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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時間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習系統雛型開發與行為分析 

英文名稱 Learning Behavior Data Analysis Methods 

課程類別 ◼進階 必/選修 選 

學分數 3 每週授課時數 3 

課程簡介 

人工智慧技術的崛起，使教育不再受限於傳統的模式，而是朝

向更加個性化和適性化的方向。本課程旨在探討 AI 如何在教育

領域中發揮其強大的潛力，重點將放在開發數位學習系統的原

型，並利用行為數據分析來優化學習過程和成效。將從人因

(Human Factor)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其對學習行為和學習效果

的影響，並強調人機互動在此過程中的重要性。 

課程目標 對應ＡＩ數據教育的核心能力 

1 

獲得 AI 下的個人化與適性化學習環

境數據分析知識與了解不同人因

(Human Factor)如何影響學習，從中

識別和解釋數據重要性與潛在價值 

1. 能覺察教育/學習發展現況，強化現

象問題的可視性，掌握所衍生大數據的

型態與內容之基礎知識。 

2 

透過實際演練設計系統介面雛型，

能結合 AI 技術規劃或開發系統介面

雛型方案來解決教育問題 

2. 能連結教育/學習問題與大數據內容

之間的關聯，具備軟體演練或撰寫程式

語言等軟技能。 

3 
參與跨領域的小組項目，模擬真實

的個人化與適性化系統介面雛型設

3. 能充分展現個人學習成果，具備產業

實務的跨領域合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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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學習與不同背景的同學合作 

4 

能在個人化或適性化學習環境，提

出具策略性解決方案的能力，因應

真實的教育問題。 

4. 能針對真實的教育場域問題，強化永

續價值發展的易讀性，並具備提出問題

解決因應策略的素養知能。 

 

(二) 課程進度表 

授課

教師 
劉奕帆博士（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共授

專家 
 

教學進度與主題 日期 備註 

1.  
人工智慧與教育的結合 

個性化和適性化的學習環境 
 

AI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個

性化和適性化的學習體驗 

2.  人因(Human Factor)在學習中的重要性  
深入了解人因為何？與如何

影響學習 

3.  AI 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案例  
探討 AI 在教育中的應用案

例，了解現況與挑戰 

4.  傳統分析方法 VS 大數據分析  

如何從大量的教育數據中提

取有價值的資訊，並識別其

潛在價值 

5.  學習行為分析實例文獻解析 (I)   

6.  學習行為分析實例文獻解析 (II)   

7.  
人機互動的重要性 

系統介面雛型設計基礎 
 

學習如何設計和開發基於

AI 的教育系統介面，並進

行初步的雛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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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適性化與個人化學習行為分析(I)   

9.  適性化與個人化學習行為分析(I)   

10.  適性化與個化化學習行為分析(II)   

11.  小組實作-設計階段(I)  規劃設計 AI 為基礎的個人

化或適性化系統介面雛型 12.  小組實作-設計階段(II)  

13.  小組實作-學習行為之收集與分析(I)  
學習行為收集分析 

14.  小組實作-學習行為之收集與分析(II)  

15.  成果報告與實例解析(I)  
各小組上台分享設計介面雛

型與可能的學習行為分析 

16.  成果報告與實例解析(II)  
各小組上台分享設計介面雛

型與可能的學習行為分析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 講述法 課堂講述或影片 

█ 討論法 針對教育相關數據實例進行分析與討論 

█ 問題解決教學 PBL 方式帶領小組成員進行學習 

█ 合作學習 小組間合作學習針對議題進行實例分析與歸納 

█ 實驗/實作 以系統介面雛型觀使用者學習行為與透過觀察了解 

□ 實地考察、參訪  

□ 媒體融入教學  

□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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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0% 課堂實列分析 

□期中考   

□期末考   

■課堂討論參與 20%  

■出席 10%  

■報告 50% 期中與期末報告各佔 25% 

□成果展覽   

□專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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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 
1. 教育雲 eduLRS 學習行為資料庫 https://pads.moe.edu.tw/ 

2.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SA)https://tasal.naer.edu.tw/tasa 

課程平臺 連結請放教育部磨課師平臺 

助教或助理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