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流程全支援：生成式AI VS 圖書館

圖書館推廣諮詢組

柯俊如

DALLE:

我想要介紹AI素養與AI在
研究流程的使用，請幫
我畫一張搭配的圖

• ETHICS

• DATA

• AI MODEL

現在你腦中先想到的是
什麼？為什麼會是這3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7OgtgMser18WR6ZKcWL_bR7Zn7ianJoX3ANp0
cT-qbn2qN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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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想要了解的AI工具，可以許願，
但是不保證介紹的時間點。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7OgtgMser18WR6ZKcWL_bR7Zn7ianJoX3ANp0cT-qbn2qNw/viewform
https://lib.video.nccu.edu.tw/p/online#aitool


THE AI PROFICIENCY REPORT  (AUG 6, 2024)

 1,000+ U.S., Canada, and U.K. knowledge worker

https://www.sectionschool.com/ai/the-ai-proficiency-report

https://www.sectionschool.com/ai/the-ai-proficiency-report




行前提問

 如何給予生成式AI正確的指令？

 如何問出未來的研究趨勢?

 生成式AI寫論文?

 AI如何擷取摘要？

 是否有AI app可協助生成表格？

 經過AI協助的意見，要如何進行學術引用註記？

 英文的工具？



相關性
(Relevance)

權威性
(Authority)

正確性
(Accuracy)

目的性
(Purpose)

即時性
(Currency)

 發表或更新的時間？
 是否是符合需求的時間範圍？
 資料本身是否具有歷史意義？
 在資料發表的時間點後是否有其

他重大的發展？

 內容寫作的對象設定？(大眾或學術)
 內容豐富度是否符合需求？
 內容討論的完整與深入程度？
 是否有其他資料都缺乏的內容？是否有獨特

見解？
 內容是否和主題高度相關？是否能支持或反

對自己的想法？

 作者是誰？
 學歷、專長領域？
 工作經歷、服務單位的宗旨或目標？
 資料是否可以快速、簡單的變更？
 是否提供聯絡方式？
 是否曾在有同儕審核的期刊發表過？

被引用的狀況如何？

 是否有拼字錯誤、抄襲等明顯問題？
 是否有提供證據或引述來源？推論過程是

否合理？是否有其他資料的內容可以相呼
應？

 是否有認知到自身偏誤、有平衡報導反方
意見？

 是否發表在學術性刊物或經同儕審核過？
 是否有編輯或其他人來驗證過？

 是否能了解文章發表的目的
(解釋、告知、倡議、教導、遊說、銷售等)？

 是否有政治、宗教、娛樂、社會或商業的考量？

CRAAP
測試

6AI資料大爆炸！想找相關資源可以使用這個CRAAP來評估！



相關性
(Relevance)

權威性
(Authority)

正確性
(Accuracy)

目的性
(Purpose)

即時性
(Currency)

 內容主要基於2024年9月前蒐
集到的資訊

 AI變動很快，請特別留意！

 這個講習是基於圖書館資源利用推廣與資訊素養/研究
流程支援的角度出發

 如果想了解AI繪圖或AI軟體開發等等，請找其他課程!
 90分鐘無法包山包海，一定會有遺漏的部分!

 作者是圖書館館員，具有資訊素
養與圖書館利用的講習背景知識

 作者有自行付費買GPT4且時常
使用AI工具於研究過程的經驗，
然而並不具有資訊技術背景

 作者盡可能善用學術資源提供可信證
據，並多方參考美國圖書館館員製作
的資源來彙整目前適合高等教育教職
員生了解的AI相關資訊

 作者提供資料出處連結供進一步查核
與延伸閱讀

 目的為讓大家了解高等教育環
境中如何符合倫理的使用AI協
助作業/研究的進行

 鼓勵大家多利用圖書館採購的
電子資源、不具有其他營利或
遊說目的

 並無來自商業產品的贊助

CRAAP
測試

讓我們用CRAAP來檢驗今天這堂講習課
(您之後也可以用這驗的檢驗標準來評估他人或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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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Information  資訊運用
Select a solution.選擇一個解決方法

Synthesis  綜合資訊
Integrate the ideas into a product.
把觀點結合到作品中

Evaluation  評估資訊
eXamine the result.檢視結果

Task Definition  界定任務
B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problem.
確定自己了解探究的問題
Information Seeking  搜尋資訊
Identif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確認資訊來源

Location & Access  定位與取得資訊
Ga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收集相關資訊

選擇研究主題
(建立概念)

修正題目範圍
(確定題目)

文獻閱讀與分析

報告、論文撰寫

• 認識基本概念(工具書)
• 建立背景知識(學科資源)
• 了解趨勢動態(新聞)

• 挑選資源類型
• 挑選關鍵字
• 建立與修正檢索策略
• 確認資源取得方式

• 評估資訊品質
• 論文原創性比對
• 管理參考資料
• 編制參考文獻書目

資料蒐集與整理

研究過程 圖書館支援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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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了解資訊素養是什麼？對於研究流程的協助？
請參考以下兩個資源：

• https://sites.google.com/view/doingresearch/FP
• https://lib.video.nccu.edu.tw/p/libraryelearnin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doingresearch/FP
https://lib.video.nccu.edu.tw/p/libraryelearning


OUTLINE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4/6/a-framework-for-ai-literacy

1. ChatGPT功能瀏覽

2. Demo如何使用GPT4協助準備此講習

3. AI素養+研究流程的使用

4. 圖書館的AI工具

5. 查詢與追蹤AI新知
大方向的使用說明

• AI的好處與限制

• AI vs 圖書館資料庫

• 研究流程的使用方法

細節的使用說明

• 下指令(Prompt)的技巧

• 輸入資料的注意事項

• AI研究小工具(免費)

符合倫理的使用

• 注意學校、教師的AI政策

• 正確揭露AI的使用

• 查核AI生成資訊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4/6/a-framework-for-ai-literacy


1. CHATGPT功能瀏覽



https://chatgpt.com/

如果沒有使用過，可以現在連線使用看看！
沒註冊也可以使用~建議註冊帳號會更好~
不知道怎麼使用也沒關係，直接問他就好！

Prompt 指令

https://chatgpt.com/


旅行行程

寫作

學習

搜尋

上傳文件

上傳資料

上傳圖片

隨機出現四個範例，點選後會出現示範的指令
藉此可以快速了解ChatGPT能做到什麼事情



學習測驗

寫作

搜尋



上傳資料請他整理與製作圖表
(也可以請他推薦合適的圖表類型)

上傳照片或圖檔請他幫忙判斷資訊



對話串

不同任務的GPT

可讓他人看到
完整互動紀錄

命名有利未來使用

上傳檔案處

選擇不同模型 (付費)





可以體驗看看，但是答案不會百分百正確！
https://chatgpt.com/g/g-fTzNlRrDY-ai-xue-shu-
da-ren-nc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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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com/g/g-fTzNlRrDY-ai-xue-shu-da-ren-nccu
https://effortlessacademic.com/tutorial-building-your-own-custom-chatgpt-for-academics/


1. DEMO如何使用GPT4協助準備此講習

有初步的想法
和意圖

查資料+聽專
家經驗分享+
實際操作

產生自己的觀
點 (論點、架
構、順序)

與ChatGPT對
話協助發想與
修正想法

進一步閱讀更
多其他資料或
重新組織資料

過程中ChatGPT可以協助資料翻譯和解釋，
加速資料吸收速度

這些環節越清楚，則越知道怎麼提供指令及與AI持續互動



PROMPT: 我要準備一堂講習約90分鐘，對象是大學生和研究生，希望從AI LITERACY 的角度來介紹AI 的
概念與應用，同時會說明倫理議題以及鼓勵大家未來的創新應用。同時，我希望藉由我的介紹能讓大家了解
AI與圖書館資料庫的差異，鼓勵大家符合學術倫理又有效率的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於自己的研究過程。請幫
我設計一個課程大綱

有細節、有意圖、有背景知識帶來的觀點

第一部分：AI基本概念
與素養 (25分鐘)

1.AI的定義與發展歷史
1. 簡述AI的歷史與

關鍵發展
2. 簡介當前熱門的

AI應用（如生成
式AI）

2.AI素養的定義與重要性
1. AI素養的核心概

念
2. 為什麼大學生和

研究生需要具備
AI素養？

3.AI與研究的關聯
1. AI如何影響學術

研究與知識生產
2. AI如何加速數據

分析、預測和建
模

第二部分：AI的應用
場景與創新 (20分鐘)

