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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青年學者養成營」� 

創新融入 AI 與學術倫理課程

一、前  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暑假期間為全

國高中職學生量身打造的「青年學者養成營」迄今

邁入第十屆，今（113）年共辦理高雄、臺中各 1

場次活動，分別於 7 月 17 日至 19 日國立中山大學

及 8 月 7 日至 9 日國立中興大學舉辦，每場次活動

3 天，共有來自全國 100 位高中生參與。

主要課程內容有邀請學者專家分享「學思歷

程」、說明「AI 與學術倫理」，介紹「研究方法」

及指導「學術論文寫作」，由合作學校圖書館進行

研究圖書資源引薦、查找及資料管理之課程。另

外，今年與以往不同，增加一門新課程「AI 與學

術倫理」，由於生成式人工智慧發展快速，其快速

搜尋與彙整資料的特性引起廣泛的討論，但同時也

產生一些關於學術倫理、著作權以及資通安全等疑

慮，因此今年特別加入這門課，讓學生在學習的過

程中知道如何正確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避免因

依賴科技而缺乏自我意識。

二、始業式與「學思歷程」分享課程

高雄場，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展開，王涵青

館長在始業式中，首先感謝該校提供良好的場地環

境和師資，並謝謝圖資處鄺獻榮處長及團隊對活動

的支持。藉由了解學生們使用自己就學學校圖書館

與研究的經驗，使用生成式 AI 及國家圖書館資源

的經驗，提醒學生圖書館在研究學習的重要性；並

魏家惠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編輯

高雄場（國立中山大學）始業式大合照 臺中場（國立中興大學）始業式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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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勵學員把握在為期 3 天的營隊活動，積極的發言

和踴躍提問，累積做研究的能力，認真學習，定會

有滿滿的收獲。

生，並且感謝該校陳全木副校長、宋慧筠館長以及

圖書館團隊對活動的支持。王館長介紹陳副校長在

研究上卓越的表現，請同學認真體會陳副校長的

「學思歷程」分享，並且勉勵同學在此活動中積極

的學習和踴躍提問，共同探索學術研究的樂趣，並

期勉同學們能在活動的最後提出精彩的成果。

王涵青館長於高雄場始業式致詞

王涵青館長致贈感謝狀予陳全木副校長

羅景文教授「學思歷程」分享（高雄場）

王涵青館長致贈感謝狀予鄺獻榮處長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資訊處鄺獻榮處長出席致

詞，期勉學員在這 3 天裡提前體驗大學學習現場，

同時也會帶領學員們參觀圖書館以及認識圖書館資

源，利用這次的機會希望能夠激發同學對學術研究

的樂趣，也歡迎學員在下課後欣賞海邊的夕陽和美

麗的校園。

臺中場在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辦理。王涵青館

長在始業式中歡迎來自 12 縣市，32 所高中職的學

「學思歷程」課程邀請 2 位學者專家，高雄場

邀請的是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羅景文教授，分

享學術研究時需要梳理的脈絡與思維，以及他的田

野實地考察如何讓實務與研究內容產生連結，期許

學員們能保有一顆質疑與探索的心，能不斷在研究

的過程中提出問題，在經過仔細觀察探索後，得到

有意義的結果。

「113 年青年學者養成營」　創新融入 AI 與學術倫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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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場「學思歷程」課程邀請的是陳全木講座

教授，陳教授分享了一系列從小到現在，經歷學習

成長及創業過程。從自身成長歷程的學習過程到投

身教職，進入學術研究的領域，後續出國進修，並

進入跨域合作以及國際交流精進研究量能，最後將

研究的成果與實務作結合進行創業，將研究成果升

級為有價值的商業成果。陳教授在其生涯中一直努

力實行一句話，「理想與現實間的距離是行動、勇

敢前行築夢踏實」。透過陳教授精彩的分享，可以

瞭解什麼出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理想在哪裡，

就努力往這個方向去行動，人生本來就不會平順，

遇到挫折很正常，即使遇到挫折也勇敢前行，那成

功就在不遠處。

的工作都可以生成，因而引起一股生成式 AI 的旋

風。隨著這些技術的發展，我們在使用上也務必小

心謹慎，沒有驗證過的資料內容，有可能不正確，

或是一不小心成為抄襲或是偷竊別人的創意，因此

在「113 年青年學者養成營」活動中，特別增加一

門新的課程「AI 與學術倫理」，讓初入學術領域

的學生可以培養正確的觀念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

未來研究之路能更加踏實的進行。

113 年青年學者養成營的「AI 與學術倫理」課

程，分別邀請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楊惠芳教

授，國立中興大學資訊工程系吳俊霖教授。楊教授

向學生說明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原理，而不當研究行

為是抄襲與剽竊，以及如何避免抄襲，並帶領學生

遵從學術倫理，以引註、引述、改寫、摘要來避免

不當的研究；並且說明使用生成式 AI 能運用於學

術、課業中，如釐清概念、潤飾文字、增進思辨能

力、翻譯與學習外語、提供靈感、推薦論文及改進

程式碼等，但也強調需妥善使用 AI 以輔助學習增

加學習的效率，而不是利用 AI 來取代學習。

陳全木講座教授「學思歷程」分享（臺中場）

楊惠芳教授講授「AI 與學術倫理」課程（高雄場）

三、「AI 與學術倫理」課程

C h a t G P T （ C h a t  G e n e r a t i v e  P r e - t r a i n e d  

Transformer 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是 OpenAI

開發的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程式，於 2022 年推出

免費註冊 ChatGTP 的人數暴量成長，ChatGTP 可以

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問答自動摘要與資料蒐集，還

能製作簡報與圖像，甚至是影片製作這類需要創意

吳教授分享該校資訊工程系的老師帶領系上的

學生應用 AI 開發「神農 TAIDE」，農業知識語言

「113 年青年學者養成營」　創新融入 AI 與學術倫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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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模型，如同農業界的 ChatGPT，以及利用 AI

