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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趣談生成式 AI 

從 2022 年末到 2023 年初，在短時間內 ChatGPT 便紅遍了網路世界。從答題、翻譯、

寫作、數學計算、程式設計，ChatGPT 都展現了它的多種超能力，甚至能進行天馬行空的長

對話，它出奇的聰明，使用經驗不只令人印象深刻還讓人驚艷不已。然而 AI 的能力並非僅止

於執行人類的指令而已，透過深度學習，更能主動出擊進行創新。簡單來說，生成式 AI 已經

具備人類的邏輯思考與溝通能力。 

我們可以想像：給 ChatGPT 一個話題，它就可以寫出小說框架和故事情節；給 AI 一段

情境和形象描述，它可以在幾秒內生成生動複雜的圖像；給 AI 文字指令和輸入簡單的圖片，

它短時間便能完成令人讚賞的影片。ChatGPT 還敢質疑不正確的前提和假設、主動承認錯誤

以及拒絕不合理的問題。因此，AI 的崛起，將迎來各個領域的巨大改變，不久的未來，究竟

人們會被 AI 所取代，因而失去工作？還是人們有能力駕馭 AI，身旁多了一個得力的好幫手？

這類的議題還在爭論中，莫衷一是。    

唯一可以知道的，這是一股擋不住的 AI 浪潮，在這場科技變革中，身處教育第一線的我

們，也需要有所準備。與其禁止學生使用，倒不如結合課程引導學生如何靈活運用 AI，也就

是除了複製貼上之外，還利用 AI 進行對學習更有助益的查詢、創作、修改、統整的工作，師

生不妨共同思考 AI 與國文教學的多種可能。因此本次的研發，分別從 ChatGPT 的教學運用，

以及 AI 繪圖與歷程檔案的創意結合，作為嘗試。一為文字，一為圖像，分別從兩個不同面向

進行實作，期盼能拋磚引玉，與大家一起迎接這股人工智慧的新浪潮。 

 

貳、 趣學 ChatGPT 

ChatGPT 作為新型的人工智慧技術，為教育帶來重大變革，教學現場不僅要思索如何因

應此科技趨勢，如何良好應用此工具，也成為重要課題。是以，由於先前曾經觀察過 ChatGPT

資料整理與完成指令的能力，不禁讓人好奇，面對高一多元選修課程的班級，學生將與

ChatGPT 產生什麼樣的火花？又如何在靈感枯竭的時候，透過 ChatGPT 幫助自己有更好的

創意產出？有此動心起念，便在課堂中融入 ChatGPT 與劇本創作的教學課程，試圖從中給予

學生更多劇本創發的可能，也帶領學生認識人工智慧技術，甚而與之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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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課程進行當中，也促使筆者思考，新型生成技術 ChatGPT 如何協助國文課堂產生更

多元的思考並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是以，第二部分以〈項脊軒志〉為核心，利用 ChapGPT

的資料庫與撰寫計畫的能力，為學生重新整合資訊。ChapGPT 或許不僅能作為聊天工具，也

能成為輔助國文課堂的好幫手。 

一、 趣學 ChapGPT：劇本創作運用 

（一）設計理念 

1.創意發想，刺激靈感 

ChatGPT 的特性在於能夠透過大數據的資料庫提供各式素材或關鍵字，給予學生不同於

自我思維的創意思維，本課程期待透過 ChatGPT 此特質，連結劇本改編教學內容，讓學生利

用 ChatGPT 編寫劇本大綱。 

2.虛擬討論，深化內容 

ChatGPT 本身具備個別化回應的功能，加上模擬各類角色執行任務的能力，讓學生透過

與 ChatGPT 討論劇本內容，以改善劇本不足之處，亦能作為另一種語言學習的可能。 

（二）教學流程： 

每週兩節課，共八週，計十六節課的課程。 

週次 教學內容 

第 1~3 週 阿盛〈急水溪事件〉、胡淑雯〈奸細〉文本講解與分析 

第 4 週 劇本改編方法說明 

第 5 週 劇本要素說明 

第 6 週 ChatGPT 劇本發想教學 

第 7~8 週 ChatGPT 修改劇本 

（三）教學活動 

1.劇本要素說明 

透過閱讀策略帶領學生閱讀阿盛〈急水溪事件〉、胡淑雯〈奸細〉兩篇文本，理解文章內

涵，以利後續劇本改編。 

2.劇本改編方法與劇本要素說明 

教授劇本改編的方法，包含原先文本重要元素的保留、以及利用「靶心人公式」或是「故

事 DNA 切換觀點」等方式，讓學生學習文本改編成劇本的技巧。 

  



【教師課堂說明】 

 

