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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的溫馨提醒

● AI技術發展迅速，此簡報的圖文與案例，

可能因科技進步而版面變更或功能不再適用，請特別留意。

● 此簡報內容有使用ChatGPT協作，

圖片來源為Freepik、SlidesCarnival、irasutoya等網站。

● 本課程介紹的生成式AI工具可能包含付費的功能，

臺灣大學圖書館沒有訂購，也不對這些付費服務做任何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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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6. 資訊查核

7. 如何引用AI生成內容

8. 學術投稿及審查

9. 學術倫理與著作權

10. 結語

1. 淺談提示詞

2. 使用前的對話練習

3. 生成式AI工具問答方法

4. 免費生成式AI工具簡介

5. AI與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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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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lc.ntu.edu.tw/ai-tools/


淺談提示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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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 的特點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以ChatGPT為例

○ 由OpenAI公司開發的大型語言模型，利用深度學習技術，

根據從網路上獲取的大量文本樣本進行訓練

○ 文字接龍

○ 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 生成結果有隨機性，無法回溯重現

○ 不一定是即時網路搜尋

○ 受限於不同版本的訓練模型，模型應答有時間更新的問題

(ChatGPT-3.5_2023/01、ChatGPT-4_2023/04)

參考資料：李宏毅（2023年2月，2024年11月）；孔令傑（2023年6月）；

天下雜誌（2023年4月）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4860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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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李宏毅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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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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提示詞(Prompt)？

● 是指在 AI 系統輸入的文字指令，用來描述你希望 AI 回答的內容或執

行的任務。

● 如果你需要別人幫忙做事，就需要給他具體的「指令」或「提示」，

而決定 AI 輸出的品質，關鍵在於你提供的提示詞是否足夠完善。

Narasimhan, N. (Producer). (2024). 瞭解提示工程基本概念（第 4 部分 18） |適用於初學者的
Generative AI. Retrieved from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tw/shows/generative-ai-for-
beginners/understanding-prompt-engineering-fundamentals-generative-ai-for-beg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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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需求：關鍵字、內容深淺、如何應用

Context

Person

Context of 

Information need

Information

need

人所處的情境：當下時空背景(社會文化條件)

人：扮演的角色、尋求資訊目的

資訊需求的情境：真實知識或是五官體感資訊

提示詞完備的基礎─從(你的)資訊需求開始

資訊需求是動態的，提示詞也會隨之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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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詞完備的基礎─從(你的)資訊需求開始

1. 問題背景

2. 資訊範圍

3. 可用資源

4. 關鍵詞與語言差異

5. 資訊使用場合

6. 預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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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詞完備的基礎─從(你的)資訊需求開始

● 需要涵蓋地域範圍是什麼？

是全球、特定國家，還是更細分的領域？

● 特定時間範圍內的資料？

例如：最近5年的研究或2023年的新聞。

● 我為什麼需要這些資訊？

是為了解決問題、完成報告，

還是單純為了增進知識？

● 這個問題是否有特定的背景或情境？

例如：與特定事件、時間或地區有關嗎？

1. 問題背景 2.資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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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詞完備的基礎─從(你的)資訊需求開始

● 哪些關鍵詞可以代表我的需求，篩出我

想要的文獻？是否需要使用更專業或具

體的術語？

領域分析 domain analysis

跨領域分析 interdisciplinary

● 我目前有哪些資訊或資源？

已經擁那些先備知識，

或是否需要先查找某些背景資訊？

● 我是否有特定的資料來源要求？

學術期刊、政府網站、還是一般性的網

路文章？

3.可用資源 4.關鍵詞與語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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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詞完備的基礎─從(你的)資訊需求開始

● 我期望得到什麼樣的答案？

數據、清單、範例、或是深入的分析？

● 我是否需要某種特定的格式或呈現方式？

文字敘述、圖表、步驟說明等。

● 這些資訊的用途是什麼？

是否需要符合特定的專業標準？

● 需要簡化還是深入說明？

根據資訊利用對象的理解能力調整內容

深淺（如學生、專家）

5.資訊使用場合 6.預期內容



15

提示詞的三層架構

Huang, E. (2023). ChatGPT提示語說明書. 電腦玩物
.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目的優先

