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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ChatGPT輔助教學對職能治療大學生英文期刊論文閱讀之效能

驗證 

 

中文摘要(以一頁為原則)： 

背景：中文或英文期刊論文閱讀對於職能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OT) 學生獲取新知

至關重要。但學生閱讀時面臨諸多困難，如基本知識不足（包含論文主題、研究方法、

以及論文結構等知識）、閱讀能力欠佳、語言障礙、難以即時釐清問題、難以確認是否

理解正確、時間管理困難等，嚴重影響學生之論文閱讀效能（包含掌握學習重點及提高

學習層級）以及閱讀/求知興趣。上述問題導致學生之閱讀成效及閱讀自我效能不佳，甚

至產生閱讀焦慮。聊天型生成預訓練轉換器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 具即時回饋、針對性資訊/知識解釋等諸多優勢，極具潛力可提高閱讀效能以

及興趣。然而，ChatGPT 輔助閱讀論文對於提升 OT大學生之論文閱讀效能尚無實證。 

 

目的：驗證 ChatGPT輔助期刊論文閱讀教學，能否提升 OT大學生論文閱讀之效能以及

興趣。 

 

方法：本研究採單盲交叉設計 (cross over design)。主持人將於網路招募已實習完畢之

OT大四學生，隨機分派至實驗組及對照組，二組各 30人。教學將分為二階段進行：

一、實驗組接受傳統及使用 ChatGPT 輔助英文論文閱讀之教學，對照組僅接受傳統教

學。教學時間為期四週，每週二次，每次 2小時，合計 16小時；二、實驗組及對照組

之教學內容互換，教學時間同第一階段。所有受試者皆接受三次評估：第一階段教學前 

(T0)、第一階段教學結束後 (T1)、第二階段教學結束後 (T2)。主要成效指標為閱讀論文

學習目標達成率（包含對論文章節/內容、主要概念及統計方法之瞭解程度）；次要成效

指標有二：閱讀理解自我效能及閱讀焦慮/興趣。 

 

預期結果及貢獻：主持人預期 ChatGPT輔助將可提升學生英文期刊論文閱讀之效能、自

我效能、減少閱讀焦慮、並提升興趣。本研究或將是國際上首次應用 ChatGPT 輔助閱讀

英文期刊論文之實證研究。本研究結果可提供實證支持之教學方法，可作為後續相關領

域之教學與研究設計之實證依據。 

 

關鍵字：聊天型生成預訓練轉換器、期刊論文、職能治療、閱讀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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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Specific aims)： 

本研究之目的為：驗證 ChatGPT 輔助能否提升職能治療大四學生閱讀論文之效能。

具體之研究目的有四： 

1. ChatGPT輔助閱讀期刊論文能否提升職能治療大四學生之閱讀效能（主要成效） 

2. ChatGPT輔助閱讀期刊論文能否提升職能治療大四學生之閱讀理解自我效能（次要成

效） 

3. ChatGPT輔助閱讀期刊論文能否降低職能治療大四學生之閱讀焦慮（次要成效） 

4. ChatGPT輔助閱讀期刊論文能否提升職能治療大四學生之閱讀興趣（次要成效） 

 

計畫背景及重要性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職能治療學生閱讀英文期刊論文的重要性 

對職能治療學生而言，有效閱讀與理解期刊論文為提升其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之關

鍵。學生可藉由閱讀期刊論文以瞭解職能治療領域之最新研究結果，包含：創新理論、

新治療技術，或對特定疾病之患者之最新瞭解等，促進學生之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發

展，甚至執行學術研究。1, 2透過閱讀期刊論文，學生亦可進一步更新或修正其現有知

識，尤其於新的研究結果挑戰或修正過去之理論或概念。藉此學生可確保其掌握知識之

正確性與時效性。此外，期刊論文亦可提供學生觀察或接收各種創新思想之產生與發

展，促進其對探索未知領域之興趣。因此，閱讀期刊論文對職能治療學生之專業發展與

學術研究至關重要。 

閱讀英文期刊論文可提升職能治療學生之專業知識/技能，主要包含四種：(1) 專業

知識：學生於閱讀期刊論文之過程中，可獲取最新之研究成果或趨勢，如此可使學生持

續更新並拓展其專業知識範疇，獲取與職能治療相關之新型疾病狀態、治療計畫或評估

方式。此外，學生亦可建立對專業知識之整體瞭解，並將理論與實務經驗結合。上述對

學生於未來職業生涯中可提供基於實證之職能治療服務具有重要意義；3, 4 (2) 英文能

力：由於學生於閱讀論文過程中，將大量接觸英文字彙、語法結構、學術專業用語等，

不僅可促進學生學術英文之閱讀能力，亦可透過模仿寫作風格以提升/改善其寫作技巧；

(3) 批判性思考：透過對各種研究方法、統計分析和研究結果的判斷/分析，學生可習得

如何區分品質優良或不佳之研究，從而能於臨床實務中選擇較具實證依據之治療/決策；

4, 5 (4) 學術研究能力：透過閱讀期刊論文，學生可學習研究設計之知識，可於教師之指

導下，進行簡易研究之規畫與執行。上述過程可加強學生對實證研究之瞭解，並有助於

學生於未來自己的學術研究中，運用相應的研究設計、分析方法以及資料解釋。 

簡言之，閱讀英文期刊論文對職能治療學生具有重要意義，可協助學生提升專業知

識，促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並提高其批判性思考之能力。故提升學生論文閱讀之能力

及效能至關重要，有助於培養學生專業發展，強化其於職能治療實務及學術研究之廣度

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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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期刊論文之閱讀重點 

