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成式AI支援研究-SCOPUS AI, SCISPACE
8/22 11:00-12:00



今天的講習內容

不會介紹：

 生成式AI的原理、技術面向的說明

 AI製圖、AI輔助寫作或工作流程

提供資源：

 AI協助教學、使用Prompt協助研究

 主要介紹：兩個使用到AI協助研究的
小工具歡迎跟著操作！

 因為已經知道有老師已看過圖書館的
預錄影片，因此此堂講習內容會跟預
錄影片稍有不同！

 介紹一些：AI學術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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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b.video.nccu.edu.tw/p/online

https://moltke.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
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renceID=X23433

https://lib.video.nccu.edu.tw/p/online
https://moltke.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renceID=X2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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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cusummer/i-skill (9月前可至此觀看影片和下載簡報檔)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cusummer/i-skill


大家每天使用的主要是google、AI，
通常用日常生活語言來與系統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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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分析
• 增進教學
• 增加研究品質
• 提升研究效率

Segbenya, M., 
Senyametor, F., Aheto, S. 
P. K., Agormedah, E. K., 
Nkrumah, K., & Kaedebi-
Donkor, R. (2024). 
Modelling the influence 
of anteceden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academic productiv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Cogent 
Education, 11(1). 
https://doi.org/10.1080/23
31186X.2024.2387943

問卷調查：663 academics 
from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Ghana, 
Nigeria, South Africa, 
Mexico, Germany, India, 
and U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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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搜尋



資料庫 搜尋引擎(Google) Gen AI
內容 出版社所出版的期刊、書籍、

資料、圖像、影片等，包含學
術性跟非學術性質的內容，經
過審查與編輯，可依照主題、
作者、年代、引用次數等多種
資訊來分類、排序、取用。

網路資源，包含政府、學術機
構、非營利組織、營利單位、
社群媒體等多種來源提供的資
料。並非所有實體館藏都已數
位化公開在網路。

主要基於網路上可免費使用的
資料進行訓練，因此會延續搜
尋引擎的查詢限制。
可以針對問題客製化的提供解
答。

缺點 • 須熟悉資料庫介面和檢索方
式，並要能將日常生活語言
轉換成學術領域的術語關鍵
字。

• 須了解不同資料庫有哪些資
源類型與資料。

• 許多為個人意見或帶有商業
目的，需評估資料來源權威
性後再使用。

• 搜尋引擎的演算法可能會讓
部分資料未必能被優先找到。

• 資料範圍限制：主要是英文，
不會涵蓋所有年代、僅有部
分是學術資料。

• AI有出錯的機會(虛假文獻
與錯誤摘要)，且每次互動都
會得到不同答案，需檢查。

費用 除了開放取用(Open Access)資
料，其他需靠圖書館訂購。

免費，但是有些全文檔需要付
費。

區分免費版和付費版。

使用
時機

• 需要使用進階檢索(已知多種
欄位的訊息、藉由多種欄位
的資訊組合來限定特定資料)

• 已知特定領域或資源類型
• 希望使用篩選器來限縮結果

• 日常生活的問題解答
• 領域知識的背景與關鍵字探
索

• 獲得開放取用資源

• 領域知識的背景與關鍵字探
索

• 可協助摘要或解釋困難的學
術概念

改寫自 https://conncoll.libguides.com/c.php?g=1375535&p=10228262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Brainstorm、
探索主題

發想與聚焦
論文題目

資料查詢：
資料來源與
關鍵字

研究資料的
閱讀、摘要、
書目管理

研究方法引
導、資料蒐
集與分析

撰寫、編修、
翻譯

• AI基於大量的訓練資料，可以快速提供主題知識概覽與學術文獻寫作格式及建
議，且可以隨時互動幫忙釐清思路(像是詢問：該如何聚焦？在此研究問題下
的文獻回顧大綱是否可以這樣發展？)。

• 在懷疑自己的論文價值時，AI會一直鼓勵你、肯定你，提供良好的心靈支柱。
• 有豐富已知的知識，且有下指令的策略，就能跟AI有更好的互動成果。請多多
用自己已知的知識去給AI挑戰！

• 提供60分的基礎，想學習更高品質的研究寫作，請閱讀高品質期刊！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Brainstorm、
探索主題

發想與聚焦
論文題目

資料查詢：
資料來源與
關鍵字

研究資料的
閱讀、摘要、
書目管理

研究方法引
導、資料蒐
集與分析

撰寫、編修、
翻譯

• 由於有產生幻覺的機會(虛假文獻、錯誤出處、出處內容與生成內容不一致)，建
議醫療、法律、財務或是高風險決策、事實性資料(人物傳記、政府統計)，不要
直接使用它生成的結果。

• 訓練資料存在偏見，具爭議性或文化敏感性的議題，應審慎評估它的生成結果。
• 若已知該AI的訓練資料中缺乏某語言、某文化、某年代的資料，則不用相信它在
這些面向的答案。

＊在AI存有侷限的這些範圍，請多多利用圖書館資源 *
• 可以使用AI來幫忙提供資料庫檢索的關鍵字與提供資料查詢建議。
• 可以使用AI學術資源搜尋工具，然而要注意其查詢範圍和摘要品質。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Brainstorm、
探索主題

發想與聚焦
論文題目

資料查詢：
資料來源與
關鍵字

研究資料的
閱讀、摘要、
書目管理

研究方法引
導、資料蒐
集與分析

撰寫、編修、
翻譯

• AI很適合來解釋文獻中看不懂的名詞，然而想要深入了解此名詞或概念，建議要
再去看其他學術資源。

• 很多人會請AI翻譯或摘要，請注意避免將圖書館付費採購的資料上傳至AI工具。
• AI摘要有出錯的機會，建議AI摘要與翻譯都僅作為對於文獻初步大方向的理解，
還是要回到原文檢驗是否正確。

