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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花蓮縣國民中小學「各領域融入 AI校園應用輔導」實施計畫 

壹、 依據：114 年資訊教育推動計畫辦理。 

貳、 辦理目標 

一、 提升教師對本地端大型語言模型（LLM）的理解與應用能力，建置免帳號、兼

具隱私，且可無限量使用之 AIGC 校園應用平台，以提供多元教育學習與輔導

服務。 

二、 透過升級及更新電腦顯卡以活化老舊資源，解決教育經費不足、輔導人力不足

問題，並提供行政、教師與學生個別化教學輔助與班級經營方案，提升科技應

用的教育價值。 

三、 徵集本縣教師組成本地大型語言模型（LLM）之種子教師社群，進行本地化

LLM教學應用開發與學習，並提供顯卡設備漂移機制，以實作經濟高效 AI教

學應用情境與教學設計。 

四、 辦理增能研習與工作坊，提升全縣教師科技素養與 AIGC 應用能力，促進典範

轉移與校園應用創新。 

五、 引導教師產出具體 AI教學應用成果，例如學習角實作、學科輔導、校園行

政、班級經營、學生課業輔導等 GPTs助理 Prompt。 

六、 完成可擴散之研習教學設計講義與簡易操作影片，典範擴散方便更多學校參考

與推廣應用。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二、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三、 協辦單位：教育網路中心、中華開放自造協會(S4A教師社群)、AIGC線上社群 

肆、 現況分析及需求評估： 

一、 現況分析 

(一)、 校園 AIGC應用現況 

１、 目前市面上的生成式 AI（AIGC）平台大多需要帳號登入，且免費額度有

限，對於校園使用環境造成不便。 

２、 學生與教師在使用 AIGC時，面臨資安與個資保護的挑戰，特別是在未經

校方控管的外部 AI平台上運行時，可能帶來隱私風險。 

３、 學校現有的硬體設備可能無法有效支援運行大型語言模型（LLM），限制

了 AI技術在教學現場的普及與應用。 

４、 教師對於 AIGC技術的認識與應用能力仍有提升空間，缺乏有效的學習機

制與支援系統。 

(二)、 硬體與資源限制 

１、 學校電腦設備多為老舊機型，缺乏足夠的運算能力來支持 AIGC應用。 

２、 教育經費有限，難以負擔高昂的雲端 AI計算成本，因此需尋求本地端運

行的解決方案。 

３、 AI技術與應用的快速發展，使得教師培訓與資源更新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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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現場需求 