大學生閱讀期刊論文之學習重點，主要有三：(1) 掌握論文主要架構及章節重點、

(2) 初步瞭解論文主要知識及應用、(3) 瞭解論文主要統計方法、功能及初步數據解讀。

以下將分別詳述之。6-8 

掌握論文主要架構及章節重點為閱讀論文之首要步驟。8具體而言，論文架構包

含：前言、方法、結果及討論等章節，各章節皆有其獨特之目的及內容。以前言為例，

論文應於此章節論述研究背景、過去研究之不足處、做此研究原因，以及研究目的等。

再以方法為例，論文內容應涵蓋研究對象、流程（或介入）、評估工具（或成效指標）、

及統計方法等。因此，學生需學習各章節之主要論述內容，以快速定位/查找需要之資

訊，亦可更深入/明確地理解論文之內容，並有助於對論文進行評析。 

論文主要知識之初步瞭解與應用，為另一閱讀論文之重點。8除了掌握論文架構及

章節重點外，學生亦須瞭解論文主要知識內容，如：專有名詞、概念及理論架構等。以

「巴氏量表之心理計量特性驗證」主題之論文為例，學生需瞭解巴氏量表之測量概念、

評估方式（包含：適用對象、指導語、評估項目/流程、評分方式及數據解釋）。此外，

學生亦須瞭解作者於論文中使用巴氏量表之目的為何，以及是否合適等。透過瞭解論文

主要知識，可提升學生對於論文內容之理解，並有助於學生應用所學於實務中。 

另一方面，論文主要統計方法及初步數據解讀，亦為閱讀論文之重要學習目標。7

期刊論文依據其主題不同，將包含不同統計方法。對大學生而言，不同於研究生需要瞭

解統計方法之細節、方法選擇之合適性、或其數學理論，然而至少需瞭解統計方法之基

本概念、定義、以及適用情境。此外，大學生亦須學習如何解讀及理解論文之統計結

果，並可初步判斷研究結果之可靠性。 

簡言之，大學生於閱讀期刊論文時，須兼顧論文結構、內容與統計分析三種學習重

點，以達到瞭解且有效應用之目的。故教導學生如何有效地達成上述三種學習重點，為

職能治療養成教育之核心目標之一。 

 

學習層級－布魯姆分類法 (Bloom’s taxonomy) 

布魯姆分類法 (Bloom’s taxonomy) 為一常用之教育學理論，為評估學生學習層級之

結構（圖 1）。9, 10此分類法自簡單之知識記憶、至複雜之整合及評估，由學習層級低至

高形成六階層結構，可協助教學者於設計論文閱讀之課程及教學活動時，可評估/掌握學

生論文閱讀之學習目標，並可依此設計教學活動以滿足其學習目標。Bloom’s taxonomy

架構共有六層級，由低至高分別為：「知識 (knowledge)」、「理解 (comprehension)」、「應

用 (application)」、「分析 (analysis)」、「整合 (synthesis)」及「評估 (evaluation)」。其

中，最高二層級「整合」及「評估」之學習目標對大學生而言過於進階且不易達成。故

於此僅說明四層級（知識、理解、應用與分析）之定義、學習目標及其於閱讀英文論文

之應用，並以學生瞭解論文之主要架構及章節重點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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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loom’s taxonomy 之學習層級、學習目標以及輿論文閱讀之應用對照 

 

「知識」層級為 Bloom’s taxonomy 的第一層級，為學生對資訊理解之基礎，係指對

特定概念（或詞彙）的初步瞭解。10此階段的學習目標，主要為學生能辨識或記憶習得

的概念/定義。以掌握論文之主要結構與章節重點為例，學生須可辨識且記憶有關論文結

構或章節之定義與概念，如論文應包含前言章節，以及前言章節需論述之重點包含研究

背景、過去研究不足之處、做此研究之原因及研究目的。學生需要透過知識層級接觸並

掌握新的概念或知識，並於此基礎進行更高層次之學習。 

Bloom’s taxonomy 第二層級為「理解」，指對特定概念原理的掌握與瞭解。10此階段

之學習目標，主要為學生能基於第一層級「知識」對概念初步瞭解，進一步解釋概念的

形成、運作或機制。以掌握論文之主要結構與章節重點為例，學生於此層級可瞭解此論

文主要論述的主題/重點，亦須掌握作者之觀點，如瞭解作者執行研究之主要原因（由於

過去未有合適之評估工具，良好評估工具亟待發展；或某介入方式之療效未定）等。 

「應用」層級為 Bloom’s taxonomy 之第三層級，指對特定概念應用於實際操作或解

決問題。10此階段之學習目標，主要為學生可應用所學之概念於相關領域。以掌握論文

主要結構與章節重點為例，學生除「理解」層級之瞭解作者於各章節提及之重點外，亦

可與其他章節連貫，如瞭解作者於前言章節提及過去未有合適之評估工具以測量某概

念，於研究方法章節作者如何設計嚴謹之研究方法以避免過去工具可能造成之問題。簡

言之，應用層級為學生於閱讀英文論文時，可將所學知識應用/類化於其他概念或實務之

重要階段。 

「分析」層級為 Bloom’s taxonomy 之第四層級，指對習得之概念進行分析及判斷，

並可說明其價值或問題。10此階段之學習目標，主要為學生可分析作者提出之看法、觀

點或解釋是否合適。再以掌握論文主要結構與章節為例，學生須可辨識論文之主要論點

及證據，並可判斷其有效性及可信度。此外，學生亦須可判斷作者之觀點及論證（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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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研究不足、或本研究結果之解讀等），並可辨識其可能存在之偏見或限制。「分析」層