• 翻譯與摘要以小段進行的品質會比較好，避免將AI翻譯與摘要的文字直接複製貼
上變成作業或論文內容。可以請AI進行正確的「摘要、改寫、引用」教學。

• AI擅長根據一個既有的格式或標準來生成結果，然而需要有具體明確的指令，且
要注意出錯的可能性。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Brainstorm、
探索主題

發想與聚焦
論文題目

資料查詢：
資料來源與
關鍵字

研究資料的
閱讀、摘要、
書目管理

研究方法引
導、資料蒐
集與分析

撰寫、編修、
翻譯

• 研究方法的具體設計環節，建議論文跟期刊還是比較值得參考。但是AI可以在研
究方法設計卡關時提供建議，或是在prompt內提供一些研究方法書籍內提到的執
行時注意事項，請AI幫忙檢查自己的研究設計環節是否有可以改進之處。

• 現已有AI工具可以幫忙將訪談錄音做逐字稿，且也有一些使用AI分析文本、逐字
稿、問卷或其他研究資料的AI工具或code，可以自行上網查詢相關經驗分享。不
過，使用時請注意資料可能會外洩的風險。

• 論文的資料分析階段，會與自己的研究問題、文獻回顧做對照。因此避免直接使
用AI分析的資料結果而缺乏與自己論文前文內容的呼應。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Brainstorm、
探索主題

發想與聚焦
論文題目

資料查詢：
資料來源與
關鍵字

研究資料的
閱讀、摘要、
書目管理

研究方法引
導、資料蒐
集與分析

撰寫、編修、
翻譯

• 對於不熟悉學術寫作的人來說，AI可以幫忙起草稿。以前可能是看著學長姐的論
文照樣造句，現在則有AI基於大量訓練資料提供一些學術寫作的用語及結構可以
套版。

• 可以給AI優質寫作或翻譯的評分標準，請他幫忙修改並說明修改理由。
• 請避免直接使用AI生成文字，目前AI生成的中文不太通順，不論中英文都可以看
到一些AI的慣用語、語氣、結構 (可能跟訓練資料有關)。

• 不論是讓AI撰寫或翻譯，建議還是要由專家來協助檢核！
• 作者最終要負起此篇文章的責任，不能將錯誤歸咎於AI。
• AI內容偵測器目前存有錯誤率，不建議當成判斷依據。



https://nthuhssai.site.nthu.edu.tw/p/404-1535-254188.php

https://nthuhssai.site.nthu.edu.tw/p/404-1535-254188.php


https://canvas.sydney.edu.au/courses/51655
 可以看看您的學科領域可使用的Prompt

https://canvas.sydney.edu.au/courses/51655




左圖表來自：https://www.iesalc.unesco.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ChatGPT-
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in-higher-education-Quick-Start-guide_EN_FINAL.pdf

生成結果的真假
不是那麼重要

有能力可以檢
驗結果正確性

自己願意負
擔不正確帶
來的法律、
道德責任

• 對於AI的優缺
點已有認識並
懷抱正確期待

• 對於要詢問的
問題有一定的
知識背景

使用AI前

• 有背景知識與
邏輯論證能力
而能逐步對話

• 知道能同時使
用其他資源或
工具來多方驗
證及學習

使用AI時
• 具有檢驗能力

• 能展現人的進
一步創意與智
慧

• 能透明且清楚
標示人與AI分
別的貢獻

使用AI後

使用AI的前中後都有展現人類知識與能力的機會，
請避免將腦力完全外包給AI !

https://www.iesalc.unesco.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ChatGP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in-higher-education-Quick-Start-guide_EN_FINAL.pdf


如何判斷AI提供的資料真偽？
 基於事實查核
方式SIFT

 停：檢查哪些
論述需要佐證
資料。

 使用其他資料
來源管道驗證。

 反思自己的
prompt和AI的
答案是否有某
種假設

 決定哪些為真，
並考慮調整
prompt。

來源：https://lib.guides.umd.edu/c.php?g=1340355&p=9880575

https://hapgood.us/2019/06/19/sift-the-four-moves/
https://lib.guides.umd.edu/c.php?g=1340355&p=9880575


Hervieux, S. & Wheatley, A. (2020). The ROBOT test [Evaluation tool]. The LibrAIry. 
https://thelibrairy.wordpress.com/2020/03/11/the-robot-test

可信
Reliabi

lity

目標
Objecti

ve

偏誤
Bias

來源
Owner

類型
Type ROBOT

測試

 這是什麼類型的AI？
 這個技術是理論面向的

還是應用面向的？
 依賴何種資訊系統？
 會需要人工介入嗎？

 誰是這項AI技
術的擁有者或
開發者？

 負責人是誰？
私人公司、政
府還是研究機
構？

 誰可以接觸到
它？使用到它？

 有什麼可能造成AI技術
上的偏誤？

 是否有相關的倫理議題？
 此技術的資訊來源、負

責人和使用者知道這些
偏誤和倫理議題嗎？

 使用AI的目標是
什麼？

 分享這項AI的目
的是什麼？讓更
多人知道、說服
他人、還是獲得
金錢支援？

 此項AI技術可獲得的相關資訊
可信度如何？

 如果這些資訊不是來自AI技術
的負責單位，資訊來源作者是
否可信？會不會有偏誤？

 如果資訊來自AI技術的負責單
位，他們願意揭露多少資訊？
是否因為商業機密不會完全公
開？資訊是否會有什麼偏誤？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5.jpg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epaper/html/21/

https://thelibrairy.wordpress.com/2020/03/11/the-robot-test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5.jpg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epaper/html/21/


AI的學術倫理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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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出版社的規範

