解決問題、制定決策
的能力

• 擁有知識表達的能力，包括嘗試性知識表達的能力

• 規劃能力

• 學習能力

• 使用自然語言進行交流溝通的能力

• 將上述能力整合起來、實現既定目標的能力

• 是否必須具備“意識(Consciousness)”?

=>人們對於強人工智慧的擔憂即在於此



7 7

超級智慧(Superintelligence)

• 在科學創造力、智慧和社交能力等每一方面，都比最強
的人類大腦聰明很多的智慧(Nick Bostrom, 牛津大學教
授)

• 目前還無法想像強於人類的智慧形式、更遑論如何實現
(方法)、未來多久實現

• 理性分析：人類離威脅還相當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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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 語言翻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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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影像識別

http://www.cs.toronto.edu/~fritz/absps/imagenet.pdf

http://www.cs.toronto.edu/~fritz/absps/imagen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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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圍棋

• AlphaGo本質上就是一個深度學習的神經網路，透過網路架構與大量樣本找
到了可以預測對手落子(策略網路)、計算勝率(評價網路)以及根據有限選項
中計算最佳解的蒙地卡羅搜索樹，也就是說，他是根據這三個函數來找出最
佳動作，而不是真的理解了甚麼是圍棋。所以AlphaGo在本質上與微軟的
Cortana或iPhone的Siri其實差別只是專精在下圍棋罷了，並沒有多出什麼思
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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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圖片生成/藝術創作

圖片來源：AI 圖片生成器 Disco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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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自動駕駛

圖片來源：Waymo

https://waymo.com/int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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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詩詞創作

http://emnlp2014.org/papers/pdf/EMNLP2014074.pdf

http://emnlp2014.org/papers/pdf/EMNLP20140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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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智能理財

圖片來源： Trading Valley

https://www.growin.tv/stock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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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Office 軟體AI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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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虛擬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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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發展為智慧型代理人

• 人工智慧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工具。人工智慧更像是
一個能夠學習、幫忙解決問題，並供我們呼喚使用的「智慧代理
人」(intelligent agent)。

• 事實上這個智慧代理人不僅可以自我學習，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
數據千手觀音，手握來自個人、企業、社群、網站等各類數據。
這個數據千手觀音不但無所不包，同時還具備人類尚無法企及的
四個度，分別是「速度」、「維度」、「強度」與「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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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優於人類可強化人類不足部分

• 速度：人工智慧在面對海量數據時，能以遠勝人類數十億萬倍的速
度來處理、計算與分析資料。

• 維度：人工智慧遠遠超出人類僅有的五感，可以同時接收包括聲音、
影像，或是各種來自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感測器的資料如溫度、
震動等，四面八方、成千上萬不同來源的數據正在發生。

• 強度：人工智慧遠比人類強大，除了可以不眠不休、日以繼夜工作
外，它還可以透過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結合眾多計算資源，獲
得以往一般人無法取得的計算強度。

• 粒度：人工智慧在面對數據的細節處上，也遠比人類還細緻。例如
許多快到人眼無法關注到的影像，人工智慧卻可以將每一秒的過程，
再分割成幾十個影像，縮小粒度讓許多細節處不會被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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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合作促進AI Twin 思維發展

• 所謂AI Twin是指運用個人智慧(Human Intelligence, HI)並結合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也就是HI+AI，去面對問
題與挑戰的思維與能力。

• 個人智慧包括我們個人學習到的知識，積累的能力、經驗、甚
至直覺；人工智慧則賦予我們類比天眼通、神算子等過去所沒
有的數位超能力。

• AI Twin可以視為是每個人在數位世界中的另一個心智能力。這
個新生成的能力，是我們過去幾千年、幾萬年來所沒有過的最
新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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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win 思維的導入與發展方向

• 在教育現場讓師生導入AI思維不在於強調人工智慧技術，而是
強調具備對人工智慧抽象概念的理解與應用。

• 人工智慧技術的範圍頗廣，從電腦視覺、自然語言理解、機器
學習、深度學習到強化學習等，若要先懂得這些技術後才能將
之運用在教學上，那麼強調AI思維的教育將很難順利轉型成功。

• 因此如何跨越AI技術議題，使得師生仍能具備人工智慧的運用
能力，才應該是AI思維導入教學現場的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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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win 思維：自動、自學、自主、自覺

周忠信教授所倡議的企業導入AI思維四個面向，亦可適用於教育單位導入AI思維的
推動方向。

• 自動：AI協助掌變化

• 應用人工智慧的學習歷程記錄與即時分析，協助教師或學生掌握教學與學習的
變化。例如網路學習之非同步討論板互動討論內容主題隨著時間變化分析。

• 自學： AI協助擬預測

• 擬定預測模型，協助教師及學生預見學習成效。例如基於閱讀歷程之閱讀理解
成效預測。

• 自主： AI協助佐決策

• 擷取關鍵經驗，輔助教師或學生做好決策。例如AI輔助教師診斷學生線上學習
專注力，以調整教學策略。

• 自覺： AI協助提升體驗

• 人工智慧非取代人，而是以人為中心，滿足學習者的應用與互動體驗。例如以
眼動視覺推演之互動式數位閱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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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三個輔助非同步線上討論即時分析與回饋工具