3.劇本要素說明 

說明劇本格式需呈現哪些元素，以利學生後續展開實作。 

【教師提供格式】 

 

  



4. ChatGPT 劇本發想教學 

順序 操作畫面截圖 ChatGPT 操作說明 

步驟一 

 

進入 ChatGPT 首頁

或 APP，利用 Email、

Google 帳號方式註

冊登入 

步驟二 

 

登入 ChatGPT，並且

給出具體指令 

步驟三 

 

提醒學生撰寫指令語

的條件： 

角色扮演指令 

要求指令 

附加條件 1：改編要

素 

附加條件 2：文字長

度 



步驟四 

 

給出新指令調整： 

針對原本的大綱，請

ChatGPT再次給出大

綱 

學生依照教學步驟利用進行 ChatGPT 劇本發想，並根據自己所選擇的文本討論需要給予

ChatGPT 的關鍵字，融合自己小組所期待的方向撰寫劇本大綱。 

 

學生利用 ChatGPT 修改劇本 

 

5.ChatGPT 修改劇本 

ChatGPT 除了可以幫助學生編寫大綱以外，其實也能夠透過虛擬劇評的身分給予劇本意

見。是以，當學生完成劇本大綱之後，教師再利用 ChatGPT 讓學生進行劇本修改。 

【步驟一】登入 ChatGPT，教師提供指令供學生參考，包含：「角色扮演」（你是一位劇評

家）「劇本段落內容」 

〈急水溪事件〉劇本片段 〈奸細〉改編劇本片段 



 

 

【步驟二】根據 ChatGPT 給予的回饋，再請它協助補述與修改 

（圖片為學生請 ChatGPT 根據原本要增添的場景描述再多些敘述） 

〈急水溪事件〉劇本片段 〈奸細〉改編劇本片段 

 

 

利用 ChatGPT 的互動功能，使其扮演「劇評家」協助學生找到劇本的盲點，學生能根據

評論修改劇本，使劇情更加合理化，完成一份較為完整的劇本。此互動過程，可完善學生劇

本撰寫的歷程。 



 (四)教學成果 

幾經嘗試之後，學生透過與 ChatGPT 的對話撰寫出劇本，以下以劇本片段畫面呈現。 

〈急水溪事件〉改編劇本 

學生透過與 ChatGPT 的討論最後加入了場景描述。 

 

〈奸細〉改編劇本 

透過與 ChatGPT 的討論，讓對話調整口語化並保持一致性。 

 



 

(五)教學省思 

1.教學優勢 

(1)資訊融入，協助整合 

在此課程當中，學生驚嘆 ChatGPT 快速處理資料的能力，此部分也能協助學生重新梳理

自己的文字，並審視自己先前的閱讀與改編劇本的差異。在 ChatGPT 給予劇本評論的部分，

學生也多半能夠根據 ChatGPT 對於劇本格式內容等評論找出自己的盲點(參見學生回饋)。 

  



【學生回饋】 

 

 

(2)個別調整，差異化學習 

雖然學生一開始都利用老師給予的指令與 ChatGPT 對話，但隨著每個人的需求不同，也

會產生不同的回應內容。由此，也能達到個體差異化的學習效果，豐富學習過程。 

2.教學改進 

(1)鷹架不足 

由於學生對於如何逐步使用 ChatGPT 仍不夠清楚，也不清楚劇本改編需撰寫到那些內容，

因此無法良好達到善用工具的效果，此為未來課堂需再調整之處。劇本發想階段時，有少部

份同學仍然不理解該如何進行，變成直接跟 ChatGPT「對話」，而一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大

綱。修改劇本時也會遇到類似狀況，可見需要更多的學習鷹架。以下截圖說明學生操作狀況： 

 

當 ChatGPT 覺得可以更加有趣的時候，

學生指令語僅給出「再讓劇本搞笑一點」

時，ChatGPT 僅會幫忙撰寫出「找些搞笑

的方法」這樣的台詞，顯然給予的條件不

夠精準，也不能完成彼此的期待。 

(2)ChatGPT 的運用與限制 

ChatGPT 生成劇本大綱，多半會搜尋過去大數據的資料，因此初步的大綱往往難符合學

生天馬行空的想像，是以在「想像力」這部分，學生顯然不接受 ChatGPT 產出的發想，也因

此在劇本發想階段，多半學生會覺得沒有幫助。 



而 ChatGPT 提供建議的環節，只要進入「修改對白」，也很容易顯得僵化或制式化，加

上學生對於角色的人物設定不夠立體，就會形成各說各話的方式，難以對焦。因此，就學生

操作面向來看，運用 ChatGPT，在客觀條件如場景設定、劇本格式等等較能夠協助，至於需

要展現創意或是人物對白的部分，ChatGPT 仍有其侷限。從學生成果產出可觀察出，AI 生成

到藝術創作之間仍有一段落差，仍須仰賴人們的智慧以完成作品。 

(3)小組討論較難進行劇本創作 

由於本次作業為小組作業，在面對一個需要連貫創作的劇本時，常常會需要大量討論，

而這過程反而讓讓劇本創作的時間變得更加龐大。組內分工合作顯然有些勞逸不均的現象，

未來若課堂有更多時間，或許可以改為更短篇幅的劇本個人創作，既能讓每位學生都針對自

己的創意有所發揮，又不至於被組內共同意見所侷限。 

 