 不能擔任作者、不能用來審稿

22
Hosseini, M., Rasmussen, L. M., & Resnik, D. B. (2023). Using AI to writ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1–9. 
https://doi.org/10.1080/08989621.2023.216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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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Zhicheng. “Towards an AI Policy Framework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24,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3.12.002

https://researchguides.dartmouth.edu/GenAI/acadpub

多個學術學會和權威出版社皆明文
規定AI的使用範圍和揭露方式

可參考這些規定來讓同學在平常作
業中練習正確揭露AI使用方式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3.12.002
https://researchguides.dartmouth.edu/GenAI/acadpub


學校政策-生成式AI的正確使用

 除了注意學校的原則，
也請注意課堂老師是
否有個別規定，若有
在作業或論文中使用，
都事先跟老師溝通。

國立政治大學
生成式人工智慧運用簡要原則



https://oaa.nsysu.edu.tw/p/406-1003-313202,r3844.php?Lang=zh-tw

 其他學校主要都是說明
AI正確使用方式，尚未
納入懲戒規定

https://oaa.nsysu.edu.tw/p/406-1003-313202,r3844.php?Lang=zh-tw


J Bergström , V Repo , V Tuunainen
Challenges to academic 
integrity from new tools: A 
survey of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s of employing 
ChatGPT
Proceedings of the 57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 p. 74 – 83

詢問學生認為哪些行為算是違反
學術倫理、哪些行為是常見的？

圖中灰色地帶的行為可以看原文
了解：

https://scholarspace.manoa.hawaii.e
du/server/api/core/bitstreams/a07e0
9f2-dc38-4bf0-8094-
f478df8f0c48/content

因應AI工具出現而有了學術倫理的灰色地帶是目前政策難以規定的

A student is attending a course 
where it is mandatory to 
participate in the online 
discussion. They use ChatGPT
to generate responses to the 
discussion board.

A student uses the library website 
to search for references for a paper. 
They find an article that has all the 
important points that they want to 
include. They copy and paste some 
parts of the article into ChatGPT. 
which automatically paraphrases 
the text into the original format.

https://scholarspace.manoa.hawaii.edu/server/api/core/bitstreams/a07e09f2-dc38-4bf0-8094-f478df8f0c48/content


**這篇報告很值得閱讀!使用多種研究方法討
論AI在資工教育領域的影響，並提供實際的
建議 (如下頁)。

Prather, J., Denny, P., Leinonen, J., Becker, B. A., 
Albluwi, I., Craig, M., Keuning, H., Kiesler, N., 
Kohn, T., Luxton-Reilly, A., MacNeil, S., Petersen, 
A., Pettit, R., Reeves, B. N., & Savelka, J. (2023). 
The Robots Are Here: Navigating the 
Generative AI Revolution in Computing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Working 
Group Reports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Turku, Finland. 
https://doi.org/10.1145/3623762.3633499

 學生用得比老師普遍

 學生和老師都覺得應該要有一些限制

 AI不會取代老師，
但能有效提供學生課堂協助

 參加調查的老師與學生皆表
示AI使用應不妨礙學習: 
初階課不用、進階課輔助

https://doi.org/10.1145/3623762.3633499


ADVICE FOR EDUCATORS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LLMs with your class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embrace them or do not allow their use.

 Make clear and discuss institutional and class policy, what it allows, what it does not allow, and why it is that way.

 Assume that students are using LLMs even when not permitted.

 Do not underestimate the ability of LLMs to produce solutions to your activities (which may b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tudent-
generated solutions).

 Consider using an LLM tool to help generate course materials. If you do this, be aware of possible bias in the output.

 Reconsider your learning objectives in terms of their relevance to preparing those students who are aiming for careers in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industry (which is increasingly making use of LLMs in day-to-day work).

 Reconsider your learning objectives (e.g.,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code),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ssessments to assure your 
courses remain constructively aligned.

 Interrogate your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ask what might be hidden or implicit and which LLMs might provide a vehicle for more
focus. Correspondingly, interrogate your learning outcomes and ask which might be overemphasized (e.g. code writing) that 
might need to be balanced with those that LLMs bring to the fore.

 Consider using LLMs in your course if only to provide a chance for students to receive more feedback, and practice 
independently, provided they are equipped to interpret LLM output in a way that facilitates learning.



清大的課程大綱範例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248357.php?Lang=zh-tw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248357.php?Lang=zh-tw


https://www.sgs.utor
onto.ca/about/guida
nce-on-the-use-of-
generativ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博士論文應要展現學術嚴謹性、能產生原創研究的結果與分析、能證明其對於
所在領域做出獨特貢獻。

• AI工具生成內容基於現有資源來生成內容，可能不足以產生足夠原創的內容。
• 研究生若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會使用到AI工具，必須保持透明，事先讓導師及指

導委員們了解會如何使用，並能事先就如何使用AI工具達成一致共識。學生必
須從導師和指導委員獲得明確的書面批准，並提前記錄AI工具的運用方式。

• 若未經授權使用AI工具進行學術工作，可能被視為違反學術倫理。
• 研究過程中包含論文的搜尋、設計、概述、起草、寫作、編輯、生成音檔或視

覺內容，這些過程若有使用AI工具，應該要適當描述。
• 導師如果批准學生於論文中使用AI工具，必須能清楚指出學生與AI工具各自貢

獻的部分，學生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自己符合博士論文的標準與期望。
• 學生應了解需要提供哪些證據才能證明自己的貢獻及AI工具的使用方式，以提

供導師和指導委員評估。學生在口試中必須能清楚描述與捍衛其對於AI工具的
使用方式。

• 學習學術寫作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部分，且必須透過實踐來養成技能。使用AI
工具減輕寫作負擔，可能會導致削弱養成學術寫作技能的寶貴機會。

https://www.sgs.utoronto.ca/about/guidance-on-the-use-of-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


對於AI內容偵測器的態度？

31

https://academicintegrity.ubc.ca/chatgpt-faq/

https://academicintegrity.ubc.ca/chatgpt-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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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cademicintegrity.ubc.ca/chatgpt-faq/

