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13 學年度 2 學期 教學大綱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推廣部 學制  █四技 □二技 □二專 

授課教師 張顧耀 教師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計算機組)

博士 

教師經歷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教師級職 助理教授 

科目名稱(中) 人工智慧的發展與應用 

科目名稱(英)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開課單位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學時數      2/2 

領域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技 

優質課程類別 

█一般課程、□智慧財產權、□內涵式服務學習課程、□性別平等、□綠色課程 

█創新、創意課程、□工作（職場）倫理課程、□工具機技術研發 

創新、創意課程定義：課程目標為「激發學生獨特的想像與創意思考，透過企劃與執

行以創新模式解決實際問題。」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知識統整能力  30   % █創意思維能力  30   % □溝通表達能力     %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40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 □倫理關懷能力     %  

(核心能力定義請參見附件一，請選擇 2~3 項相關程度較高之核心能力) 

科目屬性 

□核心課程   □跨領域課程(須符合附件二定義，並請勾選下一欄) █生活性課程 

□學術性課程 █通論性課程                                   □經典性課程 

 (屬性定義請參見附件二，可複選) 

跨領域課程 

□人文藝術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社會科學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自然科技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以上總和百分比須達 100%) 

教科書 
李傑等 13 人（2024）。AI 的發展與應用-一本人工智慧的科普書。 

新北市：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參考書目 
 

教學目標 

1. 掌握人工智慧的基本概念和技術 

2. 理解 AI 在各行各業中的應用 

3. 探討 AI 的倫理和社會影響 

4. 培養基本的 AI 應用或開發技能 

評量方式 
量化：出席(10%) 作業(30%) 平時考(   ) 期中考(30%) 期末考(   ) 

質化：專案報告(30%)  



內容綱要 

本課程涵蓋人工智慧的多個領域，不僅提供了一般性的人工智慧概念亦闡述理論建

構，並介紹生成式 AI 的基礎理論，深入地關注人工智慧的運作原理、演算法和跨領

域的應用。重點特色有下列三點： 

一、在理論層面的建立，致力於讓學生對人工智慧原理有更深刻的了解，有助於學生

在多個領域的實際應用能更靈活、更有創意，同時也提高學生對技術的警覺。 

二、在理解理論基礎的基礎上，靈活地應用 AI 探索不同領域，涵蓋產業數位轉型、

建築、商學、行銷到科學發展、傳播應用和臨床醫學等領域，深入介紹 AI 在各個領

域的應用案例和挑戰。並指出 AI 技術正對智能建築、教育、傳播、醫療等各行業帶

來深遠的影響。 

三、提供豐富的課後練習題，協助學生在閱讀後進行思考和應用。這些練習有助於鞏

固所學知識，並思考 AI 在實際上的應用，從而更好地應對相關挑戰。 

教學方式 以講授、分組討論為主，並搭配對應 AI 主題的實務演練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若有的話，請敘述本科目融入那些創新的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進度與內容 

(勿只填寫單元名稱，請簡述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申請跨領域課程時，將特別針對教學

內容細 

  節審核，請詳細說明，以作為審核依

據 

備註 (課程活動與作業) 

※請務必填寫 

※若勾選「跨領域課 

  程」請標註每週次 

  涵蓋領域，可複選 

1 
緒論：生成式AI時代的來臨，人工智慧

奇點或是人類歷史的新機會點？ 

 生活型態轉變 

 全新的學習模式教育

典範(paradigm)的移

轉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2 認識AI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方法 

 人工智慧與數據素養

的關係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3 文本AI：文本理解與文本生成 
 文本理解技術 

 文本生成技術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4 圖形識別與圖像生成 

 電腦眼中的圖像 

 深度學習之物件識別 

 自編碼器-圖像生成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5 語音AI 
 語音辨識技術簡介 

 語音合成與自然語言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生成 

 語音情感分析 

 語音AI的應用場景 

□自然科技領域 

6 影片AI 

 影片分析技術 

 行為識別與動作偵測 

 影片生成與增強 

 影片AI的應用場景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7 
如何不倚賴人工標籤進行深度學習ˇ