上述三個非同步線上討論即時回饋系統皆以視覺化方式呈現透過討論板內容分析或探勘所擷取彙整之觀點資訊，讓學

習者更容易掌握討論的內容與主題，主要差異在於其呈現之討論內容擷取資訊為不同的觀點取向。(Chen, Li, Chang, et 

al., 2020; Chen, Li, & Huang, 2020; Chen & Tsao, 2020)

即時語義分析回饋系統(ISAFS)

係參考社會網絡之二模網絡模型社會導

覽，以及小世界模型的理論設計，提供

學習者檢視自己與全體學習者的討論內

容與所用詞彙的異同。

即時觀點比較系統(IPCS)

係基於社會網絡分析中自我網絡架構

與二維網絡的概念設計，提供學習者

檢視比較自己與其他個別學習者彼此

觀點之異同。

主題分析即時回饋系統(TAIFS)

係基於隱性引導策略下的代表性引導與認知

群體感知概念設計而成，提供學習者檢視整

體討論焦點與主題觀點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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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個人閱讀
標註學習履歷

自學：基於數位閱讀行為歷程之閱讀焦慮預測



24 24

線上教師及學習者觀察學習者閱讀焦慮原因使用者介面

自學：基於數位閱讀行為歷程之閱讀焦慮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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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網路同步學習注意力監測與提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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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網路同步學習注意力監測與提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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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具閱讀標註補充之互動式數位閱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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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win 所培養能力對於自學能力養成的價值

• 研究指出，十歲以前是「學習閱讀」，十歲以後是「閱讀學習」；
前者指的是，十歲以前的孩子是學習閱讀的策略，以便在日後能
懂得運用策略來學習；而十歲以後的孩子，便是運用之前所建構
出來的策略，再去探索更多的學識；簡而言之，十歲之後就是
「自學」的階段。

• 這十年來創新了許多名詞：區塊鏈、大數據、行動支付、雲端計
算、QRCODE、AI、AR、VR、YOUTUBER等，全都不是發明
者在老師或正規體系的軌道上發明出來的；簡單來說，這些都是
因自學行為所衍生出來的價值。

• 透過AI Twin所培養的自動、自學、自主、自覺能力所產生的力
量，遠比我們所認知的還要廣闊，它強大到可以引領世界，帶動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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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父離開谷歌警告AI可能變得比人類更聰明

有「AI 教父」之稱的傑佛瑞．辛頓 (Geoffrey Hinton)1 日證實，上周已從谷歌 Google(GOOG-US) (Google) 離職，他
受訪時坦言「對畢生的工作感到後悔」，並警告AI 可能變得比人類更聰明。

75 歲的辛頓在 Google 工作逾 10 年，並且參與AI 研發計畫，成為該領域最受尊敬的專家之一，所以可以從技術層
面解讀AI 的風險。他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離開 Google 的原因是他對AI 抱有倫理顧慮，並希望可以公
開且自由地談論其風險。

辛頓坦言，自己對畢生的工作感到後悔，包括AI 搶走工作與假資訊氾濫問題，「我以常用的藉口來安慰自己：就
算我不做，別人也會做。」

辛頓警告AI 有可能演變成殺人機器，因為AI 經常從他們分析的大量數據中學習意外行為。他指出，AI 驚人的發展
速度已經遠超出他與其他人的預期，他擔心有一天，真正的自主武器——那些殺手機器人，將成為現實。

辛頓進一步說，「有一種想法認為，AI 真的會變得比人類更聰明，我也曾覺得太離譜，我認為還差了 30 到 50 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顯然，我不再這麼認為了。」

辛頓也表示，AI 將快速顛覆就業市場，搶走人類的工作。例如 ChatGPT這樣的聊天機器人，可以協助我們的工作
變得更加完善，卻也能取代律師助理，個人助理，翻譯和其他處理死記硬背任務的人。「它帶走苦差事，也可能會
帶走更多東西」。

他還擔心AI 正在助長假訊息，使網路上將充斥著虛假的圖片、影片和文字，這將創造出讓許多人「再也無法分辨
真相」的世界。

資料來源: https://news.cnyes.com/news/id/5161868

https://invest.cnyes.com/usstock/detail/GO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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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父離開谷歌警告AI可能變得比人類更聰明

辛頓認為，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數位智慧」與「生物智慧」
（biological intelligence）相當不同，前者可以透過「完全複製」
獲取大量知識，但這是人類大腦無法達成的，這也是為什麼GPT-

