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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目標： 

本課程強調學生的自主性和師生互動，讓學生在三個學期中循序漸進地探索研究方

向、開展專題研究、產出和呈現完整成果。同時透過同儕學習社群、定期進度報

告、多元回饋管道等機制，確保專題品質與學生獲得必要支持和指導，順利完成畢

業專題。 

畢業專題旨在培養學生運用跨學科知識和技能，探索教育領域的創新應用，特別是

人工智慧在教與學中的潛力與挑戰（但不侷限在人工智慧，可嘗試探索其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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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期重點實施步驟 

第一學期（113-1）：專題準備與方向確立 

• “專題方向”構想提交：學生在學期開始之前（大概是九月開學之前兩

週），提交一份專題方向的簡短文字提案，概述感興趣的專題方向和初步的

研究問題。 

• 專家短講系列：學期初主任彙整學生的專題方向構想，邀請相關領域的業師

/專家/教授來課堂進行短講，協助讓學生對特定研究主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 學習社群建立：引導學生建立學習社群，通過討論群組或定期會面，激發創

意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自主學習與學習契約：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與主任討論並訂立學習契約，明

確學習目標、資源需求和評價標準。 

• 專題方向確認與調整：根據專家講座和初步研究之後，學生調整其專題方向

構想，並具體專題研究的方向，並準備開始進行。  

第二學期（113-2）：專題研究與團隊合作 

• 可為實務專題與實習：如業界出題，學界解題，與業界合作，以實習或實務

專案的機會，將所學應用到真實世界的問題中，完成探究成果。 

• 獨立/組隊與指導老師確定：鼓勵學生獨立自主專題研究，或因應專題規模

的需要（或跨專長、學科領域因素）至多三人組隊，學期開始前三週內，帶

著第一學期的成果尋找院內/院外指導老師，重新定義共同主題和學習契

約。 

• 定期進度報告：定期階段性進度報告（第6週、第9週、第12週），確保專

題進展與目標一致，及早發現並解決問題。 



• 持續的反饋機制：建立持續的反饋機制（如探究日誌以追蹤專題進度），學

生定期接收來自同儕、教師和外部專家的評價。  

• 學期成果展示：事先準備整體的畢業專題研究之期中成果提報內容，放置

youtube影音為期一週，公開蒐集問題與回饋意見。 

第三學期（114-1）：專題完成與成果展示 

• 初步成果檢視與反思：彙整前學期末的期中發表成果的回饋意見，提供反思

並說明解決方案。 

• 因應專題狀況或需要，主任與學生、指導教授對談。 

• 期中成果：提交畢業專題研究成果初稿於班辦公室。 

• 規劃期末的畢業專題總成果發表會方式。 

• 畢業專題發表會：學生準備畢業專題報告和簡報進行成果發表，由指導老

師、全系學生和相關領域專家（邀請）一起評分。 

• 畢業專題成果報告：提交完整的畢業專題總成果報告於班辦公室。 

• 畢業專題成果評選：於次學期的第三週前，依據提交報告書，班務會議評選

出當屆的畢業專題入選至多三名（可從缺），並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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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期的成績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涵蓋學生在畢業專題三個學期中的各項關鍵任務和產出，兼顧過程與結

果、個人與團隊、知識與能力等多元面向。同時也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思辨反思

和持續改進，鼓勵學生全面發展。在實施過程中，指導教授與學生需在此基礎上進

一步討論和調整，以契合專題主題特性和學生個別需求。 

 

• 第一學期（113-1）： 

o 自主學習契約與執行 (40%) 

▪ 學習契約內容的完整性、可行性與挑戰性 

▪ 自主學習的投入程度及成果展現 

o 專題方向構想書 (30%) 



▪ 提案內容的清晰度、創新性與可行性 

▪ 對研究問題和方向的掌握程度 

o 期末成果發表 (20%) 

▪ 發表內容的完整性和邏輯性 

▪ 表達能力與回應問題的能力 

o 課堂參與和學習社群 (10%) 

▪ 課堂出席率與討論參與度 

▪ 在學習社群中的貢獻和互動表現 

 

• 第二學期（113-2）： 

o 學習契約與專題計畫書 (30%) 

▪ 學習契約的完整性和可行性 

▪ 專題計畫的邏輯性、創新性和挑戰性 

o 進度報告 (30%) 

