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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生成式 AI 的迅速發展為公共圖書館之知識服務與教育功能帶來深層次的

轉型契機。根據既有研究指出，生成式 AI 正推動資訊素養教學進入新典範階段，其提

供的個別化學習與情境模擬能力，使學習過程更具互動性與實踐導向。本文以「知識

傳播價值鏈」為理論基礎，將臺北市立圖書館西園分館作為研究場域，聚焦其於「氣

候行動」(SDG 13)主題課程中導入 AI 輔助之教學創新實踐，具體闡析圖書館由資訊中

介傳播進化為「知識加值者—教學設計者—學習引導者」的新角色定位。 

此「氣候行動」主題課程以問題探究出發，學員透過了解生成式 AI 的運作原理與

缺陷，進而掌握運用 AI 深入探究的要領。本課程不僅深化學生的知識建構與批判思維

歷程，亦同步強化其 AI 素養與永續議題的行動實踐能力。 

西園分館案例展現公共圖書館如何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賦能館員進化為課程設計

者與教學引導者，拓展其在教育場域中的角色功能。其教學實踐將資訊素養教育由

「個體素養培力」進一步擴展為「群體知識共構」的協作型學習模式，展現公共圖書

館知識服務創新實踐的可行性與擴展性。 

[Abstract] 

Generative AI is rapidly transforming public libraries’ knowledge services and 

educational roles, ushering information-literacy instruction into an interactive, 

practice-oriented paradigm. 

Using the “knowledge-dissemination value ch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aipei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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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s Xiyuan Branch and its AI-assisted “Climate Action” (SDG 13) course, highlighting 

the library’s shift from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to “knowledge value-adder, instructional 

designer, and learning facilitator.” 

The inquiry-based course teaches students to harness generative AI for deep 

investigation, enhancing critical thinking, AI literacy, and sustainable-action skills. 

This case shows how generative AI empowers librarians to design curricula and lead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demonstrating the scalability of such innovations in 

public libraries. 

 

關鍵字：生成式 AI、知識傳播價值鏈、AI 素養、永續發展教育 

Keywords: Generative AI,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Value Chain, AI Literacy,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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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生成式 AI 技術的快速演進，公共圖書館的知識服務正面臨著重構的契機

