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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需要先落地嘗試，累積經驗，才能有效檢視

https://www.scribbr.com/ai-tools/chatgpt-university-policies/
http://ctld.nthu.edu.tw/var/file/217/1217/img/268422637.pdf

以下所舉的課程方式是：除了
考試以外，完全開放使用，甚
至鼓勵並教學生如何使用AIGC。



從大學教育的角度來區別AIGC的三大功能

王道維 迎接「後知識時代」的來
臨---從生成式AI的虛擬知識談起
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
78728006。

虛擬知識：藉由LLM所
產生，在使用者輸入問
題且自行補充適當的預
設來理解後，所產生可
以參考應用的文字

強調絕對性，有
客觀方式驗證，
如理工領域

強調多元性，需
要各類角度的詮
釋，如人社領域

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7872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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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知識時代的學習觀

AI與教育的矛盾處

AI是「藉由機器學習完成
end-to-end的任務最佳化」，
而教育的對象是「人」，而
非任務本身。兩者近乎矛盾。

所以若要善用AI虛擬知識於
教育，教育者需要把學習的
視野與架構拉高擴大，讓學
習者更主動掌握方向與步調，
利用AI完成目標。反之，如
果學習者仍然只是被動學習，
則會因為AI的方便性而更加
怠惰，成為平庸而被取代。

王道維 迎接「後知識時代」的來臨---從生成式AI的虛擬知識談起
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78728006。

https://blog.udn.com/dawweiwang/178728006


理工領域：以虛擬助教「小TAI(Teaching Assistant Intelligence」為例

小TAI的人設是活潑幽默的大三學
姐，可以平衡補理工領域對成績
的性別刻板印象，並且讓男女同
學都覺得有親切感，增加積極提
問討論的意願。

小TAI雖然是接ChatGPT的API，但是有加入團隊特製
的system prompt與相關應用功能，放在特定輔助學習
的網頁中，可以引導學生直接發揮各種功能(例如蘇格
拉底式對話、角色扮演、公式推導、Latex撰寫、程式
計算與作圖等)，不必另外學習prompt engineering。



大學物理系需要大量使用微積分來學習
物理，但108課綱在高三並無微積分的
基礎介紹，因此可以藉由AIGC作助教協
助學生自主學習。我們鼓勵使用小TAI的
方式為：

1. 課堂上會介紹ChatGPT的原理

2. 課堂上教導如何使用所開發的系統

3. 作業中安置需要用小TAI回答的問題

4. 演習課助教繼續示範如何使用小TAI

5. 考試禁止使用，仍是傳統的筆試

6. 可用小TAI做專題報告視為補考

我們如何在課堂上使用小TAI？



學生使用小TAI的經驗回饋



小TAI的功能與學生求助的方式

我們會按照課程的進度，透過
作業引導，逐步教學生如何使
用這些功能(有一些還待開發)。



因為超過預設每月
上限($120)被停用

10/12期中
考停用

學生使用小TAI的意見回饋

「另外，小TAI被追問時常常會道歉認錯，即使有時候不是他的錯，我
們只是需要細節。這讓我們需要花更久的時間判斷他的對錯。（如有次
我在某個問題追問他「為何第三項是5X^2」小TAI馬上道歉，表示他算
錯了不是5X^2，接著他開始重新計算，最後結果仍然是5X^2，也確實
是正確的。但他常常在正確時道歉反而讓我們很容易被搞混，有時候他
會把原本正確的東西改成錯的。不過整體來說，小TAI的功能比課程剛
開始時進步很多，很多造成使用不便的問題都在反應後很快被解決。」



甚麼樣的學生比較能從AI輔助系統中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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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合適發揮的地方

此類學生在目前的專業科目
表現上，並不需要AI輔助也

能有不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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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huhssai.site.nthu.ed
u.tw/p/404-1535-
254188.php

我們如何在人社領域的課堂上使用AIGC的指令集
一、 使用TIPS 

二、 如果我看不懂文章
1. 翻譯 . 
2. 換句話說

三、 如果我想整理閱讀文獻

3. 整理閱讀文本＆學習提問與反思
4. 進階整理閱讀文本
5. 以論證結構來整理文章＆練習提問與反思

四、 如果我想複習或精熟
6. 回答問題
7. 兩篇文獻比較

五、 如果我希望找人討論
8. 從不同學習背景來了解特定主題
9. 以具體案例來學習
10. 師生角色扮演
11. 蘇格拉底式問答
12. 以具體例子刺激思考
13. 評估個人創意或類比的合理性

六、 如果我想擬定大綱
14. 書面報告/投影片

七、 如果我想規劃學習進度
15. 讀書進度設計

本指令集由甘偵蓉，協同團隊林文源、王道維、歐予恩、戴郁
真、楊天玉、許雅筑製作 (9/5/2023正式發表)，目前下載近千次。

相較於有明確答案可以分辨對錯的理工領域，
人社領域更強調多元的視角與後設的價值分
析。加上AIGC對於繁體中文或地區性的知識
沒有訓練資料，並不適合作正確答案的產出。

因此教師需要現場教學生如何使用合適的指
令(prompt)來用AIGC刺激思考、互相詰辯、
反省預設，整理資料、整合觀點等等。

https://nthuhssai.site.nthu.edu.tw/p/404-1535-254188.php


方法：結合經驗、文本線索、ChatGPT與Google
目標：養成提問、求證、整合與分工能力

以前很難每組都做得出這樣豐富的結果。
這次使用ChatGPT來刺激思考，使討論的幅
度跟深度提高不少，提升整體的效果。

透過教師的引導讓學生會問ChatGPT正確的問題

以林文源老師的「科技與社會」
課程，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
「燃素說」一章為例

•List the issues involved in the 
paradigm shift (in Thomas Kuhn‘s
definition) in the discovery of Oxygen.
•Who was involved in supporting the 
Phlogiston Theory?
•What kind of evidence they proposed 
to support the Phlogiston Theory?
•What kind of instruments were used 
in producing the evidences for 
supporting Phlogiston Theory?
………



結論
1.隨著AIGC技術進步，系統開發門檻大幅
降低，應是應用端積極投入的時刻。

2. AIGC要落地於教育現場，不能只靠由上
而下的指引，還需要現場老師評估最必要
的關鍵點，主動設計使用情境融入教學。
趕時髦的點綴性功能後來只會被遺忘。

3.開發AI虛擬助教的系統可以隨時協助理
工同學進行課後自主學習(如作業問題、微
積分、基礎觀念等)，應是有明顯成效的。
但仍需緊密搭配教師上課的節奏與方式。

4.在課堂上使用AIGC的指令集，協助人社
領域同學進行團體討論，分析文本、挑戰
觀點，拓展視野等，應是有明顯幫助的。

5.對於AIGC依賴的問題還需要繼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