1.AI在各領域的應用
1. 簡單介紹AI在

商業、醫療、
心理學、教育
等領域的應用

2. 鼓勵學生思考
如何將AI應用
於自己的研究
領域

2.創新應用的鼓勵
1. 如何利用AI促

進學術創新
2. 分享實際案例，

展示AI如何被
用來解決具體
的學術或社會
問題

第三部分：AI與學術倫理
(20分鐘)

1.AI生成內容與學術誠信
1. 探討AI生成的文章、

影像等內容在學術中
的應用

2. 討論AI生成內容的學
術倫理風險，如抄襲
與數據操控

2.學術倫理的基本原則
1. 介紹相關的學術倫理

規範（如避免剽竊、
正確引用）

2. 如何在使用AI的同時
遵守學術誠信？

3.學術界的應對方式
1. 探討高校和學術期刊

如何處理AI相關的倫
理挑戰

第四部分：AI vs 圖書館
電子資源 (15分鐘)

1.AI工具與圖書館資料庫的
差異

1. AI生成工具（如
ChatGPT）與圖書
館學術資源（如學
術期刊資料庫）的
不同

2. 討論兩者在學術研
究中的角色

2.如何正確使用AI與圖書館
資源

1. 如何平衡使用AI進
行文獻初步篩選與
深入學術研究

2. 鼓勵使用圖書館的
電子資源來確保學
術研究的權威性

第五部分：實際操
作與討論 (10分鐘)

1.小組討論
1. 如何在自己

的研究中正
確、有效且
符合倫理地
使用AI和圖
書館資源？

2.Q&A 時間
1. 回答學生的

問題，鼓勵
分享自己的
經驗與想法

可以參考他的架構
或是想到自己原本
沒有想到的部分!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PROMPT: 你覺得不同學科背景和年級的學生分別會期待聽到什麼？上面的大綱都有包含了嗎？

繼續追問、挑戰他的原本答案，若發現他的答案太泛泛，可以根據他的回答先進一步找相關資料，再來問更進階的問題

文學與人文學科：

期待內容：
• 更深入的倫理討論，例

如AI生成的文學作品、
藝術創作如何影響原創
性和知識產權問題。

• 對於學術誠信的討論可
能尤為重要，因為人文
學科的研究強調批判性
思維和原創性。

大綱涵蓋情況：
• 大綱中的學術倫理部分

已經涵蓋了一些重要議
題，但可以加強對人文
學科應用的案例分享，
特別是與AI生成內容相
關的問題。

商業與經濟學科：

期待內容：
• 更加實際的AI應用，

特別是在市場分析、
金融建模、客戶行為
分析等領域。

• 對於如何使用AI提升
效率和創造商業創新，
可能是他們最關心的。

大綱涵蓋情況：
• 第二部分「AI的應用

場景與創新」中的商
業應用有部分涵蓋，
但可以再加入一些具
體的商業案例，以及
在這些領域的倫理問
題，如數據隱私和決
策透明度。

科技與工程學科：

期待內容：
• 更技術性的內容，例

如AI技術背後的原理、
演算法的設計與應用。

• 他們可能會希望聽到
更多關於如何在實際
研究中利用AI來解決
技術問題。

大綱涵蓋情況：
• 第一部分的AI概念介

紹比較基礎，可以進
一步為科技背景的學
生加入一些關於AI技
術細節的討論。也可
以討論更技術化的應
用場景。

社會科學與心理學：

期待內容：
• 如何利用AI進行社會

行為分析、心理測試、
或輿情分析等，特別
是定性與定量研究的
整合。

• 在倫理方面，他們可
能會關注AI如何影響
人類行為，並產生社
會倫理問題。

大綱涵蓋情況：
• 已經包含社會影響和

倫理的探討，但可以
加入更多社會科學相
關的AI應用，尤其是
在心理學和人類行為
研究方面。

研究生：

期待內容：
• 研究生會更關心AI技術在

研究中的具體應用，如如
何利用AI進行數據建模、
內容生成、或者輔助文獻
回顧。

• 他們也可能更希望討論如
何在研究過程中避免倫理
陷阱，以及進行跨學科的
創新應用。

大綱涵蓋情況：
• 大綱中對於研究生的期待

已經有很好的覆蓋，尤其
是在學術研究和倫理部分。
但可以加入一些高階工具
的介紹，如具體AI研究工
具的應用場景，以及如何
應對研究中的倫理挑戰。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PROMPT: 你覺得我可以怎麼準備這個講習，可以讓我在你提供的基礎上產生更多亮點？有什麼是我能補充
而你並沒有想到或沒有能力可以提供的資訊？

請保持批判性思考，想想有哪些是人可以做得比AI更好的部分，那就是你可以更進一步努力的地方

1. 引入實際案例和互動體驗

•實際案例分析：除了介紹理論和應用之外，
實際案例總是能讓學生印象深刻。你可以
選擇一兩個最近的AI創新應用，特別是學
生可能沒想到的領域。這些案例可以來自
不同學科，如AI在藝術創作中的應用（例
如AI畫作售賣、音樂創作等），或AI如何
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如AI在醫療診斷、災
難預警中的應用）。

•互動演示：設計一個簡單的實時AI工具展
示，比如讓學生嘗試生成AI文本、圖像，
或讓他們進行一些簡單的AI工具實踐。這
樣的互動能夠增強學生對AI實際能力的體
驗，並讓整個課程變得更具吸引力。

2. 學生參與活動

•AI與倫理的討論辯論：設計一個
小型辯論，讓學生站在不同的角
度來討論AI生成內容與學術倫理
的衝突。這不僅能激發學生的思
考，也能讓他們在課堂中更加積
極地參與和互動。

•創新應用競賽：讓學生分組並要
求他們在有限時間內提出一個基
於AI的創新想法，並讓他們快速
分享。這樣能夠激發創造力，同
時讓學生更多思考如何將AI技術
與自己的研究或專業相結合。

你能補充而我可能沒有想到的：

1.特定學校或當地情境：你可以根據學生所處的具體學校情
境或文化特徵，加入一些本地化的討論或數據。例如，討論
台灣或當地大學如何應對AI發展，這樣會更貼近學生的實際
情境。

2.學科或研究的特殊需求：你比我更了解學生的具體需求和
學科期望。你可以從你與學生的日常互動中發現他們的具體
痛點或需求，並在講習中加以解答。這些細節是你能提供的
獨特內容。

3.特別設計的工具或演示：你可能有存取一些特定的AI或圖
書館資源工具，這些工具我無法直接使用。如果有的話，可
以直接展示或設計實際操作部分，這樣的現場演示會更有吸
引力。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有沒有注意到他的中文都比較不臺灣？這跟他的訓練資料有關，同樣的他的英文也可能會反映出
很多他訓練資料裡的常用詞彙/語句結構，可能會提供一個還不錯的文章，但不會是最頂尖的文章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PROMPT: 你真是太聰明了！這樣學生只要能問對你問題，就可以不用來聽我的講習課了！要怎麼讓圖書館
的講習課不會被AI取代？

換句話來問相同的問題，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一個問題不要包含太多小問題，雖然內心可能有很多小問題，請都「切
割成小問題」並「排序」來提問 (建議同一問題在同一對話串內、並用不同小問題來補充一些脈絡資訊給他)

提供實戰操作與應用

•操作性強的教學：圖書館
講習可以加入具體的實際操
作部分，例如如何有效檢索
資料庫、利用進階功能或如
何利用各種資源進行學術研
究。這種手把手的教學方式，
AI無法模擬，尤其是當學生
需要即時解決特定問題時，
你能提供現場引導與演示。

•案例教學：展示一些現實
中的學術或研究案例，特別
是來自你親身經歷或處理過
的實例，這種具體的應用場
景讓學生能夠更好地理解如
何將技能運用到自己的工作
或研究中。

引導批判性思維與高階技能

•培養批判性思維：AI可以生
成答案，但它無法教學生如
何批判性地思考和分析問題。
你可以在講習中設計一些開
放性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深
入探討，幫助他們提高分析
問題的能力，而不只是簡單
接受AI生成的答案。

•跨學科整合與應用：你可以
幫助學生將圖書館資源與他
們學科背景結合，找到資料
庫檢索與AI應用的最佳策略。
這種跨學科的教學方式能夠
提供AI工具無法提供的綜合性
視角。

增強學術倫理與創新應用討
論

•學術倫理與正確引用：AI可
能無法正確處理學術倫理問
題，尤其是涉及剽竊、誤用
資料等。你的講習課可以專
門強調學術誠信與正確使用
資料庫的規範，這是AI無法深
入指導的領域。