(Narayanan, 2024; Xiao ,2023)。AI 的導入不僅帶來技術層面的革新，更驅動圖書館重新

思考其在知識流通體系中的功能定位。本文以臺北市立圖書館西園分館為例，聚焦其

「AI 智慧閱讀示範場域」的實踐歷程，並以「氣候行動」主題探究課程為具體案例，

說明圖書館如何運用生成式 AI 進行系統化課程設計與教學建構，發展出具脈絡性與探

究導向的創新學習模式。此一實踐不僅展現圖書館作為資訊素養教育典範轉移場域的

潛能，也具體回應當代對 AI 素養教育 (Lo, 2025; UNESCO, 2023)與永續發展教育的實

質需求 (Aregbesola et al., 2023; IFLA, 2019)。 

貳、 知識傳播價值鏈與 AI 賦能機會 

知識傳播是一項由多元參與者共同構成的價值鏈流通過程，涵蓋知識的產生、詮

釋、組織、傳授與應用等階段，每一環節均仰賴不同角色的協作與價值貢獻。本文據

此建構「知識傳播價值鏈理論」作為分析生成式 AI 如何重塑圖書館知識服務功能的核

心視角。 

在此價值鏈中，知識創造者（如研究者、作家）、中介傳播者（如出版機構、平

台、圖書館），以及知識傳授與學習者（如教師、作家、學習社群）各具關鍵功能。

傳統上，公共圖書館多被定位為中介傳播角色，專責館藏組織、資源管理與推廣服

務。然而，生成式 AI 的興起正賦予圖書館更深層次的知識介入能力，開啟其向以下三

種進階角色轉型的可能性： 

一、知識加值者：圖書館能透過生成式 AI 對既有知識進行摘要、重組、延伸應用

與跨域連結。例如，圖書館可開發主題式知識地圖、概念導讀摘要，進而提

升知識的可理解性與應用價值。 

二、教學設計者：AI 技術使圖書館具備設計課程模組與教學架構的能力，能依據

特定學習目標，協助規劃問題導向、任務驅動或探究式的學習流程 (Luo et al., 

2024; Narayanan, 2024)。生成式 AI 可輔助設計互動任務、轉譯複雜文本，甚

至建構情境模擬活動，提升圖書館在學習內容架構與認知過程引導上的參與

度。 

三、學習引導者：圖書館館員透過 AI 工具輔助，可成為學習歷程的協助者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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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再侷限於資訊查詢支援。AI 可協助即時生成個別化回饋，結合館員的

教學判斷，強化學習陪伴與動機維持。特別是在跨域素養或複雜議題學習

中，圖書館有潛力成為知識實踐與學習引導的關鍵場域。 

參、 西園分館運用 AI 賦能於閱讀教育的發展歷程 

面對 AI 賦能時代的來臨，西園分館自 112 年 8 月起，即啟動 AI 結合閱讀推廣的

試驗性實踐，至 114 年初已完成 9 項具教育性質的閱讀推廣活動，以下依時序簡要說

明發展歷程： 

一、112 年 8 月至 11 月：「Joy-Q 樂讀會」率先導入 GPT-4 技術，結合 Sparknotes

文學摘要製作親子聊書指南，搭配年齡分級的省思評鑑題目，培養家庭共讀

與批判思維能力。 

二、112 年 9 月至 113 年 1 月：舉辦「社會創新×學生公服」研習班，協助高中生

以 SDGs 與社會創新為主題進行探究學習，課程設計與學習資源均由 GPT-4

輔助製作。 

三、113 年起：陸續推出多檔 AI 加值策展的主題書展，如「共融·共生」、「正義

的兩難」、「向作家致敬」、「書香小偵探培訓營」等，展現 AI 於主題整

合、書目策選與情境創構方面的策展能力。 

四、113 年 6-7 月：「書香神探．親子閱讀挑戰賽」首次導入客製化 GPT-4o 語音

互動導覽系統，開創全臺公共圖書館 AI 語音策展導覽的首例。 

五、113 年 7 月：開發多項主題型 GPT 應用，如《高一物理：量子現象概念學

習》自學助手與防災應變工具「防災 easy go」，並推出「國中生 ChatGPT×AI

入門課程」，建構 AI 素養教育模組。 

六、113 年 10 月：「AI 智能課輔」讀書會服務正式啟動，提供學生學科預習、複

習、診斷與批判反思等 AI 學習輔助服務，深化個別化教育支持  (Hidayat, 

2024)。 

在累積一年半的實務經驗後，西園分館在生成式 AI 技術應用於閱讀教育上已建立

基礎，並以「知識創造、智慧學習」為主軸，「知識加值」為輔，逐步發展出複合型

知識服務的「AI 智慧閱讀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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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西園分館「AI 智慧閱讀示範場域」的知識服務項目 

「AI 智慧閱讀示範場域」整合逾 800 項 AI 應用資源，提供多層次線上與實體服

務，包括： 

一、線上 AI 驅動閱讀探索服務 

（一） GPT 知識服務平台（113 年 10 月上線）：建置包含 651 個 108 課綱學科單

元 GPT 與 160 本「好書大家讀」得獎書籍 GPT，支援學生進行知識組織、

概念學習、閱讀探究、加深加廣與批判反思等學習活動。 

（二） Podcast「桃花村裡的故事窩」（113 年 12 月上線）：累計製作 131 集

SDGs 與科普故事，改編自「好書大家讀」得獎書籍與科學家傳記，透過音

聲媒介鼓勵親子共學與提升閱讀動機。近 4 個月已累積 2,456 次閱聽數。

[連結] 

（三） SDGs x AI 科學探索展（114 年 3 月上線）：每季聚焦一個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簡稱為 SDGs），設計知識體系

