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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最強大腦----我的 AI 學院 

一、摘要 

本研究開發 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學習系統，結合 AI 與 SDGs 教育，提升學生的提

問、反思與自主學習能力。因應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我們設計平台提供即時回饋與學習分

析，並將其應用於中學課程中，實驗結果顯示學生學習成效顯著提升。未來將持續優化系統功

能與學習機制，提升教育效益。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聯合國提出的「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雖重要，卻未納入 108 課綱，使教師在融

入教學上面臨困難。AI 聊天系統的發展為教育帶來新契機，可協助學生提升提問與反思能力，

強化自主學習。雖然 AI 應用引發學習誠信的疑慮，但我們認為應善用其潛力。本研究旨在開

發結合 RAG 技術與 Moodle 的 AI 輔助學習平台，融入 SDGs 教育，提供即時回饋與學習分

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與永續素養，同時也支援教師教學與議題引導。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 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次世代學習平台，提升學生的提問、思辨和反

思能力等學習成效，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開發具提問、記錄、篩選與分析功能的平台，幫助學生透過 AI 進行學習與問題解決 

2.透過 AI 聊天系統培養學生反思能力，提升提問素養與學習自主性 

3.設計結合 SDGs 的提問學習平台，協助教師引導學生反思議題 

4.採準實驗設計與問卷調查，驗證學生在自主學習效能、反思能力與 SDGs 意識的成長 

5.結合 LMS，推動平台商業化，提升中學 SDGs 教學效能與學習品質 

（二）研究假設 

1.反思能力的提升：透過結構化學習框架，學生能更有條理的檢視學習與思考過程。 

2.SDGs 問題意識的增強：聚焦永續發展議題，提升學生對社會問題的理解與解決能力。 

3.自主學習效能的增強：AI 輔助增強學生自信，提高問題應對與挑戰解決能力。 

4.提問素養的發展：透過反覆提問與觀點修正，培養批判思維與問題探索能力。 

5.全方位學習成效的實現：結合引導性問題與反思練習，深化思考，全面提升學習能力。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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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1 為本研究整體的研究流程。一開始先建置後台系統，並架設前台，接著與學校老師

洽談，敲定實施科目與班級，並請老師在課堂上講解 SDGs 相關議題與監督學生作業的完成進

度。實驗組學生須在 AI 平台上完成前測、教材學習、作業與後測。最後整理學生的回覆，用

JASP 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對照組學生則使用 GC 平台進行前述之工作，如下圖 1 所示。 

圖 1：研究流程圖 

（二）AI 系統開發與平台架設 

本計畫以 OpenAI 為核心，運用自然語言處理與生成技術，建置一個 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次世代學習平台，平台結合 Web 前端介面，透過串接 OpenAI API，實現線上提問功

能。 

1.系統架構圖 

圖 2：系統架構圖 

2.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次世代學習平台介面 

(1)課程概觀：在登入系統後，會看到已加入的課程，如下圖 3 所示。 

       圖 3：平台介面（課程概觀）            圖 4：平台介面（每週教材進度） 

(2)每週進度：點選課程，會看到每週的 SDGs 議題、簡報、作業與後測，如上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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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業：學習完每週的 SDGs 議題教材後，學生需要作答選擇題與申論題作業，而申論題可

運用平台介面右方的 AI 小助手，如下圖 5、6 所示。 

           圖 5：平台介面（學生作業）               圖 6：平台介面（AI 小助手） 

(4)繳交作業：學生完成作業後，等待老師的評分與回饋，如下圖 7 所示。 

圖 7：平台介面（繳交作業） 

（三）研究設計與執行規劃 

1.研究設計 

本研究運用 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次世代學習平台導入的班級為實驗組，一般使用

GC 平台進行的班級為對照組。深入討論學習平台導入對於學生的反思能力、SDGs 問題意識、

自主學習效能、提問素養的影響，如下圖 8 所示。 

 

 

 

 

 

圖8：教學實驗概念圖 

2.執行規劃 

表1：準實驗研究執行規劃表 

 實驗組 對照組 

前測 
基礎能力評量前測、自主學習效能、反

思能力、SDGs意識問卷 

基礎能力評量前測、自主學習效能、

反思能力、SDGs意識問卷 

第1~4週 
分科能力評量（使用AI-RAG智能輔助

Moodle次世代學習平台） 

分 科 能 力 評 量 （ 使 用 Google 

Classroom） 

教學策略 

1. 運用 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次

世代學習平台之實驗組 

2. 基於 GC 平台設計之對照組 

反思能力 

自主學習效能 

SDGs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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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SUS平台易用性量表、自主學習效能、

反思能力、SDGs意識問卷 

自主學習效能、反思能力、SDGs意

識問卷 

（五）問卷分析 

本研究使用 JASP 進行統計分析，並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s T-Test），分析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自主學習效能」、「反思能力」和「SDGs 面向」，檢測實驗組在使用 AI

輔助提問思辨歷程平台後，學習成效是否比對照組有顯著差異。透過 t 值可以計算出 p 值，p

值表示在虛無假設成立的情況下，出現這種結果或更極端結果的機率。如果 p 值小於 0.05，

則表示兩個樣本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數據可以作為參考依據。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研究結果 

