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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執行摘要 

創新課程申請類別：運用生成式 AI課程 

課程名稱：寫作與閱讀（二） 授課教師：黃怡萍 

本學期「寫作與閱讀(二)」課程針對英國語文學系大二學生進行，課程核心目標為提升學生英語寫

作與閱讀素養，並透過生成式 AI輔助寫作，以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此外，本課程結合社

區走讀活動，以探索文山地區茶文化，幫助學生深化對社區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課前籌備與設計 

 讓學生參與各種生成式 AI 工具的工作坊，以增加學生對於工具的熟悉度與選擇性。 

 設計一系列關於文山區茶文化的導讀教材，包括英語閱讀文章與問題討論。 

 規劃社區走讀活動，聯繫當地茶文化專家，確保活動的教育價值。 

課堂互動與教學步驟 

 學生可利用適合自己學習方式的 AI工具輔助寫作，透過 AI 生成內容，學習如何進行內容

/言談分析、批判性評估及改進寫作，並用問卷與會談方式記錄與瞭解學生想法與改變。 

 以小組討論方式進行寫作分析(不同文體)，讓學生相互分享見解，深化理解。 

 在社區走讀後，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討論後指出文山區茶文化的問題，分析原因，並集

思廣益撰寫解決方式，期待他們能善用 cause and effect 與 problem solution 等文體。 

教學成效與總結 

本課程透過反向課程教學設計，提升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擷取資訊、論證分析及辨識 AI 生

成文本偏誤)、英語寫作能力(優化文法、組織結構與論證支持)、文化認同與人文素養(在地文化的

理解，發展文化保存意識，激發想像創造能力)。 

而且，學生在寫作過程中逐步形成更成熟的 AI 工具應用模式，並展現出顯著的批判思考能

力增長。生成式 AI 工具不僅能輔助語言層面的學習，還能促進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發展。學

生透過篩選、分析文法正確性與反思 AI 工具生成內容的過程，不僅提升了寫作質量，還展現出

更高層次的學習能力。這種能力的培養不僅對英語寫作有益，更賦予他們在面對生成式 AI 工具

時的主動性與獨立思考判斷能力，這對未來的學術與職場寫作需求有著深遠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