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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感謝

● 本簡報介紹的AI工具可能包含需要付費的功能，

圖書館沒有訂閱，也不對這些付費服務做任何的推薦。

● 本簡報資料來源皆使用APA格式引用，請參考各頁簡報右下方來源。

● 特別感謝以下老師授權使用部分內容(依據簡報內容排序)：

○ 數位創作者林育聖先生、

○ 電腦玩物站長Esor Huang、

○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潘璿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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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身分：館員+博生)

● 學科服務組生農學院館員

● 圖資所博士生(專長：社會網絡分析)
● 范蔚敏、唐牧群（2018，12 月）。第18屆到第29屆臺灣金曲獎最佳國語男女歌手提名人創作角色分析。在法鼓文理學院主辦，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

際研討會，新北市。

● 范蔚敏、唐牧群（2019）。第18屆到第29屆臺灣金曲獎最佳國語男女歌手提名人創作角色分析。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3)，43-62。

● 梁志鳴、許菁芳、范蔚敏（2023）。我國法實證研究社群的發展現況－知識結構、引用網絡、與質性分析。中央法學期刊，33，1-80。

● Fan, W.M., & Tang, M.C. (2021). A domain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citing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 (Add-

Health). DG.O2021: The 2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 Fan, W.-M., Jeng, W., & Tang, M.-C. (2022). Using data citation to define a knowledge domain: A case study of the Add-Health dataset.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a). doi:https://doi.org/10.1002/asi.24688

https://doi.org/10.1002/asi.24688


故事的起源：讓我們從學生的角度開始出發

● 博班同學來信

○ 同學對於生成式AI工具的好奇

○ 希望AI工具可以幫忙學術研究

■ 查找資料

■ 整理文獻

■ 翻譯潤稿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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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使用前的對話練習

● 生成式AI工具

● 生成式AI工具特色與限制

● 生成式AI與學術倫理

● 生成式AI與資訊素養

● 生成式AI與學術投稿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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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李宏毅教授

● 不要問ChatGPT能為你做什麼
(這是「專才思維」，你認為ChatGPT只有某些固定功能)

● 要問你想要ChatGPT幫你做什麼
(只要你下對指示，ChatGPT就能幫助你)

1111人力銀行. (2024). 正確認識你的新助理ChatGPT李宏毅手把手帶你上手 |線上講座【完整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i0rvTKG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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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Y., Muresanu, A. I., Han, Z., Paster, K., Pitis, S., Chan, H., & Ba, J. (2023).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e Human-Level Prompt Engineers. ICLR 2023, 



使用前的對話練習

在使用ChatGPT前，你要先學會如何和他對話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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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成式AI工具問答準則

● 追問法：使用 ChatGPT 必須要有結構化思維，你必須拆解自己的問題，

讓每個環節都產出更多可能後，再去碰撞出新的答案。所以你真正該

做的，問出問題後不斷追問。

林育聖. (2024). 讓新手變中手的 ChatGPT 使用方法－一年補充版。
https://www.facebook.com/moinwawa/posts/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D3ZHMN5J

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問題 請以高價位健身房為例，提供我 10 個潛在客群。每個目標客群都應
該詳細描述，提供相關的人口統計特徵（例如年齡、性別、地點）以
及任何其他可能影響他們對廣告接受性的因素。

追問 根據上述回答，XX客群挑選健身房的標準有哪些？請具體描述心理思
考過程與決策流程，並嘗試用他們的口吻表達。

小結 根據上述內容，請撰寫 10 句廣告宣傳文案，以達到上述效果。撰寫
時請以專業廣告文案的身份，用充滿趣味、靈活且多樣化的句型撰寫，
同樣句型結構不超過 1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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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成式AI工具問答準則

● 元素碰撞法：讓 ChatGPT 去進行大量的元素碰撞，比起人力去聯想，

直接由 AI 去創造更多可能。

林育聖. (2024). 讓新手變中手的 ChatGPT 使用方法－一年補充版。
https://www.facebook.com/moinwawa/posts/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D3ZHMN5J

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元素A 請針對「專案管理課程」，提供我 10 個廣告文案標題。需要能
夠聯想到「效率」、「分工」等元素，且同樣句型結構不超過 1 

次以上。

元素B 請給我 20 個與「專案管理課程」完全無關的動詞、名詞。

元素A+B 將上述無關的 20 個詞彙設為群組A，將一開始的10個標題設為
群組B，請用群組A+群組B內容隨機混合的方式，再產出20句標
題，且要讓人能聯想到「專案管理課程」，確保每個群組內的元
素只能使用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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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成式AI工具問答準則

● 擴寫與改寫法：要讓他幫你做延伸，可以請ChatGPT「擴寫」。

林育聖. (2024). 讓新手變中手的 ChatGPT 使用方法－一年補充版。
https://www.facebook.com/moinwawa/posts/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D3ZHMN5J

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一般 請幫我以「失眠的原因」撰寫一篇內容。

要求擴寫 這是一篇關於「失眠的原因」的開頭：「嗚嗚嗚為什麼我
都睡不著，到底今天白天做了什麼事？我真是後悔，下次
絕對不做啦！」，請以此風格，撰寫文章的下半段，需包
含「睡前滑手機」、「咖啡太晚喝」、「心中有焦慮感」
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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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生成式AI工具問答準則

● 反問法：比起你問 ChatGPT 問題，不如你讓 AI 問你問題，你會發現

它思考的更仔細之外，你也會知道它的邏輯是怎樣，該怎麼修正。

林育聖. (2024). 讓新手變中手的 ChatGPT 使用方法－一年補充版。
https://www.facebook.com/moinwawa/posts/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D3ZHMN5J

