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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材說明	

一、 適用對象與先備基本知識	

資訊傳播學系學生，修畢基礎程式設計者	

二、 學習目標	

理解	python	的進階實務應用	

三、 教材/案簡介與學習評量工具設計	

本教材實施於資傳系大一進階程式設計課程之中，授課對象為亞洲大學資傳系

大一學生，資傳系雖於資電學院中，但對於學生而言，程式設計課程與其未來

專業發展需求有較大的落差，也因此，如何引起學生較高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

趣更顯重要。	

過去一般學習程式設計教材多以語法講述為主，輔以範例說明。然而，對於學

習興趣不高的學生來講，語法的講述顯得十分枯燥乏味，即便是最後以較生動

有趣的範例作為總結，但學生多於課程前半段便失去興趣，範例的效果也受到

很大的限制。	

本課程為進階程式設計，希望培養學生較進階的程式應用開發能力，然而對於

資傳系的學生而言，相較於獨立完成進階應用的實作，如何藉由工具的輔助來

達成進階應用開發反而更形重要。本教材的設計乃是利用	ChatGPT 的輔助來協

助學生完成基本程式結構，再由學生依據實際需求進行程式內容的微調。	

本教材與傳統程式設計教材最大的差異在於不要求學生自行撰寫程式，而是教

導學生善用工具，並配合基礎程式設計所習得的基本程式技巧，完成資訊傳播

領域相關的進階應用，避免學生因為語法學習與程式撰寫的困難與不知為何而

學的因素而退縮，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學習成效。	

藉由網路爬蟲應用以及期末小遊戲的設計來評估學生對於利用 ChatGPT 輔助完

成實作應用的能力。網路爬蟲可以熟悉 ChatGPT 的運用，並搭配實務需求進行

程式的調整，小遊戲的製作則須從頭開始與 ChatGPT 溝通，並且藉由反覆的指

令來調整需求，可以評估學生對於應用需求的邏輯思考能力以及運用 ChatGTP

開發應用的能力。	

四、 學習流程安排	

本教材的規劃從 Python 程式設計的基本概念複習出發，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
ChatGPT搭配網路爬蟲的觀念以及實作、政府開放資料的運用與實作以及互動小
遊戲的開發，進而協助同學運用 ChatGPT進行學習並完成相關應用開發。 

五、 學習議題	

生程式 AI	工具的應用	



六、 教師注意事項	

本課程屬基礎開發並搭配部分進階應用提升學生參與，教師可依據學生需求針對

不同學生程度提供適度的進階開發應用與實作練習，藉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七、 學習資源	

本教材提供教學影片以及相關學習範例檔案供學生自學與練習之用。	

貳、 課程說明	

一、 課程基本資料	

(一) 課程名稱：	

(二) 課程類別：(得複選)□通識課程、þ院基礎課程、□系基礎課程、□系核心課

程、□系特色學程課程、□跨領域學程課程、□問題導向學習課程、□專題導

向學習課程、□設計導向學習、□翻轉課程、□數位學習課程、□服務學習課

程、□其他     

(三) 任課教師：林佳漢	

(四) 上課時間：13:10-15:00、17:10-18:00（週三、週四）	

(五) 學分數：3（雙班）	

(六) 教室：H205	

(七) 修課人數：57/57	

	

二、 課程目標與內容	

(一) 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乃是希望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此課程

設計乃藉由累積多年的程式相關教學經驗所規畫的一個 python 進階程式設計之
學習步驟與流程。希望藉由生成式 AI工具的輔助以及實作範例的設計來提高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同時希望藉此讓同學對於 python 程式設計應用能夠
有一個全面性的了解，有助於未來開發與設計相關實務應用。 

	

(二) 課程內容：	

主要的課程內容包括下列四個單元：	

1. 基礎操作複習	



2. 網路爬蟲應用概述、結合	ChatGPT	實作網路爬蟲應用	

3. 開放資料應用概述、結合	ChatGPT	實作開放資料應用	

4. 結合	ChatGPT 小遊戲開發概述與實作	

而本課程規劃預期達成之效果可從教學面與學習面等兩個不同的面向來探討。 
就教學面而言，由過去程式設計課程的教授經驗，非資訊科系學生對於程式設計

的學習動機較低，因此希望透過本課程教材的規畫開發出一套適合老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課程。本課程規畫同時考慮了教師授課與學生學習的需求，並且完整的安

排了一個學期的教學以及學習份量，希望能夠藉由經驗的累積來設計一套適合的

教學計畫。 
就學習面而言，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是一門科目成功與否很重要的兩個要

素。本課程之設計發除了藉由合適的課程規劃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更進一步

結合各單元的範例設計以及 ChatGPT 工具輔助的規劃，希望能夠提高學生的參
與感並使得他們的學習動機得到有效的提升，進而能夠依照教材與課程的規劃一

步一步的學習與吸收，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除了教師課堂的講解之外，學生亦

可利用數位教材進行自我學習與複習，經由反覆的練習可以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果 

	