導引、配套 Podcast 節目與推薦書籍，讀者可與 GPT 進行互動學習，強化

主題認識與知識探索能力。[連結] 

二、實體 AI 閱讀探究研習課程 x SDGs 共學社群 

第一期課程自 3 月 9 日至 6 月 29 日止，於每週日下午 1 時 40 分至 4 時辦理，每場

次參加名額調控在 12 人左右，3 月共舉辦 4 場活動累計 50 人次參加。本課程區分為以

下 3 類： 

（一） SDGs 科學探究攻防戰：活動邀請國小高年級、國中生、高中生與成人分

齡參與，透過主題知識體系的建構與生成式 AI 進階提問訓練，引導參與

者發展 AI 輔助的探究能力與簡報溝通素養，培養其於永續議題中進行批

判思考與論述表達的能力。 

（二） 「SDGs 主題與文獻分析」AI 深掘工作坊：本課程結合 Gemini Deep 

Research 工具，系統引導學員選擇永續發展相關主題，規劃研究方向並撰

寫初步研究計畫，透過 AI 輔助進行資料整合與分析，培養生成式 AI 輔助

下的主題文獻分析與簡報表達能力。 

https://podcasts.apple.com/tw/podcast/%E6%A1%83%E8%8A%B1%E6%9D%91%E8%A3%A1%E7%9A%84%E6%95%85%E4%BA%8B%E7%AA%A9/id1784861883
https://archive.tpml.edu.tw/TaipeiLib/wSite/sp?xdUrl=/wSite/ap/exhibitionA.jsp&mp=3&ctNode=380&id=50&unit=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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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識學科×得獎書籍」AI 閱讀探究工作坊：本課程鼓勵學員以自選學科

主題或指定得獎書籍為起點，運用 AI 工具進行內容延伸、概念統整與創

意發表，強化跨文本理解與 AI 輔助的知識建構與溝通能力。 

伍、 實體 AI 閱讀探究研習課程× SDGs 共學社群 

本實體課程為「AI 智慧閱讀示範場域」的核心教育模組，結合「AI 素養」與「永

續發展目標（SDGs）」兩大當代重大教育議題，透過生成式 AI 輔助的主題探究學

習，賦予圖書館「共學社群」的新型教育定位與知識共創價值。本課程設計依據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 (2017)《永續發展教育學習目標手冊》與 (2023)《學生版人工智慧素養

框架》為總體指引，以下說明課程之共通性設計原則，並介紹代表性課程「SDGs 科學

探究攻防戰」的課程設計藍圖： 

一、 課程共通性設計 

（一） 課程目的：本課程旨在透過系統化的主題探究學習，引導學員建立對

SDGs 議題的結構性理解與論述表達能力，並逐步培養 AI 素養，強化其運

用 AI 工具進行問題分析、推理思辨與協作探究的能力 (Lo, 2025; UNESCO, 

2023)。課程最終目標在於促進具行動力與共創精神的永續學習社群之發

展。 

（二） 課程主題與期程：課程設計以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為主軸，每一項

SDG 議題規劃為期三個月之深度學習模組，預計於四年三個月內完成完整

的學習循環。各議題依據其對臺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與急迫性進行排序，

並依據「環境」、「社會」、「經濟」三大面向加以分類，以強化學習的

在地關聯性與系統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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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課程主題分類 

主題 相關的 SDGs 簡稱 

A.環境永續 SDG13 氣候行動、SDG6 水與衛生、SDG12 永續消費與生產、

SDG15 陸域生態、SDG14 海洋生態、SDG7 永續能源 

B.社會永續 SDG3 健康與福祉、SDG4 優質教育、SDG1 消除貧窮、SDG10 減少

不平等、SDG11 永續城市、SDG5 性別平等、SDG16 和平與正義 

C.經濟永續 SDG8 體面工作與經濟成長、SDG9 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SDG2 零