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一般 請幫我撰寫一個短影音腳本，要求如下：ＯＯＸＸ

要求角色互換 如果我想要一個能表現個人品牌專業度的短影音腳本，
請問我需要提供什麼資料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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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生成式AI工具問答準則

● 人設法：簡單說，不是要 ChatGPT 當什麼角色，而是要它把你當成什

麼角色。

林育聖. (2024). 讓新手變中手的 ChatGPT 使用方法－一年補充版。
https://www.facebook.com/moinwawa/posts/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D3ZHMN5J

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一般 請當一位專業的 SEO 顧問，針對 OOXX 給我一些SEO的專業
建議。

+人設 請把我當成一個完全不懂 SEO 的新手，針對 OOXX 給我一些
SEO 的專業建議

+經驗年資 請當一位有 10 年經驗的文案專家，並把我當作沒有經驗的文案
新手，開始引導我撰寫一篇社群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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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何逐步訓練ChatGPT

● 寫一篇1000字的心得，內容為九份一日遊

● 早上先去報時山步道和黃金瀑布，下午到金瓜石黃金博物館，傍晚到九份老街吃小吃，並

參觀昇平戲院、九份茶坊，最後在九份欣賞夜景

寫一篇1000字的心得，主題為九份一日遊

● 把文章改成晶晶體，晶晶體是一種流行於台灣，以中文為基底，夾雜英語不成句的單字或

片語的表達方式，也就是把文章中部份的中文翻譯成英文。

● [例如：把「我要開會」改成「我要Meeting」、我能夠處理」改成「我能夠Hold住」、

「今天天氣真好」改成「Today天氣Very Good」「]

1111人力銀行. (2024). 正確認識你的新助理ChatGPT李宏毅手把手帶你上手 |線上講座【完整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i0rvTKGt4



2-1.情境練習-翻譯

● 把下面這篇"如何撰寫閱讀筆記與建立知識管理系統"主題的文章，

● 翻譯成台灣繁體中文，請一段一段翻譯，

● 盡量維持原文語意、主題風格的情況下，讓上下文的語句更自然通順，

● 遇到專有名詞時附註英文原文：

● 雖然現在 GPT-4 容許在提問時直接貼上很長的文章，但如果這篇文章

希望翻譯得更精準，那麼分段翻譯會是一個減少AI 的幻覺，呈現更準

確結果的方法。

Huang, E. (2024). 讓 AI 成為閱讀助手， ChatGPT摘要、翻譯與學習筆記提示語分享. 
電腦玩物.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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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情境練習-摘要

● 請幫我針對"如何撰寫讀書筆記"用繁體中文摘要下面這篇文章。

● 請一步一步分析，首先根據我的問題一段一段摘要這篇文章的重點，

最後幫我用表格整理出"建立閱讀學習系統"的邏輯與格式：

Huang, E. (2024). 讓 AI 成為閱讀助手， ChatGPT摘要、翻譯與學習筆記提示語分享. 
電腦玩物.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指令也可以替換成：
• 如何解決我提出的需求與問題？
• 根據問題，列點摘要文章重點：
• 改寫成精簡但精采的簡報大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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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情境練習-摘要文章

● 請你用繁體中文幫忙摘要以上文章，請一段一段分析，我想要知道這

一篇文章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文章總結。

若有重要的統計數字，要清楚標示。每個段落分別至少要有500字。最

後附上APA格式。有專有名詞請標原文，若有統計數字也請清楚標示。

● 另外請就本文內容，幫忙列出10個可以用在申論題的論述，每個論述

的內容要寫得深入一點，每個申論至少要500字。



2-4.情境練習-資料分析

● 明確交辦任務

假設你是一位旅遊市場的數據分析專家，用繁體中文建議我這份試算

表檔案可以有那些數據分析的方式。

● 要求深入分析

請一步一步分析。

● 提鍊出思維

先閱讀與理解這份台灣出國旅遊數據試算表中的資料，嘗試分析出一

些數據背後的市場現象與決策建議，最後建議可以用那些統計圖表方

式進行總結。 Huang, E. (2024). 讓 AI 成為閱讀助手， ChatGPT摘要、翻譯與學習筆記提示語分享. 
電腦玩物.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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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情境練習─準備簡報大綱

● 假設你是一位知識管理專家，我要寫一份關於「如何做好論文知識管

理」的報告，請建議報告的大綱。請一步一步分析，先盡量詳細地告

訴我「如何做好論文知識管理」的基本知識，然後提出實際執行時建

議的規劃方向，以及具體列出可能遭遇的問題。

Huang, E. (2024). 讓 AI 成為閱讀助手， ChatGPT摘要、翻譯與學習筆記提示語分享. 
電腦玩物.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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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情境練習-整理會議資料

● 快速語音轉文字：請幫我整理下方逐字稿，修正錯

字與不通順，盡量保持原文(建議5分鐘為一段落)。

● 快速整理會議紀錄：幫我把上方逐字稿整理為一份

專案報告。這是關於「做好論文知識管理」的報告

草稿，請一步一步分析，先理順逐字稿內容，根據

報告大綱邏輯，把逐字稿變成報告草稿，盡量保留

原始逐字稿的原文與語氣。

Huang, E. (2024). 讓 AI 成為閱讀助手， ChatGPT摘要、翻譯與學習筆記提示語分享. 
電腦玩物.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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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工具