級為學生於閱讀論文過程中，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之重要階段。 

綜上所述，Bloom’s taxonomy 為一有效之教育學理論，可評估學生之學習層級，協

助教學者設計英文論文閱讀之課程及教學活動。此外，Bloom’s taxonomy 亦可作為論文

閱讀相關教學或訓練之成效評估，透過明確之學習層級，教學者可瞭解學生在知識記

憶、理解、應用與分析等方面的學習成效，並根據學生之學習進度，調整教學策略和方

法。故 Bloom’s taxonomy 對於培養、提升以及評估學生之論文閱讀效能具有重要的價

值。 

 

大學生閱讀英文期刊論文之挑戰 

儘管閱讀英文期刊論文對職能治療學生具有重要意義，但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可能面

臨六項挑戰，分別為：(1) 基本知識不足（包含：論文主題、研究方法、論文結構等）、

(2) 閱讀能力欠佳、(3) 語言障礙、(4) 難以即時釐清閱讀問題、(5) 難以確認是否理解

正確、(6) 時間管理困難。以下將詳細描述各挑戰。 

「基本知識不足」為大學生閱讀期刊論文時面臨之首要挑戰，包含：論文結構、論

文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之不足。7, 11學術論文之結構相對固定，通常包含摘要、前

言、方法、結果、討論與結論等部份，各部份皆有其特定之寫作內容與目的。對於期刊

論文閱讀之初學者言，學生可能對論文結構不熟悉，難以瞭解/掌握各部分之撰寫目的及

核心重點內容，無法迅速掌握或理解論文之主要內容，導致閱讀效率降低。再者，欠缺

論文主題或研究方法之背景知識，將導致學生難以理解研究結果及含意，降低學生論文

之閱讀成效及學習效能。 

對大學生而言，「閱讀能力欠佳」亦為閱讀期刊論文之一大挑戰。7具體而言，學生

可能難以判斷論文內容何為主要/重要資訊，需要明確掌握；何為次要資訊，可略過或不

須過於著重。若欠缺上述能力，學生可能將花費過多時間於較不重要之內容，忽略論文

之主要觀點或核心重點。此外，學生可能難以應用閱讀策略，如：預測、推論、歸納

等。上述問題皆可能大幅降低學生對論文內容之理解程度，亦可能使其花費大量精力或

時間。 

「語言障礙」為影響非英語母語學生閱讀英文期刊論文之主要因素。11具體而言，

學生在理解英文專業術語和解讀複雜句型部份可能遭遇困難。對於非英語母語者而言，

理解英文專業術語需要花費額外時間查詢字典或相關資料，以確保正確理解字意及句

意。而在解讀複雜句型部份，學生可能會因為缺乏對於複雜句型之文法知識而困惑，或

是難以理解長句子之邏輯關係。尤其於學術論文中，常使用被動語態、抽象名詞、長複

合句等，皆造成非英語母語者之閱讀困難。此外，學術論文之寫作風格較一般文章更嚴

謹且具有挑戰性，因此當學生於閱讀過程中遭遇問題而無法解決，可能使其對閱讀產生

壓力及挫折感，進而影響其閱讀效率及學習動機/樂趣。 

而在「難以即時釐清閱讀問題」部份，學生在閱讀過程通常缺乏有效之解決策略。

12例如，學生遇到不熟悉之專業術語或理論，不易使用資源查找相關資訊或解決問題。



6 

即時部份學生使用網路（如 Google）查找關鍵字，亦可能面臨有諸多資訊難以篩選/判

斷是否符合其需求或資訊之正確性。除自行查找資訊外，學生亦可詢問教師或專家相關

閱讀問題。然而此方式之限制為時間不具彈性，學生僅能匯集問題於特定時間統一詢問

教師或專家，使學生之閱讀效能降低。此外，若學生之閱讀問題未釐清，則可以將錯誤

之理解帶入後續之學習過程，導致誤解深化，形成錯誤之學習效果。 

「難以確認是否理解正確」亦為學生閱讀可能遭遇之困難之一，涉及學生對自我學

習成效評價之能力。具體而言，學生需要不斷監控自己對於論文的理解，判斷是否以充

分掌握論文之主要概念及作者之觀點。然而，多數學生可能不清楚如何評估自己的理解

程度，或甚至過於自信，誤以為已瞭解論文之內容。此對論文是否理解之不確定性及過

度自信，可能阻礙學生對論文之深入理解，並使此其於學術論文相關知識之學習及應用

產生錯誤資訊。 

「時間管理困難」對學生而言亦為一項重大挑戰，主要有二問題：(1) 無法預期閱

讀花費時間：由於上述學生於論文閱讀可能遭遇之問題，使學生須投入大量時間閱讀及

理解；(2) 受其他課業/任務排擠：學生通常需要同時處理其他課程之學習任務，如作

業、報告、考試等，因此能無充足時間進行論文閱讀。上述困境使學生須於短時間內閱

讀大量論文，導致學生更無法深入理解論文內容，而僅能停留於較為淺顯之理解階段。

故時間管理困難可能進一步加劇學生對論文閱讀之壓力，並影響其學習效果。13, 14 

綜上所述，職能治療大學生在閱讀英文期刊論文面臨諸多挑戰，不僅影響其閱讀效

能，亦影響其對專業及學術知識之獲取及理解。故設計/應用合適之教學方法或工具尤為

重要，可協助/教導學生如何有效解決上述閱讀挑戰，提升大學生閱讀英文期刊論文之效

能，方可使學生充分利用論文之資源，增強專業知識並提高學術能力。 

 