 AI內容偵測器有錯誤
機率且不明背後機制，
可能造成誤判，故不
建議使用

https://academicintegrity.ubc.ca/chatgpt-faq/


Taloni, A., Scorcia, V., & 
Giannaccare, G. (2024). 
Modern threats in academia: 
evaluating plagiarism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tection scores of 
ChatGPT. Eye (London, 
England), 38(2), 397–400. 
https://doi.org/10.1038/s414
33-023-02678-7

1. 經過AI改寫期刊
摘要，抄襲比例
下降，但是AI內
容偵測比例很高

2. 再次使用AI工具
把AI改寫後的文
字「人性化」，
增加一點人味，
AI內容偵測出來
的比例就下降了！

若學生用AI改寫再自
行修飾，AI內容偵測
器很難偵測！



Elkhatat, A.M., Elsaid, K. & Almeer, S.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AI content 
detection tools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human and AI-generated 
text. Int J Educ Integr 19, 17 (2023). https://doi.org/10.1007/s40979-023-00140-5

 測試五種不同的AI內容偵測器，在偵測GPT 3.5生成文字時可以偵測出，GPT4的生成文字就偵測不出來！

 Open AI開發的雖然表現最好，然而Open AI後來也不再開發，因為很難跟上LLM的發展速度。

https://doi.org/10.1007/s40979-023-00140-5


AI生成文字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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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uides.lib.wayne.edu/c.php?g=1368920&p=10302525

APA、Chicago、MLA等格式都有相關規範，在
此圖書館網頁介紹中有詳細說明要怎麼標示。

https://guides.lib.wayne.edu/c.php?g=1368920&p=1030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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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bguides.mit.edu/c.php?g=1353444&p=9994954

https://sharegpt.com/c/oPt72P3

每次Prompt的回答都不同，就算紀錄
Ptompt指令內容，下次它也不會生成
同樣紀錄。

在此提供一些保存對話紀錄的方式

https://libguides.mit.edu/c.php?g=1353444&p=9994954
https://sharegpt.com/c/oPt72P3


為什麼需要學術用途的AI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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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 (訓練資料/指令)、很有自信的回答錯誤資訊
知識有限 (年代範圍/訓練資料內容)、未提供出處

38

故意給錯誤資訊在Prompt中，就會產生錯誤答案

並沒有這個紀錄片存在！



此研究使用的Prompt:
“I want you to act as an academic researcher. 
Your task is to write a paper of approximately 
2000 words with parenthetical citations and a 
bibliography that includes at least 5 scholarly 
resources such as journal articles and 
scholarly books. The paper should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paper topic].’”.

“我希望你擔任學術研究人員的角色。你的
任務是寫一篇大約2000字的論文，帶有括
號引文和至少包括5種學術資源的參考書目，
如期刊文章和學術書籍。論文應回答這個
問題：『[論文題目]。

• 雖然要求論文長度2000字，但84篇論文中沒有一篇長度超過
1400字。

• 42 篇 GPT-3.5 論文中有 12 篇引用的作品少於 5 篇。GPT-4 的
每一篇論文都至少引用了 5 篇作品(與主題相關、93%為學術
性)。

• 檢索Google、Google Scholar、Amazon、Open Access Journals目
錄、PubMed、Scopus、WorldCat、出版商和期刊的網站以及其
他來源，以確定每篇引用的作品是真實的還是捏造的。

• 在GPT-3.5論文引用的222篇作品中，55%是捏造的。GPT4的引
用文獻有18%為捏造。

• GPT-3.5 和 GPT-4 似乎特別難生成正確書籍章節。大多數捏造
的文章、書籍和網站引用都至少有包含到真實的期刊、出版商
和組織名稱。相比之下，許多捏造的對書籍章節則不管章節還
是書名都不是真實的。

Walters, W.H., Wilder, E.I. Fabrication and errors in the bibliographic citations generated by ChatGPT. Sci Rep 13, 14045 (2023).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41032-5

幻覺(假文獻)、文獻正確但出處錯誤
只能提供OA文獻、無法了解推薦依據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4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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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Scopus AI   vs.

Chatgpt的知識目前至2023年10月
(2024/7/16)

Chatgpt生成的內容來自於對大量文本數據
進行訓練，模型並不直接引用或複製特定的
來源，而是通過理解和生成語言來回問題和
提供訊息

可能會生成不夠準確或誤導性的回答

Scopus AI生成的內容皆來自Scopus收錄
的內容

Scopus 資料每日更新

Scopus的內容具有權威性
更適合學術研究



政治大學圖書館

Scopus AI 簡介

政治大學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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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校內或校外，登入資料庫請由圖書館首頁登入
可以由整合查詢、館藏查詢或資料庫這三個頁籤,擇一查詢

Scopus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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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 世界上最大的摘要引文資料庫

• 來自7000個出版社(經同儕審核)，四大學科領域（科學、技術、醫學、人文社會科
學與藝術）的學術出版品

• 收錄的資料類型包含同儕評鑑的期刊、會議論文、叢書

• Scopus資料權威性: 許多國際組織採用Scopus資料作為研究評估工具，如THE泰晤士報
高等教育大學排名、QS大學排名

• 不像Web of Science有分SCIE、SSCI (本館只訂購SSCI)…,查詢跨領域研究的引文分析，
可以用此資料庫



https://lib.video.nccu.edu.tw/p/libraryelearning

https://lib.video.nccu.edu.tw/p/online

廠商培訓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n_ravEyeuo

https://lib.video.nccu.edu.tw/p/libraryelearning
https://lib.video.nccu.edu.tw/p/online


收錄範圍 期刊影響力指標(每年更新)

Scopus
綜合學科引
文索引摘要
資料庫

1966年起跨領域期刊、商業雜誌、會議論文、
叢書、學術網路資源、專利

• CiteScore
• 計算4年出版品在4年的被引用情形，
不可跨領域比較。

• SJR、SNIP
• 計算3年出版品在最近1年的被引用
情形，可跨領域比較。

https://supportcontent.elsevier.com/Support%20Hub/
Scopus/Scopus_ContentCoverage_Guide_WEB.pdf