輸入資料

設定輸出

• 輸入資料：傳達任務目的後，可以開始說明任
務、問題的獨特背景資料，明確具體的描述跟
任務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 設定輸出：明確界定 ChatGPT 輸出結果的特殊
條件，例如要輸出幾個(20個)？有沒有什麼特
殊格式(問題－答案)？有沒有需要什麼語氣、風
格或特殊行動(補上可能漏掉的任務)？等等。

• 目的優先：盡可能在提示語的一開頭，用一到
兩句話，先清楚說出自己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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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

○ 計畫範本：
○ 目標願景：
○ 附加價值：

○ 觸發機制：
○ 可用情境：
○ 風險情境：

○ 可採取行動：
○ 具體下一步：
○ 要替代行動：

○ 獎勵機制：
○ 紀錄工具：
○ 下一次改變：

目的

假設你是一個克服拖延的專家，請幫我

設計一個改掉晚上吃消夜的計畫。

輸入

我最近常常晚上一追劇就忍不住吃了零

食或外送。我需要改掉這個壞習慣，並

且一定要能做得到。

輸出

請根據右邊的計畫範本來設計：

Huang, E. (2023). ChatGPT提示語說明書. 電腦玩物
.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使用前的對話練習

在使用ChatGPT前，你要先學會如何和他對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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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生成式AI工具提問的小技巧

1. 引導工具使用參考文本回答

2. 使用分隔符號清楚標示輸入的不同部分

3. 不用怕問得不好，追問修正即可

4. 多加一句：逐步分析 /調整應答內容

OpenAI developer platform. (2024). Text gene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form.openai.com/docs/guides/text-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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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導工具使用參考文本回答
● 指令

寫一篇1000字的心得，內容為九份一日遊

● 加入詳細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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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定輸出樣式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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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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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分隔符號清楚標示輸入的不同部分

###

文章內容(複製貼上)

###

筆記大綱範本：

能不能解決親子溝通之間的問題？

文章提到哪些具體技巧？

延伸拆解我們可以採取的下一步行動？

用 ### 或 """ 分隔

假設你是一位親子教養專家，幫我針

對下面這篇文章進行摘要，我用###

符號將文章內容標示出來。摘要時請

根據下面提供的筆記大綱範本撰寫：

Huang, E. (2023). ChatGPT提示語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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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寫成精簡但精采的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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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用怕問得不好，追問修正即可

○ 當我們學會很多組提示詞的方法，可能會不小心陷入綁手綁腳的迷思，會想要每

一個問題都問得很詳細完整，但這並不一定是好事。有時候是問得太複雜，反而

ChatGPT 沒辦法抓住所有細節，最後答案更加不如預期。

○ 可以根據ChatGPT的回覆逐一反問，可以逐步釐清與修正你所想要的，例如接續

提問：「請你再確認一次有沒有遺漏？」、「請你再確認一次是否符合事實？」、

「請你再確認一次還有沒有要補充的？」這個意思是，請 ChatGPT 根據它第一

次回答的基礎，然後回到原始資料或提問中去做兩次、三次的確認，這有助於完

滿答案的細節。

Huang, E. (2023). ChatGPT提示語說明書. 電腦玩物
.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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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加一句：逐步分析

● 多加一句：請 ChatGPT 一步一步分析並回答

那如果我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思考邏輯來解出答案、完成任務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那就請 ChatGPT 一步一步分析並回答，

這樣一來，往往面對一些複雜問題或任務時，會讓 ChatGPT 提供更精準有幫助的答案。

Huang, E. (2023). ChatGPT提示語說明書. 電腦
玩物.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
chatgp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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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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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加一句：調整應答內容