現有論文閱讀輔助工具之應用 

目前常用之論文閱讀輔助工具有數種，有助於提升學生之閱讀效率及成效，並可解

決學生部分之閱讀挑戰。此類論文閱讀輔助工具包含：英文翻譯器、文本自動摘要工

具、筆記軟體、Google Search 等。以下分別詳述之（表 1）。 

英文翻譯器為常用之論文閱讀輔助工具之一，用途主要為協助學生翻譯論文內容，

對非英語母語學生為一大幫助，如：google翻譯器、DeepL Translator等。15, 16英文翻譯

器可協助學生快速理解與翻譯英文論文之專業術語與複雜語句，減少語言障礙造成之閱

讀困難。英文翻譯器之優勢主要有二：(1) 快速自動：相較於人工翻譯，英文翻譯器可

快速且自動地翻譯論文內容，可節省學生大量時間；(2) 可翻譯各種專業術語與縮寫：

英文翻譯器可翻譯各種專業術語與縮寫，有助於學生更容易瞭解與職能治療相關之專業

內容。然而，英文翻譯器仍有部分限制，主要有二：(1) 無法完全掌握論文之含義或上

下文，可能導致翻譯不準確；(2) 無法精確翻譯較特定或少見之醫療專業名詞，可能影

響學生對論文內容之瞭解。 

文本自動摘要工具 (Auto Text Summarization) 為另一種常用之論文閱讀輔助工具。

17其主要透過機器學習及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自動提取文本重要資訊之工具。文本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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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具可將一篇論文中之內容壓縮為短文本摘要，提供學生快速瞭解論文主旨或核心

重點之方式，並可節省閱讀論文之時間。此外，文本自動摘要工具可協助學生有效地瞭

解文章結構/內容等，從而協助學生快速定位關鍵章節、瞭解論文重點，提高論文閱讀之

效率及精確度。然而，文本自動摘要工具之限制主要有三：(1) 可能造成選擇性偏差：

文本自動摘要工具僅於論文中選取重要句子或段落作為摘要，但可能漏掉某些重要內

容。不完整的摘要可能會影響學生對論文的理解或評估；(2) 語意理解困難：文本自動

摘要工具為基於模型辨識及語言處理技術，但對於較複雜之語意可能無法正確地瞭解

（如：過度誇大解釋等），導致摘要不準確或失真；(3) 難以精準翻譯專有名詞：文本自

動摘要可能無法精準翻譯論文之專業術語與特定縮寫，影響學生對論文某些專業內容之

瞭解與分析。 

筆記軟體亦為常用之論文閱讀輔助工具，主要用途為協助學生有效地組織及管理閱

讀論文後的資訊，以方便回顧及複習。18常用之筆記軟體如：Evernote、OneNote、

Notion 等。筆記軟體之優勢主要有二：(1) 閱讀過程中可同步進行筆記，協助學生記錄

自身想法與評論，可整合或管理對學生而言之有效資訊；(2) 可協助學生瞭解論文，並

於筆記過程中提升其記憶力。然而，筆記軟體之缺點有三：(1) 筆記不易完整或詳盡：

由於筆記仰賴學生分析論文重要性之能力，若學生未能掌握論文內容，可能造成重要關

鍵被忽略或漏記，影響後續回顧與複習效果；(2) 無法完全替代閱讀與分析能力：由於

學生製作筆記仍須先理解/消化論文內容，再記錄於軟體中，故無法學生快速閱讀與分析

論文內容；(3) 須具備一定技術能力：學生需要具備使用筆記軟體之技術，如：熟悉操

作軟體、將筆記整合於閱讀之論文中等。 

Google Search 為另一常見之論文閱讀輔助工具。19具體而言，Google Search 透過搜

尋引擎技術，可協助學生找尋與指定關鍵字相關之資訊與資源。Google Search 之優勢有

三：(1) 其資訊來源廣泛，包含新聞、論壇、學術文章等，可使學生快速掌握關於某概

念或知識之最新討論及多樣觀點，且可透過比對不同資訊來源，增進對概念或知識之理

解；(2) 快速提供相關網站或資源，協助學生瞭解論文概念或解決疑問，如解釋/說明統

計概念之解讀方式等；(3) 具有學術搜尋 (Google Scholar) 之功能，可用於專門蒐尋學

術論文，亦可使學生快速瀏覽搜尋結果之論文摘要，以便快速瞭解論文之主要觀點及研

究結果。然而，Google Search 之限制主要有二：(1) 資訊過多：由於 Google Search 之搜

尋結果相當豐富，故若學生未提供明確之搜尋策略，可能會難以篩選符合需求之資訊；

(2) 資訊之可靠性問題：Google Search 之結果包括各種來源之資訊，除來自學術機構或

專家，亦可能來自於一般民眾（非專家），學生須具備足夠之判斷能力，方可確認

Google Search 搜尋結果是否可信、正確。 

簡言之，現有之論文閱讀輔助工具對學生閱讀論文之效率與精確性具有一定正向影

響。然而，上述工具仍存在部分限制，需要適時搭配不同輔助工具，以同時達成多項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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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論文閱讀輔助工具之用途及優缺點比較 

閱讀論文

輔助工具 
用途 優點 缺點 

可解決之閱讀挑

戰 

英文翻譯

器 

翻譯論文

之專業詞

彙及文句 

 快速自動 

 可翻譯各種專業

術語與縮寫 

 無法完整掌握論

文之含義/上下文 

 無法精確翻譯少

見/特定專有名詞 

 語言障礙 

 閱讀能力欠佳 

 時間管理困難 

文本自動

摘要工具 

彙整/擷取

論文主旨

及核心重

點 

 節省閱讀論時間 

 有效理解論文章

節/重點 

 可能遺漏重要資

訊 

 語意理解困難 

 難以精準翻譯專

有名詞 

 語言障礙 

 閱讀能力欠佳 

 時間管理困難 

筆記軟體 彙整/管理/

回顧已閱

讀之資訊 

 協助進行資訊整

合/管理 

 提升回顧/複習

效率 

 不易完整或詳盡 

 無法完全替代閱

讀與分析能力 

 須具備操作軟體

之技術 

 閱讀能力欠佳 

Google 

Search 

協助找尋

論文相關

知識或概

念之說明/

解釋 

 資訊豐富充分 

 快速提供相關網

站/資源 

 學術搜尋可專門

提供論文資源 

 資訊過多，學生

難以篩選 

 資訊不一定正確 

 基本知識不足 

 閱讀能力欠佳 

 難以即時釐清

閱讀問題 

 