•激發創新應用：你可以鼓勵
學生探索如何將圖書館資源
和AI技術結合，進行創新的研
究應用。這類課程不僅限於
技術技能，還可以激發他們
的創造性思維。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鼓勵探索與批判使用AI

•AI工具的正確使用方式：教
導學生如何批判性地使用AI工
具，並告訴他們AI工具的優劣
勢。這不僅會讓他們依賴於AI，
也會促使他們更好地理解AI的
局限，進而更多依賴自己思
考與使用圖書館資源進行研
究。

請特別注意！ChatGPT很會
順著你的話來回答！
因此要注意跟他對話時，要
用「不同角度」來問問題，
才能蒐集到比較全面的答案！
如果你的話語裡本來就有一
些偏見假設，他的回答也會
順著你的偏見或錯誤資訊走！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PROMPT:請你用最嚴厲的態度來批評目前的規劃方式，並提供建設性的建議

讓他自我檢討與修正，也可以提供一些評分方式給他，請他根據一些評分準則來提供更好的答案

目標不夠具體，缺乏明確性

目前的課程目標提到要介紹AI素養、
應用和倫理，但並沒有具體說明這些
內容應達到什麼樣的深度或具體成果。
目標應該更加明確，例如具體列出學
生在課程結束後應該掌握哪些知識和
技能。

建設性建議：
•明確定義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例如：
• 學生應該能夠識別並解釋AI的基

本概念及其在學術研究中的應用。
• 學生應該能夠理解並分析AI應用

中的倫理挑戰。
• 學生應能夠區分AI工具與傳統學

術資源的用途和局限性。
•將這些學習目標明確傳達給學生，
以便他們了解自己應該達到的具體成
果

AI與資料庫的比較不夠具體，

缺乏實際案例
在介紹AI和圖書館資料庫的差
異時，課程目前缺乏具體的比
較實例。這樣可能無法讓學生
充分理解兩者在學術研究中的
不同角色和價值。

建設性建議：
•具體案例展示：設計具體的比
較案例，例如讓學生同時使用
AI工具和圖書館資料庫來解決
某個學術問題，對比兩者的優
缺點。
•結果評估：討論兩者在搜索速
度、結果的精確性、資料的可
信度等方面的差異，並讓學生
親自分析哪種工具在特定情境
下更有用。

學術倫理討論缺乏實踐意義

課程中對於AI倫理問題的討論
比較抽象，可能無法引起學生
的共鳴，尤其是當他們尚未親
身體驗AI在學術研究中的實際
挑戰時。

建設性建議：
•結合具體案例討論倫理問題：
使用具體的學術場景或現實案
例來展示AI生成內容中的倫理
挑戰。例如，討論AI生成的文
本如何容易導致學術抄襲，或
如何篩選AI生成的數據中潛在
的偏見。
•角色扮演討論：設計角色扮演
環節，讓學生分成不同角色
（如研究者、倫理學家、法規
制定者），並探討如何應對AI
應用中的倫理困境。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時間管理不合理，節奏可能
過於緊湊

90分鐘的講習課包含太多內
容，導致時間分配可能過於
緊湊。每個部分的時間控制
不當，會使學生難以消化資
訊，或者無法完成所有活動。

建設性建議：
•重新評估時間分配：對每個
主題進行時間分配評估，確
保學生有充足的時間進行討
論和反思，而不是急於趕完
所有內容。
•課前提供材料：提前向學生
提供一些預讀材料或視頻，
讓他們對基礎知識有初步了
解，從而可以將課堂時間集
中在深度討論和實踐活動上。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PROMPT:你覺得為了這個講習簡報我要花多少時間準備？我可以如何更有效率的完成這個簡報？因為我常
常都需要用下班時間來了解最新AI趨勢並加班完成簡報…

一些據說會提升效果的說話技巧：動之以情、禮貌，避免負面表述

要準備這個90分鐘的講習簡
報，估計可能需要10-15個
小時左右的準備時間，這取
決於你對AI素養、應用和學
術倫理的熟悉程度，以及你
希望呈現的互動活動或實例
的複雜性。這些時間通常包
括：

1.收集資料與研究：理解最
新的AI趨勢，收集相關案例
和實例（3-5小時）。
2.設計簡報框架與內容：準
備簡報的結構、文字、圖片
和互動部分（5-7小時）。
3.測試與調整：進行預演並
調整簡報，確保時間分配合
適（2-3小時）。

為了提高效率並避免占用太多下班時間，以下幾個
方法可以幫助你更有效地完成簡報：

內容模塊化準備
•將你的簡報分為幾個模塊，例如AI基本概念、應
用、倫理、工具比較等，分階段完成每個模塊。這
樣你可以逐步完成每一部分，而不是一次性花大量
時間準備。
•如果其中某些部分已經在過去的講習中使用過，
你可以復用這些資料，僅需稍作更新即可。

使用AI工具輔助簡報製作
•你可以使用AI工具（如PowerPoint設計助手或其他
簡報生成工具）來加速簡報設計。這些工具可以幫
助你更快速地生成簡報模板、圖表，並美化簡報的
外觀。
•同時，你也可以讓AI工具幫助你進行部分內容搜
集，如找出最新的AI趨勢報告或學術文章，以節省
自己進行手動檢索的時間。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定期跟蹤最新的AI趨勢
•不用等到準備講習時才去了解最新的AI趨勢。你可以在
日常中保持輕鬆的資訊追蹤方式，例如訂閱AI相關的電
子報、加入與AI相關的社群或使用簡化的AI報告工具
（如BuzzSumo、Feedly）來整理最新消息。
•利用碎片化時間（如通勤、休息時間）來快速吸收最新
資訊，減少加班時進行深度研究的需求。

利用已有資源
•如果你的機構有提供過類似的培訓或簡報資源，你可以
參考並直接調整那些資源，而不是從頭開始設計。
•還有過去你已經使用過的素材、例子和範例也可以重新
利用，這樣能減少重複工作的時間。

設置合理的時間界限
•給每一個準備階段設置具體的時間限制，避免陷入細節
而浪費過多時間。例如，你可以限定自己在資料搜集階
段只花1-2小時，剩下的時間用來專注於簡報製作。

除了問他知識性的問題，也非常推薦把他當成指導教授、學習夥伴，提
供學習上的建議！(不過這只是參考，像是這份簡報的準備就超過30小時)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3.AI素養+研究流程的使用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4/6/a-framework-for-ai-literacy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4/6/a-framework-for-ai-literacy


LEVEL 1. UNDERSTAND AI (極度基礎)

 想深入了解，網路有許多自學資源，
或是直接選修課程！

 生成式AI與大型語言模型都只是人
工智慧的一部分，AI的應用更廣泛

 訓練資料到底是什麼很重要！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LLMs-within-the-AI-taxonomy-LLMs-exist-as-a-subset-of-deep-learning-models-which-are-a_fig1_378394229

讓機器能模仿人類的思考、
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資料訓練機器，使其
能夠自我學習並進步。
機器學習模型可以透過
大量的圖片學會區分貓
和狗，看越多，越準確

使用更複雜的「神經網
絡」，模仿人類大腦。
能處理更大的資料量和
更複雜的問題

非常複雜的深度學習模型，專
門用來處理和生成自然語言。
通過學習大量的文本來理解和
生成語言。

生成式AI基於大型資料模
型可以自動創建內容，比
如文字、圖片、音樂等。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95fe3-68d8-8005-830d-b7a51c9f12fa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LLMs-within-the-AI-taxonomy-LLMs-exist-as-a-subset-of-deep-learning-models-which-are-a_fig1_378394229
https://chatgpt.com/share/66f95fe3-68d8-8005-830d-b7a51c9f12fa


https://playground.tensorf
low.org/#activation=tanh
&batchSize=10&dataset=
xor&regDataset=reg-
plane&learningRate=0.03
&regularizationRate=0&n
oise=0&networkShape=4,
3&seed=0.83341&showT
estData=false&discretize
=false&percTrainData=50
&x=true&y=true&xTimes
Y=false&xSquared=false&
ySquared=false&cosX=fal
se&sinX=false&cosY=fals
e&sinY=false&collectStats
=false&problem=classifica
tion&initZero=false&hide
Text=false 