4的知識量會遠大於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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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對於促進教學改變的意義與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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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多為單純的教學數位化流程
• AI輔助教學則更進一步活用數位化資料，並針對數位化

資料進行分析
• 藉由AI在速度、維度、強度、粒度上優於人類的特性來
輔助教學

AI輔助教學概念之導入對於提升教學成效上的意義與重
要性

1. 提升教師完成課程準備的效率與速度
2. 發現意想不到的教學問題或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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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訊科技融入課程後，再將AI技術運用於課程中：

• 簡要、層次較淺的教學工作交予AI處理(既定的知識搜
尋和彙整)

• 利用AI分析傳統教師難以透過人力處理的問題(高速度、
維度、強度與粒度的問題)

AI輔助教學概念之導入對於提升教學成效上的意義與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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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亦可作為教學者的教學合作夥伴與學習者的輔助學習工具

• 高效率的方式收集並分析數據，讓教學者與學習者更專
注於進行更高階之推理、預測等思維活動

• 不用從事編輯和計算等低階任務

AI輔助教學概念之導入對於提升教學成效上的意義與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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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有能力審視與思考如何有效運用AI：
• 何種工作可以交予AI處理？
• 針對問題，可以利用何種AI處理？
• 對教師教學能力與教學方式，AI可以給出何種建議？
• 對學生的學習歷程，AI可以給予何種提醒或輔助？

AI輔助教學概念之導入對於提升教學成效上的意義與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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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AI對於教師以及學生可能產生的教與學模式的改變
與可能效益

對於教師而言：
• 從教導者角色轉變為引導者角色
• 將較為規律的事項交由AI處理，可將精力集中於課程創新
• 藉由AI最佳化策略輔助，有助於實現個別化教學的目標

對於學生而言：
• 除了教師之外，更有24小時全年無休的AI助教
• 經由AI量身打造最適性的學習流程
• 藉由AI的診斷發現自己的學習盲點與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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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理論談AI導入教師教學之
策略與方法

Mishra& Koehler(2006)提出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 Content Knowledge(CK) 學科知識
• Pedagogical Knowledge(PK) 教學知識
•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 學科教學知識
• Technological Knowledge(TK) 科技知識
• 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CK) 科技學科知識
•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TPK) 科技教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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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理論談AI導入教師教學之
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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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理論談AI導入教師教學之
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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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AI對於教師以及學生可能產生的教與學模式的改變
與可能效益

基於AI概念進一步強化教師的科技教學知識(TPK部分)

• 除了傳統的數位科技運用之外，還應該要有AI輔助學習分析的概念
• 例如：AI能夠分析學生行為，推薦最適化教材或者學習路徑

• 利用AI輔助各領域學科教學
• 除了將教材數位化，還應該要有AI可運用於學科中何處的概念

各領域學科利用AI輔助(TCK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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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時機與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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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時機

• 教材蒐集
智慧型代理人技術(Intelligent Agent) ：代理教師自動取得特定之網路資訊
(相關教材)，減少教師蒐集教材的時間

• 自動出題
題庫最佳化出題：依據教師所設定的學科權重自題庫中挑選最適合的題目

• 課前預習
翻轉教學的學生課前預習輔助

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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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時機

課中

• 學生學習輔助
教材推薦：根據學生風格、進度或行為推薦最適合的教材，以及個人化的學習路徑
討論區文字分析：分析發言，產生摘要或視覺化分析知識圖譜

• 教師的教學策略輔助
分析教學內容：基於分析教學投影片找出容易降低注意力部分
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基於學生特質與行為協助教師進行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
學習情緒以及注意力診斷：透過腦波注意力偵測與分析協助教師及時提醒注意力低
落學生、修正教學策略避免學習時產生負面情緒或低注意力

• 形成性評量
討論板自動出題：基於學生的討論內容自動產生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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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演算法之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參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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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演算法之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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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輔助非同步線上討論工具設計

46

上述三個非同步線上討論即時回饋系統皆以視覺化方式呈現透過討論板內容分析或探勘所擷取彙整之觀點資訊，讓學

習者更容易掌握討論的內容與主題，主要差異在於其呈現之討論內容擷取資訊為不同的觀點取向。(Chen, Li, Chang, et 

al., 2020; Chen, Li, & Huang, 2020; Chen & Tsao, 2020)

即時語義分析回饋系統(ISAFS)

係參考社會網絡之二模網絡模型社會導

覽，以及小世界模型的理論設計，提供

學習者檢視自己與全體學習者的討論內

容與所用詞彙的異同。

即時觀點比較系統(IPCS)

係基於社會網絡分析中自我網絡架構

與二維網絡的概念設計，提供學習者

檢視比較自己與其他個別學習者彼此

觀點之異同。

主題分析即時回饋系統(TAIFS)

係基於隱性引導策略下的代表性引導與認知

群體感知概念設計而成，提供學習者檢視整

體討論焦點與主題觀點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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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FS