飢餓、SDG17 全球夥伴關係 

（三） 學習評量設計：為確保學習成效與 AI 輔助任務的實質連動，每季課程均

設計實施前後測評量。評量題目聚焦於主題學習遷移之認知困難與概念鴻

溝，每次評量題數約為 12 至 15 題，並與 AI 對話任務設計緊密結合，作

為探究歷程與理解深化之回饋依據。 

二、 「SDGs 科學探究攻防戰」課程設計 

（一） 探究主軸與期程：本課程設計為期三個月的 AI 輔助探究循環。第一個月

引導學員建立該 SDG 主題的整體知識架構，並聚焦於「基礎知識與問題

成因」的系統性認識；第二個月則深入剖析該議題於生態、社會與文化層

面的影響；第三個月強調「行動策略與解決方案」的思考與實作，完成從

認知建構到行動設計的完整探究歷程。 

（二） AI 輔助課程與教學設計：本課程為跨領域整合之 AI 素養導向教學實踐，

由館員擔任課程設計與教學引導者。為明確區分課程的總體設計架構與實

際教學操作方式，細分為兩個層級進行說明：其一為系統性的課程藍圖設

計，強調學習目標、主題架構與問題設計之整體策略；其二則為可供實際

執行的教學實施模組設計，著重於 AI 操作流程、提示語設計與學習歷程

產出。以下以 SDG13「氣候行動」為例進行說明： 

1. 課程設計： 

(1) 課程設計第一階段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7)《永續發展教育

學習目標手冊》所提出的三大學習目標（認知、社會情意、行動

能力）、建議主題與學習方法，進行教學內容的系統性轉化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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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脈絡化調整。以 SDG13 為範例，課程建構四大主題探究主軸，

分別為氣候變遷的基礎知識、問題成因、影響層面與改善策略。

在此架構下細分為九個次級單元，並對應至各項永續發展教育學

習目標 (UNESCO, 2017)，同時發展具階段邏輯的學習脈絡指引。

以下表格詳細說明各單元之主題設計與目標對應。 

表 2 

「SDG13 氣候行動」主題探究知識體系 

主軸 知識次單元以及與「永續發展教育學習目標」之對應 學習脈絡指引 

氣候變遷

的基礎知

識 

1. 溫室效應：[認知學習目標 1]學習者理解溫室效應

是一種由溫室氣體形成的自然現象，其作用如同

隔熱層。 

2. 溫室氣體：[建議主題 1]溫室氣體及其排放 

3. 排放結構分析：[建議主題 2]能源、農業與工業相

關的溫室氣體排放 

建立學生對氣候變遷最

基本的自然現象（如溫

室效應）及其成因（溫

室 氣 體 來 源 與 排 放 結

構）的認識，作為後續

學習的基礎。 

氣候變遷

的原因 

1. 人為加劇：[認知學習目標 2]學習者理解目前的氣

候變遷是一種人為現象，是因為溫室氣體排放量

增加所致。 

2. 影響層級區辨：[認知學習目標 3]學習者知道哪些

人類活動——從全球、國家、地方到個人層級—

—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最大。 

強調氣候變遷的加劇主

要來自人為活動，讓學

生從全球到個人的層級

辨識哪些行為是推動氣

候變遷的重要因素。 

氣候變遷

的影響層

面 

氣候變遷的系

統性與自然衝

擊 

1. 總體認識：[認知學習目標 4]學

習者了解氣候變遷在生態、社

會、文化及經濟層面的主要影

響，並理解這些影響本身也可能

成為促進或加劇氣候變遷的因

素。[社會情意學習目標 1]學習

者能夠解釋氣候變遷在環境、社

會、經濟與倫理層面所產生的影

響。 

2. 生態面向：[社會情意學習目標

1]學習者能夠解釋生態系統的動

態。[建議主題 10]氣候變遷對大

型生態系統（森林、海洋、冰川

與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從整體上了解氣候變遷

對生態、社會、文化與

經濟等多層面影響，並

強調這些影響在系統中

互為因果、互相加劇。 

氣候變遷對人

類社會的衝擊

1. 災害與不平等影響：[建議主題

3]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災害（如乾

聚焦氣候變遷在災害、

地理風險與人口流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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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平等 旱、極端天氣等），以及其在家