● 生成式AI工具其實有所謂的更有創意的回答？還是更嚴謹的回答？更有趣？還

是更認真？我們可以在「提示語」中要求 ChatGPT 改變設定。

● 例如我們可以這樣說：「請你根據事實確認後再回答」、「請你一定要符合原

文語氣」，或是「請你可以更有創意的延伸思考」、「請你可以更自由地發揮

想像力」等等。

● 小提醒：內容調整是相對的，也就是會增加事實的比例，或是增加嚴謹的比例，

但還是很難百分之百要求內容要絕對的比例屬於哪一種風格。

Huang, E. (2023). ChatGPT提示語說明書. 電腦玩物
. https://www.playpcesor.com/2024/03/ai-chatgpt.html



生成式AI工具問答方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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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工具問答方法

1. 追問法

2. 擴寫與改寫法

3. 反問法

4. 元素碰撞法

5. 人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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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

D3ZHMN5J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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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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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

D3ZHMN5J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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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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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文案企劃人員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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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擴寫與改寫法

● 要讓他幫你做延伸，可以請ChatGPT「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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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方式 現在請將整篇內容，以「第一人稱」寫作技巧改寫，內容
必須有趣且充滿故事性。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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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

D3ZHMN5J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3.反問法

● 比起你問 ChatGPT 問題，不如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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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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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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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

D3ZHMN5J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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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問法(持續提問直到...)

● 允許 ChatGPT 向你詢問，直到獲得足夠資訊以提供所需輸出的精確細

節和要求「從現在起，我希望你向我提問，直到...」。

● 「我正在計劃下個月的旅行，從現在起，我希望你向我提問，直到你

獲得足夠的資訊來幫我制定一個完整的旅行計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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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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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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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

D3ZHMN5J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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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請你當一位專業的廣告顧問，針對 OOXX 給我一些社群行銷的
專業建議。

+設定角色 請把我當成一個完全不懂廣告的新手，針對 OOXX 給我一些社
群行銷的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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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的文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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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bid0VBRrBKjvF2eP2ED3jWNTCpfK227uKC1u

D3ZHMN5JpuY3bYdkeVMnM2hNh8ywagv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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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練習

1. 翻譯

2. 準備簡報大綱

3. 資料分析與處理



1. 翻譯

● 把下面這篇OO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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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分段翻譯會可以幫忙減少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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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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周樹華老師的分享

● Correct grammar errors

● Rewrite in idiomatic English

● Rewrite in formal English

● Explain the revisions / corrections

英語編修的實用指令

https://www.facebook.com/englishtreehouse/posts/

358048986897642

https://www.facebook.com/englishtreehouse/posts/3580489868976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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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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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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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
處理



免費生成式AI工具簡介4

38

不包含付費訂閱功能



免費的生成式AI工具

挑選標準在於網路介紹與評論，整理與學術研究較有相關的工具

1. 入門款：ChatGPT、Copilot、Gemini

2. 學術搜尋引擎：SciSpace、Consensus、Elicit

3. 找出相似主題的文章：Connected Papers

4. 生成簡報：Gamma、Canva

5. 實用圖表：Napkin

6. 研究流程圖、發想心智圖：Whimsical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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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https://typese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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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https://typeset.io/


學術搜尋引擎：SCISPACE

列出文章洞見

42

推薦的文章有可能是OA (open access) 文章，請大家多加查核避免引用到掠奪性期刊！

https://typese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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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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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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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生成實用圖表：Napkin

Blank Napkin

把自己的筆記複製貼上
Napkin可以自動摘要產圖

Draft with AI

簡單地輸入自己的點子
或是複製貼上你想要摘要的段落
讓Napkin幫你自動生成

https://www.napkin.ai/


46

快速生成實用圖表： Na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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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ttps://whims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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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成式AI工具

使用時機 適用情況

1.在一開始毫無頭緒的時候 協助發想主題、決定畫出主題發想的輪廓

2.檢索資訊時指引檢索方向 尋找各專業領域敲門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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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論文寫到一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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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與資訊安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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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I工具要懂得保護資訊安全

● 商業大語言模型可能會預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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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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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輸入ChatGPT的所有內容會用來改善模型，
包含提示詞、資料或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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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你的ChatGPT設定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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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願意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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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查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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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vs. 真人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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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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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做事實查核的觀
點和意圖是什麼？