神經網絡是深度學習的基礎，模仿人腦中神經元的運
作方式，讓電腦可以從資料中學習。這個網絡由許多
「層」組成，每一層都可以識別資料中的不同特徵。



https://www.scienceme.com/how-does-chat-gpt-work

模型可以創造(生成)文章、對話、圖
片等內容。
• 以前：提供問答知識庫，輸入知識
庫裡的問題就可以得到對應的答案
從已有資料檢索答案

• 現在：能夠基於學習的大量資料與
背後的模型，生成新的語句或文本。

模型學習了大量的文本資料，
因此具備處理語言的能力。
這些大量文本資料如何變成
現在回答出來的答案，靠的
是機率預測。

Transformer是一種特殊的AI架
構，能夠處理語言中的關聯性，
比如理解一句話中的單詞之間
的關係。這個架構使模型能夠
高效地理解和生成語言，成為
現在許多語言模型的基礎。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95fe3-68d8-8005-830d-b7a51c9f12fa

https://www.scienceme.com/how-does-chat-gpt-work
https://chatgpt.com/share/66f95fe3-68d8-8005-830d-b7a51c9f12fa


圖片出處：https://nationalcentreforai.jiscinvolve.org/wp/2023/05/11/generative-ai-primer/

基於訓練資料來預測下一個字的出現機率，可以一直Regenerate出不同版本

• 訓練資料即使百分百正確，也可能會出現錯誤
• 訓練資料內容沒有包含到的部分，或訓練資料

內本身存有錯誤，就會影響回答的正確性 (因
此使用前請先思考這個AI工具背後的資料是什
麼？才能判斷適合的用途與用法)

https://nationalcentreforai.jiscinvolve.org/wp/2023/05/11/generative-ai-primer/


PROMPT:你的訓練資料範圍？可以跟我說你在哪個年代、語種和文化的資料量最多嗎？以及請告訴我要怎
麼查證你這個回答？

在正式提問前，可以先確認他回答問題的能力，並且可以用一些指令來讓他提供更正確的資訊或後續查證方式

年代範圍

•我的訓練資料來自過
去數十年甚至更早期的
文本，包括書籍、學術
論文、新聞文章和網頁
內容。由於網絡和數字
化內容的普及，訓練資
料中20世紀末至21世紀
初的資料量較大。然而，
具體的比例取決於可用
數據的類型和來源，並
不會偏向某一個時期。

•最新知識的截止時間
點為2023年9月，這意
味著此後發生的事件或
更新的信息不會體現在
我的知識中。

語種範圍

•我主要基於英文資料
進行訓練，因為英語在
網絡和學術文獻中有著
最廣泛的使用。然而，
我也訓練了包括中文、
法文、西班牙文、德文、
日文、韓文等其他主要
語言的資料，因此能夠
理解並使用這些語言與
用戶交流。

•不過，由於英文資料
的數量龐大，相較於其
他語言，英語的資料量
在我的訓練中占比較大。

文化背景

•我的訓練資料涵蓋了來
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包括
西方文化、亞洲文化、非
洲文化等。由於互聯網的
普及，來自美國、英國等
英語國家的資料可能相對
較多，這反映了數據的可
得性，而非我有意的偏好。
•我也有接觸到來自不同
國家的新聞、社交媒體、
文學和歷史資料，因此能
夠處理多元文化背景的問
題。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如何查證我的回答？

要查證我提供的關於訓練資料來源的回答，因為我本
身是一個AI模型，無法直接提供具體的訓練數據清單
或數據來源，但你可以參考以下的方式來了解更多相
關資訊：

1.官方文檔：你可以查閱我所基於的架構（如GPT-4）
的官方文檔或技術報告，這些文檔通常會提供有關模
型訓練數據來源、範圍和限制的詳細描述。OpenAI等
AI開發公司會發布這些報告來說明模型的訓練過程和
原理。

2.學術論文：OpenAI等機構會定期發表學術論文，討
論模型的設計和訓練過程。這些論文會提到訓練數據
的選擇標準、來源以及倫理考量。這些論文可以作為
你了解訓練數據範圍的參考資料。

3.網絡資源與技術社群：你可以在技術討論論壇、
GitHub、或學術會議網站（如NeurIPS、ICLR、ACL等）
上查找關於大型語言模型（LLM）的討論，了解更多
有關訓練數據來源和內容的細節。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專家撰文：
https://zhuanlan.zhihu.co
m/p/606432878

Alan D. Thompson博士是人工智慧專家、顧問。在2021年8月的世界人才大會
（World Gifted Conference）上，Alan與Leta（由GPT-3提供支援的AI）共同舉辦
了一場名為“The new irrelevance of intelligence”的研討會。他曾擔任門薩國際
（Mensa International）主席、通用電氣（GE）和華納兄弟（Warner Bros）顧
問，也曾是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和英國工程技術學會（IET）會員。

GPT-3資料集 原始論文：https://arxiv.org/pdf/2005.14165.pdf

Common Crawl corpus contains petabytes of data 
collected over 8 years of web crawling. The corpus 
contains raw web page data, metadata extracts and text 
extracts with light filtering.
WebText2 is the text of web pages from all outbound 
Reddit links from posts with 3+ upvotes.
Books1 & Books2 are two internet-based books corpora.
Wikipedia pag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also part of 
the training corpus.
科普類部落格： https://www.springboard.com/blog/data-science/machine-learning-gpt-3-open-ai/

官方部落格： https://help.openai.com/en/articles/7842364-how-
chatgpt-and-our-language-models-are-developed

• 網路公開資料是否代表人類所有知識？是否都具有權威性及正確性？

• 哪些書籍會被數位化與公開？什麼單位有能力進行數位化？

• Reddit討論區是否反映特定群體的觀點？

使用者提供的資訊

https://zhuanlan.zhihu.com/p/606432878
https://arxiv.org/pdf/2005.14165.pdf
https://www.springboard.com/blog/data-science/machine-learning-gpt-3-open-ai/
https://help.openai.com/en/articles/7842364-how-chatgpt-and-our-language-models-are-developed


使用者是誰？他們的回饋會不會造成影響？

https://www.similarweb.com/website/chat.openai.com/#competitors

https://www.similarweb.com/website/chat.openai.com/#competitors


https://futureskillsacademy.com/blog/top-llms-comparison/

 有多種大型語言模型，不同的模型
會給你不同的答案，建議同時詢問
多個模型

 不同語言模型有各自擅長的任務，
可以比較他們的價錢、速度、擅長
的任務類型、品質

 開源模型(LlaMA, Mistral)：程式
碼和訓練資料對外開放，任何人都
可以下載、修改和使用。這些模型
通常已經經過初步訓練，可以基於
它們進一步調整或開發。

 API(應用程式介面)提供了與AI模
型互動的簡便方式，不需要理解或
更改模型的內部結構，只需通過簡
單的程式碼就能讓模型返回結果。

https://futureskillsacademy.com/blog/top-llms-comparison/


 每個大型語言模型都在快速的進化中，因此會出現很多版本

 付費版通常表現都會比免費版好，如果真的有使用需求，可自行評估要買哪個模型的哪個版本

運用關聯思考（Chain of Thought）技巧深度推理
** 快思 vs 慢想



https://leggie.co/2024%E5%B9%B46%E6%9
C%88%E4%B8%AD%E6%96%87%E5%A4%A
7%E6%A8%A1%E5%9E%8B%E6%8E%92%E8
%A1%8C-
%E4%B8%AD%E5%9C%8Bai%E8%B3%BD%
E9%81%93%E5%8D%87%E6%BA%AB/

https://leggie.co/2024%E5%B9%B46%E6%9C%88%E4%B8%AD%E6%96%87%E5%A4%A7%E6%A8%A1%E5%9E%8B%E6%8E%92%E8%A1%8C-%E4%B8%AD%E5%9C%8Bai%E8%B3%BD%E9%81%93%E5%8D%87%E6%BA%AB/


https://www.hamastar.com.tw/News_Content.aspx?n=222&s=1022

113-02-19

https://blog.lawsnote.com/podcast/s3-ceng-ep1/

 Taiwanese GPT (2023/2) , Formosa Foundation Models (2023/3)

 MediaTek Davinci (2024/4), TAIDE (2024/4), Project TAME (2024/7)

 可以聽工程師的經驗分享來了解目前繁體中文模型的發展情況

https://www.hamastar.com.tw/News_Content.aspx?n=222&s=1022
https://blog.lawsnote.com/podcast/s3-ceng-ep1/


https://medium.com/@contact_27876/the-ultimate-guide-to-top-ai-
tools-in-2024-work-smarter-not-harder-399c040a368a

 除了有不同的大型語言模型外，還有不同用途的AI工具！

 建議可以選擇一些比較知名的AI工具來使用，使用前可
以先看看教學說明

 許多AI工具都會收取費用和紀錄個人資料，建議不要輕
易地使用來路不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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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dium.com/@contact_27876/the-ultimate-guide-to-top-ai-tools-in-2024-work-smarter-not-harder-399c040a368a
https://doi.org/10.22323/2.23030205


其他學術AI工具

https://www.toolify.ai/tw/

https://www.toolify.ai/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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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由此了解更多AI研究小工具!
使用前請先注意優缺點和適用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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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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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2. USE & APPLY AI (這部分會講很久!)