跨學科、西文為主

https://supportcontent.elsevier.com/Support%20Hub/Scopus/Scopus_ContentCoverage_Guide_WEB.pdf


https://suggestor.step.scopus.com/suggestTitle/step1.cfm

能被收錄，不僅經過同儕審核，還有層層關卡

https://suggestor.step.scopus.com/suggestTitle/step1.cfm


在Scopus 來源出版物頁面來看數值的呈現方式

收錄
文章數

被引用
次數

影響力
數值

領域
排行

不同領域不可以直接用數字比較
建議可以用百分位數來看

可瀏覽領域內
排行前面的
連續性出版品



查詢期刊名稱

查詢機構表現查詢學者表現

某作者被收錄在scopus的研究

分析搜尋關鍵字的查詢結果
預印本和其他文獻類型分開查詢

與左方結果篩選欄位一致



可縮小年代範圍只看近3-5年

利用此分析結果來了解研究趨勢
並能找到重點學校、研究者及優質期刊

(Scopus AI目前無法取代此部分功能)

是否為熱門趨勢

哪些學科有興趣

有哪些高產量的作者 有哪些高產量的機構

有哪些高產量的國家

有哪些機構有興趣出資



引文資料庫無全文檔!
要連至出版社資料庫看政大
是否有採購或為OA(開放取用)



探索可使用的關鍵字

了解此研究主題是否為近年熱門的

Prominence percentile根據三個項目計算：「在此
主題內，去年及前年發表文獻在去年的被引用次數、
在Scopus被點擊觀看的次數、平均的Citescore值」。
意即短期內被多人引用或點擊觀看的文獻主題。數
值越接近100代表越是近期的熱門主題。



文獻類型的意義 Scopus 來源出版物

Journals
期刊

Book series
叢書

Conference
Proceedings
會議論文

Trade publications
行業期刊

經過同儕
評審的連
續出版物

• 具有總叢書名
和ISSN，其
中每一卷和/
或每一期也是
一本帶有
ISBN的書。

• 通常除了叢書
名外，還有一
個單獨的書名
以及不同的編
輯。

• 叢書的出版通
常不定期。

• 論文集可作為帶有ISSN的
連續出版物或帶有ISBN的
非連續出版物出版，可能
包含全文論文或僅有摘要。
Scopus不收錄只有摘要的
會議論文。

• 刊名通常包括
proceeding(s)、
meeting(s)、
conference(s)、
symposium/symposia、
seminar(s)或workshop(s)
等詞。

• 工程、計算機科學和物理
學等領域很重視

• 面向特定行業或商業
類型的連續出版物。
通常是雜誌型期刊，
刊登熱門話題文章、
新聞和廣告，很少經
過同行評審。

• 只有具備科學相關性
的文章或綜述才會被
Scopus收錄。

• 對行業期刊文章的最
低收錄要求是:(1)至
少一頁,(2)至少提及
一位作者

可以先思考這個資料庫收錄哪些內容，再來想可以問AI什麼問題！



Scopus-Document type (查詢頁面左方篩選條件處可看到)

文章
(Article)

出版前文章
(Article-in-Press,AiP)

書籍
(Book)

章節
(Chapter)

• 原創研究，通常有IMRD架構：
摘要、引言、材料與方法、結
果、結論、討論和參考文獻。

• 包含病例報告、技術和研究筆
記以及簡短通訊，短至1頁。

• 已接受、完成同儕評審和
初步編輯，在正式出版前
先線上提供。

• Early Access:通常有最終
的卷、期、頁碼等資訊

書籍或叢
書卷中的
完整章節

綜述
(Review)

短評
(Short survey)

會議論文
(Conference paper)

數據論文
(Data paper)

• 對原創研究的重
要綜述，有大量
參考書目。

• 缺乏原創文章的
研究方法和結果。

• 對原創研究的簡
短或迷你綜述。
參考書目不那麼
詳盡。

• 在會議或研討會上報
告的文章。

• 任意長度、短至1頁。

• 研究資料集與
相關說明，重
視研究資料的
收集、特徵、
潛在再利用。

翻譯自
https://assets.ctfassets.net/o78em1y
1w4i4/EX1iy8VxBeQKf8aN2XzOp/c3
6f79db25484cb38a5972ad9a5472ec
/Scopus_ContentCoverage_Guide_W
EB.pdf

可以先思考這個資料庫收錄哪些內容，再來想可以問AI什麼問題！

https://assets.ctfassets.net/o78em1y1w4i4/EX1iy8VxBeQKf8aN2XzOp/c36f79db25484cb38a5972ad9a5472ec/Scopus_ContentCoverage_Guide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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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sevier.com/products/scopus/scopus-ai

ChatGPT的訓練資料內即使有學術資料，
也還有其他錯誤資訊，沒有這麼嚴謹的把關。

https://www.elsevier.com/products/scopus/scopu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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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I

• Scopus AI 是一款由生成式 AI （GenAI）提供支援的直觀智慧搜尋工具

• 並沒有要取代研究者的review article功能，而是用來協助新手研究者、跨領域研究者
在一開始找資料時可以更順利。

• 文獻不一定最全面、最好，只是當一個快速的起始點。不要直接使用。

• Scopus AI 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可以使用日常語言輸入問題、陳述或假設，不必擔心是
否符合特定關鍵字或布林運算。

• 請不要用資料庫的使用方式來想Scopus AI的使用方式。



政治大學圖書館

Scopus AI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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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Scopus資料庫內文獻的「摘要」
和「關鍵字」來提供回答內容(出版社
才有全文的使用權)，若研究者在摘要
和關鍵字中沒有說明清楚全文的研究
結果，就會影響Scopus AI的答案。

• 根據「摘要」和「關鍵字」來挑選出
2013年後的10篇文章，與引用次數無
關。[現在官網部分資訊寫2003年，可
能正在嘗試增加範圍至20年]

• Foundational paper是跟這個問題有
關的重要文獻，不會限定年代範圍。

• 不會產生虛假答案，如果不知道就會
說沒有相關文獻。

• 未來會讓研究者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語
發言，然而回覆內容還是英文的。

許多資料庫查詢能用的線索，在這裡都不能用!!
(如: 限定某本期刊、限定年代、限定作者、依照被引次數排序)

• Use OpenAI’s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ChatGPT hosted on Microsoft 
Azure

• No data exchange or use of our data to train OpenAI’s public model.可參考廠商說明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4cR507DuI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TXZS2oW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4cR507Du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TXZS2oW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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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generative AI impact higher education?

