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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格式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豐佳燕(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張靜玫(市立大學師培生)、黃淑賢(市立大

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創世紀-生成式 AI 探索 

二、授課時數 

200 分鐘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l 設計理念 

資訊產業新興發展，其知識與相關應用應該從國小階段開始進行授課。資訊課程在市北附小

被列為校訂課程，不只是全校重點發展的領域，更是資優班非常重視的一門課程。除了寫程

式和資訊科技使用等技能外，人工智慧的運用與倫理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我們需要思考如

何讓人工智能成為助力而非阻力，這是教師與學生都應細細思量的問題。本課程旨在配合五

年級學生正在進行的 Kebbi 機器人課程，融入生成式 AI 的應用。學生將結合自行設計的文

本，以提示詞利用 AI 協助產出劇情圖片。課程設計參考教育部出版的「與 AI 做朋友」及

code.org 的人工智慧課程，教學核心是認識生成式 AI，設計體驗人工智慧的運作與倫理探討

課程，作為學生使用科技工具前的前哨站與提醒。 

l 教材分析 

本教材將生成式 AI 介紹給五年級學生，內容包括基礎概念、機器學習、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學

習、深度學習和生成式 AI。課程包含實際操作和體驗活動，使學生在動手中學習，從而更好

地理解和應用所學知識。教材還涉及人工智慧的倫理問題，培養學生在使用 AI 時的倫理觀和

責任感。 

四、教學目標 

1. 理解生成式 AI 的基礎概念，並能應用其進行簡單的創作。 

2. 了解機器學習的運作並將其與生活做連結。 

3. 學習並運用詠唱法生成符合故事劇本的漫畫。 

4. 理解生成角色圖片的基本流程和技巧。 

5. 學習如何使用 ChatGPT 生成角色和背景描述。 

6. 使用 Canva 將生成的角色圖片和背景圖融入故事創作，製作漫畫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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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探討生成式 AI 的倫理問題。 

五、教育對象 

五年級資優班學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AI 奇幻之旅 

一、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 

1. 同學有沒有使用過 YouTube，在 YouTube 影

片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旁邊的推薦影片會出

現怎麼樣內容？(參考答案：跟正在觀賞的影片

相同類型或題材) 

2. 在線上購物的時候，頁面上會出現推薦清單，這

樣的清單是怎麼整理出來的呢？ 

3. 教師說明：當你觀看 YouTube 視頻時，YouTube 會收集有關你觀看歷史、喜好

和興趣的數據，然後使用這些數據來訓練機器學習模型。這些模型會分析你的興趣

和偏好，並基於這些訊息生成個性化的推薦清單，以提供你可能感興趣的影片。 

 

(二) AI 的定義與使用 

在了解推薦清單的生成方式是藉由 AI 進行數

據蒐集與歸納產出後，利用以下問題帶領學生思考

AI 的運作： 

1. 什麼是 AI？ 

2. AI 可以幫我們做到哪些事情？ 

3. AI 是怎麼運作的呢？ 

 

二、發展活動 

(一) 機器學習 

1. 概念說明：藉由投影片說明 AI 的基本含意與粗略介紹 AI 分類，並從此說明帶入

簡介何為機器學習。 

2. 提問：AI 的目的是希望能讓機器越來越像人類一樣思考。你們覺得什麼是像人一

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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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說明： AI 的運用範圍很廣，包

括專家系統、知識圖譜、自然語言處

理、強化學習等等各種領域，這些都

是模擬人類發展的一種模式。其中

有一種運作模式稱為機器學習，機

器學習基本上就是通過對大量的數

據進行分析和學習，從數據中發現

特徵、整理出規律並統整出模式，再根據學習到的知識進行預測、分類、識別。 

(二) 體驗活動在海洋中使用的 AI 

1. 在海洋中使用的 AI：教師預先於 Google 

Classroom 發布 code.org 課程連結，引

導學生至「在海洋中使用的 AI」網頁後進

行以下活動。藉由辨識垃圾與魚的活動，讓

學生體驗幫助機器學習的過程、並觀察歸

納機器進行學習後的成果。 

2. 闖關遊戲說明：請學生進入網頁後直接點

選第二關，訓練五十個數據後按繼續觀看

結果。第二關結束後接續進行第三、四關，第三四關結束後，進行團體討論並完成

學習單。結束第一階段討論後進入第六關，第六關結束後進入第二階段討論。 

3. 體驗第二、三、四關：以正確的資訊教導機器進行海洋生物的判別與辨認，確認機

器輸出的結果為何。 

4. 體驗遊戲後帶領學生思考 

(1) 系統是怎麼進行判斷的？需要哪

些條件？ 

*參考答案：蒐集數據、將數據

進行標籤、根據數據訓練模型。 

(2) 為什麼除了第二關以外，還需要

第三、四關？設置不同關卡的目

的為何？ 

*參考答案：不同關卡利用不同標籤進行學習，確保資訊的多樣性以及更精準

達到分類目標。 

【第二節】監督與非監督的 AI 探險 

三、發展活動(續) 