ChatGPT 之簡介及應用於閱讀英文期刊論文之潛力 

聊天型生成預訓練轉換器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 為一種

基於人工智慧之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由 OpenAI公司推出之預訓練語言模型。20 

ChatGPT 透過深度學習方法，以大量的文本資料進行訓練，學習自然語言之結構與語

意，並可自動產身文本、翻譯、回答問題等多種自然語言任務。ChatGPT 之主要特點有

二：(1) 可自動產生流暢之語言/文字表達：由於 ChatGPT 透過學習大量之語言資料，生

成高度相關、結構完整之語言/文字表達，可與人類自然語言相同；(2) 可自我調整及優

化：ChatGPT 可根據不同情境和內容，進行自我調整及優化，並具備良好之類化能力 

(generalization ability)，可以應用於各種自然語言之任務中，如：對話生成、文本生成、

文本分析、以及文本分類等。20總體而言，ChatGPT 之原理及特點使其成為一極具潛力

之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可提供使用者良好之學習體驗及輔助。21, 22 

ChatGPT之諸多特點有潛力可協助大學生克服閱讀英文期刊論文之挑戰，提升學生

閱讀效能（表 2）。以下將分別詳述 ChatGPT 如何協助學生克服閱讀六大挑戰（基本知

識不足、閱讀能力欠佳、語言障礙、難以即時釐清問題、難以確認是否理解正確、時間

管理困難等）： 

對於「基本知識不足」的問題，ChaGPT 可透過其龐大之資料庫，為學生提供具深



9 

度與廣度的知識。ChatGPT 協助之主要方式有二：(1) 提供學生論文結構之知識：

ChatGPT能夠解釋論文結構及各章節之主要內容，並說明各章節之重要性及論述重點，

協助學生瞭解並熟悉學術論文之結構；(2) 提供簡單、可理解之文字以解釋各種知識：

ChatGPT可針對複雜的研究主題概念或方法，使用較簡易之解釋方式，協助學生理解各

種概念或知識，降低學習新知之負擔或焦慮。 

「閱讀能力欠佳」部分，ChatGPT可建議學生使用有效之閱讀策略，提升其理解力

與閱讀效率。具體而言，ChatGPT 可藉由關鍵字提取、總結或摘要等方式，協助彙整論

文重點。此功能有助於學生彙整章節或段落主旨，可使學生快速定位或掌握論文之主要

論點及發現等。此外，ChatGPT 亦可協助學生練習使用閱讀策略，如透過問答形式之互

動，與 ChatGPT 練習如何由已獲得之資訊推測可能的研究結果或發現。因此，透過與

ChatGPT 之互動與輔助，學生可有效提升閱讀能力，使其可快速理解與掌握論文之主題

及重點。 

在「語言障礙」之問題部份，ChatGPT透過其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可有效解決學生

在理解外文專業術語及解讀複雜句型之困難。ChatGPT協助之主要方式有三：(1) 提供

精準之外文翻譯：ChatGPT 可將外語（如英文、日文等諸多外語）論文翻譯為母語（如

中文），協助學生快速理解英文論文之專業術語與複雜語句，減少語言障礙造成之閱讀

困難；(2) 簡化複雜句型：ChatGPT可將複雜句型結構，簡化為多個句子但易於理解之

表達方式，幫助學生藉由簡單的句子理解論文內容；(3) 使用母語解釋專業術語：學生

可要求 ChatGPT 針對外文專業術語，提供解釋，亦可將解釋翻譯為母語，協助學生快速

理解論文概念或重點。透過上述方式，學生可克服語言障礙，節省查找字典或查詢相關

資料之時間，提升外文論文之閱讀效能。 

針對「難以即時釐清閱讀問題」之挑戰，ChatGPT可不受時地限制，即時提供回

應。具體而言，當學生於閱讀過程遭遇問題，可直接對 ChatGPT 提出疑問，如：文章內

容、論文概念、統計方法等，ChatGPT 皆可即時提供解答。23, 24此外，ChatGPT可依據

學生之背景知識或能力，調整/提供符合學生之說明，亦可針對相關概念提供範例，提升

學生之理解程度。透過上述方式，ChatGPT 可協助學生立即釐清其理解問題，進而提升

其學習效能。 

有關「難以確認是否理解」之問題，ChatGPT可協助解決之方式有二：(1) 評估學

生之理解內容：學生可以透過 ChatGPT評估其對論文之理解程度。例如，學生可將理解

之論文核心概念或重點，提供給 ChatGPT，ChatGPT 則可評估學生論述之正確性，亦可

指出學生可能遺漏或誤解處；(2) 提供論文概念相關測驗：ChatGPT可提供與論文概念

相關之測驗問題，協助學生測試其對論文內容之瞭解，測驗內容可包含主要觀點、核心

論點，或特定專業術語之應用等。透過回答問題，學生可以掌握自身對論文理解之程

度，進一步調整或瞭解不熟悉處。綜上所述，ChatGPT可協助確認學生對論文內容理解

是否正確，避免學生累積誤解之內容，提升學習之正確性。 

而在「時間管理困難」部份，若學生透過 ChatGPT 解決上述問題，則有較充分之時

間可運用於閱讀論文及其他學習任務。此外，ChatGPT亦可提供學習計畫，依據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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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及能力，協助規劃合適之學習目標及流程，從而使學生有效分配學習時間。24 