二、趣學 ChatGPT：項脊軒志改造計畫 

（一）設計理念 

1.融入 ChatGPT，建構新型語文學習環境 

現今高中生儼然為手機原住民，ChatGPT 亦是高中生關注及大量使用的工具，本課程嘗

試結合 ChatGPT 與課文教學，引發學生興趣，營造不同的語文學習活動。 

2.設計情境模擬任務 

ChatGPT 能夠扮演不同角色，若是交派簡單且具體的計畫書任務，能有效且快速呈現。

是以，本課程利用 ChatGPT 結合〈項脊軒志〉課文教學，以「空間改造計畫書」作為總結性

任務。 

3.文本的多元延伸 

〈項脊軒志〉這一課在語文教學之中，多半以分析抒情文本，認識空間書寫為主。本課

程嘗試利用 ChatGPT 的整合與生成功能，開啟學生對於建築的更多認識。 

 

（二）教學流程 

 



（三）教學活動 

1.講解課文 

高一學生對於古文的理解尚須教師引導，故第一部分仍以解說課文為主，〈項脊軒志〉為

空間書寫的記敘抒情文本，教學重點著重於空間與情感變化的分析，並引導學生觀察歸有光

描繪空間的面向（採光、坐向、大小、配置等等）。 

2.建築計畫書說明 

請學生設計建築計畫書之前，學生須對建築計畫具備概念。與學生討論時，可以先從〈項

脊軒志〉中的項脊軒與歸有光之間的關係開始，再延伸到生活空間當中的建築物件。引用李

峻霖、莊亦婷《建築計畫》一書內容作為總結，帶領學生認識何謂建築計畫該具備的元素：「建

築是生活場域中人類每日生活物件彼此間『關係』的一種總合再現」。 

一份建築計畫書的內容須具備多項要件，舉凡空間使用、結構規劃甚而與現代議題相關

的節能減碳、機電與特殊設備照明與燈光、整合與永續可能都是身為建築設計師需要思考的

面向。由此內容的說明，進而延伸讓學生思索如何構思「建築改造計畫書」。 

３.ChatGPT 的說明與應用 

學生雖認識 ChatGPT，但是多半不熟悉如何對 ChatGPT 寫出精準的指令語，老師應給

予足夠的範例作為鷹架，讓學生理解如何利用 ChatGPT 寫出一份建築改造計畫書。 

教學步驟 

(1)先提供指令語範本，並告訴學生錯誤示範可能會有的反應。 

指令語範本與說明 

你是一位重視科技融入的建築師，請根據以下段落，寫出房屋設計計畫書：「房間僅容

一人居，照明不夠，而且十分老舊。」 

提醒學生觀察重點 

1.須包含「願景」 

2.須請 ChatGPT 角色扮演 

3.需要給予房屋資訊 

倘若沒有給足夠的資訊，ChatGPT 給出來的計畫書便會天馬行空，看似正確但又充滿

很多不適用之處。 

(2)提供學生「願景」參考 

如果讓學生自由開展，多半思維模式十分相像。為了讓學生有更多議題觸發與想像，教

師先行讓學生思考願景的可能並且從中選取適合自己小組的願景，作為接著與 ChatGPT 溝

通的重要指令參考。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D%8E%E5%B3%BB%E9%9C%96/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D%8E%E5%B3%BB%E9%9C%96/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E%8A%E4%BA%A6%E5%A9%B7/adv_author/1/


【課堂說明】 

 

(3)學生利用課文實際演練 

說明指令之後，請學生實際操作一次，並於 Padlet 上傳與 ChatGPT 的對話。 

 

 



 

學生可能透過擷取段落，並直接利用原本指

令語的範本讓 ChatGPT 撰寫設計書。 

學生融會貫通之後再寫出項脊軒的屋況，並

補述設計願景，也同樣能夠展現設計書內容。 

4.教師澄清使用歷程 

學生完成之後，教師再澄清說明，讓學生更為理解 ChatGPT 的應用方法。例如：如果指令

語較為發散，ChatGPT 可能會給予不出正確資訊或是錯誤訊息，以下舉例作為說明： 



 

