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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 

 

教案設計者：張培卿、陳韻婷 

課程領域：科技領域 

教案題目： AI 滅飛特攻隊 

授課時數：40 分鐘 x ７節，共 280 分鐘 

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人工智慧中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指透過學習現有的資料，找出資料中的規則，

讓機器能夠依照規則或知識推測新的實例。本課程設計旨在應用機器監督式學習的概念並結合自

然領域運用於解決真實情境的登革熱防治問題。期待藉課程內容引發學生對於機器學習的興趣，

並從體驗中認識監督式學習歷程，以理解器的原理，最後結合資訊領域，以 Teachable  machine

軟體將所學成果加以應用，設計一款可以偵測容易滋生病媒蚊環境的人工智慧，藉此培養學生問

題解決及實作能力，以下為課程架構圖： 

 

 

 

 

 

 

 

 

 

 

 

 

教學目標： 

1.引導學生認識並分析登革熱病媒蚊與其生長環境。 

2.教導學生認識人工智慧基本的機器學習方法（非監督式學習-階層式分群、監督式學習-決策樹）。 

3.協助學生進行 Teachable  machine 人工智慧模組訓練實作。 

教育對象：國小五年級學生 

AI 

滅飛 

特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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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環境教育篇（2 節）】 

一、引發動機： 

1 教師提供新聞快訊畫面，請學生猜測並討論學校為什麼被罰錢？ 

2.播放自製影片，引導學生發現校園是因為發現孑孓被罰錢，並 

討論孑孓有什麼危害，進而引導至課程的「滅蚊」重點。 

二、發展活動 

誰是確診者 

1.教師說明目前對我們生活影響最劇烈的疾病是登革熱，並透過「莒光醫院病歷表」引導個小組

思考討論確診登革熱可能有哪些症狀。 

2.教師播放「登革熱確診症狀」，提問學生回答登革熱的病徵，並引導學生檢視自己的答案是否

正確。 

斑蚊有美的攻擊 

1.教師發下蚊子相關紙本資料讓學生充分閱讀，以破解預告信的密碼做準備。 

2.教師公布「斑紋有美的攻擊預告信（完整

版）」，並於各組發下一台平板，讓學生根據紙

本資料破解密碼，解開 Mail 中的附件檔案。 

 

◎任務內容： 

各組學生可根據紙本資料找出蚊子的特性包含： 

(1)喜歡顏色深、氣味重、溫度高的人。 

(2)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叮咬的高峰時間為上午 9~10 時、下午 16~17 時。 

(3)如何消滅登革熱。 

(4)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的差別。 

破解密碼小組可解開附件檔案，並進入小組 Jambord 線上共編白板，完成「如何避免蚊子叮咬」

的九宮格發想任務，提前完成任務小組可往下完成加分題。 

3.教師請各組學生分享「如何避免蚊子叮咬」的策略。 

4.教師公布防蚊策略檢核表，並引導學生針對各項策略依照花費、對環境及人體的負擔、滅蚊有

效程度進行檢核評分。 

5.教師提問學生「有什麼防蚊策略不但不用錢，對環境和人體都有益，而且保證不被蚊子咬？」

並引導學生理解【杜絕病媒蚊】才是最佳的防蚊之道。 

蚊子家在哪 

1.教師發下校園環境照片，引導學生利用閱讀資料及線索歸納出容易滋生蚊子的環境共同點為

「凹凸不平、容易積水處」。 

三、綜合活動： 

1.教師利用快問快答活動，幫學生複習兩節課中關於登革熱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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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說明「為了避免校園滋生病媒蚊，從今以後每位學生都要協助巡視校園 100 次」引發學生

為偵測環境感到麻煩的心態，藉此帶入後續人工智慧的學習及應用單元。 

【機器學習篇（２節）】 

一、引發動機 

1. 教師提問學生利用人力反覆檢測積水環境很花時間，詢問是否有更有效率的方式，並引導學

生說出利用人工智慧解決問題。 

2.教師提問學生何為人工智慧，並透過舉例讓學生了解人工智慧目前的應用。 

３.教師以 mblock 程式中的年齡辨識為範例，讓學生體驗人工智慧的效果。 

人工智慧的起源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人工智慧的起源、如何判定機器足夠聰明 

2.教師解釋圖靈在二戰期間提出以機器破解恩格機取代人工運算，成為電腦之父，後續更提出著

名的圖靈測試以檢視機器是否能思考學習，而圖靈測試的定義則是「如果一個人（代號 C）使用

測試物件皆理解的語言去詢問兩個他不能看見的物件任意一串問題。物件為：一個是正常思維

的人（代號 B）、一個是機器（代號 A）。如果經過若干詢問以後，C 不能得出實質的區別來分

辨 A 與 B 的不同，則此機器 A 通過圖靈測試。」。 

3.教師解說目前尚未有機器完全通過圖靈測試，因此可以利用此法設計網站上的驗證機制，另一

方面也因此目前的人工智慧多以弱ＡＩ的方式呈現。 

二、發展活動 

機器如何學習－非監督式學習 

1.教師引導學生說出套印貼紙具備哪些特徵、引導學生將貼紙圖案分群。 

2.教師讓學生分享自己的分群方式，並提供其他模稜兩可的圖案引導學生發現此類分群方法沒有

標準答案，每個人的分群方式可能有差異。 

 