綜上所述，ChatGPT 於英文期刊論文之輔助教學具有許多優點。相較於過去常用之

論文閱讀輔助工具，ChatGPT 可提供較佳之學習體驗，以有效提升學生之閱讀論文效

能。具體而言，常用之論文閱讀輔助工具（如前面章節所述之英文翻譯器、文本自動摘

要工具、筆記軟體等）通常僅提供特定功能，學生必須同時使用多種特定輔助工具之特

定功能，方可解決閱讀困境，從而提升整體閱讀效能。再者，ChatGPT 可有效解決「難

以確認是否理解」之閱讀問題，亦可補足常用論文閱讀輔助工具之不足。因此，

ChatGPT 極具潛力作為一有效之期刊論文閱讀輔助工具，以協助學生提升英文期刊閱讀

效能。 

 

表 2、ChatGPT 可協助克服之閱讀挑戰對照 

閱讀挑戰 ChatGPT 協助方式 

基本知識不足 解釋論文結構章節主要內容 

針對複雜論文主題或研究方法提供簡易解釋 

閱讀能力欠佳 協助學生掌握各章節之核心重點及涵義 

語言障礙 協助母語非英文者翻譯論文、拆解複雜句型 

難以即時釐清閱讀問題 解決學生對論文概念/詞彙之困惑，提供說明或舉例 

難以確認是否理解正確 協助學生正確理解與學習知識 

時間管理困難 減少學生閱讀時間，有效分配學習任務 

 

文獻回顧總結 

閱讀期刊論文為職能治療大學生獲取新知之主要管道。然而多數學生在閱讀論文遭

遇諸多困難，嚴重影響其閱讀效能。目前常用之閱讀輔助工具旨在解決學生之閱讀困

難，然而單一工具通常僅提供特定功能，學生需同時使用多種工具方可提升整體閱讀效

能，且在遭遇閱讀困難時難以即時獲得答案/回覆，以及難以確認是否理解正確。相較於

現有之輔助工具，ChatGPT 具備自然語言之處理技術，可提供全面且個別化之協助，協

助學生達成閱讀英文期刊論文之學習重點，亦提升其學習層級。ChatGPT 極具潛力可提

升學生閱讀期刊論文之效能，然而目前尚無實證支持。 

 

創新與價值 

創新方面 

(1) 本研究建立之「ChatGPT 輔助閱讀英文論文」之教學，可能為學界首創之論文閱

讀輔助教學模式 

(2) ChatGPT輔助閱讀英文論文，使用最新之 AI 技術，有助於推進 AI 於相關教育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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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方面 

本研究將可提供 ChatGPT輔助英文期刊論文閱讀之實證。本研究發展之新興教學模

式，可供後續教學者用以提升職能治療大學生閱讀期刊論文之效能、甚至興趣，故此計

畫將兼具教學及學術價值。 

 

初步成果 (Preliminary data)及預期結果 (anticipated results)： 

主持人預期實驗組於主要成效指標（學習目標達成率）與次要成效指標（閱讀理解

自我效能、閱讀焦慮、閱讀興趣）皆顯著高於對照組。 

此外，由於實驗組於第二階段接受「傳統教學」之補強，且未禁止受試者使用

ChatGPT進行課後練習，故主持人預期實驗組於第二次後測之成效指標應為最佳。意即

最終成效指標結果將為實驗組第二次後測 > 對照組第二次後測 > 實驗組第一次後測 > 

對照組第一次後測。 

 

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methods)： 

(請詳述採用之研究設計、資料收集、研究方法與原因並預計可能遭遇的困難及解決途徑。) 

 

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採用單盲交叉設計 (crossover design)，所有受試者皆接受二種介入方式，

實驗組先接受傳統與 ChatGPT 輔助英文論文閱讀教學介入，再接受傳統論文閱讀教學介

入；對照組則相反。 

【採用此研究設計之主要原因為，可此每位受試者皆能接受 ChatGPT 輔助閱讀期刊

論文之教學，較可提升受試者參與本研究之動機。】 

 

研究對象 

主持人將於網路招募職能治療學系之大四學生參與，並將其隨機分派為實驗組及對

照組，二組各 30位學生。學生之納入條件有三：(1) 年齡 ≥ 18 歲；(2) 為職能治療學系

學生；(3) 有意願參與本研究。排除條件為：無法遵從指示參與研究者。 

【樣本數估計：目前尚缺乏相關文獻可參考。主持人預期 ChatGPT 輔助閱讀英文期

刊論文之教學成效，比傳統教學成效顯著較佳。主要成效「學習目標達成率」言，預估

二組差異效應值 (effect size) 為 0.70。若α值 (type 1 error) 設為 0.05，統計檢定力 (1- 

𝛽) 設為 0.80，則單尾獨立樣本 t 檢定所需樣本數為 52人（二組各 26人）。主持人考量

受試者流失約 2成，故每組招募人數為 30人，合計 60人。】 

 

研究程序 

主持人將有意願參與研究之受試者隨機分派為實驗組及對照組。二組皆接受二階段

教學，二階段之教學內容互換。研究流程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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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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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基礎評估 (T0) 