顯示區

Moodle

討論區

主題分析即時回饋系統(TAIFS)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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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討論區內容自動出題促進非同步討論

• 優先以他組學習者之觀點差異度較大關鍵字作為討論內容相關的測驗題。

• 當學習者要提升稱號時，則需要完成指定題數的稱號等級挑戰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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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時機

• 學生學習診斷
透過學生學習歷程分析學生盲點、缺點、弱項

• 預警學習表現
分析學生學習行為，以預警方式提前排除造成學習中斷的事件

• 作業批改
AI協助老師進行作業批改，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

課後/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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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層次

第一層次：量表統計分析、解讀並應用於教學

• 教師應具有統計學基本素養(敘述統計、推論統計)

• 蒐集學生的特質資料(例如：認知風格、學習風格)，掌握學生個人學習差異，
並利用於適性化教學

第二層次：蒐集學習歷程記錄的方法，以及分析與解讀能力

• 除特質資料外，教師進一步具有蒐集學生學習歷程資料的概念
• 具備學習歷程分析(例如: 視覺化、學習儀表板、滯後序列、推論統計等)及

解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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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層次

第三層次：資料探勘

• 教師應具有資料探勘概念及能力
• 針對蒐集學生學習歷程資料進一步應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分類、分群、關聯

式規則及序列探勘等方法進行形成性評量、因果關係推理、學習行為樣式識
別、學習行為群集分析，以及行為序列轉移分析等應用

第四層次：機器學習

• 教師應具有機器學習的概念，了解不同機器學習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可能
的教學應用 (例如: 生成對抗網路(GAN) 輔助創造力教學應用、時間循環神
經網路應用於語音辨識以及自然語言分析等)

• 根據蒐集的學生學習歷程資料進行機器學習訓練，產生具有意義與價值的學
生學習行為模型，並進一步進行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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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聊天機器人於自主學習應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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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機器人運作流程

• 基本上聊天機器人遵循以下的運作流程：

1. 確立聊天機器人的任務

2. 理解使用者輸入的意圖

3. 以使用者的意圖組合出query/尋找相似度/作為生成起始句

4. 根據前一步驟在系統中查出(query)/找出(比對)/生成對應回覆

5. 回覆使用者文字

不同聊天機器人的運作流程細節會有不同，以機器人類型區分會較為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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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機器人類型

三種具代表性之聊天機器人類型

1. 客服問答系統(客服回答資料庫)

2. 知識問答系統(知識圖譜)

3. 閒聊系統(比對或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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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問答系統(客服回答資料庫)

機器人任務：提供顧客答案

• 理解意圖方式：不拆解問題，使用相似度比較

• 實作方式：將問題與資料庫的答案進行相似度比對(TF-IDF、
BERT等)，回傳系統認為最相關的答案

• 回答來源：來自資料庫的固定答案(客服對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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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問答系統(客服回答資料庫)

實際上就是個搜尋系統，
透過將顧客聊天(提問)的內容與資料庫中文本比對回傳結果。

此類客服回答資料庫通常有上千條紀錄，
單純以全文搜尋並不實際，
因此使用機器人作為查詢介面。

優點：回答為人工寫下，較為準確(具參考性)
缺點：建立資料庫需大量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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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問答系統(知識圖譜)

機器人任務：回答使用者特定領域知識

• 理解意圖方式：拆解使用者問題，抓取關鍵字，於圖譜中查詢

• 實作方式：對使用者問題進行命名實體識別，將關鍵字組合為圖
形資料庫查詢語句，將圖譜結果組合為答案回傳

• 回答來源：來自知識圖譜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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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問答系統(知識圖譜)

實際上也是個搜尋系統，

透過將自然語言轉化為query，在圖譜中查詢資料。

如同百科事典圖譜把表單轉為query一樣，

使用者不一定會知道該如何查詢，

因此使用該機器人作為介面，

此外也能將查詢結果換為自然語言。

優點：只要辨識正確且圖譜內有答案，就可組合出
精確的回答

缺點：建立完善圖譜需大量人工作業(無法單純使用
動詞抽取)，或者限縮可詢問的「知識」範疇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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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聊系統

• 機器人任務：使用者講一句，他講一句

• 理解意圖方式：可為相似度，或以NLP模型解析語意

• 實作方式：

若為相似度，則語料為大量成對的閒聊對話，以相似度判斷該回覆哪句回答。
優點是比較像是人說話，缺點是只限於語料內的回答。(檢索式機器人)

若為語意，則使用大量成對閒聊對話訓練模型，根據使用者輸入對話生成回覆。
優點是回覆內容不重複，缺點是回覆品質不穩定，取決於訓練語料範疇多寡、
完整性等。(生成式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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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a介紹

 Rasa是一個免費開源的聊天機器人框架，用於開發智能對話系統，
當中包括一個自然語言理解模型(rasa.nlu)和一個對話管理模型
(rasa.core)，得以識別使用者的對話意圖並由聊天機器人給予相
應的回覆。