幫助學術寫作的生成式AI工具

請注意【本簡報於9月初最後完稿，
部分工具可能有做調整或改版，請自行實際操作確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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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應用學術研究的AI工具有哪些

1. 學術搜尋引擎：Consensus、Elicit、SCISPACE

2. 找出相似主題的文章：CONNECTED PAPERS

3. 讀懂文章內文： ChatPDF、Explainpaper

4. 研究流程、發想心智圖：Whimsical

5. 轉譯中文稿件或語言編修： ChatGPT實作影片

22

https://consensus.app/search/
https://elicit.com/
https://typeset.io/
https://www.connectedpapers.com/
https://www.chatpdf.com/
https://www.explainpaper.com/dashboard
https://whimsical.com/
https://chatgpt.com/


0.設定校外連線VPN

● 請先向計中申請校外連線(計中申請網頁)

● 依據不同作業系統(Windows、Mac OS X、Linux、Android、iOS)設

定校外連線，即使在校外可以下載付費全文(圖書館連結)

23

https://ccnet.ntu.edu.tw/vpn/index.html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2


1-1.學術搜尋引擎：Consensus
搜尋框
身分：研究生
目的：期末報告
場域：圖書館參考服務
主題：Chatbot對話設計

文章
1.開放取用
2.付費資料庫
(可連回學校，確認是否有
購買全文，校外請使用VPN)

24

https://consensus.app/search/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2


1-2.學術搜尋引擎：Elicit(1/2)
Elicit從搜尋框中摘取關鍵字

結合文章自動生成摘要

25若文章為OA來源，需再度確認！避免引用到掠奪性期刊！

https://elicit.com/


1-2.學術搜尋引擎：Elicit(2/2)

摘要的摘要 另外勾選要比對的欄位：原始摘要

26

https://elicit.com/


1-3學術搜尋引擎：SCISPACE

利用搜得的文章轉寫文獻探討

根據對話框描述建議相關問題
適合用來發想題目或研究問題

27

https://typeset.io/


1-3學術搜尋引擎：SCISPACE

列出文章洞見

28

https://typeset.io/


1-3學術搜尋引擎：SCISPACE

解釋內文(包含數學公式)

針對特定段落摘要

根據特定段落查找文獻

29

https://typeset.io/


2.找出相似主題的文章：CONNECTED PAPERS

Prior works：圖表中論文最常引用的論文。
這通常意味著它們是該領域的重要開創性作品。
Derivative works：引用了圖表中許多論文的論文。
這些作品可能是該領域的綜述，或是受到啟發的最新研究。

提供一篇文章作為起始點，幫忙找出主題相似的文獻

30

https://www.connectedpapers.com/


檢索核心概念：滾雪球檢索法

核心文章

核心文章的相關文章
核心文章的相關文章的相關文章

31



檢索核心概念：引用文獻滾雪球法

透過引用關係，從少數核心文獻 (key papers) 滾雪球找到其他相關文獻
2017

Cited 
References

2000

201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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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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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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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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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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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核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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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讀懂文章內文：ChatPDF
提供一篇文章請ChatPDF幫你摘出摘要
使用時機：
1.當你有時間壓力必須快速瀏覽文章
2.當你閱讀文章時，有不懂的地方想要提問
3.當你讀完文章之後，想找人討論觀點

33

https://www.chatpdf.com/


3-2.讀懂文章內文：
提供一篇文章請Explainpaper幫你摘出摘要
避免使用自動產出的摘要(問題：二次引用、內容正確性)

相關著作權問題：請參考章忠信老師部落格

34

https://www.explainpaper.com/login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41


4.研究流程圖、發想心智圖：Whimsical

繪製流程圖

繪製心智圖

使用AI功能擴充心智圖內容
當你想發想與主題相關的點子

35

https://whimsical.com/


5.轉譯中文稿件或語言編修： ChatGPT

● 中文初稿轉換英文

● 摘要寫作(可以用摘要產生題目)

● 英文初稿可以重新編修(確認文法正確、語意清晰)

● 處理文章相似性的問題

● 回覆審查意見

● 示範影片：https://youtu.be/LmPBG2gIDK0?si=wJZW6srH9DmongfT

36

https://chatgpt.com/
https://youtu.be/LmPBG2gIDK0?si=wJZW6srH9Dmong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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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ducation Prompt Example

https://www.aiforeducation.io/prompt-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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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signLearningAI教你如何寫程式

https://www.deeplearning.ai/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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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成式AI工具

使用時機 適用情況

1.在研究一開始毫無頭緒的時候 協助發想主題、決定撒網的範圍

2.檢索文獻時指引檢索方向 尋找各研究領域敲門磚、定位關鍵字

3.集中完相關文獻可以進行文獻過濾 利用它過濾相關文件，限制是僅能初步過濾

4.可以幫助理解全文大意以及專有名詞 適合在閱讀文章前抓住大意、並在閱讀中協助讀者理
解專有名詞(要注意英翻中時指定用繁體中文可以翻
譯的更正確)、還是要回頭檢視原文才能更精準掌握

5.進行研究到一半的時候
或是在寫「討論(Discussion)」的篇幅

協助突破盲點或是提供更多元的觀點

6.撰寫文章時想要換句話說 協助修飾成意思相近的文句

7.撰寫文章時最後想要修改、將內文與
前後觀點潤飾成一致的時候

協助幫忙找出語意不通順或論點觀點不一致之處



生成式AI工具特色與限制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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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 工具（ChatGPT）的特色