進入Scopus首頁

直接輸入想詢問的問題

也可參考查詢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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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文獻提供成一個附有參考文獻的摘要

這些摘要皆是有所依據，內容來自Scopus收錄的文獻

基礎論文列出了最有影響力
的 Scopus 論文

這篇論文在Scopus被引用了875次

初始查詢最多提
供10篇高度相
關的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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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 summary

提供更多不同角度的觀點,有助於對查詢內容
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最多20篇)

每個觀點有所依據，可連結至相關的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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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map

採用大型語言模型來編織研究領域的結構，使用研究摘要
中的關鍵字為每次查詢產生概念地圖，有助全面了解此主
題間的關聯，並探索尚未開發的前沿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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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一個節點時，該關係會以橙色顯示，也
會有關係的概述和解釋。如果點擊其他節
點，概述和解釋也會隨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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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experts

主題專家功能使用 Scopus 中超過 1960 萬的作者檔案
來尋找與查詢主題相關的頂尖研究人員

可直接連到Scopus的author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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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點選的深入問題重
新產生新的摘要、概念
地圖、主題專家等資訊

會以初始的查詢建議進一步的查詢，
採取新的觀點或擴展到更廣泛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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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vs. Scopus AI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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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I

How does digital space impact political movements?

提供7筆書目

以查詢How does digital space impact political movements?為例

檢索日期:202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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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vs. Scopus AI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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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檢索詞 digital space 和 politicial movement* 
限定在論文名稱、摘要、關鍵字欄位,
年代限定2013之後

檢索結果241筆

digital space

political movement*
檢索日期:202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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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匯出書目進行比對

利用文章的EID碼及文獻標題比對,Scopus AI的7筆書目與Scopus的查詢結果只有2筆重覆

這主要是自然語言查詢可以捕捉
到語義和上下文，而關鍵字檢索
則依賴於精確的詞彙匹配

這5筆書目是關鍵字不完全
符合檢索詞，所以未呈現
在Scopus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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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I技術面持續進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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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問題、不同時間問，
會獲得不同答案跟文獻推薦！

最近增加了檢索式推薦，
可以從這裡獲得檢索方式回到Scopus
一般查詢介面查到更多文章

How does digital space impact political movements?

現在這裡顯示2003年起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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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I提供的反思 (Refecti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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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ction layer: 提供對回應內容的信心及透明度

當Scopus AI無法回答問題時，它
會告訴您並建議其他相關的查詢

不會像ChatGPT雖然資料不足，卻
很有自信地給出錯誤答案。

資料來源：https://blog.scopus.com/posts/scopus-ai-release-may-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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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Scopus AI對回答的信心中等時，會給出推
測性的回答，並明確表明，例如在Scopus上關
於這個主題的資訊很有限。這種情況下，會提
供一些細節。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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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I對回答的問題有高度確定性，會直接
回應，並可能指出一些細節差別，例如：指出
某個領域存在明顯的偏見。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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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sevier.com/products/scopus/scopus-ai

試圖避免偏見：

• 依據問題內容而非引用
次數和發表期刊推薦

• 了解提問和訓練資料都
有偏見，並對此處理

• 系統內部指令會過濾避
免加劇偏見的答案且有
反饋機制

https://www.elsevier.com/products/scopus/scopus-ai


政治大學圖書館

Scopus AI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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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能根據有被Scopus收錄且為限制年代範圍內的10篇文
獻產生摘要(西方觀點為主、挑選機制不明、無法確保查
全)。

• Scopus AI雖然有前述的作法，但是仍有可能產生被視為
不正確、誤導、偏見的結果。

• 需以英文詢問，若以中文詢問，會以文章中有中文摘要的
文章為參考書目，產生的摘要較不精確。

• 無法儲存紀錄、每次提問生成答案都不同。

• 對於回覆的內容並非基於直接相關的文獻。例如：查找
某種論點，系統並未找到，在回覆摘要的最後一段落才
說明在Scopus 收錄的文獻摘要中沒有看到直接相關的資
料，使用者若未細看至最後一段，容易被誤導。



政治大學圖書館

功能測試-Prompt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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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輸入的問題未能得到答案，
但是點選推薦的其他同義問題
就能得到答案。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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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know the research trend on higher education from 2018 to 2024

出現2017年
發表的文獻

功能測試-無法在Scopus AI限定查詢年代範圍



政治大學圖書館

功能測試-無法在Scopus AI限定查詢期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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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Gen Z? I only want the result from top tier journal

應該有，但是從摘要無法判斷top tier，於是無法回答



政治大學圖書館

功能測試-無法在Scopus AI限定特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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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 get all the papers on tik-tok from the journal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d Media”

確定有，但是從摘要無法判斷刊名，於是無法回答



其他可能用途

 跨領域探索研究主題、新手探索研究方法

 與Scopus資料庫查詢結果搭配使用先在Scopus AI探索一些方向蒐集關鍵字回
Scopus查詢，或是利用Scopus結果分析出一些趨勢後再去Scopus AI查相關資料