◼ 哪一部分為真？
◼ 哪一部分為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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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問、追問AI，讓
AI檢查並反省自己
有沒有錯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y.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https://lib.guides.umd.edu/c.php?g=1340355&p=9880575

改寫：范蔚敏、陳芷洛

拆解
Break it down

搜尋
Search

分析
Analyze

決定
Decide

重查 / 結論
Repeat / 

Conclude

查核生成式AI產出的內容

https://lib.guides.umd.edu/c.php?g=1340355&p=988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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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ChatGPT聊天的紀錄



【2023年3月首次測試】

回答有模有樣的書目，
這些期刊文章真的存在嗎？

57



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期刊名

期刊名稱
• 華人心臟雜誌
• 中國科技資訊
• 中華民國運動醫學學會雜誌
• 健康科學學報

0筆
0筆
0筆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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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稱
• 華人心臟雜誌
• 中國科技資訊
• 中華民國運動醫學學會雜誌
• 健康科學學報

0筆
0筆
0筆
0筆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

59

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


進階查詢

• (心跳 OR 心率) AND 運動

• (心跳 OR 心率) AND 綠茶

• 心率 AND 變異

60

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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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首次測試】

英文期刊書目的正確度如何?

查證結果屬實

資訊錯誤

資訊錯誤



ChatGPT回答的第1篇文章確實存在

● 《Nutrition Metabolism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期刊真的有發表

“Resting heart rate an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otal cancer, 

and all-cause mortality –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dose–response meta-

analysis of prospective studies”

62

PubMed

ChatGPT



ChatGPT 回答的第3篇文章錯誤

● 將篇名分成兩段，先搜尋前半段

○ Resting heart rate and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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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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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測試】

不再回應虛構的文章書目



【2024年11月】

導入即時搜尋功能

並提供網頁連結

67

注意！可能還是會瞎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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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書目的管道

● 各圖書館的館藏目錄

● 資料庫

○ 學科領域專門資料庫

○ 索引摘要 / 綜合領域

● 出版單位的官方網站

● 搜尋引擎

○ Google, 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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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領域專門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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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摘要 / 綜合領域資料庫

● Scopus

● Web of Science /

Master Journal List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EBSCOhost]

● 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

●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 (TCI-HSS)

● 華藝線上圖書館

● 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中文 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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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AI檢索功能的學術資料庫 (試用)

● 提供真實存在的文獻，可能比較不會像ChatGPT無中生有

● AI功能須額外付費

資料庫 AI檢索指令 臺大試用時程 簡介

華藝線上圖書館: AI助手 中文 即日起至3/31 影片

Scite.ai 英文 即日起至4/10 使用說明

ProQuest: Research Assistant 英文 預計5月起 官網說明、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zcT5Gb51o
https://epaper.ntu.edu.tw/view.php?listid=34&id=34545
https://about.proquest.com/en/blog/2024/proquest-part-of-clarivate-launches-ai-powered-research-assista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5D5gYyQag0&t=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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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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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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資訊之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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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引用AI生成內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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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生成式AI工具提供的內容？

● 澳洲昆士蘭大學的建議

○ 誠實說明你如何運用此工具做發想或規劃，即使你沒有直接複製內文到你

的報告中。

○ 標示使用日期

○ 截圖備份

○ 另存新檔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Library (2023, August 23). Citing ChatGPT and other generative AI.  

https://guides.library.uq.edu.au/referencing/chatgpt-and-generative-ai-tools

AI生成內容無法回溯!

https://guides.library.uq.edu.au/referencing/chatgpt-and-generative-ai-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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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官網範例

•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How to Cite ChatGPT (2023年4月)

• 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 How do I cite generative AI in MLA style? (2023年3月)

•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 How do you recommend citing content developed or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ch as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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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如何引用AI生成的內容?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24).