● 減少投入研究的時間與心力

● 有助於加速研究的過程，包括縮短研究

從開始執行到發表的時間。

● 讓研究者寫作更具效率、更優質，且更

能跨越因語言產生的不便性。

● 讓科學研究更具平等性、普及性。

● 其他？

● 搜尋與彙整網路上的資訊與知識。

● 根據輸入問題自動生成答案。

● 針對使用者所提供的文稿，進行摘要或

重點整理。

● 進行不同語言間的改寫、翻譯、編修等。

● 具備編寫程式碼與除錯的能力。

特色 對學術研究而言(預期優勢)

潘璿安（2024年5月8日）。生成式 AI 衍生的學術倫理議題及相關教
學推廣〔簡報〕。CONCERT Open Future Communication焦點論壇
⑦—AI與學術服務的整合視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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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 工具（ChatGPT）的限制

42



生成式AI 工具（ChatGPT）的限制

● 原創性不足，可能會衍生學術倫理的問題。

● 資訊來源不明，可能會衍生著作權的爭議。

● 若研究者過度仰賴生成式AI工具，可能會

阻礙科學研究的發展與創新？

● 若學生過度仰賴生成是AI工具，可能不利

於學習一些必要的研究技能？

● 其他？

● 資訊與知識的準確度不足。

GPT-4 Turbo Training Data: Up to Dec 2023

● 生成的內容僅限於資訊與知識的彙整，深

度可能會不足，且缺乏創意與創新。

● 生成的內容可能被網路上的假新聞、假訊

息所誤導。

● 對於中文資訊的整理不比英語資訊好，比

較容易出錯。

● 收集的文獻良莠不齊，像是在垃圾堆裡找

黃金。

限制 對學術研究而言(預期限制)

潘璿安（2024年5月8日）。生成式 AI 衍生的學術倫理議題及相關教
學推廣〔簡報〕。CONCERT Open Future Communication焦點論壇
⑦—AI與學術服務的整合視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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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與學術倫理

學術倫理是指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過程中，
研究者、教育者和學生應遵守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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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YC85oculLe8?si=UmIQ_T6jw3jA1bMj45

https://youtu.be/YC85oculLe8?si=UmIQ_T6jw3jA1bMj


ChatGPT與學術倫理紅綠燈

● 綠燈：原則上不會有學術倫理相關疑義的行為。

● 黃燈：有潛在違反學術倫理的風險，建議謹慎行事。

● 紅燈：會違反學術倫理的研究行為，不能這麼做。

潘璿安（2024年5月8日）。生成式 AI 衍生的學術倫理議題及相關教
學推廣〔簡報〕。CONCERT Open Future Communication焦點論壇
⑦—AI與學術服務的整合視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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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協助學術寫作的範例

● 寫作支援：依據關鍵字產出大綱、摘要、文章段落

● 文獻回顧：在短時間掃描與摘寫文章大意

● 資料分析：幫忙分析資料並且提供洞見和預測

● 語言翻譯：幫忙翻譯文獻，觸及更多廣大內容

● 引文管理：依據指定的書目格式生成參考書目

● 協作寫作：團隊成員透過共享筆記和評論可以一同協作

● 同儕審查：掃描文章的錯誤、不一致、偏誤

● 知識探索：分析資料的規則與趨勢產生新假設幫助研究者產出新知識

● 倫理回顧：依據知情同意或隱私政策議題來偵測研究計畫中潛在的倫理議題

● 教學訓練：可以在學生的作業上提供建議或是依據學生特別需求製作教材

Currie, G. M. (2023). Academic integr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tGPT hype, 

hero or heresy?Seminars in Nuclear Medicine, 53 (5), 71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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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誤用於學術寫作的範例(1/2)

● 學術抄襲：學者會在未適當歸因下複製或貼上產出的內容

● 錯誤解讀：會依據錯誤資訊或不完整資料產出錯誤的內容(帶有偏見與不正確性)

● 生成不正確的術語：會產出連專家都不理解的術語或回答(AI幻覺)

● 缺乏原創性：依據現有資料生成資料缺乏科研所需的原創性

● 缺乏課責性：比作者缺乏課責性

● 缺乏透明性：作者應在文中揭露使用生成式AI工具

● 不能擔任作者：生成式AI工具不能擔任作者

Currie, G. M. (2023). Academic integr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tGPT hype, 

hero or heresy?Seminars in Nuclear Medicine, 53 (5), 719‒730.

48



ChatGPT誤用於學術寫作的範例(2/2)

● 缺乏原創性：若過度依賴生成文本，可能會降低學術著作的原創性與新穎性。

● 缺乏課責性：生成的文本可能被認為比真人作者撰寫的文本更不需要負責；不能擔任作者。

● 缺乏透明度：有生成式AI工具協助做研究，但沒有在論文中清楚揭露，缺乏資料來源。

生成式 AI 工具最無法做到的兩項學術研究核心原則

● 課責(Accountability)

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皆應確保其研究符合法規、協議、條款和規範等，且皆應有妥當的管理。研究人員須省察自身

應承擔的個人及社會責任，並遵守相關領域、所屬專業機構或社群，及研究資助機構或其他相關組織所提出的倫理

規範和守則。

● 透明(Transparency)

透明是指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應該確保他人能淸楚瞭解研究內容，包括所蒐集的資料或數據、採行的研究方法、獲得的結果，

以及外部利益相關者所扮演的角色等。

Currie, G. M. (2023). Academic integr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tGPT hype, 

hero or heresy? Seminars in Nuclear Medicine, 53 (5), 71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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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違反於學術寫作的範例