庭、社區、國家之間造成的不平

等社會與經濟影響。 

2. 海平面上升風險：[建議主題 4]

海平面上升對各國（如小島國）

帶來的後果。 

3. 氣候難民：[建議主題 5]與氣候

變遷相關的移民與逃難問題。 

方面對人類社會造成的

差異性衝擊，特別關注

弱勢群體所承受的不平

等後果。 

氣候未來推演

與行動體驗 

1. 未來情境模擬分析：[建議主題

9]未來氣候變遷的情境模擬（包

括不同全球升溫情境的解釋）。

[學習方法 2]分析各種氣候變遷

情境的假設、後果及其發展路

徑。 

2. 區域災害個案研究：[學習方法

6]探討氣候變遷如何提高某地區

災害風險的個案研究。 

3. 多元視角體驗：[學習方法 1]進

行角色扮演，從不同立場體會氣

候變遷現象的影響。 

透過情境模擬、分析不

同假設與個案研究，培

養學生對未來氣候情境

的評估能力與風險思

考，並進一步從多角度

體驗氣候變遷的衝擊。

（高年級較不適用） 

氣候變遷

的改善行

動 

氣候倫理與價

值反思 

1. 氣候倫理：[建議主題 11]氣候變

遷的倫理議題。 

2. 了解個人行為的影響：[社會情

意學習目標 4]學習者能從地方到

全球的視角了解個人行為對氣候

的影響。 

3. 責任與行為評估：[社會情意學

習目標 5]學習者能夠認識到保護

全球氣候是每個人都應承擔的重

要任務，並意識到我們需要重新

評估自身的世界觀與日常行為。 

4. 觀點辯證：[學習方法 7]進行探

究型學習，討論「對大氣造成最

大破壞的人應負最大責任」這一

觀點是否合理。 

引導學生從倫理與價值

觀層面反思個人與集體

對氣候的影響，並討論

保護全球氣候所應承擔

的責任。（高年級較不

適用） 

氣候行動策略

與治理 
1. 三大行動策略：[認知學習目標

5]學習者了解在不同層級（從全

球到個人）與不同情境下的預

防、緩解與適應策略，並理解這

些策略與災害應對與風險減少之

整合不同層級與情境下

的預防、緩解與適應策

略，並探討相關政策與

治理機制如何影響氣候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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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聯。[建議主題 8]保護氣

候的地方、國家與全球政策策

略。[建議主題 6]預防、緩解與

適應策略，及其與災害應對與風

險減少的關聯。 

2. 氣候治理層級機構：[建議主題

7]地方、國家與全球層級的氣候

變遷處理機構。 

3. 各層級行動影響評估：[社會情

意學習目標 3]學習者能夠預測、

估算並評估個人、地方與國家的

決策或行動對他人及世界各地的

影響。 

個人行動與氣

候友善生活 

1. 1A.個人行為評估與調整：[行為

學習目標 1]學習者能夠評估自己

在私人生活與工作活動中是否符

合氣候友善原則，若否，則能加

以修正。 

2. 1B.低碳生活設計：[學習方法 5]

設計低碳生活的「氣候友善生命

故事」。 

3. 支持綠色經濟：[行為學習目標

5]學習者能夠支持對氣候友善的

經濟活動。 

4. 支持受災者：[行為學習目標 2]