相較於單輪對話的一問一答(QA pairs)，Rasa採用多輪對話的形
式，在對話進行過程中維護使用者的對話狀態和儲存使用者輸入
的關鍵字

 Rasa聊天機器人屬於「任務導向型」，創建聊天模型的目的是為
了滿足使用者需求或是完成交辦的特定事務，例如：使用者註冊、
訂票系統、查詢天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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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a基本架構(1/2)

 Rasa運作原理是透過事先訓練的聊天模型，舉例出聊天過程中可
能會出現的使用者意圖和聊天機器人預設的回覆訊息，以建構出
預期的聊天情境。

基本架構如下：
 NLU data : 建立使用者意圖的範例

 Responses : 建立聊天機器人預設的訊息

 Stories : 建立聊天對話的步驟

 Forms : 建立表單蒐集使用者資料

 Rules : 過程中應該遵循的對話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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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a基本架構(2/2)

使用者意圖範例

聊天故事範例

建立「查詢天氣」的聊天情境

使用者有「打招呼」的意圖

機器人回覆「打招呼」意圖的訊息

聊天機器人回覆範例

使用者有「詢問天氣」的意圖
機器人執行「查詢天氣」表單
在蒐集完使用者完整訊息前
持續開啟「查詢天氣」表單

http://dev-rasa-service.dlll.nccu.edu.tw:5591/
http://dev-rasa-service.dlll.nccu.edu.tw: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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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a發展之博物館自然語言互動虛擬人物

• 系統架構

Duguleană, M.; Briciu, V.-A.; Duduman, I.-A.; Machidon, O.M. A Virtual Assistant for Natural Interactions in 

Museums. Sustainability 2020, 12, 6958. https://doi.org/10.3390/su12176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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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語言理解模組

• 對話理解分析 • Virtual Av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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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展覽應用

• 實際展板布置 • 使用者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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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的學習可分為以下四階段：

一、學習文字接龍
當用戶給 GPT 一不完整句子，GPT 會猜出該接哪個字，例如給出「你好」兩字後，GPT 會接上「美」
字來生成「你好美」此完整句子。學習文字接龍的過程中，不需仰賴人工標註，GPT 透過從網路蒐集
大量資料來學習哪些字詞會被接在一起。
不過，每個不完整句子後面能接上的詞有很多可能性，因此 GPT 會先了解哪幾個字要很高的機率被接
上，從這些高機率單字中隨機抽出詞，這也導致 GPT 每次輸出結果皆不盡相同。

GPT 在學文字接龍即可回答問題，例
如用戶提問「台灣最高的山是哪座?」，
GPT 會接上「玉」字，再次生成一個
不完整的句子「台灣最高的山是哪座?

玉」，最後 GPT 在結尾接上「山」字。

ChatGPT 原理

66

資料來源: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30032-chatgpt-possible-4-steps-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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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類來引導文字接龍方向
但光靠學習文字接龍，GPT 仍不知道該如何給出有用的回答，因此需靠人類給出 GPT 一些問題，並藉
人工寫出答案，接著再把資料一併丟給 GPT。藉此階段即可引導 GPT 去看類似人工問題的文句，而非
只吸收無法成為有用輸出的資訊。
另外，GPT 學習中出現人工輔助，即代表人類需窮舉出所有可能問題嗎？李宏毅教授猜想是不需要，
因 Instruct GPT 論文顯示僅使用數萬則人工問題。GPT 本來就有能力產生正確答案，只是尚不知道哪些
是人類所需的。

三、模仿人類喜好
為了進一步讓 GPT 了解哪些文句為好答案，此時需藉「老師模型」，此模型能以人類的評分標準，來
為 GPT 所給出的答案進行評分，以此助 GPT 模仿人類的偏好。

ChatGPT 原理

資料來源: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30032-chatgpt-possible-4-steps-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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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增強式學習向模擬老師學習
上一階段的「老師模型」為增強式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獎勵（reward）環節，若將 GPT 答
案丟給老師模型產出低分後，系統再以增強式學習來調整參數，試圖達到高分。

ChatGPT 原理

ChatGPT 並非完美

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 無法永遠給出正確
答 案 ， 知 名 程 式 設 計 問 答 網 站 Stack

Overflow 近日表示因 ChatGPT 答案正確率太
低，而暫時禁用戶分享 GPT 的回答。學者
Gary Marcus 則提出 GPT 是善於模仿人類語
言，能讓答案聽起來準確，但未必代表
ChatGPT 對於真實世界有所理解。

由於 GPT 的設計是回答人類想要的問題，因
此可試問一些沒用的問題，就有機會得到錯
誤回答。

資料來源: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30032-chatgpt-possible-4-steps-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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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T-3 V.S. ChatGPT

GPT-3 ChatGPT

發表年 2020 2022

參數 1750億 3.45億

用途 生成文本，執行語言任務
。如翻譯、總結，完成編
碼任務、玩遊戲和回答問
題

為聊天功能生成文本，回答問題
，提供建議等

用戶觀感 死板 博學，願意回答任何問題

交流模式 API輸入指令，依指令執
行

個人聊天室，先猜測用戶意圖，
在給出可能的答案與建議

連貫性 脫離上下文執行 利用累積的對話紀錄，輔助上下
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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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給ChatGPT 問題的提示(Prompt)?