Generative AI and ChatGPT.

https://guides.library.ubc.ca/GenAI/cite

https://guides.library.ubc.ca/GenAI/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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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引文格式

● 在正文中引述你下的指令 (prompt)，並將AI回答的內容複製到內文

McAdoo, T. (2023, April 7). How to cite ChatGPT. APA Style Blog. 
https://apastyle.apa.org/blog/how-to-cite-chatgpt

製作公司、工具名稱、使用時間、版本、網址

https://apastyle.apa.org/blog/how-to-cite-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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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引文格式

● 如果內容太長，可以放在附錄或補充資料

McAdoo, T. (2023, April 7). How to cite ChatGPT. APA Style Blog. 
https://apastyle.apa.org/blog/how-to-cite-chatgpt

https://apastyle.apa.org/blog/how-to-cite-chatgpt


MLA格式 MLA (2023, March 17). How do I cite generative AI in MLA style?
MLA Style Center. https://style.mla.org/citing-generative-ai/

Prompt 指令

ChatGPT回應

79

https://style.mla.org/citing-generative-ai/


MLA格式
• MLA (2023, March 17). How do I cite generative AI in MLA style? MLA Style Center. https://style.mla.org/citing-generative-ai/

•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Library (2023, Aug 23). ChatGPT and other generative AI tools. 
https://guides.library.uq.edu.au/referencing/chatgpt-and-generative-ai-tools

(Short form Title of source)

“Title of source” prompt. Name of AI Tool, version, Company,

Date content was generated, General web address of tool.

80

https://style.mla.org/citing-generative-ai/
https://guides.library.uq.edu.au/referencing/chatgpt-and-generative-ai-tools


MLA格式：引用與AI協作的圖像

請注意！
科學圖片不可以虛構，
過度修飾美化、造假、變造！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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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排版

● 利用ChatGPT排版APA引用格式??

碩博士論文能不能用AI輔助？如何引用或聲明？請洽詢指導教授！



學術投稿及審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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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前務必詳閱
出版單位對AI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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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期刊對人工智慧的聲明

● AI不得作為論文的作者或合著者。

● 圖表、影像、繪圖不得來自AI工具，除非獲得期刊編輯許可。

● 在 Cover letter (投稿信、自薦信)、致謝 (Acknowledgements) 的部分

註明有使用AI；或者在研究方法 (Method) 的段落，敘明該工具與版本，

並提供完整的prompt指令。

● 基於稿件的機密性，審稿者不能使用AI工具撰寫審稿意見。

● 出版政策可能會與時俱進，隨著作權法與產業發展改變。

資料來源：Science Journals: Editorial Policies

柯皓仁（2023年10月）。綜觀AI科技對學術研究與誠信的影響〔簡報〕。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陳亭瑋（2023年3月15日）。ChatGPT可以被列為論文作者嗎？學術期刊發布相關使用規則。科學月刊，495。https://www.scimonth.com.tw/archives/6341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page/science-journals-editorial-policies#image-and-text-integrity
https://www.scimonth.com.tw/archives/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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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內科醫學會 內科醫學會醫學倫理委員會（2023）。使用生成式AI（如ChatGPT）產生之科學
性著作（含論文）倫理原則之使用規範及共識。內科學誌，34（5），頁319。



87

台灣護理學會《護理雜誌》

● 人工智能書寫工具 (AI writing tool)、語言模型及類似的輔助書寫軟體

等 (例如ChatGPT) 不能被列為作者之一。若文稿有使用任何人工智能

或類似技術來輔助，作者應於論文致謝欄、研究方法或其他合適的部

分，主動披露軟體名稱及使用方式，以維護學術誠信及公開透明。

● https://www.twna.org.tw/WebPad/WebPad.aspx?1x8jyHnXeNRh79y6BEi3Cg%3D%3D

https://www.twna.org.tw/WebPad/WebPad.aspx?1x8jyHnXeNRh79y6BEi3C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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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https://www.ipress.tw/J0137?pWebID=1660&mSeq=0

https://www.ipress.tw/J0137?pWebID=1660&mSeq=0


出版社 網頁說明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

Best Practices for Using AI When Writing 

Scientific Manuscrip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I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Content