ˇ自監督學習與強化學習 

 自監督學習基礎概念

與自編碼器 

 生成對抗網路 

 擴散模型原理 

 生成式AI相關應用 

 強化學習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8 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簡介 

 Generative AI的模型

/系統/應用 

 使用案例與領先企業 

 使用Generative AI的

責任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9 期中考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0 工業人工智慧在數位化轉型的應用 

 工業人工智慧簡介 

 工業人工智慧的四大

核心技術 

 工業人工智慧的演算

法 

 工業人工智慧的挑戰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1 
穿越未來建築：沉浸式XR互動與AI的無

限奇境 

 建築行業語科技的融

合 

 AI技術在智慧建築的

革新應用 

 AI科技塑造未來的智

慧生活空間 

 生成式AI打造未來建

築的魔幻力量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2 

生成式AI與商學、行銷應用：以ChatGPT

為例 

 

 AI工具與ChatGPT的

介紹與使用 

 善用ChatGPT學習商

業專科理論 

 善用ChatGPT學習行

銷與管理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生成式AI與企業實務

應用 

13 
AI 如何助攻教育，學生如何利用AI進

行學習 

 教育的資料哪兒來? 

 資料的特徵工程 

 用AI揭開學習效果的

面紗 

 設計學習資源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4 生成式AI與傳播應用 

 資料收集與評估 

 內容遞送 

 潛在的偏見和不公 

 規範與自律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5 AI於臨床醫學應用 

 AI在應學影像診斷中

的應用 

 AI在生醫訊號診斷中

的應用 

 AI在體學與精準醫學

的應用 

 智慧醫療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6 AI時代的新型態法律問題 
 AI的十大新形態法律

問題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7 專案報告(一)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8 專案報告(二)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附件一 核心能力定義 

核心能力 定義與說明 

A. 知識統整能力 
學生能在各種知識與文化脈絡中，尋得恆久不變的價值觀，並將此價值

觀融入其生活，進而認識、欣賞、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意義。 

B. 創意思維能力 
學生能認知各知識領域與多元文化間的差異處與鏈結點，進而具備跨領

域思維與評判能力，使其能在固有的架構中，呈現嶄新的創造力。 

C. 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能釐清自我思想，並藉由正確且清楚的語文表達理念，以建立與他

人良好的溝通。 

D. 美感鑑賞能力 
學生能認知、接收並傳達多元藝術美感，具備敏銳的鑑賞能力，並運用

在不同領域的統整中。 

E. 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能依據自身認知和客觀事實，運用邏輯分析與量化推理，進行反思

與論證，進而做出合理判斷。 

F. 法治思辨能力 
學生能正確認知人權、民主、與法治之互動關聯，進行獨立思辨與論辯

且基於人本關懷精神，以確立其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關係。 

G. 博通宏觀能力 
學生能以基礎知識為本，培養前瞻性的觀點並開拓宏博的視野，以建立

整全之人生觀。 

H. 倫理關懷能力 
學生能認知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進而願意以己身之力與專業知識

參與社會與環境的改造，提升正向能量。 

 
附件二 課程屬性定義 

核心課程：全校性共同必修之通識課程。 

跨領域課程：課程內容須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技三領域其中之二項以上。課程須有一主領

域，其授課內容須達 60%以上，上限為 70%以下。(依 110 年 4 月 7 日 109-2 博雅通識中

心第 1 次教評會議決議) 

生活性課程：課程重點強調知識應用與人類生活相關之課程。 

學術性課程：課程重點偏重理論發展之脈絡、思想之沿革、與歷史文化背景之因素。 

通論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的知識與思想做綜觀性的介紹，與廣博性的探討。 

經典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典籍做較為深入之探討、剖析、或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