提示（Prompt）是提供給模型，以產生相關和適當輸出的一
段文字或問題。

要從GPT回饋中得到最好的結果，編寫好的提示非常重要。

編寫提示最佳做法：

● 具體：提示越具體，產出越相關
● 提供背景：應該為模型提供足夠的背景，讓他了解任務
● 語言清晰、簡明：提示應該容易理解，避免使用專業術

語或技術術語
● 使用例子：提供例子可幫助模型更理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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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把這個句子翻譯從英語翻譯成西班牙語：「我正在學習
如何使用GPT。」請提供一個自然和習慣性的翻譯。

針對中小企業的新金融服務創建一個社群媒體貼文。貼
文不應超過280個字元，並包括一個行動呼籲。

給ChatGPT 提示(Prompt)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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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角色扮演方式提高提示效率。

GPT回答問題一般是按照一般人的角度進行猜測與回答
，他並沒有角色的概念。

但一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去回答一個路人該專業上的問題
，回答的水準就不是同個概念與等級。

利用這個區別，用特定角色提示提供GPT所需要的背景
資訊，產生更準確和相關的輸出。

如何讓ChatGPT 的回答更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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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寫一個關於GPT對未來教育的影響的新聞片段。
● 扮演新聞主播，寫一段關於GPT對未來教育的影響的新

聞片段。

第二種寫法給GPT一個明確的方向，幫助GPT提供更詳細和
結構化的輸出。

給ChatGPT 更進階之角色扮演提示(Prompt)的實例



74

使用範本優化提示。

一般來說，我們向GPT是自由提問格式。但也可以提供
範本作為框架，讓他能夠產生高度結構化且一致的輸出
。

範本提供一個起點，允許GPT採用一個已知的結構並加
入獨特的內容，輸出的結果會有高度創造性且符合範本
的規定。

使用範本優化ChatGPT 提示(Pro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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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vs. 中文提示：

● GPT在理解或生成中文成語方面可能比英文難
● 中文比英文有更多的歧義和細微的差別，所以GPT

在處理中文提示時，可能會產生更多的輸出
● GPT可能產生在某些文化背景下不合適的輸出

英文與中文提示對於ChatGPT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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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產生失誤？

● 缺少背景
● 缺乏對某些主題的理解
● 有限的數據訓練
● 訓練資料中的偏差
● 生成文本的轉述（誤解輸入內容，或生成了不

準確的轉述）

ChatGPT 回答問題會產生失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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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協助教師出測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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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協助教師歸納非同步討論版上的討論內容(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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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協助教師歸納非同步討論版上的討論內容(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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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協助教師歸納非同步討論版上的討論內容(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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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協助教師歸納非同步討論版上的討論內容(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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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論文英文摘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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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重點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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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文章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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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文章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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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ChatGPT玩英語會話猜謎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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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ChatGPT玩英語會話猜謎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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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ChatGPT玩英語會話猜謎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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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ChatGPT玩英語會話猜謎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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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工具可以偵測學生有沒有使用 ChatGPT？

• 目前針對 ChatGPT 生成內容的偵測工具有：OpenAI AI Text
Classifier、CheckforAI、GPTzero.me及 Content at Scale 等。

• 目前偵測 ChatGPT 生成文字的技術並無法提供足夠的準確度，讓教
師藉以判斷特定作業中是否使用到AI 生成內容。

• 如果生成內容經過修改而不是被直接使用，偵測的困難度更高。同
時，由於 AI 生成文字之內容為隨機之文字組合，因此即使偵測工具
判定作業中有使用 AI 生成之文字，亦無法提供確切的證據（亦即不
同於現存的原創性檢核工具，可以明確指出相似內容之期刊、或網
頁內容。）

• 教師應當謹慎使用任何偵測 AI 生成內容的工具，以避免出現錯誤偵
測時，無法以有效方法進行驗證，而引發更大爭議。

參考來源: 臺大針對生成式AI 工具之教學因應措施 https://www.dlc.ntu.edu.tw/ai-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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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是否為AI寫作文章工具：GPT Zero

https://gptzero.me/

https://gptze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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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是否為AI寫作文章工具：GPT Zero

https://gptzero.me/

https://gptze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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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ChatGPT 來幫助學習？