潘璿安（2024年5月8日）。生成式 AI 衍生的學術倫理議題
及相關教學推廣〔簡報〕。CONCERT Open Future 

Communication焦點論壇⑦—AI與學術服務的整合視訊演講。

行為 定義 範例

造假
(Fabrication)

虛構研究資料、數據、結果，
紀錄或發表虛構的研究結果。

利用ChatGPT生成不存在的研究資
料、結果、論文。

變造
(Falsification)

不時變更研究資料、設備、研
究過程，改變或忽略研究資料
或結果，導致研究紀錄無法正
確呈現。

利用ChatGPT過度美化或修飾研究
資料、圖像或研究成果等。此舉會
影響學術研究的發展、誤導其他研
究者，並違反學術倫理。

抄襲
(Plagiarism)

採用他人的文字、構想、研究
過程、發現或著作，而未適當
註明出處已承認其原創。

若師生使用ChatGPT生成學術著作
與書面作業，但未正確引用資料來
源，便可能涉及抄襲行為，也可能
衍生著作權相關爭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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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發現？學術造假？

Bik, E.（2024）。Errors and misconduct in biomedical research〔簡報〕。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2024 學術倫理英文專題講座。

攝護腺癌

女性



生成式AI工具潛藏的倫理議題

● 工具本身沒有感知能力

生成式AI工具可能看起來像擁有與人類一樣的自我意識，但其實它只是一個在大型且存在偏見的資料庫中

進行過訓練的系統。

● 內含資料存在偏誤

生成式AI工具可能隱含偏見，因此不適用於進行倫理思考與道德決策。雖然它能夠提供決策方案，但這些

方案可能會不顧及情境脈絡，包括文化、社會情境等因素。

● 輸出資訊會產生誤導

生成式AI工具無法真正判斷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因此其所提供的生成資料可能會被假新聞、偽科學

所誤導。

● 工具本身偏向美式英語

生成式AI工具傾向使用標準美式英語，代表書寫風格可能會偏向白人主導，而未能完整其他族群的寫作方

格或方言(例如：非裔美人或原住民)。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4). U-M Guidance for Students.52



生成式AI工具潛藏的其他倫理議題

● 對於個人用戶資料存在隱私與保密性問題。

● 生成的內容可能會有抄襲或智財權相關的疑慮。

● 生成的內容可能會有缺乏多元觀點。

● 生成式AI工具現階段是未受監督的產業，仍存有潛在使用倫理的議題。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 (2023). Statement on Academic 

Integr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3

在教學環境中謹慎地、深思熟慮地使用AI工具，將能有效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
隨著AI技術發展與精進，我們與學生、學者、教師、機構進行溝通的方式也應
該跟著進化。



生成式AI與資訊素養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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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 vs AI素養

● 理解在研究過程(探索、論點綜合、寫

作)可以在遵守學術倫理的原則下整合

應用那些生成式工具，並合理地應用生

成式工具所產出內容。

● 是指一組能力，使個人能夠「認識到何

時需要資訊，並能夠找到、評估和有效

地使用所需的資訊。」具備資訊素養

的人需要具備研究和批判性思維的技能。

 尋找與選擇正確的資源

 建立有效的搜尋策略

 交互使用不同資料庫

資訊素養 AI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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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生成式AI產出內容的檢核項目-CRAAP

即時性

Currency

相關性

Relevance

權威性

Authority

正確性

Accuracy

目的性

Purpose

◼ 資訊發表或張貼的時間？
◼ 資訊是否有被修正或更新？
◼ 你的主題所需要資訊的新舊程度？
◼ 連結是否都有作用？

◼ 資訊是否跟你的主題相關或是可
以回答你的疑問？

◼ 誰是目標的受眾？
◼ 資訊是否是在合宜程度(不會太基
礎也不會太進階)？

◼ 在決定使用資訊來源之前是否檢
視各式來源？

◼ 誰是作者/出版者/來源或是贊助者？
◼ 作者的聲望以及所屬組織機構？
◼ 作者是否夠格書寫此一主題內容？
◼ 是否具有聯絡資訊(出版社/電郵)？
◼ 有任何可以揭露作者或來源的連結？

◼ 資訊是從哪裡來？
◼ 資訊是否有證據可以支持？
◼ 資訊是否經過審查？
◼ 你是否可以在資料來源或個人知識中

驗證資訊？
◼ 語氣是否顯得公正且不帶有任何情感？

是否有拼字、文法或是印刷錯誤？

◼ 該資訊的目的是什麼(告知、
教導、銷售、娛樂、遊說)？

◼ 作者/贊助者是否明確表達了
他們的意圖或目的？

◼ 該資訊是事實、觀點還是宣傳？
觀點是否客觀公正？

◼ 是否存在政治、意識形態、文
化、宗教、制度或個人偏見？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Libraries. (2024). Online Research: CRAAP Test. 

https://libguides.cmich.edu/web_research/cr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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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生成式AI產出事實查核

拆解

Break it down

搜尋

Search

分析

Analyze

決定

Decide

重查/結論

Repeat/conclude

◼ 拆解接收到的資訊
◼ 辨識出特定論點

◼ 尋找可以支持特定
論點的資訊

◼ 從搜尋引擎或維基
開始

◼ 從學術搜尋引擎或
圖書館資源著手

◼ 從以下假設衡量所
搜尋到的資訊：

• 所下的指令假設是
什麼？

• 人工智慧的假設是
什麼？

• 你的事實查核的觀
點和意圖是什麼？

◼ 哪一部分為真？哪
一部分為假？

◼ 什麼事實上不正確
的？

◼ 你可以更新指令來
修正這些錯誤嗎？

◼ 在每一個論點中反
覆查核先前所拆解
的觀點

◼ 評估這些觀點的有
效性並且判斷這些
論點是否與你的研
究相關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y.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https://lib.guides.umd.edu/c.php?g=1340355&p=988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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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AI工具的檢核項目-ROBOT