(一) 體驗活動-在海洋中使用的 AI 

1. 體驗第六關：以錯誤的資訊教導機器進行海洋生物的判別與辨認，確認機器輸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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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何。 

2. 體驗遊戲後帶領學生思考 

(1)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2) 機器學習在使用上存在的缺陷是什麼？ 

(3) 這樣的缺陷在各領域(法律、社會、人文)使用上可能存在的隱憂？ 

(4) 我們應該如何避免這樣的缺陷？ 

教師說明：因為輸入的數據本身存在錯誤，因此機器產出的結果與事實不符。因此

若將帶有偏誤的資訊輸入模型，可能會產出具有偏見的模型，導致後續的產生同樣

具有錯誤。 

*舉例說明：在不成文法的國家，法庭判決時常根據過去類似案例的審判結果進行

參考，因此若是國家過去曾有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提供給人工智慧的資料也

將帶有歧視意味，進而影響系統作出判決。 

*在進行引導時，應根據不同學生的特質進行區分性教學與引導。能力一般學生的

學習目標可放在分辨缺陷原因，而能力較高組同學則可以鼓勵思考應該如何避免

這樣的狀況 

(二) 監督式學習與非監督式學習 

教師藉由簡報說明監督式學習以及非監督式學習運行方式。 

1. 監督式學習 

從標記數據中學習，可用於預測或

分類數據。建立模型、將已標籤的數

據輸入至模型之中、輸出結果、將結

果與預測結果(正確答案)進行比對、

根據誤差調整模型。流程如右圖。 

2. 非監督式學習 

從未標記數據中學習模式，自動發

現數據中的結構和模式。建立模型、

將未標籤數據輸入至模型之中、機

器分析後找出數據之間的共通性或

特徵、輸出分析結果。流程如右圖。 

3. 撲克牌分類 

(1) 監督式學習：以撲克牌分類為

例，請學生將撲克牌進行顏色。分類與標籤後，機器可依被教導的數據進行判

斷與分類，此為監督式學習(下頁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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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監督式學習：將大量的撲克牌輸入模型中，讓機器自行找出共同點，除了顏

色外，也可能是數字大小、花色等不同之處，此為非監督式學習(上面右圖)。 

4. 指導學生完成學習單 

四、綜合活動 

(一) 課程統整 

• 請學生試著總結本堂課內容： 

1. 機器學習分成哪些種類？ 

2. 說明監督與非監督式學習。 

(二) 延伸學習 

1. 在面對抽象或涵義豐富的資料時，機器要用怎麼樣

的方式進行判斷？(參考答案：機器學習可以藉由

數據特徵的分辨與整理進行分類，一般可以用在辨

識物件上面) 

2. 但如果今天提供的資訊是像畢卡索的畫作或是人

類表情這樣抽象的訊息呢？機器要怎麼進行判斷

呢？ 

【第三節】深度學習的藝術 

一、 發展活動 

(一) 深度學習與生成式 AI 

1. 教師提問：利用印刷字體以及手寫字

作為範例，實際讓手機系統辨識，引

導學生思考為什麼自己能夠辨識出

手寫字，但機器不行？當機器無法

進行辨識時要怎麼增加機器的能

力？ 

*參考答案：將物品的各種特徵進

行區辨與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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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說明：越進階的人工智慧，就會將一個

物件分成越多階層，並根據不同細節進行對

應與判斷。 

(二) AI 繪圖提示詞教學與實作 

1. 學生自我目標訂定：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怎麼

樣算一張好的 AI 生成圖片？應該包含哪些

條件？要怎麼讓 AI 畫出這樣的一張圖片？ 

2. 教師引導：寫出以下的提示字眼，例如：場境描述、場

景特徵等，如右圖。 

3. AI 生成圖實作練習：以 ChatGPT 為例，在對話框中列

出指令，要求輸出圖片，再根據 AI 生成的圖片進行指

令的修正與調整，直到照片符合預期，如右圖。 

4. 生成圖結果 

 

 

 

 

 

 

 

二、 綜合活動 

(一) 自評 

• 教師說明：根據所列出的「好的生成圖片應具的特點」進行評斷，自我檢視生成的圖

片是否符合預期，若否，為何成品不符合預期、有什麼是可以再進行調整的？根據評

量結果填入學生自評表中，如下表。 

項目(自填) 得分(1-3 分) 優良 建議 

指令的完整度  

圖片美觀  

  