1.前後測比較分析 

(1)自主學習成效 

表 2：自主學習成效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由上表 2 可知，實驗組的 t 值為-14.910，自由度為 41，p 值小於 0.001，表示這一差異具

有高度統計顯著性。平均差異為-1.333，表示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分數。不確定度為 0.089，

顯示數據的變異程度較低，結果具有較高的穩定性。而對照組的 t 值為-3.313，自由度為 41，

p 值為 0.002，相較於實驗組較不顯著。平均差異為-0.265，顯示對照組的後測分數雖然有所提

高，但變化程度遠小於實驗組。不確定度為 0.080，表示數據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實驗組的 p

值小於對照組，代表實驗組在前後測的差異高於對照組，顯示實驗組使用 AI 輔助提問思辨歷

程平台後，在「自主學習成效」方面的學習成效較對照組高。 

(2)反思能力 

表 3：反思能力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由上表 3 可知，實驗組的 t 值為-17.713，自由度為 41，p 值小於 0.001，表明該差異具有

高度統計顯著性。平均差異為-1.324，顯示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分數。不確定度為 0.075，說

明數據的變異程度較低，結果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相比之下，對照組的 t 值為-3.156，自由度

為 41，p 值為 0.003，顯著性相對較低。平均差異為-0.217，表明對照組的後測分數雖然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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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但變化程度明顯低於實驗組。不確定度為 0.069，顯示數據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實驗組

的 p 值小於對照組，代表實驗組在前後測的差異高於對照組，顯示實驗組使用 AI 輔助提問思

辨歷程平台後，在「反思能力」方面的學習成效較對照組高。 

(3)SDGs 意識 

表 4：SDGs 意識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由上表 4 可知，實驗組的 t 值為-10.136，自由度為 41，p 值小於 0.001，表明該差異具有

高度統計顯著性。平均差異為-0.994，顯示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不確定度為 0.098，說明數

據的變異程度較低，結果具有較高的穩定性。而對照組的 t 值為-3.173，自由度為 41，p 值為

0.003，相較於實驗組顯著性較低。平均差異為-0.298，表明對照組的後測分數雖然有所提升，

但變化幅度小於實驗組，不確定度為 0.094，顯示數據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實驗組的 p 值小於

對照組，代表實驗組在前後測的差異高於對照組，顯示實驗組使用 AI 輔助提問思辨歷程平台

後，在「SDGs 意識面向」方面的學習成效較對照組高。 

2.SWOT 分析 

我們利用 SWOT 分析，檢視 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次世代學習系統的優勢、劣勢、

機會和威脅，如下表 5 所示。 

表 5：SWOT 分析表 

 對達成目標有利的 對達成目標有害的 

內

部

環

境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弱勢 

1. 個性化學習：根據學習者需求調整回

應，提升互動與學習效果。 

2. 穩定的技術基礎：基於 Moodle 架構，

具穩定性、靈活性，易於擴展與整合。 

3. 數據驅動改進：Moodle 記錄學習進度，

提供數據視覺化，助於優化教學策略。 

1. 伺服器穩定性與延遲：用戶增長可能導

致延遲與負載問題，影響使用者體驗。 

2. AI 回應侷限性：即使經過微調，仍可能

出現不準確或不符合上下文的回應。 

3. 無法滿足高階學習需求：AI 無法完全

取代專家教學，對於深度知識的分析與

指導仍有不足。 

外

部

環

境 

Oppo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1. 教育科技市場需求增加：線上教育普

及，促使高效自學平台需求增加。 

2. 整合新技術：引入 VR、AR 等交互技

術，提升學習體驗與平台吸引力。 

3. 企業合作：與教育機構或企業聯手，提

1. 市場競爭激烈：Coursera、Udemy 等平

台已成熟，如何突顯優勢成為挑戰。 

2. 隱私與數據安全問題：學習者數據收集

與儲存需確保安全性，以避免信任危機

與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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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定制化培訓，擴大商業價值與市場影

響力。 

3. 高運營成本：Azure 微調與模型運行需

高效能資源，隨用戶增加可能面臨更高

雲端成本。 

（二）結論 

1.本研究成功開發 AI-RAG 智能輔助 Moodle 學習系統，整合 AI 提問功能與傳統 LMS，具備

提問生成、反思記錄與學習歷程分析等功能，提升學生學習體驗與教師教學效能。 

2.透過平台訓練，學生在提問相關性、深度、創意性等面向明顯提升，且學習更具自主性與結

構化。 

3.平台協助教師設計 SDGs 課程，引導學生進行跨學科反思與議題探究，培養其公民素養。 

4.實驗結果顯示學生在自主學習效能、反思能力與 SDGs 意識皆有顯著進步。 

5.未來可擴大推廣至不同學科課程，需持續優化技術與資源整合，以利普及應用。 

（三）未來展望 

1.為降低 AI 系統運行成本，未來將從 Azure 轉為地端運行，採用 Ollama 與 Chromadb 技術強

化效能與回應精準度。 

2.增設「提問優化模組」，引導學生提出更具體、深入的問題，提升思辨與回應品質。 

3.因應學生對 AI 依賴性，將導入自律學習管理設計，並為教師提供數位教學培訓，協助角色

轉型。 

4.未來推動國際合作與多語版本開發，並參與政策推廣，擴大全球 SDGs 教育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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