學習者能夠採取行動，支持受到

氣候變遷威脅的人群。 

著重於個人層面的改

變，透過評估與實踐形

成氣候友善生活方式，

落實「由我開始」的行

動理念。 

氣候倡議與集

體行動 

1. 鼓勵他人保護氣候：[社會情意

學習目標 2]學習者能夠鼓勵他人

一起保護氣候。 

2. 協作宣傳保護氣候：[學習方法

4]建立網頁或部落格，用於發表

小組對氣候變遷議題的貢獻。 

3. 共創氣候行動策略：[社會情意

學習目標 3]學習者能夠與他人合

作，發展共同協議的策略來因應

氣候變遷。 

4. 氣候行動實作任務：[學習方法

3]發展並實行與氣候保護相關的

行動專案或倡議。 

強調跨群體合作與公共

倡議的力量，讓學生參

與設計與執行與氣候保

護相關的集體行動與政

策推動。（高年級較不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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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設計第二階段係轉化學習目標為探究問題，並進行分層分類

設計：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7)《永續發展教育學習目標》中

的具體學習指標，轉化為可供學習者進行思辨與行動的探究問

題，並針對不同年齡層進行適切性調整與註記。設計過程中（如

下表）特別標記出⊕為需特別設計以進行 AI 深度探究的問題。此

外，部分探究問題亦依據臺灣在地情境進行語意轉化與具體化處

理，以提升學習者的認知連結與行動感知。以下表格即為

「SDG13 氣候行動」主題中，引導學生探究的範例問題與分類說

明： 

表 3 

「SDG13 氣候行動」主題探究範例問題 

主軸 引導學生探究的範例問題 

氣候變遷的

基礎知識 

1. 什麼是溫室效應？它是如何幫助地球保溫的？ 

2. 哪些氣體被稱為溫室氣體？它們是從哪些活動中

產生的？ 

3. 能源、農業與工業這三個部門，各自主要排放哪

些溫室氣體？較不適合高年級生 

氣候變遷的

原因 

1. 為什麼現在的氣候變遷被認為是一種人為造成的現象？不適合高年級

生 

2. 哪些人類活動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最大？這些活動分別發生在哪些層級

（全球、國家、地方到個人）？不適合高年級生 

氣候變遷的

影響層面 

氣候變遷的系統

性與自然衝擊 

1. 氣候變遷會對生態、社會、文化與經濟層面產生

哪些影響？為什麼有些氣候變遷的影響本身也可

能會進一步加劇氣候變遷？不適合高年級生 

2. 生態系統是如何隨著環境條件變化而產生動態變

化的？氣候變遷會如何影響像森林、海洋、冰川

和生物多樣性這些大型生態系統？較不適合高年

級生 

氣候變遷對社會

的衝擊與不平等 

1. 氣候變遷引發的災害，如乾旱或極端天氣，會對

家庭、社區或國家帶來哪些不平等社會與經濟的

影響？不適合高年級生 

2. 海平面上升對像是小島國這樣的國家可能會造成

什麼樣的後果？ 

3. 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移民與逃難問題有哪些？不適

5. 推動保護氣候政策：[行為學習

目標 4]學習者能夠推動有利於保

護氣候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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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年級生 