Eden, B. L. (2023). The Rise of AI: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cademic Libraries: Hervieux, S., & Wheatley, A. (Eds.). (2022).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07 pp., $80.00 (pbk), ISBN 9780838939116. Journal of Web 

Librarianship, 17(1–2), 34–35. https://doi.org/10.1080/19322909.2023.2215498

可信度

Reliability

目標

Objective

偏見

Bias

所有權

Ownership

範疇

Type

◼ 藉由此項AI技術所獲得的資訊其可信度如何？
◼ 如果這些資訊不是來自AI技術的負責單位，資訊來

源作者是否可信？
◼ 如果資訊來自於AI技術的負責單位，他們願意接露

多少資訊？是否會因為商業機密不完全公開？資訊
是否會有什麼偏誤？

◼ 使用AI的目標是什麼？
◼ 分享這項AI的目的是什麼？

(讓更多人知道？說服他人？
還是獲得金錢支援？)

◼ 有什麼可能造成AI技術上的偏誤？
◼ 是否有相關的倫理議題？
◼ 此技術的資訊來源、負責人和使用者辨

識出這些偏誤和倫理議題嗎？

◼ 誰是這項AI技術的擁有者或開發者？
◼ 負責人是誰？私人公司、政府還是

研究機構？
◼ 誰可以接觸到它？使用到它？

◼ 這是什麼類型的AI？
◼ 這個技術是理論面向的，
還是應用面向的？

◼ 依賴何種資訊系統？
◼ 會需要人工介入嗎？



資訊級別

可以公開或已向大眾公開的資訊 可以公開或已向大眾公開的資訊：已發表的論文、
文章、出版物；公開的政策文件；營銷宣傳材料；
開源代碼等

工作/研究內部資訊 培訓資料、未發表文章/宣傳資料；論文草稿；非保
密的調查數據等

工作/研究保密資訊 需要保密的實驗數據、調查結果、訪談紀錄；人事
資料、學生資料、財務資訊、醫療資訊、技術文檔
等

個人敏感資訊 姓名、身分資訊、地址、電話、銀行卡號、網路帳
密、人臉照片、指紋、生物數據等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2024). 生成人工智能與資訊素養. 

https://lib.must.edu.mo/sites/default/files/assets/images/RITA/Generative%20AI%20and%2

0Information%20Literacy.pdf59



使用AI工具要懂得保護資訊安全

● 商業大語言模型可能會默認收集用戶資料用於學習

● 使用任何產品之前要閱讀服務條款，了解你的資料將會被怎樣處理

● 不輸入保密資訊到大語言模型

● 避免使用來源不明的AI產品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2024). 生成人工智能與資訊素養. 

https://lib.must.edu.mo/sites/default/files/assets/images/RITA/Generative%20AI%20and%

20Information%20Literacy.pdf
60



OpenAI. (2024). Will OpenAI use files uploaded to train its models? 

https://help.openai.com/en/articles/8984328-will-openai-use-files-uploaded-to-train-its-models
61

輸入ChatGPT的所有內容會用來改善模
型，包含指令、資料或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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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hatGPT找資料

真的沒問題嗎？

倘若沒有給予出版年份的限制，通常會推薦年代較為久遠(距今
10-20年以上)的文獻或圖書。若有限制年代，回饋的文獻或圖書
相關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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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I
• Summary

• Expanded summary

• Concept map

• Topic experts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applications of linked 
data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uld you provide some literature from the past five years?

https://www.scopus.com/search/form.uri?zone=TopNavBar&origin=recordpage&display=basic#scopu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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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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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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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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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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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尋找優質學術文獻

● Web of Science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協助發掘文獻、主題發想與趨勢研究

https://youtu.be/3bKHvuTCHzc?si=V0TXvROQsxc0EcuK

● 運用Scopus查找質量並重期刊文獻

https://youtu.be/HRArh6YoVk4?si=cxlQmmxxvsqlgtnT

https://youtu.be/3bKHvuTCHzc?si=V0TXvROQsxc0EcuK
https://youtu.be/HRArh6YoVk4?si=cxlQmmxxvsqlgtnT


生成式AI與學術投稿

了解出版商和期刊立場與原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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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 若有使用任何生成式AI工具應該在「致謝」裡說明，AI系統應用於生成文章那些內容與應

用程度。實務上常見利用生成式AI工具來編輯或修正文法，作者也應在文章揭露這些情況。

IEEE. (2024). Submission and Peer Review Policies. 

https://journals.ieeeauthorcenter.ieee.org/become-an-ieee-journal-author/publishing-

ethics/guidelines-and-policies/submission-and-peer-review-policies/#ai-generated-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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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 Francis

● 生成式工具不能作為作者。

● 作者必須承認其作品中包含的所有來源和貢獻者。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的地方，必須適當

地揭露並確實描述相關使用紀錄。

● 作者對其提交內容的原創性(originality)、有效性(validity)和完整性(integrity)負責。

● 在選擇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時，作者應負責任地這樣做，並遵守我們相關編輯政策和出版道

德原則。

Taylor & Francis. (2023). Taylor & Francis Clarifies the Responsible use of AI Tools in 

Academic Content Creation. https://newsroom.taylorandfrancisgroup.com/taylor-francis-

clarifies-the-responsible-use-of-ai-tools-in-academic-content-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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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Nature

