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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GO STARS 6.0 活動成果紀錄表 

主辦單位：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   

一、活動名稱 生成式 AI 融入課程之教學知能研習-生成式 AI 在大學

現場應用實例介紹 

二、活動日期、時間 2024/3/27 13:30-15:30 

三、活動地點 和平校區愛閱館 7304 教室 

四、主講人、服務單位職稱 葉士昇 老師（高雄市教育局輔導員） 

五、參與對象、人數 本校教師：實體：21 人 

六、活動報導(約 500 字) 

高雄師範大學師培精進計畫「生成式 AI 融入課程之教學知能研習」系列課程，由理學院洪振方院長邀請

高雄市教育局林百鴻課督導帶領的超強團隊，該場次李副校長蒞臨致詞，由葉士昇老師精彩的課程講授，

皆獲得參加研習的教師熱烈迴響。 

此系列課程將指導教師 

 知識來源與學習方式的改變 

 教育課綱變革趨勢 

 AI 對教師教學的協助 

 提供跨域知識架構 

 課程管理鷹架 (如 eduaide) 

 課程聚斂與激盪 

 教學策略規劃範例 

 教學計畫範例 

 AI 對學生學習的助益 

 有效整合文獻資訊 

 個人化輔助與客製化學習 

 促進創新思維 

 補足教學資源不足 

 AI 教育應用的風險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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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私風險 

 偏見風險 

 學生/教師失能風險 

 實作環節 

 生成式 AI 基本應用 

 電腦版操作 (poe.com) 

 行動裝置操作  

 發問技巧培養 

 原則 

 範例 

 練習 

 修正 

 打造 AI 教學助理 

六、 學生學習心得(約 500 字) 

在這次研習中，學到了 AI 在教育領域的多種應用方式，如智能教學系統、全新學習平台和數據分析等。

這些技術可以根據學生的個性、學習風格和進度，提供個性化的學習內容和教學方法，從而提高學生的

學習效果和動機。例如，AI 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表現和反饋，自動調整教學策略和提供有針對性的輔助，

幫助學生克服困難，提升學習成效。 

而在此研習中，AI 於教育中的應用還包括教學資源的整合與評估系統的自動化。通過 AI 技術，我們可以

開發出能夠根據學生的學習需求和興趣，自動生成適合的教學資源，豐富教學內容並提供更多元化的學

習體驗。同時，AI 還可以協助老師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節省時間和精力，並提供更客觀和準確的評估

結果。 

我也認識到在教育中應用 AI 技術所面臨的挑戰和風險。例如，教育數據的隱私和安全問題需要我們重視

和保護，以確保學生的個人資訊不被濫用或竊取。AI 演算法公平性和潛在偏見問題也需要我們關注和解

決，避免對學生產生負面影響。 

這次研習讓我深刻認識到 AI 在教育領域的潛力和價值。作為一名教師，樂見將這些新的教學方法和工具

應用到我的教學實踐中，提供更個性化和有效的學習體驗給學生。我也會持續關注並參與相關的研究和

討論，讓 AI 在教育領域的可持續協助發展，並讓其在教育中的應用能夠真正造福學生。 

七、活動照片 (4-6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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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說明：主講教師葉士昇老師與老師們享 AI 在教學應用的

方法 

照片 2 說明：李昭蓉副校長致詞與分享相關感想 

 

 

照片 3 說明：協作教師楊欽棋老師與與會教師討論 AI 教學的方

法 

照片 4 說明：與會教師實際操作 AI 相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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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附件(海報，若無免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