主持人將於網路召開研究說明會，介紹本研究之目的，以及學生須配合之內容，並

邀請學生參與研究。此外將一併蒐集學生之人口學資料，包含：性別、年齡等，以作為

分析變項是否可能為干擾因素。 

於教學介入前，將由研究人員對二組受試者進行基礎評估。評估內容有四：(1) 閱

讀期刊論文的學習目標達成率：受試者將被要求閱讀指定期刊論文，並於閱讀結束後接

受紙筆考試。考試內容將包含對該論文章節/內容、主要概念及統計方法之瞭解程度。上

述評估內容由研究人員評估之、(2) 論文閱讀理解自我效能、(3) 論文閱讀焦慮、(4) 閱

讀興趣、(5) 對 ChatGPT 應用於期刊論文閱讀之看法。 

 

第一階段教學（介入 I） 

基礎評估結束後，二組受試者將進行第一階段教學。實驗組將先接受「傳統論文閱

讀教學」及「ChatGPT 輔助論文閱讀教學」；而對照組將僅接受「傳統論文閱讀教學」。

在教學時間部份，二組將各接受 8次/堂教學，每次 2小時，合計 16小時。教學方式將

以線上同步教學進行，預計使用 google meet 或其他會議平台授課。預定視訊教學時間

若受試者不便參與，則以非同步視訊上課完成之。 

在教學內容部份，主持人將安排特定系列主題之論文（如「日常生活功能評估工具

之發展與驗證、「溝通技巧之介入訓練」等擇一系列」。除第一堂課額外安排「期刊論文

結構與重點介紹」，所有課堂教學內容皆包含三：(1) 研究設計與概念（與該堂課練習閱

讀論文之研究設計相關）、(2) 統計概念與解讀（與該堂課練習閱讀論文之統計分析相

關）、(3) 練習閱讀論文。二組之詳細課程內容安排如 

表 3。 

 

表 3、實驗組及對照組接受之教學內容對照 

課程階段 

教學內容 

實驗組 

（傳統 + ChatGPT輔助） 

對照組 

（傳統） 

研究設計概念   

統計概念與解讀   

閱讀論文練習 5 堂：使用 ChatGPT 輔助閱讀 

3 堂：自行閱讀，無 ChatGPT

協助 

自行閱讀，無 ChatGPT 協助 

註：為使學生習得之閱讀策略/技巧可類化至自行閱讀之情境（不使用 ChatGPT 輔助），

故將於「ChatGPT 輔助論文閱讀」之教學內容，穿插 3堂課練習傳統閱讀方式，要

求學生自行閱讀（無 ChatGPT 協助） 

 

在「ChatGPT 輔助論文閱讀教學」之課程內容部份，主持人將教導學生如何提供

ChatGPT 適當提示 (prompt)，以達成論文閱讀之學習重點（掌握論文主要架構及章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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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初步瞭解論文主要知識及應用、瞭解論文主要統計方法、功能及初步數據解讀）以

及 Bloom’s taxonomy 各學習層級目標（知識、理解、應用、分析），針對「掌握論文主

要架構及章節重點」之提示範例如圖 3。此外，主持人亦將教導學生給予 ChatGPT 提示

之原則，包含：選擇明確之問題主題、使用簡明的語言等。給予提示（或提問）之原則

重點如表 4。 

 

圖 3、達成 Bloom’s taxonomy 各層級學習目標之提示範例 

 

表 4、訓練學生以 ChatGPT 輔助閱讀論文之重點及說明 

訓練重點 說明 

1. 確認問題目的 教導受試者在提問時應釐清問題之目的，以確認此問題是

否可從 ChatGPT 獲得解答 

2. 選擇明確之問題主題 教導受試者如何限縮主題，使主題較為明確可讓 ChatGPT

更易理解及回應 

3. 使用簡明之語言 說明如何以清晰、簡潔之語言提問，避免使用模稜兩可或

歧義之詞彙 

4. 提出具體問題 說明如何將問題具體地描述，如：限定範疇、或將問題拆

解成多個小問題等。 

5. 瞭解 ChatGPT 之限制 說明 ChatGPT 的可能限制，如：其回應的正確性受限於

資料來源的品質、僅能處理文字形式之問題、資料來源時

間等 

6. 反覆練習提問 說明提問的各種類型，如：提出更多/進一步的問題、調

整提示方式等 

 

課程結束後，實驗組及對照組受試者皆將與研究人員進行訪談，以收集學生在課後

學習時間、學習方式以及所遭遇之學習困難。上述內容將作為分析變項是否可能為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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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本研究使用線上同步教學，主要優點有二：1. 不受距離限制：由於本研究將招募

全台職能治療學系大四學生，考量與授課地點之距離可能影響受試者是否願意參加本研

究之主要考量，線上授課有助於減少受試者的交通成本和時間；2. 資源共享便利：線上

平台可輕鬆分享教材、期刊論文、相關資源和練習，受試者可隨時獲得及使用資源。】 

進行第一次後測評估 (T1) 

第一階段教學結束後，所有受試者（包含實驗組及對照組）均接受第一次後測評

估，評估內容與基礎評估相同。 

 

第二階段教學（介入 II） 

在第一次後測評估後，二組受試者將進行第二階段教學。實驗組和對照組將互換教

學內容，意即實驗組僅接受「傳統論文閱讀教學」，而對照組將接受「傳統論文閱讀教

學」及「ChatGPT 輔助論文閱讀教學」。教學內容將以另一系列主題之期刊論文為主

（選擇與第一階段教學不同之主題）。在教學時間方面，二組將各接受 8次教學，每次 2

小時，合計 16小時。教學方式仍將使用線上同步教學，預計使用 Google Meet 或其他會

議平台授課。 

課程結束後，二組受試者同樣接受研究人員之訪談，瞭解受試者之學習時間、學習

方式以及所遇到之學習困難。 

 

進行第二次後測評估 (T2) 