● 生成式工具不能作為作者。

● 礙於版權問題，不能使用生成式圖像和生成式影片(包含影片劇照、攝影、插圖)，但不包含

基於文字或數字所組成的圖像，例如：表格、流程圖、其他不包含圖像的簡單圖表。

● 審稿人不得將稿件上傳至生成式AI工具，礙於生成式AI工具缺乏專業知識，且可能帶有假

資訊與偏見。再加上，審稿文件具有不能對外透漏的機敏資料。

Springer Nature.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ttps://www.springer.com/gp/editorial-policies/artificial-intelligence--ai-/254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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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

● 生成式工具不能作為作者。

● 作者若有使用生成式AI工具，則必須在「方法(Methods)」或「致謝

(Acknowledgement)」的部分，公開、透明、詳細地描述。

● 作者需要確保生成的內容的正確性，也必須在文章內容引用生成式工具支援的部分。

● 編輯/審稿人不得將稿件上傳生成式AI工具。

Wiley. (2024). 科研誠信與出版道德最佳實踐指南.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sset/Wiley-Ethics-

Guidelines-Chinese-Translation-202004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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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 生成式AI工具不能作為作者。

● 在稿件內承認語言模型的限制。

● 在稿件內方法與致謝的部分，明確地寫下使用的模型語言以及使用目的。

● 確認語言模型所產出的引文是正確的、有效的、合適的。

● 確認AI生成工具產出內容的來源，並標示出處。

● 仔細確認內文來源，避免潛在的抄襲疑慮。

● 編輯者和審查者在審查過程中比須遵守報密原則，不得將稿件或來往書信上傳至生成式AI

工具。

Sage. (2024). ChatGPT and Generative AI. https://us.sagepub.com/en-

us/nam/chatgpt-and-generative-a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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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 生成式工具不能作為作者。

● 為提升稿件可讀性，作者可以使用生成式AI工具協助寫作，作者應仔細審查編修文字，確

認內文的正確性、完整性、客觀性。

● 不允許使用生成式AI工具所產出的圖片，但可以接受使用生成式AI工具來調整圖片的亮度、

對比度或色彩平衡，以不改動原始圖片內容為準。

[例外]當生成式AI工具作為研究設計或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作者應以研究再現

(reproducible)的方式描述在研究方法的段落，必須說明生成式AI工具如何應用在圖像重製

的過程，以及搭配工具/模型的名稱(版本、製造者)。另外，作者必須提供原始圖像與最後

生成圖像給編輯者評估。

● 編輯/審稿人不得將稿件提交到生成式AI工具，因稿件可能包含作者隱私、專利等，應將稿

件視為機密文件。 Elsevier. (2024). Publishing ethics.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nd-standards/publishing-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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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對於在學術溝通使用生成式AI的工具的建議(1/2)

⚫ 在致謝辭或實驗部分提及如何在手稿寫作過程中使用生成式工具，清楚地指出手稿哪些部

分使用生成式內容，並且在支援資訊(Supporting Information)中描述指令、問題以及相

關紀錄。

⚫ 提醒你的自己與合著者生成式AI工具最多只能提供最初的初稿。這些生成內容並不完整，

可能包含不完整資訊。著者應該仔細地再仔細地確認每一句話以及內容段落。

⚫ 不要逐字使用生成式AI工具產出的內容，這些並不是你所產出的文字。生成式工具內容會

重複使用其他來源的資料，貿然使用可能會導致你無心抄襲。

⚫ 任何生成式AI工具產生出來的引文都需仔細地查證原始文獻，因為它會產生錯誤的引文。

Buriak, J. M., Akinwande, D., Artzi, N., Brinker, C. J., Burrows, C., Chan, W. C. W., 

Chen, C., Chen, X., Chhowalla, M., Chi, L., Chueh, W., Crudden, C. M., Di Carlo, D., 

Glotzer, S. C., Hersam, M. C., Ho, D., Hu, T. Y., Huang, J., Javey, A., . . . Ye, J. (2023). 

Best Practices for Using AI When Writing Scientific Manuscripts. ACS Nano, 17(5), 

4091-4093.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3c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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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對於在學術溝通使用生成式AI的工具的建議(2/2)

● 不能把生成式AI工具列為著者或合著者。它不能像人類一樣產生新的主意或是根據新的結

果加以討論。生成式AI工具只是協助我們形成與撰寫草稿的工具。

● 人可以為文章負起文責，生成式AI工具不能為它的描述或違背倫理的行為負責。

● 最重要的是，不要讓生成式AI工具抑制你的創造力以及深度思考！使用它來拓展你的眼界

與激發新創意！

Buriak, J. M., Akinwande, D., Artzi, N., Brinker, C. J., Burrows, C., Chan, W. C. W., 

Chen, C., Chen, X., Chhowalla, M., Chi, L., Chueh, W., Crudden, C. M., Di Carlo, D., 

Glotzer, S. C., Hersam, M. C., Ho, D., Hu, T. Y., Huang, J., Javey, A., . . . Ye, J. (2023). 