Elsevier Generative AI policies for journals

IEEE
Guidelin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Generated Text

Na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AGE ChatGPT and Generative AI

Spring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aylor & Francis AI Policy

Wile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2789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nano.3c01544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uthors/publishing-ethics/research-publishing-ethics-guidelines-for-journals/authorship-and-contributorship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nd-standards/generative-ai-policies-for-journals
https://journals.ieeeauthorcenter.ieee.org/become-an-ieee-journal-author/publishing-ethics/guidelines-and-policies/submission-and-peer-review-policies/#ai-generated-text
https://www.nature.com/nature-portfolio/editorial-policies/ai
https://uk.sagepub.com/en-gb/asi/chatgpt-and-generative-ai-0
https://www.springer.com/gp/editorial-policies/artificial-intelligence--ai-/25428500
https://taylorandfrancis.com/our-policies/ai-policy/?_ga=2.199390190.1355441688.1732081410-320157340.1732081410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ethics-guidelines/index.html#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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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揭露的實例 (Elsevier)

Díaz-Rodríguez, T. G., Antunez, E. E., 

Celaya, C. A., Coronel, A. G., Martínez, J. P. 

C., Agarwal, V., & Muñiz, J. (2025). 

Exploring contaminants and analyte 

adsorption on functionalized porous silicon: 

Insights from a combined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approach. Surfaces and 

Interfaces, 56, 105480. 

https://doi.org/10.1016/j.surfin.2024.105480

作者有使用Writefull AI改善文章的
用字與文法。
AI工具提供的建議，作者們都有
親自檢查，不是照單全收。

https://doi.org/10.1016/j.surfin.2024.10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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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揭露的實例 (Springer)
Valizadeh, P., Jannatdoust, P., Pahlevan-Fallahy, M.-T., 
Hassankhani, A., Amoukhteh, M., Bagherieh, S., Ghadimi, 
D. J., & Gholamrezanezhad, A. (2024). Diagnostic 
accuracy of radiom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s in 
diagnosing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head and neck 
canc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Neuroradiology. https://doi.org/10.1007/s00234-024-
03485-x

作者有使用ChatGPT來改善文句
的可讀性。
作者有檢查並視情況修改，作者
對此文章負全責。

https://doi.org/10.1007/s00234-024-0348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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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Nature的AI檢測工具

● Springer Nature 推出兩種AI工具，辨識文章中是否包含AI生成的假內容或是有

問題的影像。

○ Geppetto：將文章分成不同部分，利用運算邏輯檢查內文一致性並給出分數，分數越

高表示由AI生成的可能性越高，再進行人工確認。

○ SnappShot：AI輔助圖像分析工具，有助於辨識重複或操弄的數據。

● 檢測結果不會決定稿件是否進入下一關，僅提供是否需要進行人工評估的參考。

Springer Nature推出兩個新的AI工具，保護研究誠信（2024年7月17日） 。CONCERT焦點觀點專欄。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web.focus/detail/sn/414

Springer Nature unveils two new AI tools to protect research integrity. (June 12th, 2024). Springer Nature. 

https://group.springernature.com/gp/group/media/press-releases/new-research-integrity-tools-using-ai/27200740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web.focus/detail/sn/414
https://group.springernature.com/gp/group/media/press-releases/new-research-integrity-tools-using-ai/27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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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已經有研討會使用AI輔助審查文章

資料來源：李宏毅（2024年11月1日）。訓練不了AI？那你可以訓練自己〔簡報〕。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ICL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2025 Reviewer Guide. https://iclr.cc/Conferences/2025/ReviewerGuide

https://iclr.cc/Conferences/2025/Reviewer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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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沒說清楚的事……

● 出版社只說要揭露，但沒告訴作者要怎麼揭露？程度多少？

● 怎麼樣才不是大幅使用？目前政策模糊、沒有共識，

投稿者處於被動狀態，無法得知出版社以哪個工具檢測！

● 因應之道

○ 保留證據，保護自己

○ 記錄使用AI工具的歷程

○ 記得檢查、改寫
• 潘璿安（2024年8月15日）。使用生成式AI工具應留意的學術倫理

議題〔簡報〕。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學術倫理講座。

• 黃偉富（2024年5月17日）。Falsely accused of AI cheating? 