第二階段教學結束後，所有受試者（包含實驗組及對照組）將接受第二次後測評

估。評估內容與基礎評估 (T0) 及第一次後測評估 (T1) 相同。 

 

評估工具 

主要成效指標 

1. 學習目標達成率 

「學習目標達成率」之評估量表，為主持人自行發展之量表，主要用途為瞭解受試

者於閱讀指定期刊論文後，對該論文之內容理解與掌握程度。評分共分為三大部分：(1) 

主要架構及章節重點之瞭解；(2) 論文主要知識/概念之初步瞭解與應用；(3) 論文主要

統計方法、功能及初步數據解讀。三大部分皆以 Bloom’s taxonomy 分類法之知識、理

解、應用及分析四層級進行評分，每層級皆有受試者應達成之學習目標。各層級之分數

範圍為 0–10分。分數越高代表學習目標達成率越佳。 

 

次要成效指標 

2. 期刊論文閱讀成效自評表 

主持人將以自行發展之「期刊論文閱讀成效自評表」評估受試者於閱讀期刊論文過

程中，自覺之理解與掌握程度。此量表評估項目涵蓋三大重點：(1) 閱讀論文、(2)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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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及 (3) 彙整論文，三重點皆有各自之學習層面。評分部分，受試者將依據自身經驗

及感受，為各學習層面提供一分數，分數介於 0–10分，0分代表完全不瞭解或無法勝

任，10代表完全瞭解或完全勝任。 

 

3. 閱讀焦慮問卷 

「論文閱讀焦慮問卷」由主持人設計，用以評估受試者在閱讀期刊論文過程中所感

受到的焦慮程度。此量表包含 15題，評估受試者的四個焦慮範疇，包含：心理反應、

生理反應、認知反應和行為反應。各題之分數為五點量尺計分，0代表完全沒有，4代

表總是。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在閱讀期刊論文時所感受到的焦慮程度越高。 

 

4. 閱讀興趣問卷 

此問卷由主持人自行設計，用以瞭解受試者對於閱讀期刊論文之興趣程度。此量表

包含 12題，題目如：「閱讀學術論文讓我感到好奇」、「當我研究學術論文時，我感到投

入且專注」、「我願意花時間閱讀學術論文，即時沒有課程要求」等。各題目以五點量尺

計分，0分完全沒有，4分代表極度。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閱讀期刊論文之興趣程度越

高。 

 

5. ChatGPT 應用於期刊論文閱讀之看法調查表 

此量表主要由主持人設計，用於瞭解受試者對 ChatGPT應用於期刊論文閱讀之看

法。調查表共分為三個部份之題目，包含：使用 ChatGPT 之意願、對 ChatGPT 之接受

度、以及認為 ChatGPT 輔助閱讀期刊論文之價值。各部份皆有六題題目，受試者須依據

自身實際想法，使用五點量尺評分（1代表完全沒有、5代表總是）。得分越高，代表受

試者對 ChatGPT 應用於論文閱讀之看法越正向。 

 

資料分析 

主持人將採用治療意向分析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若有受試者未能完成後測

評估 (missing data)，將以基礎評估數據取代後續數據，以避免非隨機之受試者流失所造

成的結果偏誤或高估介入成效。 

主持人將先比較實驗組及對照組受試者之特性有無顯著差異，包含：(1) 基本資料

（如性別、年齡、學校等）；(2) 基礎評估之成效指標結果；(3) 干擾因素（對 ChatGPT

應用於期刊論文閱讀之看法、課後學習時間、學習方式等）。分析方法包含卡方檢定或 t

檢定等。 

若上述受試者之特質/評估結果具有顯著差異，則將於後續介入成效驗證時，將該特

質變項納入需要控制之變項（干擾變項），以廣義估計方程式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 排除其影響。再以 GEE估計實驗組與對照組於三時間點（基礎評估、第

一次後測、第二次後測）之成效指標（主要及次要）有無統計差異，並估計差異之 95%

信賴區間，以及效應值 (Cohen’s d)，以驗證實驗組接受 ChatGPT 輔助閱讀論文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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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升其論文閱讀之效能。主持人預期成效指標之結果將為：實驗組第二次後測 > 

對照組第二次後測 > 實驗組第一次後測 > 對照組第一次後測。 

 

預計遭遇的困難及解決途徑： 

1. 收案困難或視訊授課時間不易安排：由於受試者遍布全台，且考量大四學生有實習

任務。故主持人將於 6月至 9月間期間擇日安排課程。此外，主持人將提供受試者

費用、編列 ChatGPT 會員費用（可使用 GPT-4.0，效能較佳），提高本研究之誘因，

以感謝受試者對本研究之貢獻，亦期提升其參與意願。 

2. 受試者可能過於依賴 ChatGPT 閱讀論文，或欠缺真實閱讀能力：主持人將於

「ChatGPT 輔助論文閱讀教學」穿插二次練習為不使用 ChatGPT 之情況下閱讀論

文，使受試者需自行閱讀與理解論文之主要內容，以期受試者將習得之論文章節基

本知識或架構類化至一般閱讀情境，避免過於依賴 ChatGPT 閱讀。此外，主持人將

於授課時強調閱讀之重要性，提醒學生閱讀不僅是理解文字意思，亦包含分析、判

斷及批判性思考之能力，從而使學生提升自身的閱讀技巧，以達成真正的學習目

標。 

3. 部分成效評估工具（如學習目標達成率、期刊論文閱讀成效自評表等）由於欠缺現

有且良好的評估工具，故皆由主持人自行發展之（預計於 1月至 5 月期間發展且測

試之）。主持人的主要專長為評估工具發展與驗證，故有信心可以發展出符合本研究

要求之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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