(二) 同儕互評：根據自評表中項目，給予他人意見與回饋。 
值得學習： 

 

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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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漫畫世界 

(一) 撰寫漫畫腳本 

• 們將以機器人 Kebbi 為主角，創作一個有趣的漫畫故事。 

1. 腳本結構講解 

(1) 開頭（設置情境，引入角色）：

漫畫的開頭應該簡單明暸，能

夠迅速引入主要角色和情境。 

(2) 發展（展開劇情，展示衝突或

挑戰）：發展部分逐步展開劇

情，引入主要的衝突或挑戰。 

(3) 高潮（劇情達到緊張或關鍵點）：高潮部分是故事的最緊張或關鍵點，通常是衝突或

挑戰的頂點。 

(4) 結局（解決問題，結束故事）：結局部分應該解決故事中的主要問題，並為故事劃上

句號。 

2. 示範與練習 

(1) 教師示範：展示如何撰寫簡單的漫畫腳本，

可參考 ChatGPT 所提供的內容，但希望大

家發揮想像力，創造自己的故事。 

(2) 學生練習：學生分組使用 ChatGPT 生成他

們的角色描述，並根據在 Google 文件生成

結果進行修改和完善。 

*提示：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創意和需求，調整指令中的細節以生成更符合預期的角

色描述。 

(二) 使用 ChatGPT 生成角色與背景描述 

1. 角色生成 

(1) 教師示範：使用 ChatGPT 生成

Kebbi 機器人的角色描述（外貌、

性格、背景故事等） 

(2) 學生實作生成式工具 

(3) 展示生成的圖片：請學生講解圖片中的特徵是否與描述

一致，根據需要對生成的圖片進行微調，如調整指令中

的細節來改變圖片效果，使生成結果更加完善。 

2. 生成圖片歷程，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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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漫畫創作與生成式 AI 倫理探討 

(一) 教師示範：使用 Canva 將生成的角色圖片和背景圖融入所寫的故事創作，製作漫畫動

畫。 

(二) 學生實作 Canva：學生使用 Canva創作他們的漫畫動畫，將生成的角色圖片和背景圖

融入所寫的故事。 

(三) 學生成果發表 

1. 學生漫畫故事創作作品(連結) 

2. 成果發表會 

一、綜合活動 

(一) 生成式 AI 倫理探討 

1. 引導討論 

(1) AI 生成的圖片是否有版權？ 

(2) 用人工智慧寫出的文章能不能參加比賽？ 

(3) 如何確保 AI 生成的內容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權？ 

2. 教師講解 

(1) 根據現行法律，著作權應基於「著作人」本身，而「著作人」應為自然人或法人，因

此 AI 不屬於著作人，AI 生成的作品不符合著作權保護範圍。 

(2) 討論生成式 AI 的應用範圍和限制，確保學生了解使用 AI 技術的倫理和法律風險。 

(二) 總結：強調在使用生成式 AI 時，必須遵守相關法律和倫理規範，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 

七、學習評量內容 

評量類型 評量方式 評量內容簡述 

口頭評量 問答、討論 認識 AI 概念與應用、機器學習模式比較、AI 倫理問題思辨 

實作評量 操作、創作 code.org 闖關、撲克牌分類、AI 生成圖片與角色、漫畫創作 

自我評量 自評表 評估詠唱術完整度與圖片美觀，檢視生成成果是否符合預期 

同儕互評 回饋建議 針對他人作品給予「值得學習／可改進」的具體建議 

表達評量 成果發表 分享漫畫創作歷程與角色設計過程，提升溝通與表達能力 
 

參考資料 

l 和 AI做朋友－相逢篇：人工智慧有意思 (教材)  
l 生成式 AI是什麼? 什麼是 Generative AI？| AI基礎觀念-1  
l 生成式 AI是什麼?-01-淺談 AI發展-再到生成式 Generative AI 
l code.org-AI海洋清理  
l GPT-4 登場！先理解 ChatGPT 原理，才知道怎麼利用 AI 幫你輸入！ 

l 曾慶良老師：A I 教與學的魔法書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GB4QYkS_Y/tbvEuZXBs-hjoj0EKlO5HQ/watch?utm_content=DAGB4QYkS_Y&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editor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80236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4OpKNcf6A&t=103s&ab_channel=%E4%BB%8A%E5%A4%A9%E6%AF%94%E6%98%A8%E5%A4%A9%E5%8E%B2%E5%AE%B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zG-iGtiLM
https://studio.code.org/s/ocea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L1BNTU-4PI&t=227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