如果直接節錄原文，ChatGPT 因為語言系統

問題，可能會有翻譯錯誤，甚至拼接他人資

訊的問題。要解決此問題，需要人工評估並

偵誤，加上再次詢問 ChatGPT 來使成品內容

更為聚焦，才能達到設定目標。 

5. 利用 ChatGPT 撰寫教室改造設計書 

當學生能夠確實理解 ChatGPT 應用於建築改造設計書的說明之後，可以讓學生針對他們所

相處的教室空間再次進行撰寫。當有了課文的練習之後，學生很快就能理解如何找出房屋條

件，並給予確實指令，進而完成教室改造設計書。完成之後，同樣上傳至 Padlet，作為此次

活動完成的最終目標。 

（四）教學成果 

以下就學生截圖畫面呈現學生教室改造設計書內容，並透過討論可發現一些有趣的結

果： 



 

 

學生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但非常有趣地觀察

了教室環境，ChatGPT 的回應也給予教師作

為環境整潔機會教育的素材。 

學生透過 ChatGPT 對教室空間與環境生態

保護願景的結合，理解學校確實是綠建築。 

 

設計計畫書完整內容（截圖會太佔版面，學

生改以文字上傳） 

 

為了創造一個生態友善且能提供有效潔淨能

源的居住空間，我們的設計將注重綜合考量

住宅的環境特點。 

首先，為了應對易反光的問題，我們將選擇

具有抗反光特性的高品質窗戶，同時在室內

設計中利用自然遮陽元素，如遮光簾和植

物，以創造舒適的光線環境。此外，考慮到

地板易積灰塵的情況，我們將提供易於清潔

的地板材料，同時在室內設計中尋找機會最

大化通風，降低灰塵積聚。 

對於木頭書櫃與黑板的配置，我們將強化木

質元素的自然美感，同時選用環保材料，以

保護生態環境。在設計中，我們考慮到吊扇



 
的使用，利用其節能特性調節室內溫度，同

時植入智能控制系統，實現能源的更有效利

用。 

針對室外陽台，我們將整合洗手台，同時在

陽台設計中將強調綠化，種植具有淨化空氣

功能的植物，形成小型生態系統。此外，我

們將為門窗提供風速感應器，以在風大時自

動調節室內通風。 

整體而言，這個設計計畫旨在創造一個舒

適、健康且具生態智慧的住宅，讓居民在此

享受現代生活的同時，也能與自然和諧相處。 

此份學生成品不僅給予 ChatGPT 清楚指令，也可以看到學生如何透過〈項脊軒志〉的學習

延伸遷移到日常生活空間的觀察。 

（五）教學省思 

1.教學優勢 

(1)為文本注入新可能 

  有別關注〈項脊軒志〉在空間書寫的語文教學，此次嘗試融入 ChatGPT，讓學生撰寫空

間改造設計書，不僅引發學生探究 AI 技術，也能符應有志就讀建築相關科系同學的需求。 

(2)ChatGPT 功能展現 

  透過 ChatGPT 協助撰寫改造設計書，能讓對製作改造設計書完全沒有頭緒的學生有步驟

可循。當然，更細部的設計書撰寫仍需要人工檢核，但就目前課堂成果，學生覺得獲益良多。

進一步學生能連結到其他 AI 聊天程式，利用 Bingchat 撰寫建築改造計畫書，甚至利用

Bingchat 的繪圖功能繪製圖片，開啟了橫向學習的鏈結。 

學生回饋 

 



 

學生利用 Bingchat 的作業與繪圖畫面 

 

 

(3)檢核文本閱讀的多方嘗試 

為了要讓 ChatGPT 能夠依精準的指令運作，學生需要充分理解文本，給予 AI 足夠的資

料進行生成。在反覆校正過程中，讓學生不斷深化閱讀、精修指令，學生亦能將同樣的能力

遷移到教室空間的條件分析。由此可知，善用 AI 工具的同時，也能訓練學生的檢核能力，一

舉兩得。 

2.教學改進 

(1)時間掌握 

  ChatGPT 的講解與實際操作的課程時間，原先只設定一堂課，但經實施後，顯然需要兩

至三堂課，學生方能精熟如何下指令、分辨 ChatGPT 與 google 搜尋工具的差異。 



(2)計畫書檢核標準精緻化 

  本次課程的任務檢核僅讓學生產出教室改造計畫書，但是對於熟悉 ChatGPT 的同學而言，

計畫書完成較為容易。若能夠針對 ChatGPT 所撰寫的設計書有更多的檢核標準，學生就能夠

針對此標準再去修改，使其更為完善，也能更理解如何應用，而不流於只是簡單的下指令工

作。 

   

 

 