氣候未來推演與

行動體驗 

1. 不同的全球升溫情境可能會導致哪些不同的未來

結果？較不適合高年級生 

2. 為什麼有些地區因氣候變遷而面臨更高的災害風

險？較不適合高年級生 

3. 如果你是地方政府官員，面對居民希望發展觀

光、但環保團體擔心破壞生態與氣候，你會怎麼

做？你可以提出哪些具體做法來平衡經濟發展與

環境風險？本題併入氣候變遷的改善行動中探究

（原題目：若你站在不同角色的立場，會如何看

待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不適合高年級生 

氣候變遷的

改善行動 

氣候倫理與價值

反思 

1. 氣候變遷有哪些值得我們思考的倫理議題？有何

兩難情境？不適合高年級生 

2. 一個人的日常行為，會如何從地方到全球層級影

響氣候？如何衡量？ 

3. ⊕為什麼保護全球氣候是每個人都應承擔的責

任？我們又應該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價值觀與日

常生活方式？不適合高年級生 

4. 對大氣造成最大破壞的人是

否應該負起最多的責任？氣

候責任有何認定標準？不適

合高年級生 

氣候行動策略與

治理 

1. 在全球、國家、地方與個人層級中，可以採取哪

些預防、緩解與適應氣候變遷的策略？這些策略

與災害應對與風險減少有什麼關聯？不適合高年

級生 

2. ⊕地方、國家與全球有哪些機構負責處理氣候變

遷問題？較不適合高年級生 

3. 個人、地方與國家的哪些行動或決策，可能會對

他人或世界各地造成影響？這些影響可以如何預

測、估算與評估？不適合高年級生 

個人行動與氣候

友善生活 

1. 介紹《淨零綠生活行動指引》？（原問題：你目

前生活與工作方式有哪些地方不符合氣候友善原

則？你會如何改變？） 

2. ⊕設計一個具備低碳精神的「氣候友善生命故

事」？  

3. 依據臺灣政府官方的認定標準，有哪些經濟活動

是對氣候友善的？你可以怎麼支持這些活動？較

不適合高年級生 

4. 依據聯合國官方的認定標準，哪些人正受到氣候

變遷的威脅？你可以採取哪些行動來支持他們？ 

氣候倡議與集體

行動 

1. ⊕你可以怎麼鼓勵他人一起保護氣候？  

2. ⊕建立一個網頁或部落格，用於發表小組對氣候

變遷議題的貢獻。較不適合高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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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你與同組成員合作，針對氣候變遷問題，共

同發展一套你們認為可行的行動策略，並達成團

體共識。 

4. ⊕設計並實行行動專案或倡議來保護氣候。  

5. 臺灣在哪些面向的氣候政策與法規制定做得不

夠？有什麼具體數據或事件支持？（原問題：你

可以採取哪些方式來推動有助於氣候保護的公共

政策？）不適合高年級生 

2. 教學設計： 

在完成以上探究問題的初步知識架構後，接下來運用 AI 輔助將教學

內容模組化，聚焦於探究計畫擬定、迭代追問技巧與具洞察性的簡報

呈現，區分為四個階段，前兩階段為 AI 素養框架中的理解能力培

養，後兩階段則為 AI 素養框架中的應用能力培養 (UNESCO, 2023)： 

(1) 第一階段「問題解析與學科脈絡辨識（Clarify）」：課程進行前

講師預先逐題統整分析以釐清提問策略重點。課程進行時以講授

方式指導學員以下關鍵能力與知識，作為與 AI 互動前的基礎準

備，包括：a.明確該探究問題的主要關聯學科；b.依問題本質與預

期回答形式，辨識其類型，以引導學生採取適切的思考路徑與探

究方向；c.確認問題所屬的上位知識範疇或系統性輪廓；d.辨識題

意可能不清之處，或需進一步定義與區分的概念；e.根據學科特

性與問題類型，提供通用型提問附加條件與追問語句。以下表格

提供題目類型對應的參考附加提問語： 

表 4 

參考附加提問語依題目類型區分 

題目類型 通用型提問附加條件 通用型追問用語 

定義型/辨

識型 

提供清晰、精確的定義或辨識

標準，並說明其主要特徵或範

疇。 

這個定義或分類的邊界在哪裡？為何採用

這個定義標準而非其他？在不同情境或脈

絡下，這個概念的意義是否有變化？ 

機制型/解

釋型 

闡述其作用的關鍵環節、構成

要素及其相互關係，說明其運

作過程或原因。 

這個機制/解釋的核心證據是什麼？是否

存在其他可能的原因或解釋？影響這個機

制運作的關鍵條件是什麼？ 

舉證型/描

述型 

提供具體、有代表性的例子、

數據或觀察結果來支持描述，

提供的證據是否足夠全面？是否存在與之

矛盾的觀察？這些描述揭示了哪些更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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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資訊的來源。 次的問題？ 