How to avoid this?〔簡報〕。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知識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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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揭露、仔細檢查

● 投稿的時候，期刊出版社可能會請你 claim，宣稱你到底有沒有使用 ChatGPT，

這種時候不要說謊，你可以說：「我有用，但是我只用在語言編修，所有的內

容我個人負責，而且這都是我們原創的內容。」

● 我們自己有原創細節跟想法，讓 AI 幫忙潤飾，才是比較好的。

● 偶爾初稿寫是這樣的內容，然後 ChatGPT 生出來的東西，「哎，你怎麼把我的

結果改掉了」，這種情況你要自己檢查過。

• 蔡依橙（2024年3月31日）。用 AI 協助很好，但我們最近看到越來越多初學者［影片］。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941080580673469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941080580673469


學術倫理與著作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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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偵探：Guillaume Cabanac 教授

Conroy, G. (2023, September 8). Scientific sleuths spot dishonest ChatGPT use in papers. 
Natur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2477-w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2477-w


用ChatGPT寫論文的痕跡

• Qbitai （2023年9月12日）。尷尬了！用ChatGPT寫論文忘了刪掉按鈕上的文字，還通過同儕審查。電腦王。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09527-writing-paper-
chatgpt?fbclid=IwAR0nx9jsGiWJIR8hBARsYgTIew7WKL_4Kr9kdwjfFuQtFjSSENpnqEt--YY

• Cabanac, Guillaume (2023, August). PUBPEER. https://pubpeer.com/publications/2BA0ED692A31818BE66AAB637BB3BE 98

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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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P出版社的撤稿說明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

88/1402-4896/acf6b8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402-4896/acf6b8


ChatGPT 說 As an AI language model, I…

https://pubpeer.com/publications/3D6A2E047FF90AC216C993BE5EB7A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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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說 Certainly, here is…

https://pubpeer.com/publications/CAABBF887348FB2D1C0329E0A27BE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6802302400240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68023024007077

撤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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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定義 以ChatGPT為例

造假
(Fabrication)

虛構研究資料、數據或結果，
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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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實變更研究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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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處以承認其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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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璿安（2024年8月15日）。使用生成式AI工具應留意的學術倫理議題〔簡報〕。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學術倫理講座。

違反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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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與學術倫理

● 直接使用AI生成的成果，是將不是自己完成的成果，當作是自己完成的，

屬於造假的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 論文轉貼 ChatGPT 的內容，不是抄襲，而是造假，以AI編造的內容，

假裝自己有寫。

○ 「抄襲」是抄別人的文章，但ChatGPT 不是「人」

● 將AI完成的成果當作是腦力激盪的提示，透過自己的思考、判斷、調整，

完成自己的創作，才是符合學術倫理的創作。

• 賴文智（2023年10月20日）。圖書館導入AI服務的法律議題。臺大圖書館知識饗宴。

• 章忠信。著作權筆記。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6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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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疑義

● ChatGPT 自行演算之成果，沒有「人」的智慧投入，不得享有智慧財產權。

● 自然人利用 ChatGPT 完成創作發明，有「人」的智慧投入，得由利用

ChatGPT 完成創作發明之自然人享有智慧財產權。

● 依現行的法律制度架構，「人」才能作為各種責任的主體。所以，人類不

能把責任推給人工智慧，最後責任還是要由人類（使用者）來承擔。

資料來源：

• 賴文智（2023年10月20日）。圖書館導入AI服務的法律議題。臺大圖書館知識饗宴。

• 章忠信。著作權筆記。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6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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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筆記網站：東吳大學章忠信教授