1.大方向的使用說明

• AI的好處與限制

• AI vs 圖書館資料庫

• 研究流程的使用方法

2.細節的使用說明

• 下指令(Prompt)的技巧

• 輸入資料的注意事項

• AI研究小工具(免費)

3.符合倫理的使用

• 注意學校、教師的AI政策

• 正確揭露AI的使用

• 查核AI生成資訊



(1-1) 大方向的使用說明：AI的好處與限制

好處 限制

• 速度快
• 客製化/個人化回答
• 能理解自然語言與脈絡資訊(持續對話很重要)
• 協助跨領域探索、激發創意
• 可扮演多種協助角色
• 可協助資料整理
• 有耐心與態度好

• 幻覺、正確性、可信度、假文獻
• 不適合事實性資料答覆

• 偏見
• 僅根據訓練資料的範圍提供創意
• 同一問題會有不同回答
• 容易被指令影響

• 查詢資料範圍限制：年代？網路連接？
• 數學不好GPT-4o



UNESCO-Harnessing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 primer for 
higher education stakeholder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
8667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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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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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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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商可以選擇不讓自己的內容被用來訓練OpenAI的模型，
但仍然可以在搜尋結果中被顯示。」
「SearchGPT在Demo影片中列出的布恩鎮音樂節搜尋結果中，有
幾項與事實不符的結果，像是活動日期錯誤、列出不在布恩鎮的
音樂活動，以及音樂節會場網站錯誤等。」

圖片來源：Open AI官網
文字來源：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3016232

Open AI-SearchGPT展示影片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3016232


(1-2) 大方向的使用說明：AI  VS  圖書館資料庫

以字找文

• 確定領域主題關鍵
字後直接查詢

• 可以從維基百科或
書籍了解大方向背
景知識，多方閱讀
來獲得不同關鍵字
(要是研究者會用
的字詞)

以人找文

• 先確定此領域的重
要作者/機構，再
去找這個作者/機
構的文章

• 要注意作者/機構
的權威性(頭銜、
長年耕耘的研究領
域)

以刊找文

• 先找到一本期刊，
再來看它收錄的文
獻

• 可以用領域內口碑
(問老師)、被引用
次數來判斷期刊重
要性

以文找文

• 先找到一篇
Review/高品質文
獻，再來找被它引
用的文獻

• 可以用被引用次數
或發表年代來判斷
熱門/重要性或新
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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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
alink/886NCCU_INST/11fgnfn/alma9910211
54499205721

華藝線上圖書館

 e學習網有講習影片!

臺灣的
中文文獻

https://lib.video.nccu.edu.tw/media/316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11fgnfn/alma991021154499205721
https://lib.video.nccu.edu.tw/media/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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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論文不一定都有經同儕審查，
有些期刊比較像軟性閱讀

 可以優先選擇核心期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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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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確關鍵字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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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有訂購很多種類的資料
庫，並非所有資料庫的內容都
可以在學術資源探索系統查詢
到，建議您要熟悉您的領域常
用資料庫，需要找資料時請同
時查詢Google Scholar、學
術資源探索系統與資料庫。

 不同資料庫會有各自
的功能，然而查詢策
略差不多，可以觀看
講習影片來了解。



引文資
料庫

WOS, 
Scopus, 
TCI-HSS

全文綜合資料庫

非營利

JSTOR, 博碩
士論文系統, 
期刊文獻網, 
機構典藏

資料庫
廠商

ProQuest, 
EBSCOhost,
華藝, CNKI

出版社

Sage, Taylor 
& Francis, 
Emerald, 
Springer

大學

Cambridge, 
Oxford,  

Duke, MIT,
Project
MUSE

專業學科資料庫

文史

古籍,史料, 
數位典藏

法學

Westlaw, 月
旦, 法源

商學

Bloomberg, 
Eikon, SDC 
Platinum, 

TEJ 

跨學科、涵蓋多種資源類型 (書、期刊、論文等)

無全文，
可了解引
用關係，
並做進階
分析

有學科專業背景較知道如何使用

新聞報紙資料庫 (圖庫) 電子書資料庫 影音資料庫 統計資料庫 個案資料庫

開放取用
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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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主題子資料庫

知道資料庫有收錄什麼內容、了解查詢方式，有機會比使用AI更快獲得正確資訊



老師、口
試委員

論文
口試

• 形式審查

• 外部審查

• 編輯審查

改寫期
刊投稿

• 引文索引

• 期刊影響
指數

核心
合輯

 寫作格式、內容是
否符合期刊宗旨

 匿名審查
(單盲或雙盲)

 編輯委員會審查

論文 期刊

引文
資料庫

論文
資料庫

期刊
資料庫

• 引用與被引用
• 合作關係
• 發表數

學術社群

 找出某作者或某論文被引用的
情形，掌握後續研究狀況。

 找出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文章。
 找出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作者。

 研究假設、問題定義明確有邏輯
 具備周延文獻探討
 使用正確的方式進行研究
 願意改進假設、調整研究策略
 對於研究影響有正確期待

• 點閱、下載、引用次數
• 出版年代

• Scopus
• Web of 

Science(SSCI)

學術研究的層層把關機制



圖書、期刊論文、會
議論文、博碩士論文、
研究報告、產業報告、
統計、新聞、百科全
書、字辭典、檔案……

研究問題
* 被指派的主題

* 自行發想

廣泛閱讀、利
用背景知識資
料來源以聚焦
問題及獲得查
詢用關鍵字

依據資料類型
特性尋找資料

• AI-建議同時使用多種結果
• Google、Google scholar、學術資源探索系統-整合查詢
* 直接以關鍵字查詢各種類型的資料並大致閱讀 (* 提供背景知識的雜誌、百科、字典)
* 過程中逐漸確定題目、關鍵字與所需資料類型

• 學術資源探索系統限定查詢範圍
• 選定特定資料庫查詢
* 類型為期刊、論文、檔案？學科主題？年代範圍？可使用的關鍵字？

學術資源探索系統-
館藏查詢

選定特定資料庫
查詢

博碩士論文系統、
期刊文獻網等網站

政大無
館藏

學術資源探索系統
-台聯大館藏

NBINET/STPI+
文獻傳遞 / 館際合
作借閱證

• 過程中挑選重要資訊並評估
(CRAAP、引文資料庫)

• 運用與修正檢索策略
• 妥善整理書目以利後續正確引用

方向
不明確

方向
明確

有書目資料
* 老師提供
* 文獻引用
* 書目辨識

實體 or 電子

政大有
館藏

確認資
料類型、
關鍵字

1
2

Conceptualize

Read

至不同典藏地
憑索書號找書

Access (實體)

Access
(線上)



(1-3) 大方向的使用說明：研究流程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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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怎麼找論文題目？從特殊的生活經驗或社會觀察來想(靠自己,但是可以和AI討論)、結合不同領域的知識
(AI可幫忙!)、結合熱門與冷門(AI可幫忙部分)

• 怎麼確定是這個論文題目？有興趣、可操作、有亮點(靠自己,但是可以和AI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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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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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或查詢出來的文獻，還是要自己來評估與判斷品質及是否適合。



60可參考~
但不一定好用~

有了資料檢索的概念
會比較知道怎麼寫Prompt

中文與英文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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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但是還是以官方網站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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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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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源還是比較值得參考(像是直接看其他研究設
計的問卷、訪談大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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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請AI協助推薦如何將研究資料以視覺化的圖表呈現，或是幫忙命名圖表。不
過也建議還是多閱讀學術期刊來學習其他研究者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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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作的過程也是思考的過程，如果只是將AI生成文字進行改寫，很有可能會
導致思考不足，而無法有更好的研究分析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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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2. USE & APPLY AI

1.大方向的使用說明

• AI的好處與限制

• AI vs 圖書館資料庫

• 研究流程的使用方法

2.細節的使用說明

• 下指令(Prompt)的技巧

• 輸入資料的注意事項

• AI研究小工具(免費)