層級分析

型 

明確界定所分析的不同層級的

範圍，並說明各層級的特點及

其之間的相互作用。 

哪個層級對理解整體現象最為關鍵？不同

層級之間的連接機制是什麼？在一個層級

採取的行動可能對其他層級產生哪些溢出

效應？ 

評估型/預

測型/情境

分析型 

明確評估或判斷所依據的標

準、方法及核心假設，並指出

其結果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 

評估或預測結果最敏感的因素是什麼？是

否存在其他可能的發展路徑或結果？應如

何應對這種不確定性？ 

價值反思

型/倫理型 

闡述價值觀或倫理立場，並考

量至少一種不同的觀點或價值

框架。 

這些不同的價值觀或倫理考量之間是否存

在張力或衝突？在實踐中如何平衡這些不

同的考量？結論對相關方的權利或義務有

何啟示？ 

行動/策略

導向型 

說明建議行動或策略的具體目

標、關鍵步驟、潛在的執行

者，以及成功的衡量標準。 

這個行動或策略的優勢與劣勢是什麼？實

施過程中可能遇到哪些實際困難？如何動

員或說服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是否考慮了

其長遠或系統性的影響？ 

創作型/專

案型 

明確創作或專案目標、預期成

果形式、目標受眾，以及作品

成功的關鍵標準。 

創作或專案希望傳達或實現什麼？在創作

/執行過程中，有哪些關鍵選擇？這個作

品/專案對目標受眾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現有資源或條件下，還有哪些進一步發

展的可能？ 

(2) 第二階段「聚焦控制與深化要點辨識（Focus）」：引導學員設計

深化探究的條件與視角。此階段先請 AI 不直接作答，而是分析問

題中可聚焦與可深化的要點。學員據此從 AI 生成內容中挑選出欲

強調的知識核心（包含先備知識）與進一步追問的方向。 

(3) 第三階段「引導 AI 生成與追問深化操作（Frame）」：學員撰寫

簡要的探究計畫以引導 AI 生成聚焦回應。整合前述分析成果，學

員撰寫一份探究輔助計畫，做為 AI 生成回應時的內容控制框架，

避免回答流於表面、泛泛而談，或因過度綜合而失焦，無法獲得

深度的學習遷移。在 AI 回應後，亦可參考前兩階段的參考追問語

句與所聚焦的內容，進行迭代追問。 

(4) 第四階段「洞察整編與成果轉譯（Present）」：指導學員運用第

三階段編輯定稿的報告資料，運用 Gamma AI 簡報工具製作具深

度洞察的簡報，結合創意情境簡報術，指導學員發表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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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語 

西園分館「SDGs 共學社群」的實踐，展現出公共圖書館在生成式 AI 導入下推動

資訊素養教育轉型的前瞻方向。課程以主題聚焦為起點，透過「問題解析—聚焦控

制—迭代追問—洞察轉譯」，引導學習者歷經從問題意識到洞察產出的完整探究歷

程，強化其在理解、批判、轉譯與表達上的素養實踐。 

本課程的兩大突破，一在於從四大主軸（基礎知識、問題成因、影響層面與改善

策略）出發，系統性整合永續發展教育學習目標 (UNESCO, 2017)，結合探究導向的教

學設計與 AI 素養框架 (UNESCO, 2023)，發展出具深層次、高階學習遷移特質的創新

模式，讓學習歷程本身成為生成式知識與素養統整的實踐場域。另一關鍵突破在於將

資訊素養由個體素養導向進一步邁向群體知識協作與共構，使圖書館課程兼具行動導

向與 SDGs 議題關聯性。資訊素養課程在此轉化為融合 AI 素養、永續知能與共學協作

的跨域合作學習平台。 

展望未來，除將持續深化生成式 AI 在 SDGs 主題課程與學習歷程中的教育應用，

並進一步拓展其於自主學習、科展輔導與跨域專題學習等場域的延伸潛能。透過發展

「圖書館作為跨域共學社群」的差異化特色，強化圖書館在 AI 賦能時代中所承擔的行

動角色，積極回應知識服務創新與資訊素養教育典範轉移的挑戰與契機 (Narayanan, 

2024; Xiao,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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