參、趣學 AI 繪圖 

一、設計理念    

(一)遷移課文寫作技巧，提升個人雜誌的精緻度： 

筆者上學期教授普通高中高二課程，對於核心古文十五篇，一直覺得新放入的〈鹿港乘

桴記〉，最能連結學生的在地認同，也很適合製作課程歷程檔案。因此，便以洪繻〈鹿港乘桴

記〉的今昔變化為主軸，李清志〈和好的藝術〉的建築特色、蔣勳〈池上日記〉的美學觀察、

徐國能〈第九味〉的美食記憶、陳列〈玉山去來〉的知識書寫為輔，遷移課本所學的寫作技

巧或文學概念，讓學生也以學校所在地信義區為範疇，製作個人雜誌的歷程檔案。除此之外，

雜誌內容還包括 AI 繪圖、創意生活提案及城市小偵探的特寫等單元。 

(二)融入 AI 繪圖軟體，增強歷程檔案的創意化：  

AI 浪潮引起眾多關注，將這些 AI 技術用於教學究竟是利還是弊？爭論甚多。筆者多年

來對於 ICT 融入國文教學一直興趣濃厚，此次也針對 AI 進行研究，嘗試與國文教學的結合。

因為是種新嘗試，所以先把範圍縮小，只鎖定在 AI 生成圖與國文課文的搭配。希望不會繪畫

的同學也能呈現充滿創意的圖文雜誌，甚至運用想像力無中生有，進行虛實的創意拼貼。  

   (三)跨領域延伸閱讀，豐富個人創作的各面向： 

延伸閱讀時，可將閱讀範疇擴大為文學、地理、歷史、生態、科學……。也可參考言淑夏

的〈有些街道是春天繼母〉、郝譽翔的〈一個人的椰林大道〉、陳雨航的〈台北私記憶〉這些

對於城市空間的書寫，以豐富個人雜誌的文字書寫面向。 

   (四)扣合生涯的發展，促進興趣探索的可能性： 

創作之前，不妨詳細參考李清志的作品，尤其在《建築不思議》一書中，他對於台灣建

築的另類觀察，如〈鐵窗建築下的心理分析學〉、〈都市夾縫中的幸福生活哲學〉、〈高科技與

「數學不好的神」〉等，引導學生扣合自己未來的生涯發展或興趣來觀察建築特色，如生活美

學、符號設計、文化特色、招牌行銷等。希望同學閱讀時不僅關注文本的敘述，也能連結自

身的興趣與專長，邊做邊探索自己生涯的發展。 

 



二、AI 繪圖軟體介紹 

    目前市面上的 AI 繪圖軟體相當多，有免費使用的，也有需付費才能使用的。以下茲就

幾種較為知名或是操作簡易適合教學使用的繪圖軟體，加以介紹： 

軟體名稱 付費與否 優    點 缺點 

Canva 

50 張免費，累積超

過 50 張就需升級

付費版，但收費不

算太高 

知名度高，基本功能齊

全，學生較為熟悉，使用

介面多為直觀，相當容易

上手  

付費規定，對於需要頻繁

製作多圖，且進行精確排

版的使用者，並不適合 

Adobe Firefly 

免費版每月提供 

25 個生成點數，  

每月重新計算，適合經常

運用圖像的人，畫質解析

度也還不錯  

專業圖片編輯軟體功能

較為繁多，很多需要付費

才能使用，對於新手來說

使用門檻比較高 

Leonardo.Ai 

 

每月可免費生成大

約 70 張圖片 

容許上傳圖像給 AI 學

習。只需提供 6-15 張風

格相似的圖片，AI 便可畫

出相似的圖像 

想要比較高階的效果

時，使用者需要對 AI 繪圖

有一定的認識 

Stable 

Diffusion 

可免費產生約 100

張圖。 

生成圖片可作為商業用

途，運算速度快 

圖像卡通化，不擅長處理

真人細節，需要配搭模型

才可生成理想圖像 

Midjourney 

沒有免費試用，收

費每月 US$10 起 

生成圖片平均只需要 30

秒。每次可以生成 4 張圖

片，可選擇不同風格。圖

片畫質相當好 

要付費，較適合專業人士

使用，操作及使用門檻都

比較高 

DALL.E 

沒有免費試用，收

費每月 US$20 起 

可直接於 ChatGPT 內使

用。且可以經 API 與其他

程式接駁。簡單易用，十

分適合新手 

AI 繪圖能力，需要較為熟

練的下指令能力，費用也

較為昂貴 

 

  