3.符合倫理的使用

• 注意學校、教師的AI政策

• 正確揭露AI的使用

• 查核AI生成資訊



(2-1) 細節的使用說明：下指令(PROMPT)的技巧

Context（上下文） Length & 
Specificity（長度與
具體性）

Examples & Style
（範例與風格）

Audience（受眾） Requirements & 
Constraints（要求
與限制）

提供生成式AI所需的背
景資訊，讓AI能夠理解
你希望它生成的內容範
圍。

設定生成內容的具體長
度要求和細節程度，幫
助AI產生更精確的輸出。

提供示例或參考風格，
讓AI了解內容應該遵循
的語氣、風格或格式。

指明內容的目標受眾，
這有助於生成的內容更
符合讀者的需求。

設定生成式AI必須遵守
的具體要求或限制條件，
避免產生不符合需求的
內容。

Ideation Cognitive 
Load

Modularity Iterative 
Development

Scaffolded 
Learn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Ethical 
Considerations

鼓勵AI產生不同
的解決方案或想
法，並允許AI探
索多種可能性。

避免過度複雜的
指令，減少AI生
成時所需的計算
量與混亂情況。

分階段構建指令，
讓每一步生成一
部分內容，最終
合併所有部分。

不斷修改和優化
你的prompt，評
估每次輸出的結
果，直到達到預
期目標。

要求AI先從基礎
概念開始，然後
逐步深入，最後
提供進階資訊。

在 prompt 中要
求AI 表明生成
內容的數據來源
或資訊根據，以
確保信息透明。

考慮到倫理問題，
避免生成不當或
有偏見的內容。

工程角度 法律角度教育角度心理學角度設計思考角度

Lo, L. S. (2023). The clear path: a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through prompt engineering.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49(4), 
102720. https://doi.org/10.1016/j.acalib.2023.102720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95fe3-68d8-8005-830d-b7a51c9f12fa

https://chatgpt.com/share/66f95fe3-68d8-8005-830d-b7a51c9f12fa


OpenAI共同創辦人Ilya Sutskever分享的Prompt策略
https://x.com/ilyasutsk/status/1832211266129293618

1. 寫提示時要清晰準確地溝通。清楚地陳述任務
和描述概念的能力至關重要。
2. 願意快速反覆運算，快速連續地向模型發送許
多提示。優秀的提示工程師對不斷的來回優化感
到滿意。
3. 在設計提示時考慮邊緣情況和異常情況。考慮
一下在非典型情況下 prompt 可能會如何失敗。
4. 使用不完美、真實的使用者輸入來測試你的提
示。不要假設使用者會提供格式完美或語法正確
的查詢。
5. 仔細閱讀和分析模型輸出。請密切注意模型是
否按預期遵循說明。
6. 剝離假設並清楚地傳達任務所需的全套資訊。
系統地分解任務以確保包含所有必要的詳細資訊。
7. 在編寫提示時，請考慮模型的“心智理論”。
考慮模型如何以不同於預期的方式解釋您的指令。

https://x.com/ilyasutsk/status/1832211266129293618


8. 使用提示時使用版本控制和跟蹤實驗。在管理
和反覆運算方面，將提示視為代碼。
9. 要求模型找出您的說明中不清楚的部分或歧義。
這有助於優化和改進您的提示。
10. 精確而不過於複雜。目標是清晰的任務描述，
而無需構建不必要的抽象。
11. 考慮典型情況和邊緣情況之間的平衡。雖然處
理邊緣情況很重要，但不要忽視主要用例。
12. 考慮 Prompt 如何整合到更大的系統中。考慮
數據源、延遲和整體系統設計等因素。
13. 不要僅僅依賴寫作技巧;及時的工程設計需要清
晰的溝通和系統的思考。好的作者不一定是好的
提示工程師，反之亦然。
14. 與客戶合作時，幫助他們了解使用者輸入的現
實情況。引導他們考慮現實世界的使用模式，而
不是理想化的場景。
15. 廣泛練習查看數據和模型輸出。熟悉模型如何
回應不同類型的提示和輸入。



 充分資訊+具體要求：越清楚自己的目的、獲得越多背景資訊，就能提供更多目前已知訊息
和想法在指令內。具體要求可以是字數、文體風格、表格呈現方式等。

 追問：將複雜問題拆成小問題分開提問、轉換不同說法或觀點提問、請他忽略原本設定後
重新提問、詢問他這麼回答的原因、挑戰他給的答案、請他進一步說明、請他正反面觀點
並列、請他跳出框架思考。

 舉例：舉例說明自己想要的內容、或是請AI舉例說明。
 設定角色：說明自己或是AI扮演的角色、面對的情境、須完成的任務，有了更多上下文脈
絡，就更能給出需要的資訊。

 避免在指令內有明顯偏見/偏好，這會影響AI生成的結果。可以請AI提供資料來源以利佐證。
 先確認ChatGPT有正確解讀自己提出的資訊，才請他做接下來的動作。一開始可以先給他
自己熟悉的任務，才比較能判斷他是否有回答錯誤的地方。

 設定一個專門任務的對話串，在該對話串中可以用多個Prompt訓練出希望他翻譯、摘要等
任務，之後就直接在對話串內提問。

 多方管道驗證資訊，從其他管道獲得不同資訊後可再與ChatGPT繼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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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latform.openai.com/docs/guides/
prompt-engineering

https://platform.openai.com/docs/guides/prompt-engineering


https://www.promptingguide.ai/

https://docs.anthropic.com/en/prompt-library/dream-interpreter

 可以搜尋更多prompt template, example或
進一步了解prompt engineering

https://www.promptingguide.ai/
https://docs.anthropic.com/en/prompt-library/dream-interpreter


(2-2) 細節的使用說明：輸入資料的注意事項

 個人隱私

 著作權
*** 提醒大家，資料
庫的內容都是付費取
得的

 資料安全

 使用任何AI工具都先
去找一下哪裡有說明
資料蒐集與使用的資
訊！

https://help.openai.com/en/article
s/8554402-gpts-data-privacy-faqs

https://www.perplexity.ai/
hub/legal/privacy-policy

https://help.openai.com/en/articles/8554402-gpts-data-privacy-faqs
https://www.perplexity.ai/hub/legal/privacy-policy


(2-3) 細節的使用說明：AI研究小工具 (免費,付費可使用進階功能)

 Perplexity :有點像ChatGPT, 但是會顯示查詢的資料來源, 且能根據影音和論壇來提供回答

 Scispace :一站式學術AI網站, 提供文獻檢索/閱讀/寫作/引用等多種功能

 NotebookLM:可上傳文獻快速分析整理

 NotionAI :寫作與圖表生成功能

 Connected paper :協助視覺化探索相關學術文獻

 Research Rabbbit :協助視覺化探索相關學術文獻

** 請特別注意，這類免費AI學術查詢工具的查詢範圍都是開放取用(OA)文章，不會有付費資料庫內容!

** 後面會介紹圖書館已訂購的AI工具及正在發展AI功能的資料庫

** 還有很多AI研究小工具請參考 p.40,41



選擇學術,查詢範圍為開放取用期刊與預印本

顯示出處
相關問題

1. Perplexity https://www.perplexity.ai/ 警語：即便有標示出處，
這些AI小工具的摘要都可能有錯誤，
如果是重要文章，建議要讀原文！

https://www.perplexity.ai/


ALL 一般查詢:
中文查詢對應中文資源, 英文查詢對應英文資源
有優先推薦品質較佳的資料來源

Academic 學術查詢:
中英文查詢都是英文文獻,但會用發問語言回答



Video/youtube

Social/reddit

類似新聞報導



相同問題也可以問看看Chatgp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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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i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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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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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輸入想查詢的問題How does generative AI impact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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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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換中文時，雖然回答是中文的，但是文獻是英文的



3.此處一勾選，五篇文獻的摘要就會改變！
2.可選擇要預覽的欄位，

在還沒開始閱讀時就能進行比較

1. 可選擇不同的篩選方式與排序機制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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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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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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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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可以自行提問或
選擇預設的問題

• 免費版只能問4個問題。



93

選取特定段落按右鍵可以請它
解釋、摘要或查相關文獻



94

也可針對文章內的表格或數學公式,
選取後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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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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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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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note的資料類型和欄位
會比較完整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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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文章內容,進行改寫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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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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偵測器的錯誤率很高，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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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安裝翻譯擴充功能輔助英文文獻閱讀
https://chromewebstore.google.com/?hl=zh-TW&utm_source=ext_sidebar

https://chromewebstore.google.com/?hl=zh-TW&utm_source=ext_sidebar


3. NotebookLM https://notebooklm.google.com/

除了文件分析也可以貼網址或有字幕的影片



可以產生語音非常自然、講解
很白話的英文podcast

上傳文件檔後會自動摘要與提供建議問題、
可以同時分析多份文件



會提供文件內對應問題的出處位置



4. NotionAI https://www.notio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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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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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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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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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2. USE & APPLY AI