• 回答提問：針對學習主題或課程內容裡不清楚的概念或想法，向 ChatGPT 提問做為進一
步釐清。

• 提供反饋：可以分析作業和提供相關反饋，做為思考和改進的參考。

• 做為參考範例：將 ChatGPT 生成內容做為參考範例，用來比對或分析自己的作品的優缺
點。

• 編修文字內容：輔助課程作業或報告，修改文法或內容精進。

• 練習語言：利用對話和問答功能來進行外語學習

• 練習批判性思考：由於 ChatGPT 生成內容可能存在資訊偏見與錯誤，因此必須學習檢查、
評估及分析資訊。對於缺乏支持證據或似乎不正確的內容，應尋求其他具權威性來源以
確保使用資訊正確、可靠、符合學術及研究需求。

• 釐清想法和確認目標：使用 ChatGPT 時，提問必須盡可能明確、具體，才能獲得高品質
回應。因此與 ChatGPT 的問答過程可以幫助自己釐清想法和更加確認學習目標。

參考來源: 臺大針對生成式AI 工具之教學因應措施 https://www.dlc.ntu.edu.tw/ai-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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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人影片

網站>>https://www.d-id.com/

https://www.d-id.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ZgFn5hYI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ZgFn5hY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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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用ICON 圖示與向量插圖

網站>> Recraft https://app.recraft.ai/community

https://app.recraft.ai/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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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線上討論室設計與合作學習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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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計理念

 結合多人語音辨識與文字探勘技術發展「具語音辨識之合作共筆摘要
萃取系統(Collaborative Writing Abstract Extraction System with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CWAES-ASR)，提升圖書館討論小間的
討論成效 ：

• 「語音輸入與辨識功能」：辨識不同圖書館讀者的討論內容，並將
其轉譯為逐字稿，避免讀者在討論過程因為分心而錯過討論的內容。

• 「摘要萃取功能」：從討論內容產生的逐字稿、讀者搜尋與補充的
資料中分析並獲取即時的主題式摘要與關鍵字，避免討論內容偏離
主題。



98

系統架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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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說明

語音輸入與辨識功能-語音辨識

 每當學習者按下START按鈕後，系統會開始執行並讀取秒數。

 學習者可以使用麥克風輸入語音訊號，隨即語音內容會自動轉換為相對應的文字，並且
及時呈現在編輯區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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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說明

語音輸入與辨識功能-語者辨識

 系統能夠辨識出輸入語音訊號的各別讀者。

 編輯區塊中的文字顏色即代表各別讀者發音的顏色。

 在辨識過每一位讀者的聲音之後，讀者需根據自己輸入內容的代表顏色新增名稱。



101

系統功能說明

摘要萃取功能

 「摘要萃取功能」，包含關鍵字以及主題式討論摘要萃取列表。

 點選「討論摘要萃取列表」中的摘要短句，能夠查看其原始逐字稿的內容，達到遠讀
(Distant Reading)與細讀(Close Reading)之交互參照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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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說明

社會網絡分析圖

 讀者在編輯區塊進行「新增」或「編輯」逐字稿的內容時，系統會將編修的部分與歷史
內容進行重複比對，藉此計算出貢獻程度以及修改他人討論內容幅度。

社會網絡分析圖-節點

 藉由「語音輸入與辨識功能」以及「鍵盤打字輸入」新增逐字稿的內容時，節點會隨之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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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說明

社會網絡分析圖-節點連線

 由讀者對其他讀者輸入的內容進行修改，節點連線會隨之形成。

 箭頭指向讀者修改內容的對象；箭頭粗細則代表修改幅度。

 透過點選讀者的節點能夠顯示該讀者對整份文件的貢獻字數，以及百分比；在節點連線
旁顯示的字數代表該讀者曾經對其他讀者修改過的討論內容總字數。



104

系統功能說明

編輯區塊

 具有可以調整字型樣式、字體大小、新增表格等文書處理功能。

 編輯區塊中的文字顏色即代表讀者新增以及修改文字的顏色。



105 105

具智慧文本分析之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於探究式學習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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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http://ccstwlib.ccstw.nccu.edu.tw/s/malaysiaperson/page/home

http://ccstwlib.ccstw.nccu.edu.tw/s/malaysiaperson/page/home
http://ccstwlib.ccstw.nccu.edu.tw/s/malaysiaperson/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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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與機構關係知識圖譜建立(1/4)

• 傳統人文領域對於知識的探查多半是以閱讀傳統紙本文本方式進行，但
在面對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已顯得不夠具有效率，也難以進行超過人
工閱讀負荷量之基於大數據文本之探查研究。

• 實體關係中從機構觀點所進行的命名實體關係文本脈絡探索，有助於學
習者以更豐富的探查面向從中獲得隱藏於人物與機構之間的潛在人物關
係。

• 數位人文工具的發展中探查文本內命名實體之間的關係，為基於文本分
析之數位人文教育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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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與機構關係知識圖譜建立(2/4)