三、教學流程 

共十節課，國文四節課，自主學習六節課。遷移文本中的寫作技巧，以及〈鹿港乘桴記〉

的在地認同概念，請同學環繞著學校所在的信義區，實地踏查，完成個人雜誌。 

週次       教學單元 

第 1─3 節 文本閱讀 〈鹿港乘桴記〉文本閱讀與分析 

第 4 節    延伸閱讀與相關

書籍介紹 

 鑑賞洪繻〈鹿港乘桴記〉一文，並延伸閱讀李清志〈和好

的藝術〉和《台灣建築不思議》、蔣勳〈池上日記〉、徐國

能〈第九味〉、《我台北我街道》 

第 5─6 節 構思及查詢資料 雜誌結構規劃與查詢資料、撰寫在地今昔變化 

第 7─8 節 AI 繪圖及撰寫 AI 繪圖以及撰寫其他單元 

第 9─10 節 完成歷程檔案 統整雜誌內容，並撰寫心得及反思 

 

四、教學活動 

(一)文本閱讀與分析 

1.作者介紹 

閱讀〈鹿港乘桴記〉作者洪繻相關資料，藉由作者了解文本創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的寫

作風格。 

2.文本理解 

四人一組，逐段進行〈鹿港乘桴記〉課文翻譯討論，老師再隨機抽問，確認同學翻譯正

確，並隨時補充與課文有關的重點。 

3.提問與鑑賞 

四人一組，討論課文中鹿港的今昔對比、乘桴所見所聞所感以及推論鹿港昔盛今衰的原

因。 

4.其他延伸閱讀 

回想曾學過的課文：如李清志〈和好的藝術〉的建築特色、蔣勳〈池上日記〉的美學觀

察、徐國能〈第九味〉的美食記憶、陳列〈玉山去來〉的自然知識書寫。另外介紹《我臺北，

我街道》、《走讀台灣風土》、《時空鐵道之旅》、《美感心體驗：走讀台南》等書的延伸閱讀。 

(二)雜誌內容規劃 

1.雜誌封面的設計 

訂一個吸睛而有創意的題目，並從 Canva 的 A4 模板中，選一個喜歡的板型，當成雜誌

底圖。然後訂立題目，題目要符合雜誌的特色與風格，最好能暗示內容方向，如：「白色·記

憶」暗示與白色恐怖相關的人事，「夏一夜·信義」與下一頁諧音，既可指稱雜誌的下一頁，



又可暗指信義區的夏夜，都是相當不錯的題目設計。 

2.雜誌序言的撰寫 

說明創作理念，以雜誌序言的方式呈現，小標題可以是「編輯的話」、「編輯室手札」、「封

面故事」……等。 以此類推，結論可改成更有雜誌特色的「後記」、「編輯後語」、「跋」。 

3.雜誌目錄的編排 

想想雜誌的單元，要放入哪些內容？規劃如下： 

單元一：以學校所在地的信義區為範疇，從市場、白色恐怖公墓、宮廟、礦坑、象山生

態、濕地公園、臺北機場、五分埔、四四南村等擇一探討今昔變化。可以是地

圖的今昔對照，資料的古今比較，或是以照片呈現古今景觀和活動的不同。 

單元二：配合個人未來校系或興趣發展，選擇土壤、植物、建築、美學……等，如偵探

般以放大鏡，做城市觀察。 

單元三：針對信義區，提出和自己雜誌主題相關的創意生活提案，可以介紹美食、一日

遊、特色觀賞角度。 

其他單元：可以任意構思，或結合自身興趣、或配合未來大學學群，或根據在地所踏查

到的特色，皆可。 

4.AI 生成圖 

選擇一個單元，運用 Canva 裡的應用程式，設計 AI 生成圖，圖片內容須是無法拍照，

偏向想像力的部分  

5.雜誌作業 

三人一組共同行動，利用課餘時間，到各組所選擇地點進行田野踏查、拍照、蒐集資料。

踏查雖是小組行動，但雜誌是個人獨力完成。 

(三)AI 繪圖教學 

1.選擇 AI 繪圖軟體練習 

各種 AI 繪圖軟體，方興未艾，但 Camva 的繪圖平台，一方面免費，一方面大部分學生

都熟悉，可快速運用，減少軟體教學的時間，以下茲以 Canva 的 AI 繪圖為代表，加以說明：  

順  序 操作畫面截圖 AI 繪圖操作說明 

步驟一 

 

1.登入 Canva 的圖形平台，建議可以選

擇教育版，功能較多，之後的 AI 繪圖

張數也限制較少。 

2. 選擇左手邊的應用程式，點進去，在

熱門應用程式中可發現「AI images」

的 AI 繪圖軟體。 



步驟二 

 

1. 進入「AI images」的 AI 繪圖軟體

後，因為是第一次 AI 繪圖，建議選

擇應用於新設計。 

2. 出現「你想建立什麼？」時，可以將

表單下拉選擇自己需要的作品形

式。一開始建議可以先從簡單的名片

開始練習。 

步驟三 

 