１、 需要建立免帳號、保護隱私、可無限量使用的 AIGC校園應用平台，以確

保學生和教師能在安全的環境中使用 AI技術。 

２、 教師希望能夠透過 AIGC技術提升教學品質，例如： 

(１)、 個別化學習輔導（提供學生適性學習建議） 

(２)、 學科教學支援（生成學習素材、輔助作業批改） 

(３)、 行政與班級經營（提高教師備課與管理效率） 

二、 需求評估 

(一)、 技術需求 

１、 導入本地化開源 LLM，在學校端電腦運行，減少對外部平台的依賴，確

保隱私與安全。 

２、 提供可供教師與學生使用的 AIGC 應用工具，例如： 

(１)、 學科專用 AI輔助（如語文寫作輔助、數學解題建議） 

(２)、 教師備課與測驗生成工具（快速製作教案、題庫） 

(３)、 學生個別化學習建議（AI分析學習進度並提供反饋） 

(二)、 設備需求 

１、 提供中階效能消費級 GPU（如 4060Ti/16G）供教師研究學習及班級佈建

測試，確保 AIGC在班級應用的基礎運行。 

２、 設立設備漂移機制，讓教師可借用 GPU 資源進行 AIGC學習與應用開發。 

(三)、 師資培訓需求 

１、 辦理 AIGC增能研習與工作坊，提升教師的 AI應用能力。 

２、 成立 AIGC種子教師社群，進行持續性的學習與開發，帶動校園 AIGC應

用的普及。 

三、 教學應用與推廣需求 

(一)、 產出可擴散的 AIGC教學應用設計講義與教學影片，讓更多學校能夠參考

並導入 AI技術。 

(二)、 協助有意願的學校完成設備安裝與使用教學，建立標準化操作流程，以

利技術推廣與經驗交流。 

伍、 辦理方式： 

一、 甄選教師團隊：公開甄集花蓮地區教師(視採購設備數量而定)，符合條件者可

於公告日至 5月底前繳交報名表，報名表格式詳如附件一，再由主辦單位審

核，決議錄取名單。 

二、 設備漂移機制：提供消費級中階 4060Ti/16G顯示卡(或同規格)供錄取教師申

請借用（自備 PC），以進行本地架設 LLM學習、應用及教學模組設計測試。 

三、 學習組織：由主辦單位辦理增能研習與線上工作坊，強化教師 AIGC技能與應

用能力，並透過學習社群合作與自主探索，形成穩定學習組織。 

四、 檢核機制：參與教師應於約定時間報告計畫進度，並於執行結束後繳交結案報

告或相關成果；如教師未能配合辦理或執行不符合計畫預期，經主辦單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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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仍無顯著成效者，主辦單位得終止借用並收回相關設備；結案報告格式

詳如附件二。 

五、 設備管理與紀錄：借用設備時，應填寫設備借用單並詳實記載設備序號、借用

與歸還日期，以確保設備安全並掌握使用狀況。若遇教師離職、不可抗力因素

或需辦理設備維修保固等情形，應繳回設備或依保固條款送修。 

六、 參與徵集之教師進行教案編撰時，所有參考資料等均應註明資料來源及出處，

並於文件中標明清楚，以維護智慧財產權，並以創用 CC之姓名標示、非商業

利用、相同方式分享授權。 

七、 繳交成果文件之著作財產權仍屬原作者所有，主辦單位擁有非專屬無償使用

權，基於非營利之教育推廣目的得以任何形式與方式重製、公布與發行之權

利。 

八、 年度結束時，若有教師退出或不繼續參加計畫，則繳回設備結案，人員由新進

成員依程序遞補。 

陸、 預期效益： 

一、 成果產出：參與教師將開發 AI教學應用方案，並產出各領域 GPT助理 Prompt

範例與教學設計講義、推廣影片或成果影片等，每人至少完成一件，以利典範

轉移與擴散應用。 

二、 教育推廣：擔任相關推廣研習之講師，並將 AIGC技術融入各領域教學；本項

執行情形依主辦單位後續研習場次安排，另案辦理。。 

三、 典範轉移：協助並輔導有意願之學校完成設備安裝與使用教學，促進經驗交流

與技術移轉。 

四、 建立本縣教育端 AIGC尖端應用人才資料庫。 

柒、 評審評分機制： 

一、 申請教師須符合基本資格門檻，未涉及重大懲處或爭議事件。 

二、 服務熱誠、領域知識、科技素養、教育貢獻各佔 25%。 

三、 由主辦單位承辦人組成審議小組，進行評選與審定。 

捌、 報名：報名表格式請參照附件一，請填妥用印後，掃描成 PDF格式，於 114年 5月

31日前，以電子郵件逕寄計畫聯絡人。 

玖、 經費概算(略)： 

壹拾、 計畫聯絡人：教育處教育網路中心邱文盛老師，電話：(03)8524663#503，電子

郵件：cws@hlc.edu.tw。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cws@h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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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師申請各領域融入 AIGC校園應用種子團隊申請表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照片 
任職學校

或單位 
 聯絡郵件  

任教科目

年級職務 
 

服務 

熱誠 

及 

申請 

計畫 

構想 

 

領域 

相關 

專長 

經歷 

 

AIGC 

校園 

運用 

經驗 

 

教育 

貢獻 

成績 

 

 

申請人：(請簽名)  單位主管：(請核章)  校長：(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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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師申請各領域融入 AIGC校園應用種子團隊期末成果計畫書 

 