技術開發桌球軌跡追蹤、落點及技術分析，幫忙

桌球選手進行訓練以及戰術分析，不只提升桌球比

賽的戰術分析策略，並且勇奪 3 金，此訓練具有明

顯的效果。另外系上舉辦 T 恤設計比賽，學生利

用 ChatGPT 生成的產品投稿產生爭議，說明使用

ChatGPT 必需要加入自己的想法，是輔助的工具，

並不是唯一的工具。

條件一致下做出來的研究可信度高，並且與同學互

動以一問一答的方式瞭解同學的想法，另推薦 5 本

書讓同學更進一步可以瞭解研究方法。

「論文寫作」則邀請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系

林杏娥教授以及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曾妤馨教

授。林教授讓學員瞭解學術論文寫作架構有 8 項，

包括：摘要、緒論引言、文獻回顧、假設發展或提

案、研究方法、結果、討論、參考文獻，整個課程

環繞 8 項主題說明。進一步說明學術論文寫作是系

統性且嚴謹，內容必須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與寫

作文是不同。曾教授以學術論文寫作後公開發表為

例，說明當初達爾文因為發表「天擇演化」才讓後

世可以以此為基石更進一步發表更多研究，當教授

進一步與學生互動，比較學術論文寫作與一般寫作

不同之處，說明學術論文寫作是嚴謹的，參考的資

料是具有可信度，是學術論文寫作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由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智慧營運

組館員康珮熏小姐和國立中興大學黃俊升組長及

館員潘思樺小姐，協助講解查找研究資源與資料

管理，引薦豐富的館藏資源與館藏資料庫，同時建

立同學對研究資料管理概念與介紹資料管理工具。

同學並於最後一天上臺報告營隊 3 天的研究成果，

並在本館博士編輯們指導下，更能了解自己學習還

有哪些不足的部分能再加強，提供各組學員研究的

建議，也更清楚學者的養成就是不斷學習的歷程。

最後在結業式中，由王涵青館長頒發本館的研習證

書，勉勵學員，讓學員開啟對研究的興趣，在表達

能力和邏輯思考都更上一層樓，也結識了一群一起

努力、共同歡笑的好夥伴，在炎炎夏日，獲得豐富

的學術知識與技能，完成這次的學習。

五、結  語

最後結業式中，高雄場由王涵青館長和鄺獻榮

吳俊霖教授講授「AI 與學術倫理」課程（高雄場）

四、「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課程

「研究方法」課程，分別邀請國立中山大學教

育研究所馮雅群教授以及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宋慧筠教授。馮

教授與學員以互動問答方式從生活例子切入，將常

見的研究方法分為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以及說明

信度和效度，用例子說明相關和因果條件的差別，

也說明了描述性研究和問卷調查法。一步一步帶領

同學，說明設計問卷的流程，也以例子說明訪談和

實驗法的不同，最後讓每個小組將課堂上學習的理

論，現場立即設計出有創意的小研究，學員腦力激

盪，學習效果加倍。宋教授從生活的案例切入量化

研究和質性研究，舉例實驗猴子影片告訴同學要在

「113 年青年學者養成營」　創新融入 AI 與學術倫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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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涵青館長和鄺獻榮處長共同頒發「最佳演說獎」（高雄
場）

臺中場（國立中興大學）結業式大合照

高雄場（國立中山大學）結業式大合照王涵青館長頒發臺中場「青年學者獎」

處長共同頒發「最佳元氣獎」、「最佳 POPO 獎」、

「最佳 PPT」、「足智多謀獎」、「青年學者獎」

給予在學術研究設計與發表中表現優秀者。而「最

佳演說獎」頒予陳宥靜、謝育辰、林依瑤、李品帆

和黃品瑞同學，在表達能力給予肯定。

臺中場為王涵青館長頒發「最佳元氣獎」、「最

佳 POPO 獎」、「足智多謀獎」、「最佳 PPT 獎」、

「最佳演說獎」及「青年學者獎」。王館長對來自

各地相聚學習的同學，能於短短的時間，即獲得豐

碩的成果給予肯定與祝福。

此次與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合作，充

分展現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學術研究師資與本館博士

編輯群實務的結合，引領來自全臺各縣市高中職的

同學們進入學術研究的殿堂，將研究的種子植入其

心中，引發學員對研究的興趣與能力，結識同年齡

的朋友，可以互相激勵共同成長，對未來的求學或

工作都有所助益。

「113 年青年學者養成營」　創新融入 AI 與學術倫理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