參、課程設計與經營	

一、 每週教學進度及教材內容規劃 

l 請說明 18週教學進度與課程實施運用之教材。 

週次 
Weeks 

課程內容 
Course content 

1 課程簡介  
Python 基本複習 

2 Python 基礎練習（一）影音教材 
3 Python 基礎練習（二）實作練習 
4 Python 函數運用（一）實作練習 
5 Python 函數運用（二）實作練習 
6 網路爬蟲基礎與討論 
7 網路爬蟲實作（一）影音教材 
8 網路爬蟲實作（二）實作練習 
9 期中作業 – 網路爬蟲應用 
10 網路爬蟲補充（一） Google 搜尋應用 
11 網路爬蟲補充（二） 影音教材 
12 政府開放資料運用概述與討論 
13 政府開放資料運用（一）影音教材 
14 政府開放資料運用（二）實作練習 



15 結合 ChatGPT小遊戲開發概述與實作（一）影音教材 
16 結合 ChatGPT小遊戲開發概述與實作（二）實作練習/外部補充教材 
17 結合 ChatGPT小遊戲開發概述與實作（三）實作練習 
18 期末遊戲專案 

 

二、 學習活動與作業設計 

l 請說明課程如何規劃合作學習活動（不拘實體或虛擬之形式），如問題分析、議題討

論、同儕互評、競賽活動、團隊報告、學習者聚會（Meetup）等。 

l PBL教學請考慮：能發問有意義的問題、問題分析與定義、問題解決策略之小組討論、
問題解決方案之選擇、方案成效評估、方案修正等問題解決力培養之教學設計。 

針對網路爬蟲以及政府開放資料的運用，於課堂上提供議題的分析與討論，協助

同學們理解相關應用，進而發想屬於自己的傳播應用。 

 

三、 學習評量工具設計 

l 請說明形成性評量設計，如隨堂測驗、作業、議題討論等，幫助學習者瞭解自我學習狀

況。 

本課程的形成性評量設計安排於及每一課程單元完成時，藉由各單元練習專案的

完成來了解學生對與每一課程單元的理解程度，除了讓同學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外，更能藉以提供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並對於課程的安排予以適當的調整！ 
 

l 請說明總結性評量之設計，協助學習者提升對整體課程目標與內容的學習成果評量。 
課程之總結性評量則為期末的小遊戲專案，本課程之目標即是讓同學有能力透過 
ChatGPT的輔助完成 python程式應用的規畫與製作。而期末的專案則是從遊戲內
含的構思開始，並藉由與 ChatGPT的反覆溝通來修正程式內容，進而完成最後的
遊戲專案，溝通的過程可以訓練同學們對於專案內容的理解以及邏輯設計，其成

果則可展現同學們對於整體課程的掌握情況。 
 

l 請考慮專業知識，技能及關鍵能力(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多元分析、判斷決策、
有效推理、有效溝通、團隊合作)之評量。 

 

本課程於上課期間透過課堂作業、課後作業、期中作業以及期末專案的製作來掌

握學生的學習行為，並可分析不同單元間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及學習成效，可以做

為後續課程內容以及進度調整的參考依據。 
 

 



 

  



肆、課程集錦 (課堂照片、教材截圖等) 

l 實施課程之教學照片或錄影檔(請提供 2堂各 30分鐘課程片段)光碟 













 

 
 
 
 
 

  



伍、具體教學之成果與評估 

l 請以教學評量、其他學習成果(學生作品、得獎成果)整體評估課程實施效果 
(至少要附上學生對此門課之教學回饋、質性意見與量性評量各向度分數的結果
與老師的反思) 
 

一、教學評量： 

  



二、學生作品 

 

 
 
 
 
 
 
 
 

  



三、教師反思 
本課程初始設計是想採用翻轉教學搭配程式模板來協助學生快速完成相關應用的設

計與開發，然而隨著 ChatGTP的發展，因此重新思考課程設計，進而將 ChatGTP融
入教學與學習。 
對於多數的資傳系學生而言，程式設計是一門枯燥乏味的課程，雖然過去嘗試引入大

量的範例來提升同學們的學習興趣，但對於多數以影視發展為目標的同學們來說，還

是難以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 
本課程的設計讓學生得以在ChatGPT的協助下完成跟傳播領域較為相關的爬蟲應用、
開放資料應用以及小遊戲的設計，透過學習與 ChatGPT 溝通，也可提升學生的邏輯
與表達能力，較為貼近生活以及專業領域的應用，也可提升學生的參與及學習興趣。

而利用影片來解說期中期末專案，對於傳播領域的學生來說，可提升參與的感覺，也

化解了程式設計冰冷的過程，可提升一點學習的活潑程度。 
綜觀整學期的上課情況，可以發現 ChatGPT 輔助學習的課程設計有助於學生提升學
習興趣以及學習效果。從期末的學習反饋以及學生作品可以看出來 ChatGPT 輔助學
習的課程設計對於非傳統資訊科系學生學習程式設計有著正面的助益，且學生可嘗試

與其本科系之專業進行結合，產出具有專業特質之應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