封面 

教師申請各領域融入 AIGC 校園應用種子團隊 

成果計畫書 

 

內頁 

基本資訊 

教師姓名  任職學校/單位  

聯絡方式  任教科目/年級  

專案命名  授權方式 創用 CC  

教育應用情境 

領域議題 
□跨領域 □語文 □數學 □自然科學 □社會 □藝術 □健體 □綜合  

□科技 □議題__________ 

應用場域 
□教學輔助 □班級經營 □個別化教育 □自主學習 □課後輔導  

□校園經營 □教育行政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目標對象 
敘明適用的目標對象，例如：國小中年級語文能力不佳需要提升寫作及口說

能力的孩子 

主要目標 

敘明主要目標，例如：建立班級學習角落，輔助學生語文短句擴寫練習，利

用造句教學結合多元智慧融入，引導學生將平日簡短句子擴寫，豐富語文素

養及生活體驗。 

預期成效 

敘明預期學習成效，例如：學生能以多元智能的方式擴充句子，將原來單純

簡單句子加上以動覺智慧(或其他)形容的豐富句子，如：原句”我今天很快

樂”，擴寫成”今天的我，像鳥兒獲得自由在樹枝上跳舞一樣的快樂”。 

運用時機 

敘明使用的時機，例如：每堂課於生詞介紹完畢後，給予學生造句練習，其

中三句可於設置的學習角與 AI互動學習，另指定三句做為回家作業模仿練

習。 

AIGC 工

具 

安裝設定 

及使用流

程 

敘明所使用的 AIGC 工具、技術、設定流程，及應用方式，例如： 

1.準備硬體：電腦主機+4060Ti/16G 顯示卡+RAM32G 

2.安裝軟體或平台：Win11+JanAI+llama3_Taide/8BQ4開源模型 

3.設定系統指令(Prompt)： 

”你是專門教孩子提升造句能力的老師。 
請隨機給我一個詞語（例如“快樂”），讓我用它造句，等我造句，造
完句後幫我檢視並提供改進的方法，並給我例句以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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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例句請結合"多元智能"理論，隨機給我例句(例如"身體動覺智慧"，我
像鳥兒一樣在枝頭上跳躍飛舞一樣的快樂。)然後再繼續出題循環的練
習，除非換一個新的人(會重新問候你)，再重頭開始。 
全程使用繁體中文台灣用語。” 

4.測試與修正 prompt，直到學生可用狀態。 

5.設定學生使用規範與步驟。 

6.安排小老師先行學習與測試指導。 

7.布置學習角張貼使用規範並開放學生使用。 

學生端 

使用教學 

1. 教學生在對話框輸入姓名與 AI對話 

2. 方法一，依 AI要求輸入自己所想句子，請 AI教學產生不同創意 

3. 方法二，輸入 AI要求你練習的句子，請 AI幫你評論 

4. 可繼續追問互動練習或深入詢問以進一步加深加廣 

5. 寫下你最喜歡的三個句子 

成果評估

與回饋 

本案省思與回饋，例如： 

1. 學生使用 AI必需在監督下使用，因此一定要指定輔導有經驗學生在旁

協助輔導。 

2. 學生使用時非常驚豔，練習過後學習興趣大增，特別是低成就孩子，不

再怕寫錯受老師責罵，AI不會罵人，指導又針對學生程度個別化，不懂

也能追問，所以語文程度反而因為這樣而明顯進步，經教師對話驗證學

生成長後，本案確實可行，大力推荐。 

3. AI的使用與學習需要教師事後的檢核確認，包含對學生的口試或對談，

確認孩子是真的有收穫與成長，以避免孩子僅僅是作業抄襲，相對應再

生成式 AI的學習環境下，這點尤為重要。 

4. AI也會犯錯，教師要適時鼓勵孩子批判思考與反覆驗證。 

教學設定

影片鏈結 
 

學生使用

影片鏈結 
 

教學設定

講義鏈結 
 

成果照片  

計畫 

成果摘要 
(請以本計畫及上述內容，以 AI生成約 100-200字摘要張貼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