 可以用來驗證ChatGPT或其他AI工具的答案

 測試不同的Prompt，觀察是否有一些策略？

 思考研究文獻通常在摘要裡會呈現什麼，再來想可以問什麼問題。

77



Aguilera-Cora, E., Lopezosa, C., Fernández-Cavia, J. 
& Codina, Lluís (2024). Accelerating research 
processes with Scopus AI: A place branding case 
study. Revista Panamericana de Co-municación, 6(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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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pace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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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圖書館
推廣諮詢組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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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pace

• 一個專為研究人員設計的平台，目前提供以下功能:

1. Literature Review: 文獻回顧

2. Chat with PDF: 協助論文閱讀(又名Co-Pilot)

3. Citation Generator:各類參考文獻格式產生器

4. Paraphraser: 文章內容改寫工具

5. AI Detector: AI 生成內容偵測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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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s://typeset.io/

https://typese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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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1800-2024年的文獻，主要是開放取用文獻，
有在洽談更多出版商 https://typeset.io/papers/browse

許多AI學術工具的查詢範圍都是Semantic Scholar的內容 (圖書館資料庫許多是付費採購，不在範圍內)

https://omni.wikiwand.com/en/articles/List_of_academic_databases_and_search_engines

https://typeset.io/papers/browse
https://omni.wikiwand.com/en/articles/List_of_academic_databases_and_search_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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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pace功能-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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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輸入想查詢的問題How does generative AI impact higher education?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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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援多種語言
也支援繁體中文

Insight來自前5篇研究論文

• 付費版可摘要10篇文獻與更高品質的摘要



政治大學圖書館

• 切換中文時，雖然回答是中文的，但是文獻是英文的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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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設定這10篇文
獻呈現的欄位內容

另提供10篇文獻

Too Long; Didn’t read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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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要預覽的欄位，
在還沒開始閱讀時就能進行比較



政治大學圖書館

篩選功能與預覽欄位功能比scopus好！

此處一勾選，五篇文獻的摘要就會改變！



政治大學圖書館

SciSpace功能-Chat with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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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行上傳PDF

• 直接能查到的主要是開放取用期刊或預印本，
若想閱讀此平台沒有的文章，可以上傳自己的檔案。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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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ypeset.io/t/security/

使用各種AI小工具前，都注意一下資料安全與隱私權的說明頁面。
確保自己的資料上傳後不會有什麼問題!

https://typeset.io/t/security/


政治大學圖書館

91

• 可以到My library根據自己上傳的多份文獻問問題或是選擇欄位瀏覽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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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行提問或
選擇預設的問題

• 免費版只能問4個問題。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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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特定段落案右鍵可以請它
解釋、摘要或查相關文獻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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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針對文章內的表格或數學公式,
選取後進行說明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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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一份中文簡報檔來測試中文摘要功能，不確定
是中文資料或是簡報檔的問題，表現不太好。可能
英文學術期刊的表現會比較好。

• 建議還是要閱讀原文檔，會比AI摘要保險。

• 推薦中文相關文獻很不準確

• 即使簡報檔沒有研究方法，它還是
會提供答案，且這些答案不是來自
這份簡報檔而是來自其他文章。



政治大學圖書館

SciSpace功能-Citation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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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書目格式

• 可以貼網址後直接帶入資料
• 仍需要人工檢查



政治大學圖書館

SciSpace功能-Paraphr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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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文章內容,進行改寫



政治大學圖書館

SciSpace功能-Academic AI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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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適用於英文文本且限制1500字

• 學術會比非學術的嚴格



可以安裝網頁插件隨時點開來使用

文獻查詢

安裝後會自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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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官網介紹 https://typeset.io/resources

https://typeset.io/resources


更多可能運用

 協助學生入門文獻閱讀與英文學術寫作

 挑戰學生問出更好的問題、做出更好的解釋、做更好的改寫

 請學生閱讀多篇文獻綜整摘要後挑戰AI的摘要

102



其他圖書館資料庫的AI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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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a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
CU_INST/92ogcr/alma991021232087305721

• e學習網有影片！(影片尚未提到AI功能)
• 下學期有開課！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232087305721


105



106



107



108



圖書館已採購AI工具：
WRITEFULL

• 協助更改學術英文
• 需先註冊會員

Writfull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
CU_INST/92ogcr/alma991021232087305721

• e學習網有影片！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232087305721


• 登入後在個人頁面可以看到WritefullX



• 可以在此體驗AI幫忙想標題、摘要、改寫、將文字
修得更學術、偵測AI生成比例等功能(限定英文)。



並非所有文章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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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AI Research Assistant (開發中)

https://clarivate.com/blog/bringing-generative-ai-to-the-web-of-science/

https://clarivate.com/blog/bringing-generative-ai-to-the-web-of-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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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5D5gYyQag0&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5D5gYyQag0&t=5s


115

使用 OpenAI 的 gpt-3.5-turbo、
Anthropic 的 Claude 3 Haiku 和
開源的全 MiniLM-L6-v2 句子轉
換器模型。

https://about.jstor.org/gen-ai/

https://about.jstor.org/gen-ai/


其他學術用途AI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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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ools for Research https://guides.temple.edu/ai-research-tools/assess
Caitlin Shanley and Olivia Given Castello of Temple University Libraries

https://sr.ithaka.org/our-work/generative-ai-product-tracker/

更多AI研究類型小工具!
使用前請先注意他們的優缺點和適用場合

https://guides.temple.edu/ai-research-tools/assess
https://sr.ithaka.org/our-work/generative-ai-product-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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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bjectguides.uwaterloo.ca/
c.php?g=734164&p=5340288

https://subjectguides.uwaterloo.ca/c.php?g=734164&p=5340288


119
https://www.youtube.com/@SciGradCoach/playlists 從研究者角度評估AI工具，從學術查詢到學術寫作的AI工具都有分析