1.大方向的使用說明

• AI的好處與限制

• AI vs 圖書館資料庫

• 研究流程的使用方法

2.細節的使用說明

• 下指令(Prompt)的技巧

• 輸入資料的注意事項

• AI研究小工具(免費)

3.符合倫理的使用

• 注意學校、教師的AI政策

• 正確揭露AI的使用

• 查核AI生成資訊



(3-1) 符合倫理的使用：注意學校、教師、出版社的AI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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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gs.utoro
nto.ca/about/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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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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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出版社的規範

 不能擔任作者、不能用來審稿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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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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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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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的標示位置



 期刊的標示位置

 現在有一些研究者使用ChatGPT生成文
字並直接複製貼上後投稿期刊並刊登，這
是錯誤的行為！優質期刊出現此種情形的
機率會較低。



https://2023.aclweb.org/blog/ACL-2023-policy/ACL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用於改寫或優化作者的原創內容：近似以往的拼寫檢查工具，例如Grammarly，可以不須揭露。
** 若作者語言能力不足以偵測優化後的內容是否正確傳達己意，則使用簡單但準確的英語較佳。

• 簡單的輸入協作：像是鍵盤預測下一個字，不會產生長篇文本，不需要揭露。
• 文獻搜尋/識別相關文獻：作者應自行閱讀與討論這些文獻，並要注意引用的正確性及文獻回顧的完

整性。將AI工具看成是搜尋引擎，要注意他推薦的文獻可能存在偏見。
• 低新穎性的文本生成：有些作者可能某些概念是浪費時間重複說明，而請AI代寫。但應該要說明在何

處使用這類文本，並說服審稿人已檢查內容並附帶正確引用。
• 新想法：若AI生成文本對於作者來說像是新的想法，應該要將AI當成共同作者或是在聲明處提及，且

作者應在AI生成的新想法之上自行發展後續的想法(要討論的主題是什麼、以什麼框架來討論此問題)，
另外也建議作者要檢查是否這些新想法出自於他人，標示正確出處以免抄襲。

• 新想法+新文本生成：相當於共同作者，然而AI不能身為作者。因此應避免這種使用方式。若選擇此
方式，可向審稿人論證說明內容正確、一致、原創，不過目前尚無法確認誰該為AI產生的文字負責
(模型開發者？訓練資料來源作者？生成文字的使用者？)。

https://2023.aclweb.org/blog/ACL-2023-policy/


(3-2) 符合倫理的使用：正確揭露AI的使用

APA, MLA, Chicago主要引文格式皆有相關規定
https://subjectguides.uwaterloo.ca/chatgpt_generative_ai/aigeneratedcontentcitation

https://subjectguides.uwaterloo.ca/chatgpt_generative_ai/aigeneratedcontentcitation


每個格式有進一步的說明, 像是如何認
定AI工具的身分與該怎麼完整標示與
AI的對話內容, 可以參考此圖書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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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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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awjournal.nuk.edu.tw/attach/0801-3.pdf

未

違反著作權法一定是學術抄襲，未違反著作權法也可能是學術抄襲。
著作權法保障「表達」，如：創造出的文字、影像，
著作權法未保障「觀念」，然而，依照學術倫理，
若參考他人之研究構想、過程、觀念，應說明出處。

ChatGPT基於訓練資料產出的文字，會不會傳達出某人的獨特觀念，
直接使用時，便不小心構成學術抄襲？

https://lawjournal.nuk.edu.tw/attach/0801-3.pdf


(3-3) 符合倫理的使用：查核AI生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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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PT:我現在覺得最難的事情是去查證AI生成內容是否正確？如果是完全捏造的可能還算好查證，可以
去找到真實資料比對。但是如果已經給了一筆資料請他摘要，或是他的答案有附上出處，我反而變得不知道
要不要相信他，而還是要自己全部檢查，這樣並沒有比較快。

1. 建立信任但保持質疑的
平衡

•信任來源可靠性：如果
AI生成內容引用了你已經
信任的資料來源，例如來
自知名學術期刊、圖書館
資料庫或政府網站，這些
內容可以作為一個初步參
考。你不一定需要每次都
完全檢查它們，但可以關
注摘要是否與你對這些來
源的理解一致。

•保持適當的質疑：對於
你不熟悉的或不知名的資
料來源，最好保持質疑，
尤其是當AI的摘要過於簡
單或與你已有的知識有出
入時。這些情況下，可以
選擇優先檢查資料。

2. 選擇性驗證

•關鍵點驗證：你不需
要完全檢查AI生成內容
的每一個細節，而是可
以挑選關鍵性的數據、
論點或結論進行驗證。
確認這些關鍵點的準確
性後，你可以更放心地
使用其他內容。

•多來源比對：如果AI
提供了單一來源的答案，
可能會讓你懷疑其完整
性。這時你可以用資料
庫檢索或其他工具來交
叉比對不同來源的資料。
如果多個來源支持AI的
總結，那麼該內容的可
靠性就更高。

3. 結合AI與資料庫工具

•AI作為第一步，資料庫
作為第二步：可以將AI
生成內容作為一個方向
指引或初步的概述，而
不是最終的答案。你可
以利用AI提供的線索、
關鍵詞或參考來源，然
後在資料庫中進行更深
入的查證。

•資料庫的主導性：你對
資料庫檢索更有主導權，
可以快速地轉換關鍵詞
和排序機制，這對你來
說是一個優勢。你可以
用AI生成的線索去擴展
資料庫搜尋，而不是完
全依賴AI的摘要。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4. 提高AI結果的透明度

•要求具體的來源與上下
文：有些AI工具允許你請
求更多細節或具體的文獻
段落。你可以要求AI提供
更具體的引用，例如讓它
給出一個完整段落的引用
或原文，而不只是簡單的
摘要，這樣你可以更快比
對其內容的準確性。

•關注AI來源的選擇機制：
雖然AI有時並不明確告訴
你它如何選擇來源，但你
可以關注它的預設資料庫
或常用來源，選擇信賴程
度較高的AI工具來避免不
可靠的信息。

5. 養成快速檢查的習慣

•檢查出處與引用風格：
AI生成的答案中若有附
上出處，可以迅速檢查
出處是否符合學術引用
標準。如果出處不清晰
或無法追溯原文，應提
高警覺。

•確認重要資料的背景：
AI常常生成的是概述性
內容，但某些資料需要
具體背景才能正確理解。
例如數據的年份、研究
方法等，這些背景資訊
能幫助你更好判斷資料
的正確性。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LEVEL 3. ANALYZE & EVALUAT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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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及請避免過度依賴導致影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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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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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AI之前，建議先思考以下問題

 刀子可以殺人、也可以用來料理，正確認知工具並將它運用於好的用途。

 為什麼我在這個場合、情境之下會想要使用AI輔助？使用AI會不會讓我減少學習成長的機會？我可
以怎麼使用它讓我同時有好的使用成果又能在它輔助之下有更多學習？

 這個AI工具背後的訓練資料是什麼？具有什麼功能？為什麼我使用它可以來完成我現在要進行的任
務？

 這個AI工具會不會產生什麼偏見？我提供給它的資料會不會侵犯我或他人的隱私/著作權？我可以
怎麼避免這些問題？

 我在使用前具備哪些已知知識？這些知識是否足夠讓我能去檢驗AI生成答案？或是我可以有什麼方
法/工具來交叉檢驗答案？

 請懷抱試驗精神：

 先用熟悉的領域知識來測試與檢驗AI生成結果，來了解這個AI工具的能與不能

 同時使用其他資訊資源管道或是其他種AI工具，會不會有其他收穫？或是可能更快更正確？



環境 勞工 隱私權 著作權 偏見與假資訊
• 訓練模型消耗
大量電和水

• 使用也很耗電

• 資料訓練過程
的血汗勞工

• 勞工失業

• 個人資料與隱
私保護

• AI訓練資料侵
犯著作權(紐約
時報)

• AI生成作品的
著作權歸屬

• 訴訟大全

• 強化偏見展現
• 強化假資訊流傳
• 增加詐騙
• Deep Fake

資訊落差 過度依賴 學術倫理 人機關係 透明度
• 加大資訊落差

(對AI的基本認
識、付費版本
的功能差異)

• 減低大腦認知發
展、不利學習

• 陽明交大周倩老
師簡報

• 中興大學孫以翰
老師簡報

• 機器的人權與道
德責任?