1. 進入 AI 繪圖軟體後，只要輸入相關

的關鍵詞，AI 會自動繪圖，幾秒的時

間便可完成。 

2. 這裡面的 AI 繪圖，我們可以把他想

像成五歲的小朋友，正在快速學習

中，所以指令要越明確越詳細越好。 

2.AI 繪製課文示意圖 

   「AI images」的 AI 繪圖指令，輸入英文或中文皆可，一開始先用熟悉的國文課文來

練習圖像繪製，比較不會陷入空想發呆，另外，分享時也較容產生共鳴，同時能讓同學複

習課文學過的部分。 

   (甲)輸入課文的 AI 景物繪圖說明 

輸入的關鍵詞 AI 繪圖畫面 補充說明 

直接輸入〈桃花源記〉原文：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

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 

 

AI 對於每篇文言文

的理解能力不同，有

時只能辨識局部內

容。 

將〈桃花源記〉原文轉成白話描述： 

中間一條溪流，溪流彎曲，溪面寬闊，

中間有漁夫划著一艘小漁船。兩岸種滿

的桃紅色的桃花林，地面芳草鮮美，國

畫風。  

白話的描述愈詳

細，愈能畫出細節相

符的 AI 繪圖。 



直接輸入〈醉翁亭記〉原文： 

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

出於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峰迴路轉，

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原文出現的亭子雖

然和醉翁亭很相

近，但對於瀑布好像

理解成溪流了。 

將〈醉翁亭記〉原文轉成白話描述： 

四周都是山，山上有一座醉翁亭，亭子

兩邊的屋簷翹起，林壑尤美。亭子前面

有一個瀑布。 

 

簡單的白話敘述，

AI 似乎比較理解。

未來也可藉由圖片

訓練學生的圖轉文

或景物的描繪能力。 

   (乙)AI 繪圖風格說明 

若想避免輸出的圖像太像照片，不妨在指令中加入各種繪畫風格，如漫畫風、油畫風、

水墨風、皮克斯風、西畫風、粉彩風、壓克力風等。轉換成圖畫風格，可增添變化與想像，

如此也可避免照片過於真實而侵權的疑慮。 

  

水墨風 皮克斯風 

  

漫畫風 油畫風 

    (丙)AI 人物繪製 

目前 AI 繪圖還正在發展之中，還未完全成熟。對於景物的掌握，似乎較為得心應手，但

對於人物的繪製，要特別注意手部，因為一般人照相時不會特地把五根手指頭張開，繪製人



物像時也不會將焦點放在手部，因此，手經常出錯，要特別注意。 

   

孔乙己 

「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

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

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

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

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

衫，可是又髒又破。」 

輸入原文，可見 AI 圖檔多

為外國臉孔。 

林黛玉 

「紅樓夢、林黛玉、弱不禁

風、油畫風。」 

AI 對於《紅樓夢》的理解，

只停留在一片紅色，但是風

格方面，對於油畫的認知倒

是不錯。 

太空人想像畫 

「一個美國太空人，騎著馬

在草地上奔跑。」 

繪製人物時可發現太空人的

右手指頭是分開，呈現出兩

根手指頭，接著又發現馬的

右前腳以不自然的方式彎

取，還有太空人手臂上美國

國旗的圖案也不對。 

 

(四)課程歷程檔案的製作 

   1.個人雜誌的 AI 繪圖實作 

將 AI 繪圖技巧，運用於個人雜誌上，不限哪一個單元，但要用於想像方面，也就是現場

可拍照片呈現的，儘量拍照即可，無法手繪或拍照者，才使用 AI 繪圖，如宮廟文創商品、礦

坑採礦想像圖、街道裝置藝術設計。 

    

礦坑研究主題 雜誌的六個項目 AI 繪製的採礦圖 AI 繪製裝扮午茶行 



    

信義計畫區研究 雜誌的四個單元 AI 繪製的裝置藝術 說明 AI 製圖的過程 

    

白色恐怖公墓研究 雜誌的五個單元 時代緊張氛圍 AI 圖 當代作家想像 AI 圖 

2.歷程檔案作品範例與說明 

在 Canva 的 A4 文件中挑選較有設計感的模板，製作個人雜誌，內容包括封面（標題、

姓名，檔案類別)、說明、目錄、信義區某個地點的今昔變化和描述、連結自己未來校系的單

元特寫、創意生活提案、心得與反思。 

建議每個單元的標題和寫作形式，可以仿照雜誌的形式。藉由下列範例來說明，王同學

未來打算就讀美術或設計相關科系， 

    



 
  

 

    

    

 