▪ 報告內容的完整性與進度掌控 

▪ 對問題的反思與解決方案的提出 

o 期中成果展示 (30%) 

▪ 成果內容的豐富度和呈現品質 

▪ 對外界回饋的蒐集與整理 

o 團隊合作與溝通 (10%) 

▪ 在團隊中的角色與貢獻 

▪ 與指導教授和同儕的溝通互動表現 

 

• 第三學期（114-1）： 

o 畢業專題成果初稿 (20%) 

▪ 初稿內容的完整度與可讀性 

▪ 對先前回饋意見的反思和修正 



o 畢業專題發表會 (40%) 

▪ 發表內容的專業度和邏輯性 

▪ 簡報呈現的清晰度和說服力 

▪ 現場答辯與回應問題的能力 

o 畢業專題總成果報告 (30%) 

▪ 報告內容的完整性與專業品質 

▪ 研究方法、結果呈現與討論的嚴謹度 

▪ 格式與文字的正確性 

o 全程參與和表現 (10%) 

▪ 各階段任務的完成度與及時性 

▪ 主動尋求指導和回饋的意願 

 

畢業專題議題發展參考方向（如附件） 

 

ˋ竹師教育學院正發展 AI 教育沙盒的實驗概念，是一個跨領域、開放、創新的研究

與教學環境，涵蓋了多樣化的 AI 教育議題和應用場景。作為跨領域學習者，你可

以參考以下幾個角度來發想專題題目（但不侷限）： 

 

潛在專題研究議題： 

 

1. AI 個性化學習路徑優化：運用機器學習、認知科學等理論，設計和開發一

個自適應學習系統，根據學生的認知風格、學習行為、情感狀態等多模態數

據，動態生成個性化學習路徑，並評估其對學習效果、學習動機、學習幸福

感的影響。 

2. 基於腦機接口的沉浸式學習體驗設計：利用腦機接口技術，實時採集學習者

的腦電波數據，分析其認知負荷、注意力水平、情緒狀態等，並據此優化學



習內容呈現方式（如難度、節奏、風格等），創造沉浸式、高效率的學習體

驗。探索此類系統在不同學科、不同年齡段學習者中的適用性和效果。 

3. AI 賦能的跨學科創新教育模式：設計一種基於 AI 的跨學科創新教育模式，

如"AI+X"（X 可以是科學、藝術、人文等不同學科）。利用 AI 技術輔助跨學

科知識融通、創意激發、問題解決等環節，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創新能

力和跨界協作能力的發展。評估該模式對學生創新能力、團隊協作、跨學科

理解等方面的影響。 

4. 面向可持續發展的 AI 素養教育課程設計：針對中小學生，設計一套面向可

持續發展的 AI 素養教育課程。課程內容涵蓋 AI 的基本原理、應用場景、倫

理考量，以及 AI 在環境保護、社會公平、經濟發展等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

角色。採用項目制學習、體驗式學習等方法，評估課程對學生 AI 素養、可

持續發展意識、行為改變等方面的影響。 

5. 基於強化學習的智能教輔系統：應用強化學習算法，開發一個智能教輔系統。

系統能夠根據學生的學習數據和反饋，自主學習和優化教學策略，如學習資

源推薦、學習干預時機選擇、鼓勵激勵方式等。探索該系統在提高學生學習

效率、降低教師工作負荷、促進因材施教等方面的效果。 

6. AI-derived 的學習情緒調節與干預：研究學習過程中的情緒變化規律，利

用機器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生理信號分析等技術，實時監測學生的情緒狀

態。設計 AI 驅動的情緒調節與干預策略（如調整學習內容、提供情感支持、

適時休息等），幫助學生維持積極的學習情緒，提高學習效果和心理健康水

平。 

7. 虛擬現實場景中的移情學習效果評估：設計一個基於虛擬現實的移情學習場

景（如體驗不同文化、不同社會角色、不同歷史時期等），利用 AI 技術生成

逼真的虛擬人物和互動情節。評估這種沉浸式移情學習方式對學生同理心、

多元文化理解、社會責任感等的影響，探索其在品德教育、公民教育等領域

的應用前景。 

8. 其他不限於 AI，以其他型式的創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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