 

 

ＶＳ  

3.教師解釋此為模擬「讓電腦自行找特徵的分群，稱為非監督式學習，而剛剛使用的方式則稱為

階層式分群，可以根據情境所需來設定合適的標準。」非監督式學習主要目的是利用機器快速找

出數據資料間的關聯性或發覺資料的差異性」  

機器如何學習－監督式學習 

1.教師說明非監督式學習沒有明確的標準答案，而另一種機器學習的方式則會有固定答案，二分

法對這種機器學習的方式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學會惢、聶、麤、犇四種標記後，再次看到不同

字體呈現的「麤」，雖然字體與先前所學的不同，但仍可以辨識出來，稱為監督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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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利用「猜猜我想誰」活動引導學生利用是非題問出關主手上的撲克牌是哪一張，並討論哪

一種提問方式更有效率。 

 

3.同樣以撲克牌為例，若將各式撲克牌進行分類並加註標

籤後，若此時出現新的卡牌則可以利用二分法找出新卡牌

的分類，此方式稱為決策樹。 

 

4.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行動決策樹活動，透過觀察比對找出此情境的決策樹判斷依據。 

5.教師解釋雖然已有明確標籤定義，但決策樹的答案不只一種，若能用更少階層進行更準確的判

斷，則是優良的決策樹。 

三、綜合活動 

校園環境偵測 

1. 教師發下數張環境照片、環境偵查順序表並說明「這是某位環保局人員的依照風險高中低，

所排出的熱點檢查順序，請試著找出它判斷的理由，並用決策樹的方式呈現其判斷路徑。」 

2. 各組學生上台發表決策樹圖形。 

3. 教師提供新的環境照片，並根據學生的決策樹檢視落入哪一個結果，引導學生討論的決策分類

是否準確、有效。 

【AI 實作篇（３節）】 

一、引發動機 

1. 教師提供大量的環境照片讓學生嘗試在 1 分鐘內進行判斷，並引導學生認為人工缺乏效率的

心態，就此感受人工智慧的便利與價值。 

二、發展活動 

訓練校園環境偵測 AI 模組 

1.教師解說如何利用平板拍攝照片，並讓學生根據低、中、高風險評估欲前往拍攝的校園地點。 

2.教師實際帶領學生前往校園拍攝環境照片 

3.教師引導學生將所拍攝之照片依照滋生風險高中低進行分類，並利用 Teachable Machine 建立

校園環境病媒蚊偵測 AI 

4. 教師帶領學生將機器學習模組偵測校園其他地點（柳月池(低)、廚房坡道(高)、2F 飲水機槽

(高)、沙坑(中)、水溝(高)），並讓學生用自己訓練的模型檢測環境的風險，並截圖證明自己的

模型答案。 

人工智慧的生活應用 

1. 人工智慧軟體不只可以辨識登革熱的環境，未來如果你的生活中有其他需要辨識的物件，也

可以自己拍照上傳教電腦學習，像是現在有很多地方都有應用ＡＩ技術來幫著我們的生活更

加便利，如車流辨識控制紅綠燈、兒童睡眠安全監控等。 

三、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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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引導學生利用電腦完成教學成效檢測評量。 

2.統整學生點數，進行頒獎。 

學習評量內容 

1.透過解謎關卡檢測學生是否能了解登革熱病媒蚊的孳生環境，並了解登革熱的重點防治工作。 

2.能從操作課堂活動，並歸納機器進行監督式學習（決策樹）的歷程。 

3.能從活動體驗中了解機器進行非監督式學習（階層式分群）的歷程 

4.能將環境照片進行決策樹分類。 

5.能實際操作 Teachable  machine 程式，並完成 AI 組訓練。 

參考資料： 

1.和 AI 做朋友(線上研習課程)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76 

2.和 AI 做朋友－相逢篇：人工智慧有意思 (國小) 



6 
 

附件－課堂教材（學生閱讀資料） 

   

 

 

 

 

 

 

  

 

 



7 
 

附件-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