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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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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2023
AI 教學活動設計



16/01/2024
人文關懷、社會智慧及
人工智能素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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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年級：四年級
備課日期：06/12/2023（三）
時間：下午5:00-6:00

觀課日期： 26/03/2024（二）
時間：上午8:25-9:35

課堂資料（一）



STEAM x Dobot 機械臂
人工智能與機械臂（公共衛生及健康）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學習目標

01 理解操作機械臂的方式

02
認識及理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03

04
透過數據輸入及電腦編程，
製作「防疫之寶」人工智能
模型及運送裝置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理解操作機械臂的方式



機械臂運作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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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操作機械臂的方式





認識及理解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五大理念

感測：偵測屬性或事件並轉換為訊號

推理：根據訊號作出判斷和決定

反應：根據推理結果作出回應

學習：電腦可以經由許多
數據來進行學習。

認識及理解人工智能



認識及理解人工智能

電腦是怎樣學習的？

在大量數據資料中學習



認識及理解人工智能

紅色是可樂 綠色是雪碧 紅色是可樂？



學習從大量資料中整合出規律及特徵，
分辨不同物件



學習從大量資料中整合出規律及特徵，
分辨不同物件



•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是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核心技術

• 目的是要讓機器（電腦）像人類一樣具有學習與判斷的

能力

• 先從模仿人類學習與判斷的流程開始，再轉移到機器上

• 透過輸入大量數據及訓練電腦學會識別出資料的規則，

以預測出答案。

認識及理解人工智能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防疫之寶」」運送裝置
1. 運用機械臂及鏡頭
2. 偵測防疫物品
3. 將防疫物品運送到終點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防疫之寶」」運送裝置
1. 運用機械臂及鏡頭
2. 偵測防疫物品
3. 將防疫物品運送到終點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感測：偵測屬性或事件並轉換為訊號

推理：根據訊號作出判斷和決定

反應：根據推理結果作出回應

感測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感測：偵測屬性或事件並轉換為訊號

推理：根據訊號作出判斷和決定

反應：根據推理結果作出回應

防疫物資 非防疫物資

推理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感測：偵測屬性或事件並轉換為訊號

推理：根據訊號作出判斷和決定

反應：根據推理結果作出回應

將防疫物資放到目的地

反應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感測：偵測屬性或事件並轉換為訊號

推理：根據訊號作出判斷和決定

反應：根據推理結果作出回應

反應

機械臂是否已懂得
「感測」及「推理」？

未學習！

將防疫物資放到目的地

理解「防疫之寶」運作模式



透過數據輸入及電腦編程，
製作「防疫之寶」人工智

能模型及運送裝置



透過數據輸入及電腦編程，製作人工智能模型

• 三個步驟，分別是蒐集 (Gather)、訓練 (Train) 與測試 (Test)



任務一：數據蒐集 (Gather)

非防疫物品—Coke



任務一：數據蒐集 (Gather)

非防疫物品—Coke

拍照時的注意事項：
⚫ 照片數量
⚫ 照片方向
⚫ 照片多樣化



任務一：編程指令理解（一）



任務一：數據蒐集 (Gather)

防疫物品—Hand



任務一：數據蒐集 (Gather)

非防疫物品—Hand

拍照時的注意事項：
⚫ 照片數量
⚫ 照片方向
⚫ 照片多樣化



任務一：編程理解（二）



任務一：數據蒐集 (Gather)

防疫物品—Mask



任務一：數據蒐集 (Gather)

非防疫物品—Mask

拍照時的注意事項：
⚫ 照片數量
⚫ 照片方向
⚫ 照片多樣化



任務一：編程理解（三）

• 吸盤吸取防疫用品的位置？

• 吸盤放置防疫用品的位置？



任務一：編程理解（三）

• 吸盤的動作？



任務二：訓練 (Train) 

訓練模型



任務二：編程理解（四）



任務三：測試 (Test)—辨認物件





任務三：想一想

可以運用機械臂解決生活中其他問題嗎？



任務四：測試 (Test)—運送物件

⚫ 5部機械臂能否逐步將物品

送到目的地？

⚫ 成功/失敗的原因是甚麼？

⚫ 需要如何調節？





計劃實施—校本課程設計

課堂反思

1.器材設置位置及方式（小組/大枱）

2.全班完成任務才能見到成果（優/缺）

3.器材損耗維修

4.小組內的每位學生均需有特定任務



計劃實施—校本課程設計

課堂反思

1.人工智能知識的教學與應用—具體

2.緊貼日常生活/社會發展趨勢

3.實物操作呈現—機械臂

4.硬件配套發展—Dobot Lab

https://dobotlab.dobot.cc/#/



計劃實施—校本課程設計

20/06/2024
交流活動



計劃實施—校本課程設計

https://dobotlab.dobot.cc/#/



推行年級：六年級
備課日期：25/04/2024（四）
時間：下午5:00-6:00

觀課日期：21/05/2024（二）
時間：上午11:00-下午12:10

課堂資料（二）



STEAM x 升中銜接課程

• 公共衛生及健康

• 初中電腦科/STEAM課程

情緒健康
Python





55

任務1: micro:bit 情緒百寶箱

如何運用microbit 表達情緒?



56

任務1: micro:bit 情緒百寶箱

如何運用microbit 表達情緒?

嘗試完成Smiley 
Buttons 專案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editor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


57

優化 micro:bit 

情緒百寶箱



https://www.programiz.com/python-programming/online-compiler/

https://www.programiz.com/python-programming/online-compiler/








計劃實施—校本課程設計

課堂反思

1.對小學生的吸引度不及實物/硬件

2.英文輸入法/速度

3.學生能力差異

4.學生協作、發揮創意的機會



計劃實施—校本課程設計

課堂反思

1.Scratch/micro:bit→App Inventor→Python

2.簡易連繫micro:bit與Python

3.配合升中銜接課程

4. Python與英文詞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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