https://www.youtube.com/@SciGradCoach/playlists


和Scispace一樣都是
一站式提供各種研究服務

Elicit https://elicit.org

https://elicit.org/


問一個白話的問題獲得查詢結果

還不用點進去就能先看
摘要和研究結果來瀏覽

選擇想了解的項目



AI產生的摘要、
一些基本問題的答案



上傳PDF後可以推薦相關文章







學術問答功能更推薦使用Scopus AI
此處資源為開放取用期刊與預印本

顯示出處

相關問題

https://www.perplexity.ai/

Perplexity

https://www.perplexity.ai/


節點的大小代表引文數量
節點顏色代表發行年代
相似文獻之間的線條會比較明顯

Connected Papers
https://www.connectedpapers.com/

這類小工具可以讓你
不需要想關鍵字，
直接用文獻來找文獻，
且能視覺化呈現

https://www.connectedpapers.com/


視覺化探索某篇文獻的相關文獻

Litmaps
https://www.litmaps.com/

https://www.litmaps.com/


自行上傳檔案

直接搜尋的話，生醫領域的資料來源是PubMed、
綜合領域的資料來源是Semantic Scholar

ResearchRabbit https://www.researchrabbit.ai/ 

https://www.researchrabbit.ai/


可以探索相關文獻或是探索相關作者



其他學術AI工具

Henke, J. (2024). Navigating the AI era: university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erspectives on 
generative AI tools JCOM 23(03), A05. 
https://doi.org/10.22323/2.23030205

翻譯用途最多! 可以使用網頁插件來協助翻譯

https://doi.org/10.22323/2.23030205


其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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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協助教學的一些網站推薦

https://teaching.berkeley.edu/understanding-ai-writing-tools-and-their-
uses-teaching-and-learning-uc-berkeley

https://teaching.berkeley.edu/understanding-ai-writing-tools-and-their-uses-teaching-and-learning-uc-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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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6693/PDF/386693eng.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6693/PDF/386693eng.pdf.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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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e/1FAIpQLSe7OgtgMser18W
R6ZKcWL_bR7Zn7ianJoX3AN
p0cT-qbn2qNw/viewform

歡迎提供建議
與宣傳給同學們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7OgtgMser18WR6ZKcWL_bR7Zn7ianJoX3ANp0cT-qbn2qN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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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付費的GPT 4會有很多種學術用GPT
若不知道如何使用，可以直接問它！



想建立自己的學術輔助機器人可參考此篇：
https://effortlessacademic.com/tutorial-building-
your-own-custom-chatgpt-for-academics/

https://effortlessacademic.com/tutorial-building-your-own-custom-chatgpt-for-academics/

	生成式AI支援研究-Scopus AI, SciSpace
	今天的講習內容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AI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運用的時機？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如何判斷AI提供的資料真偽？
	投影片編號 20
	AI的學術倫理相關議題
	學術出版社的規範
	投影片編號 23
	學校政策-生成式AI的正確使用
	投影片編號 25
	因應AI工具出現而有了學術倫理的灰色地帶是目前政策難以規定的
	投影片編號 27
	Advice for educators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對於AI內容偵測器的態度？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AI生成文字的引用
	投影片編號 36
	為什麼需要學術用途的AI工具？
	偏見 (訓練資料/指令)、很有自信的回答錯誤資訊�知識有限 (年代範圍/訓練資料內容)、未提供出處
	幻覺(假文獻)、文獻正確但出處錯誤�只能提供OA文獻、無法了解推薦依據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投影片編號 42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投影片編號 48
	投影片編號 49
	投影片編號 50
	投影片編號 51
	投影片編號 52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投影片編號 55
	Scopus AI的運作
	投影片編號 57
	投影片編號 58
	投影片編號 59
	投影片編號 60
	投影片編號 61
	投影片編號 62
	投影片編號 63
	Scopus vs. Scopus AI檢索
	Scopus vs. Scopus AI檢索
	投影片編號 66
	Scopus AI技術面持續進化中
	Scopus AI提供的反思 (Refection layer)
	投影片編號 69
	投影片編號 70
	投影片編號 71
	Scopus AI的限制 
	功能測試-Prompt的影響
	功能測試-無法在Scopus AI限定查詢年代範圍
	功能測試-無法在Scopus AI限定查詢期刊範圍
	功能測試-無法在Scopus AI限定特定期刊
	其他可能用途
	投影片編號 78
	投影片編號 79
	投影片編號 80
	投影片編號 81
	投影片編號 82
	SciSpace功能-Literature Review
	投影片編號 84
	投影片編號 85
	投影片編號 86
	投影片編號 87
	投影片編號 88
	SciSpace功能-Chat with PDF
	投影片編號 90
	投影片編號 91
	投影片編號 92
	投影片編號 93
	投影片編號 94
	投影片編號 95
	投影片編號 96
	SciSpace功能-Citation generator
	SciSpace功能-Paraphraser
	SciSpace功能-Academic AI Detector
	投影片編號 100
	投影片編號 101
	更多可能運用
	其他圖書館資料庫的AI功能
	投影片編號 104
	投影片編號 105
	投影片編號 106
	投影片編號 107
	投影片編號 108
	圖書館已採購AI工具：Writefull
	投影片編號 110
	投影片編號 111
	投影片編號 112
	投影片編號 113
	投影片編號 114
	投影片編號 115
	其他學術用途AI小工具
	投影片編號 117
	投影片編號 118
	投影片編號 119
	投影片編號 120
	投影片編號 121
	投影片編號 122
	投影片編號 123
	投影片編號 124
	投影片編號 125
	投影片編號 126
	投影片編號 127
	投影片編號 128
	投影片編號 129
	投影片編號 130
	其他學術AI工具
	其他補充
	AI協助教學的一些網站推薦
	投影片編號 134
	投影片編號 135
	投影片編號 136
	投影片編號 137
	投影片編號 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