• 逝者復活的永生
問題

• 透明度難題
• 負責任AI

有許多倫理議題值得進一步關注! 可能是您研究或創業的題材!
(請點選連結初步了解, 可利用圖書館資源查詢更多相關資料)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871785
https://dq.yam.com/post/15870
https://www.gvm.com.tw/article/105947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69046?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B3%95%E5%BE%8B%E8%A7%80%E9%BB%9E-%E7%94%9F%E6%88%90%E5%BC%8Fai%E7%9A%84%E9%9A%B1%E7%A7%81%E4%BF%9D%E8%AD%B7%E9%A2%A8%E9%9A%AA-201000693.html
https://ai.iias.sinica.edu.tw/copyright-data-collection-during-ai-model-training/
https://www.sbir.org.tw/news/ipccknowledge_content?id=11481&page=1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14022,r17.php?Lang=zh-tw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20622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40309700617-430701
https://feja.org.tw/76110
https://joelhu.medium.com/%E7%94%9F%E6%88%90%E5%BC%8Fai%E5%8A%A0%E5%8A%87%E5%81%87%E6%96%B0%E8%81%9E%E6%B3%9B%E6%BF%AB-%E7%B6%B2%E8%B7%AF%E5%AE%89%E5%85%A8%E9%9D%A2%E8%87%A8%E6%96%B0%E6%8C%91%E6%88%B0-b11af36f6ef1
https://tenten.co/learning/china-deep-fake-ai-influencer/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97309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64826174
https://www.taaee.org.tw/docs/%E8%AC%9B%E8%80%85%E5%8F%AF%E5%85%AC%E9%96%8B%E7%B0%A1%E5%A0%B1/%E6%BC%94%E8%AC%9B_TAAEE_20240503%E7%89%88%28%E5%85%AC%E5%B8%83%E7%89%88%29.pdf
https://research.nchu.edu.tw/upfile/editor/files/%E8%87%AA%E6%88%91%E6%8A%84%E8%A5%B2%E8%88%87%E6%96%87%E5%AD%97%E5%86%8D%E4%BD%BF%E7%94%A8%E7%9A%84%E7%95%8C%E7%B7%9A%E5%8F%8AChatGPT%E9%81%8B%E7%94%A8_20231102_%E4%B8%AD%E8%88%88%E5%A4%A7%E5%AD%B8-new(4).pdf
https://www.iso.cuhk.edu.hk/chinese/publications/cuhkupdates/article.aspx?articleid=4041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71649
https://ai.iias.sinica.edu.tw/transparency-of-algo-governance-minutes/
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349115


GLOBAL AI REGULATIONS TRACKER: EUROPE, AMERICAS & ASIA-
PACIFIC OVERVIEW

 歐盟AI Act於 2024 年 3 月 13 日獲得
歐洲議會的贊成票，在2年寬限期後
於2026年6月左右全面適用。

 加拿大正在訂定AI and Data Act 
(AIDA) 

 巴西正在訂定AI Bill

 美國以行政命令、法例及擬議法案
來進行AI治理

 其他國家的情況請見全文:
https://legalnodes.com/article/global-ai-
regulations-tracker

https://legalnodes.com/article/global-ai-regulations-tracker


LEVEL 4. CREATE AI

 思考AI與自己的特殊性/不可取代性、如
何各自發揮專長的合作出更好的成果？

 發覺AI工具的更多新用途

 建立自己的AI模型/工具

 提出新的AI理論/小研究

 參與AI政策的制定/規劃

UNESCO-Harnessing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 primer for higher education stakeholder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667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6670


4. 圖書館現有的AI工具



 輸入資料庫名稱查詢

【資料庫檢索畫面】



【整合查詢畫面】
請將查詢範圍設定為「資料庫」
或利用左方的「調整檢索結果」
限定資源種類為「資料庫」



SCOPUS AI

https://lib.video.nccu.edu.tw/media/377
有開課！

https://lib.video.nccu.edu.tw/media/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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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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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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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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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據「摘要」和「關鍵字」來挑選出
2003年後的10篇文章，與引用次數無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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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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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使用中文查詢，然而英文查詢的
效果還是會比較好。

• 和資料庫的查詢方式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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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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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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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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圖書館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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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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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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能
得到答案。
建議可以多變換問題，試著提
供多種脈絡資訊來測試看看不
同的答案。

也可以AI問答一個階段後回到
資料庫查詢頁面，閱讀一些文
獻後，再根據新獲得的新知來
此繼續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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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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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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協助更改學術英文
• 需先註冊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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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用資料庫] Web of Science Research Assistant (~10/25)
https://www.lib.nccu.edu.tw/p/406-1000-3625,r17.php?Lang=zh-tw

https://www.lib.nccu.edu.tw/p/406-1000-3625,r17.php?Lang=zh-tw






許多資料庫廠商已在開發與測試AI功能
不過新功能未必能應用在所有資料且有些功能需要另外付費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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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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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所有文章都有



5.查詢與追蹤AI新知 (除了修課與聽演講以外)



1. 重要團體與組織可定期查詢這些單位的網站資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教育用途與
影響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HRC):人權保障

 國際電信聯盟 (ITU):AI倫理與隱私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AI政策

 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AI
Act

 世界經濟論壇 (WEF):AI技術發展

 G20

 人工智慧全球夥伴(Global Partnership on 
AI, GPAI)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FLI)

 OpenAI, Google, Meta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

 IEEE courses

 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The ACM digital library

 紐約大學AI Now Institute

 MIT Media Lab

 牛津大學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 (FHI)

 史丹佛大學 Human-Centered AI Institute 
(HAI)

 Berkeley AI Research (BAIR)

市場研究機構

 Gartner

 Gartner SWOT 
analysis

 McKinsey & 
Company

 The McKinsey 
quarterly.

 Forrester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CB Insights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0918998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464633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1321774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4550773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4064111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041304705721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2. 重要新聞、雜誌、期刊資源請善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科技 教育 產業 法律

• MIT Technology 
Review

• Wired
• The New York Times -

Technology Section
• The Guardian -

Technology Section

• EdTech Magazine
•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 Education Week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Forbes - AI Section
• Bloomberg - Technology 

Section
• The Financial Times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Technology Section

• Law Technology Today
• The Artificial Lawyer
•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 Law.com

•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 Computers & 
Education

•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 Stanford Law 
Review

• The Yale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 藍色字體為學校有訂購, 設有連結
* 可以利用JCR或Scopus來查詢更多高品質英文期刊
*中文期刊請利用CNKI與華藝線上圖書館
* 更多中英文新聞雜誌請見【雜誌新聞線上看】

OpenAI. (2024). ChatGPT 4o (Sep 28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673723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1027646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4687916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651997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egq20k/cdi_proquest_reports_1936540164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430769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0456506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801034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433063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0420006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323543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249144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egq20k/cdi_gale_infotracmisc_A680569042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2096825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1349345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0404073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1585150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1193894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1159052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0306286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0482741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1984218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180990497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1689985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CCU_INST/92ogcr/alma991021154499205721
https://ncc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CCU_INST:886NCCU_INST&collectionId=81220598860005721&lang=zh-tw
https://chatgpt.com/share/66f78b13-c304-8005-a5fb-f125561cf586


3. 利用SCOPUS建立搜尋結果追蹤以獲得最新高品質研究進度
(您也可以使用其他資料庫的這個功能來同時訂閱多個新知管道)



查詢結果頁面會出現按鈕

登入後可以看到
建立的新知通報



也可以追蹤作者或是某篇文獻

可以刪除通知或於此重新搜尋



使用線上館藏注意事項

 請先登入您的借閱證帳號密碼(有些資料庫會需要設定VPN)，確認資料庫頁面上方有出現政治大學等字樣，
才代表有登入成功。

 若平常都可以登入成功，突然無法登入，請您先清除瀏覽器Cookies後登入看看。

 使用線上期刊時，請留意不同資料庫收錄的期刊年代和卷期號範圍不同，選擇您需要的年代範圍的資料庫
進入使用。

 若您在Google scholar查到一篇期刊文章要付費後才能觀看全文，先別付費！

 建議您先將該文章題名也來圖書館的學術資源探索系統查看看，也許就會發現圖書館已付費採購了~

 可以根據Google scholar這篇文章的網址出現的網域來推論它被收錄於哪個資料庫，再去該資料庫查詢看看~

 提醒您設定Google scholar圖書館連結政大！這樣可以增加您在Google scholar查到電子全文的機會！

 古籍、檔案史料、統計資料、商業報告、法律判例等專業資料，建議您記住幾個領域內重點資料庫，直接
使用這些資料庫查詢。

 請勿大量下載！以及不要將您的帳密提供給校外人士使用！資料庫廠商合約只限校內教職員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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