● ChatGPT的智慧財產權Q&A

○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41

● 學術倫理、智慧財產權與AI

○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0

● 生成式AI的合理使用可能

○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4

● AI生成的成果誰是著作人？修改這成果會侵害著作權嗎？如果這成果侵害著作權，誰該負責？

○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3&aid=3166

● 生成式AI生成成果的利用

○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86

● 生成式AI的著作利用授權議題

○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213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41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0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54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3&aid=3166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186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9&aid=3213


結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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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及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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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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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講題 日期 主辦單位 連結

柯皓仁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

綜觀AI科技對學術研究與誠信的影響 2023/10/18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學術
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link

從AI在圖書館的應用談館員應具備的
AI知能

2024/8/27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
享聯盟 (CONCERT)

link

潘璿安博士
陽明交大學人文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生成式 AI 衍生的學術倫理議題
及相關教學推廣

2024/5/8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
享聯盟 (CONCERT)

link

使用生成式AI工具應留意的學術倫理
議題

2024/8/15 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

佘秀清
Samantha Seah
新加坡管理大學圖書館

為圖書館員解構AI素養 2024/8/27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
享聯盟 (CONCERT)

link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GhMgxuOdVnUmQD3nqeOBkcEXS-wf28/edit?fbclid=IwAR2Im-xzPueV5jtnVq6MuGS4_Zc0q3Nym0Wo12wjJyze-SSJxZyRHTebL28#slide=id.p1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web.seminar/detail/sn/5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web.seminar/detail/sn/4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web.seminar/detail/sn/5


演講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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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講題 日期 主辦單位 連結

蔡依橙醫師
新思惟國際創辦人

ChatGPT與OA的時代衝擊、
價值思考與個人應對

2023/4/26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
享聯盟 (CONCERT)

-

孔令傑教授
臺灣大學資管系

探索多維度，教學新饗宴
─ 善用 ChatGPT 的教與學

2023/6/20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數位學習中心

link

章忠信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學術倫理與Chat GPT的交會 2023/9/7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
育資源中心

link

黃偉富博士
IES Research 總監

Falsely accused of AI cheating? 
How to avoid this?

2024/5/17
臺大圖書館
(內部教育訓練)

-

李宏毅教授
臺灣大學電機系

訓練不了AI？那你可以訓練自己 2024/11/1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link

https://www.dlc.ntu.edu.tw/2023/06/09/06-20%e4%ba%8c%e7%b7%9a%e4%b8%8a%e5%b7%a5%e4%bd%9c%e5%9d%8a%e3%80%8a%e6%8e%a2%e7%b4%a2%e5%a4%9a%e7%b6%ad%e5%ba%a6%ef%bc%8c%e6%95%99%e5%ad%b8%e6%96%b0%e9%a5%97%e5%ae%b4-%e2%94%80-%e5%96%84%e7%94%a8-c/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lecture/file/redirect/?pid=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Yx35KrSN0


演講資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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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講題 日期 主辦單位 連結

林宜敬政務次長
數位發展部

人工智慧對學術界的衝擊 2023/11/14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
享聯盟 (CONCERT)

-

賴文智律師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圖書館導入生成式AI的法律風險控管

2024/12/6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臺灣大學圖書館、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link

賴鼎銘委員
監察委員

葉乃靜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

你瘋AI了嗎?
也談它的倫理議題與限制

-

甘偵蓉教授
東海大學哲學系

AI預測偏誤、不公平，然後呢?
談AI的倫理複雜度與挑戰

-

https://www.is-law.com/generative-ai-and-libraries-legal-risks-and-implementation/


線上課程

● E等公務園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 【AI素養課程系列】

112

主題 講者

一、AI基礎：掌握核心概念 蔡炎龍教授 / 政大應數系

二、快速掌握Gen AI 實用解決指南 楊立偉教授 / 臺大資管系

三、聰明地應用AI驅動的專案管理 李家岩教授 / 臺大資管系

四、未來職場與社會：人工智慧將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 蔡明順校務長 /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五、避免AI應用的法律風險 侯宜秀律師 /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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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日期：2023/10/23

● 製作者：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 與談人：章忠信助理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podcast/

Podcast 節目：研究者的聊天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