• 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 KG)的發展對於語言學和社會科學而言，
具有極高的價值與意義，可針對知識進行具架構與視覺化的表述(Al-

Khatib, Hou & Wachsmuth, 2020)。

• 知識圖譜由節點和邊所組成，節點為文本中的實體，例如人名、地名和
機構名；邊則是代表實體的屬性或實體之間的關係。它能將繁複的資訊
簡潔有效的彙整於一張圖中，並能以同時呈現實體與實體之間關係的宏
觀遠讀視角給使用者進行關係脈絡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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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與機構關係知識圖譜建立(3/4)

• 基於知識圖譜視覺化方法，發展具有表達人物與人物、人物與機構實體
關係之知識圖譜，輔助人文研究者進行傳記類文本之人物與機構關係脈
絡解讀。

• 本研究以《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為目標研究傳記類文本，該文本為專
門收錄馬來西亞興化地區傑出華人之傳記，共收編了85位來自政界、商
界、文教和文藝界的馬來西亞興化地區傑出華人人物，對於馬來西亞興
化地區華人文化的延續與發展，均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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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與機構關係知識圖譜建立(4/4)

本研究發展之「人物與機構關係之知識圖譜分析工具」，具有以下功
能 :

1. 透過機器學習之自動名稱實體及關係識別技術，將人物與人物及人
物與機構關係以知識圖譜的遠讀視角方式呈現，輔助學習者進行此
一傳記類文本之人物與機構關係脈絡解讀。

2. 提供閱讀文本介面，達到遠讀(distant reading)與近讀(close reading)

的交互參照功能，讓學習者除了能探索人物與機構關係外，亦能透
過機構視角找到單看個人傳記所無法完整解讀之潛在人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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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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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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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人物誌社會網絡

建構馬來西亞興化人物誌的人物
關係脈絡

• 實體命名

• 關係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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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人物誌社會網絡-系統流程

114

人物實體命名

BERT

人物關係預測結果人物關係抽取

社會網
絡關係

1976年,陳承典與
太太葉荔玉結婚,

婚後育有二男一
女,分別是長子陳
祖民、女兒陳春
慧以及幼子陳祖
正。

陳承典
葉荔玉
陳祖民
陳春慧
陳祖正

向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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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人物誌社會網絡-系統流程

115

人物實體命名

BERT

人物關係預測結果人物關係抽取

社會網
絡關係

1976年,陳承典與
太太葉荔玉結婚,

婚後育有二男一女,

分別是長子陳祖民、
女兒陳春慧以及幼
子陳祖正。

出處:

1976年,陳承典與太太葉荔
玉結婚,婚後育有二男一女,

分別是長子陳祖民、女兒
陳春慧以及幼子陳祖正。

關係預測: 陳承典,葉荔玉

陳承典,葉荔玉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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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圖譜分析介面

1 2 3

1161 2 3檢索篩選器 知識圖譜 關係資訊



117 117

知識圖譜功能介紹

知識圖譜元素

• 節點 : 代表人物之中實體

• 連接線 : 實體彼此間關係
藍色節點
機構實體

橘色節點
人物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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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圖譜功能介紹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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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功能介紹

• 人物檢索

• 機構檢索

• 關係檢索

• 時間檢索

提供多選功能，方
便使用者進行比較

自1840~2019內的時間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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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功能介紹

• 人物檢索

• 機構檢索

• 關係檢索

• 時間檢索

提供多選功能，方
便使用者進行比較

自1840~2019內的時間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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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資訊功能介紹

121

• 實體

• 關係

• 年份

• 篇名(出處連結)

• 出處

被選取的知識圖譜
的節點與連接線

選取關係線之年份

鏈結回出處篇章

出現此關係資訊的文本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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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資訊功能介紹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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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於數位學習應用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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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於數位學習應用發展趨勢

• 人工智慧於學習評量、學習診斷、學習推薦及學習預警之精準教
育(precision education)應用

• 人工智慧於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 )或適性化(adaptive 

learning)學習應用

• 人工智慧於學習歷程大數據分析應用

• 人工智慧發展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支援自主學習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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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導入AI於教師之教學及學生的學習具有改變教與學模式及提升成效上
的效益

• 教師在教學實務環節中應強化導入AI於科技教學知識(TPK)、科技學
科知識(TCK)與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三個部分，也需要考慮課
前、課中及課後應用AI的時機與工具

• 需要在現行的教育環境中，評估教師運用AI輔以進行教學的能力，並
透過職能訓練提升教師應用AI的專業知能



126

推動方向

• 提升職前教師應用AI提升各科教學之教材教法專業知能

• 廣開在職教師應用AI提升教學專業知能之各項進修與研習管道

• 依據教師應用AI導入教學之時機與概念層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設
計

• 定期全國性或地方性之AI融入各科教學之教案設計競賽

• 建立全國性之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資源網

• 發展AI 導入教學之專業職能評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