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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 Don’ts 

一、學生可以參考下列指引，妥善使用生

成式 AI 工具輔助學習。 

1. 釐清概念：學生可以使用生成式 AI 工

具提問，以獲得相關的資訊、定義、解

釋或研究建議，釐清課堂中不明白的內

容。 

2. 潤飾文字：學生可以用來修正文章中的

語法、拼寫和結構問題，提升文字的流

暢度和可讀性。 

3. 翻譯與學習外語：學生可以進行翻譯文

字，或與之對話，練習語法、詞彙和表

達能力。 

4. 增進思辨能力：學生使用時應結合資料

查找與驗證，並透過理解、批判及驗證 

AI 生成內容的可信度，提升思辨能力。 

5. 提供靈感：學生可以提供問題情境，生

成相關概念，激發創意與解決問題的靈

感。 

6. 推薦論文：學生可以用來推薦論文功

能，探索特定領域的重要研究。 

7. 改進程式碼：學生可以透過生成式 AI

工具的程式碼除錯、架構調整，以及程

一、學生不得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從事下列

行為。 

1. 抄襲或代寫：學生不得僅以 AI 生成工

具產生之內容完全作為自己的作業、報

告及學位論文。 

2. 考試作弊：學生在考試時不得用其詢問

試題以獲得解答。 

3. 隱私洩露：學生應避免將個人或他人隱

私資訊輸入至生成式 AI工具。 

  

二、下列不當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之行為，

已違反學術倫理 1。 

1. 未正確引用：學生使用時應註明應用動

機、範圍及出處，標註或說明 AI 產生

內容於作業、報告或學位論文之段落，

不可將 AI 生成內容完全作為自己的想

法及產出。 

2. 完全仰賴 AI 工具：學生使用時，應以

批判思考檢視內容，不應全盤接受 AI 

生成的回答並視為自己的想法。 

 

 



式編寫風格修正等功能，改進程式碼設

計。 

二、學生使用 AI 生成工具時，應遵守學

術倫理。 

1. 正確引用：學生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輔

助學習時，應在教師允許的情況下，符

合明確註明應用動機、範圍及其引用之

著作、資料出處等行為。 

2. 批判思考：學生應以批判思考檢視 AI 

生成內容，避免將錯誤資訊呈現於作業

或報告中。 

備註：1.本校在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應依「國立中山大學在學學生學術倫理規範暨違反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及「國立中山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原則」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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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與 ChatGPT 協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