Best Practices for Using AI When Writing Scientific Manuscripts. ACS Nano, 17(5), 

4091-4093. https://doi.org/10.1021/acsnano.3c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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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規定(作者部分)
Item(2023) ICMJE(May) WAME(May) JAMA(Jul) Science(Nov)

Scope of AI use Any Any Any No generation of images 

without editorial 

permission

Autho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Humans Humans Humans Humans

Suggested actions Review, edit; no 

plagiarism, 

appropriate 

attribution

Ensure accuracy, 

balanced view, no 

plagiarism, appropriate 

attribution

- Review; guard against 

bias; ensure no 

plagiarism, appropriate 

citations

What to include - Tool name, version Tool name, version and

extension manufacturer

Tool name, version

How to report Describe use. Indicate extent and type 

use, prompt, date/ time

Describe generated 

content that was included

Full prompts

Where to report Cover letter and 

manuscript.

Acknowledgement( for 

text); Abstract and 

methods(for analysis, 

code, results)

Acknowledgement or 

methods

Cover letter, 

acknowledgements and 

methods

Lin, Z. (2024). Towards an AI policy framework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8(2), 85-88.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3.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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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規定(審查者部分)

Item ICMJE(May,2023) WAME(May,2023) JAMA(Jul,2023) Science(Nov,2023)

Scope of AI 

use

- No manuscript No manuscript or 

review

Not allowed

What to 

include

- - Tool name, 

version and 

extension, 

manufacturer

-

How to report - Explain use Describe the 

generated content

-

Lin, Z. (2024). Towards an AI policy framework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8(2), 85-88.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3.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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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4). Springer Nature推出兩個新的AI工具，保護研究誠信.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news/826?utm_source=BenchmarkEmail&utm_campaign=CONCERT%e7
%84%a6%e9%bb%9e%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4%b8%89%e5%8d%81%e6%9c
%9f&utm_medium=email



小結：

各大學術出版者對於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的有以下共通點：

● 責任性：AI工具不能列為作者，因為它們不能承擔作者的學術責任。

● 透明性：必須明確聲明使用了AI工具，並具體指出其應用範圍和貢獻部分。

● 學術誠信：作者需保證AI生成內容的準確性和原創性，並遵循學術誠信原則。

● 揭露細節：通常在文章的「方法」或「致謝」部分詳細說明AI工具的使用情況。

○ 如果有使用生成式AI工具，要揭露到別人可以再現的程度，對於讀者來說，沒有差別，

對學術倫理來說，揭露是比較負責的做法。

○ AI如果下相同的指令，結果可能都不同，同一個實驗室在做同一個實驗也會有不同的

結果，主要重點在於揭露。如果是投稿的時候，最好是在投稿信(cover letter)就做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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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利用ChatGPT的引用方式

● APA說明：若是在研究中有使用生成式AI工具的產出內容，請在研究方法說明並進行引用，

若是文章類型屬於文獻回顧，請在簡介(Introduction)的地方說明並引用。

另外，若將生成式AI工具當作演算法或式軟體，請依照引用軟體的規範進行引用。

● MLA說明：當你將生成是AI工具所產出的內容(文字、圖片、資料)納入你的作品中，請務

必引用生成是AI，並在文章合適之處說明你所使用的功能。

● Chicago Manual of Style說明：當你有使用生成式AI工具所產出的內容，請記得引用，倘

若想特別註明輸入的文字內容(prompt)，可以附註的地方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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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astyle.apa.org/blog/how-to-cite-chatgpt
https://style.mla.org/citing-generative-ai/
https://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qanda/data/faq/topics/Documentation/faq0422.html


結論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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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針對生成式 AI 工具之教學因應措施：使用 ChatGPT 時要注意哪些事情？

● 避免過度依賴：ChatGPT產出的內容僅能作為參考資料，不能代替個人思考和研究成果。因此不能只

依賴 ChatGPT 生成內容來進行學習，甚至是研究，而是應該將 ChatGPT 生成內容用作參考資料，結合個

人分析和思考來完成學習。

● 增進提問品質：要從 AI 生成內容獲得高品質的答案，必須先有高品質的提問，所提出的問題應該盡可

能明確、具體，讓 ChatGPT能更容易地理解問題並提供有價值的回答。然而需注意的是，即便如此，

ChatGPT 仍可能會產生一些不正確或模棱兩可的答案，因此使用者要自己判斷和確認答案的正確性。

● 明訂學習目標：使用 ChatGPT 前要有明確的學習目標，才能專注於與這些目標相關的問題和回答，透

過 ChatGPT 獲得的資訊，加深對學習主題的理解。除了自己做資訊查證之外，也建議多與其他同學和老

師進行討論，以獲取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以此來確認使用相關資訊是否符合學習目標。

陳信希, 孔令傑, 李宏毅, 陳縕儂, 黃山耘, 馮勃翰, 詹魁元, 蔡欣穆, & 簡旭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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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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2023). 留意生成式人工智慧（AI）用於學術與研究
活動時的6個關鍵！.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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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的6個關鍵！.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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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2023). 留意生成式人工智慧（AI）用於學術與研究
活動時的6個關鍵！.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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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讓生成式AI 工具成為學習與研究的得力助手。

○ 適時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提升學習與研究的效率與品質。

○ 保持高度批判力，務必針對生成內容的正確性與合宜性進行驗證。

● 秉持高透明度（transparency）的原則使用任何生成式 AI 工具。

○ 投稿前，查閱出版社或研討會主辦方對於生成式 AI 工具的使用與揭露規範。

○ 如果有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就應該於論文或作業中揭露。

○ 生成式 AI 工具不能成為任何學術著作的共同作者。

● 不要讓生成式AI 工具成為學習與研究的絆腳石。

○ 不要利用生成式 AI 工具進行任何可能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

○ 留意生成式 AI 工具的資料來源，務必仔細查核、驗證，以及正確引用。

○ 不要讓帶有偏見、歧視或錯誤資訊等之生成內容傷害到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