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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科學模型？

• 科學家會建立科學模型（即科學建模）來描述、解釋或預測科學現象

• 持續進行探究和分析數據，然後檢視（支持或反駁）和修訂科學模型
例子：原子模型的演進

葡萄乾布丁模型
（約瑟夫·約翰·湯姆森）

盧瑟福原子模型
（歐內斯特·盧瑟福）

玻爾原子模型
（尼爾斯·玻爾）

• 科學模型可以不同形式表達（例如：圖像、化學方程式、電腦模擬）

新數據 / 新發現 新數據 / 新發現



運用AI工進行科學建模（例子）

建構

例如：收集數據、
分辨變量、數據
訓練模型、分析
預測結果

修訂 評鑑

例如：改變模型所
包括的變量和訓練
模型的數據量

例如：計算模型的
正確預測百分比
(%)、以科學推理
和證據解釋模型

• 使用AI工具製作電腦模型，在眾多 / 複雜的數據中，尋找哪些變量
(variables) 最能預測結果，以機率 (probability)衡量預測是否準確



• 很多線上平台、線上社群有提供樣本數據和科學題材

例如： “UC Irvine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Kaggle”…

• 選好題材後，便可下載數據(即不同的變項)和題材背景資料

選定主題及相關數據

運用數據進行預測
數字類：
• 氣象數據（溫度、濕度）用於預測天氣模式。
• 空氣污染數據研究空氣污染如何影響植物或
人類健康。

• 測量植物在不同條件下的生長速度，分析環
境對生長的影響。

圖像類：
• 分析樹葉形態來判別植物品種。例子：預測水源樣本是否可飲用

https://www.kaggle.com/datasets/adityakadiwal/water-potability



例子：「運用AI預測火星上太陽輻射強度」

• 主題：「運用人工智能預測火星上太陽輻射的強度」

• 學習目標

➢讓學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體驗建構預測模型的過程

➢讓學生進行數據分析

• 所涉及的科學技能

➢ 處理數據、選擇變項、建立預測模型（建構、測試、修正）、

尋找規律、評鑑



課堂設計

• 對象：初中學生
• 課時：80分鐘
• 把課堂的學習活動分類

• Passive

• Active

• Constructive

• Interactive
學生運用AI工具按步驟建構預
測模型，進行測試和計算正確
預測百分比

進行分組討論，修改AI模型，
推理出應加入什麼變項才可提
高正確預測百分比

例子1：Active 例子2： Interactive



運用「課堂設計和評量表格」規劃課堂

❷
選擇初中科學科課程
單元 和 相關學習成果

❶
設定課堂的基本資料

❸
在合適的學習過程類別（P被動、
A主動、C建構和 I互動），選取
或輸入科學學習活動及所需時間

❹
檢視課堂的學習過程分布，如有
需要可增刪修訂課堂活動以作調
適



主題學習活動的背景 (示例)

背景
在火星上運作的探測車，需要使用太陽能板把太陽能轉換成電能，才可
持續運作。然而，火星經常出現塵暴，可能會阻擋陽光，導致探測車無
法充電。當塵暴發生時，如果太陽能板開啟，還有可能受到損壞。你的
任務是找出一個方法預測何時最適合打開太陽能板以採集能源，並何時
關閉以避免損壞。

類型
尋找規律

所需時間
2個連續課節

材料
電腦、樣本數據、線上平台



使用AI工具：機器學習平台

❶開啟機器學習平台 ❷輸入樣本數據



使用AI工具：機器學習平台

❸建構預測模型 ❹測試模型



濕度溫度

提出假說

讓學生在過程中
學習科學技能

比較不同模型的預測結果，並讓學生分析和討論

選擇變項

數據分析

比較實驗結果

作出結論

用 800個溫度數據進行訓練並生成預
測模型，然後以15 個樣本數據測試
並計算正確預測光強度高低的百分比：

正確預測結果的測試數目
總測試數目

× 100%

= 
𝟏𝟐

𝟏𝟓
× 100%  =  80%

用 800個濕度數據進行訓練並生成預
測模型，然後以15 個樣本數據測試
並計算正確預測光強度高低的百分比：

正確預測結果的測試數目
總測試數目

× 100%

= 
𝟏𝟎

𝟏𝟓
× 100%  =  66.6%



學生工作紙（示例）



評估表 - 技能為本 參考例子

模型的預測結果沒有既定的答案
引導學生反思科學過程，而非追求標準答案

可考慮採用技能評分表評估學生學習過程 亦可讓學生進行自評，總結學習成果



課堂反思

「學」的反思 「教」的反思 「評」的反思

• 應否讓學生製作AI預測模型？ • 什麼是科學課堂的教學重點？ • 應以什麼角度評估學生表現？

思考的方向
• 讓學生學習科學技能
• 讓學生理解科學邏輯
• 讓學生懂得科學地解釋決定
• 讓學生誠實匯報和處理數據

思考的方向
• 教授學生科學技能，讓學生在
學習中得到信心和成功感

• 提供機會讓學生嘗試挑戰，克
服困難的成功學習歷程

思考的方向
• 科學技能為本的評估
• 以多元化的方法評估學生科學
傳意技能（例如：錄製影片）

其他可能的教學安排
方案1：
• 和電腦科合作，在電腦堂「建模」和教授AI工具的運用
方案2：
• 教師預先製作好AI預測模型

讓科學堂重點學習科學過程的技能!



結語

「學」

• 學生學習科學技能

（推理、預測、尋

找規律…），學習

過程保持興趣和好

奇心

「教」

• 教師安排趣味而多

元化學習活動（包

括利用人工智能等

工具），為學生提

供機會運用科學技

能解難

「評」

• 教師重視技能為本

的評估，並提供多

元評估方法（例如：

說、寫、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