五、教學省思 

(一)發揮學生興趣專長，成果令人驚艷 

個人雜誌是以學生為本的課程設計，而非從老師自身的專長或興趣來發想，最大的不同

是，教學時會更符合學生的需求，學生的歷程檔案也相當出色，如想就讀設計學群研究宮廟

的色彩圖鑑、打算就讀中文系研究白色恐怖作家與作品特色、考慮社會系的同學走入市場觀

察人群、志在商學院的同學走進信義計畫區研究行銷策略和產業的昔盛今衰。 

(二)跨域整合數位科技，創意令人感動          

因應數位科技的發展，融入 AI 繪圖，雖然指令稍嫌簡單、所繪圖像也還不太成熟，但學

生接觸新科技時，興趣濃厚討論熱絡，相當投入。延伸運用在自己的雜誌時，創意十足，或



文創商品、或想像採礦、或排列市場蔬果、或設計裝置藝術，面向豐富，充分展現年輕人的

想像力。  

(三)創作整體時間運用，效率尚待改進       

雜誌的構思，往往需投注相當多時間，同學花費甚多時間思考，實際動手製作時，時間

明顯不足。未來施行時，不妨給予更多範例，增加自主學習的時間，甚至可以安排於上下學

期。如何提升整體的創作效率，值得思考。 

(四)個人雜誌門檻稍高，精緻程度不一 

分組時雖三人一組，是方便一起走出校園，到學校附近的社區踏查，但需個人完成雜誌

內容，此次歷程檔案的製作，難度較高。因此學生所完成的作品，精緻度也有所不同。在設

計作品時，規定最少頁數為十五頁，雜誌的內容至少需包含三個單元，以更具體細膩的規劃，

以縮短作品的差距。 

 

肆、都問 AI 吧？！ 

一、缺乏真實情感，文本創作仍有侷限 

ChatGPT 雖然功能強大，生成語句也具備其合理性，但面對文本創作任務時，多半顯得

生硬而不夠靈活。也因此，面對需要情感表達的文本創作，並無法仰賴 ChatGPT，仍需要作

者不斷推敲。於是可知，ChatGPT 無法完全取代創作者的工作，如何善用工具並精益求精，

成為每位創作者的重要課題。 

二、資料生成未必正確，須謹慎判讀內容 

ChatGPT 透過大量數據訓練語言模式，但也因為從數據庫篩選相關資料，內容也可能包

含不正確或無法對應的資訊，回答煞有其事，其內容可能錯誤百出。尤其國文課堂當中的文

本多不在 ChatGPT 的數據之中，多有拼接、錯置甚至查詢未果的現象。也因此，面對人工智

慧所給予的資訊，應當加上使用者的謹慎判別，才能確保其正確性。 

三、繪圖題庫來源不詳，有侵害版權之嫌 

AI 繪圖時還是有使用照片圖庫或是畫家的繪圖來改寫，但這些資料庫多半未經授權，甚

至圖的出處不明。所以，輸出的圖像是否侵害智慧財產權，使用者也渾然無知。建議學生使

用時要註明 AI 繪圖，並說明所使用的關鍵詞，以區別是自己繪圖還是 AI 繪圖。另外，未來

也希望相關單位能給予 AI 使用更明確的規範，讓師生能使用得更為安心。  

四、平台逐漸縮減免費範圍，付費使用成本高 

各種 AI 繪圖軟體，一開始為擴大影響力，多半為免費使用。使用者逐漸增加之後，免費

使用的張數、功能、模板，都慢慢縮減。以 Canva 免費圖形平台而言，雖然功能越來越多，

原本一天可免費繪圖一百張，後改為五十多張，但近來一天僅能繪圖十張左右，即使登入為

教育版，生成張數也增加有限。對於學生而言，將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伍、結論 

 

ICT 研發小組這次嘗試結合 AI 先鋒的 ChatGPT 及繪圖工具進行國文創意教學的轉化練

習，寫劇本、擬定建築計畫書，再進一步使用 AI 圖片生成工具來產出想像圖與製作主題雜誌，

在在都是突破原先國文課堂上的字辭文意限制，更進一步運用文字的力量指揮創作，而且成

本低廉、產出快速，大大提升學生的興趣及成就感，在此同時更深化學生縮小聚焦主題以及

下達明確指令的能力，是個相當不錯的教學嘗試。但也要注意學習者本身辨別 AI 產出成果的

真假優劣以及先備知識的良窳，特別在現今不再崇尚「十年磨一劍」及「厚積薄發」的風潮

下，如何引領學生又好又快地吸收及產出所學，需要在這樣的創意教學嘗試下引導學生多所

省思。本文記錄筆者學思與教學過程，藉此拋磚引玉，邀請更多夥伴加入 ICT 教學研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