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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小學童在進入高年級之後，對於社會科的學習成效並不是很

好，主要是因為國語、數學的課程得花更多的時間學習，學童無暇

顧及，再加上社會課本的文字敘述冗長，對於閱讀理解能力不佳的

學童而言，更是無法負荷。 

本研究在建構一社會科聊天機器人，目的是期望能提升學童社

會科的學習成效。在學童使用完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後進行學習成就

測驗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一、學童在使用完教學聊天機器人後，在社會科的學習成就是有顯

著的提升。 

二、學童在使用完教學聊天機器人後，對教學聊天機器人有較高的

滿意度和學習成效。 

 

關鍵字：聊天機器人、自我提問、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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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studies is not good with regard to high 

grade elementary students, they must be spend more time in language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what is called "core course ". The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with a long and tedious written description, for po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udents that's beyond their ability.  

This chatbot study is conducting research at high grade elementary 

students, be designed to promot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social studies. 

Ability exam and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chatbot course of social studies,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1)After the course of the chatbot,there is an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2) After the course of the chatbot,students have high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i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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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研究主題為「國小社會科聊天機器人之學習成效研究」。本章主要從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等面向來探討本研究。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研究者為一名國小教師，服務的學校位處靠近山區的鄉村，為中型規

模學校，學生家長多以務農為主，社經地位低，但有些對學生的教育頗重

視。家長平常忙於工作，對於教育仍是持有傳統觀念，認為孩子學習發生

問題時，便選擇往安親班或補習班送，而這也讓學生漸漸失去學習的興

趣。 

現今國小的社會科教學方式，主要還是以教師講述的方法為主，教師

為了教學進度，無法有多餘的時間去顧及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教師上課

以「教完」為主，並無法「教會」每個學生。學生在課堂進行之前，並沒

有針對課程進行預習的習慣，對有些學生而言，第一次聽到的知識和觀

念，無法有效的吸收，再加上放學回家後，不會主動複習，導致社會科的

成績不佳。如果是國語、數學、英語等三門主科，學習成就稍有偏差時，

家長會選擇補習班做為補救教學的地方，但若是社會科成較欠佳，家長也

愛莫能助，只能口頭督促小孩：「怎麼不背熟一點？」、「多讀幾次就會記來

了。」……等，對學生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話語。 

學生從中年級升上高年級後，社會課本上的內容突然增加許多，需要

靠記憶背誦的資訊也愈來愈多。過長的課文更讓原本閱讀理解能力不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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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吃足了苦頭。學生無法在長篇課文中，找出單元重點，更別說去記

憶一些重要的概念。所以，研究者希望研發社會科補救教學的教學輔具，

幫助學生熟悉社會科的學習重點。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在任教的學校長期擔任高年級導師，觀察過許多學生在社會科

上的表現並不佳，分析原因如下： 

壹、有些學生發覺突然得面對大量的人名、地名或是時間朝代，讓他們無

法負荷而選擇放棄。 

貳、在學習過程中，當學生遇到困惑不解之處，有些學生會主動詢問社會

科老師，但絕大部分的學生會因害羞畏懼而選擇將問題放在心裡。 

所以希望能建置一套系統能解決學生的疑惑，這是動機一。 

高年級的社會課本相較於中年級，有較多需背誦或是理解的知識，但

是除了社會科，其他如國語、數學、英語等一般所謂的主科更是加深了不

少，學生得付出更多的時間來複習，當然就更不會把時間花在社會科上。

此外，多數的學生對於生硬的社會課本內容缺乏學習興趣，更別說是花時

間去背誦。所以希望建置一套系統能協助學生複習，並讓學生能在使用的

過程中，把課本上的知識記到腦海裡，這是動機二 

根據金車文教基金會在2018年，針對國小五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青少

年進行手機現況調查，發現有78.5％的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手機1小時以

上，更有16.4%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5小時以上。由於各式各樣3C產品的普

及，學生在閒暇時間，或沉溺於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上的手機遊戲，或

使用社群軟體，或利用通訊軟體和同學朋友聊天。若能發展一套與課程相



 

3 

關的聊天機器人，利用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性，能針對課程內容，和學生進

行問答，回答學生課程上的疑惑，藉此讓學生複習上課的內容，這是動機

三。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科技不斷的進步，也讓教師在教學上可運用的工具更多元，不管是教

學方式的進行，或是教材呈現的方式，讓學生能更有效率的學習。教學者

依據教材，找尋適合的科技輔助教具，改善了一成不變的教學方式，也讓

學生充滿新鮮感，進而活化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研究者為了讓改

善學生學習社會科的情形，設計了教學聊天機器人，能讓學生利用隨手可

得的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是電腦，針對自己疑惑或不足之處加以複

習，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成效。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有： 

壹、探討學生使用教學聊天機器人後，學生的學習成就測驗是否有差異。 

貳、探討學生使用教學聊天機器人後的滿意度。 

參、探討學生使用教學聊天機器人後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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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成二節，第一節探討聊天機器人，第二節為自我提問。 

第一節  聊天機器人 

壹、聊天機器人的意義 

    聊天機器人（chatbot）是由 chat和 bot二個單字合併，是透過人

工智慧來模擬人際之間互動和對話的軟體，且近年來聊天機器人與真

人進行對話，正在融入人們的生活當中（賴森堂、黃彥綸，2018）。張

偉男、劉挺(2016)認為聊天機器人，是一種通過自然語言模擬人類進

行對話的程序，通常運行在特定的軟體平台上，如 PC 平台或者行動

智慧裝置，而硬體機械體則不是必需的承載設備。相較於問答系統，

聊天機器人系統比較傾向於仿人類非正規化的對談，可採一問一答或

者是由電腦反問問題，以達到延續話題的目的(魏彰村，2017)。聊天

機器人是可以代替真人，進行如真人般的對話。 

最早的聊天機器人 ELIZA誕生於1966年，由麻省理工學院的

Joseph Weizenbaum所開發的，主要用於臨床治療中模仿心理醫生，

當時的聊天機器人僅為關鍵詞匹配及人工編寫的回覆規則，透過幾個

固定的腳本產生和真人相似的互動語言。從此時開始，人們開始研發

聊天機器人，並開始融入人們的生活當中。 

直到2009年，智慧型手機的興起，才讓聊天機器人沉寂下來。人

們透過智慧型手機把各有不同功能的 APP握在手裡，取代了聊天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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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提供的服務。但到了2016年，聊天機器人似乎又復甦起來，因為

就是為了解決 APP過於「破碎化」的問題。使用者為了某種 APP，特

地跑到 Apple store或是 Google play下載，但使用後又發覺介面不

符合自己的要求而刪除，未來這些服務都會轉向聊天機器人，把服務

從介面操作回到人和人最基本的互動-交談（方正儀，2016）。面對不

同的產品服務，使用者不需要再去適應各種不同的介面，不用再去抱

怨什麼介面或流程設計的那麼難用，因為全部都變成談話。可想而

知，未來會有很多服務都在與 Bot 談話之中完成，可以透過對話的方

式，幫使用者查詢天氣、火車班次……等使用者想要的資訊，也可以

幫使用者訂購機票、網路購物……等。      

貳、聊天機器人的運作方式 

聊天機器人存在已久，常見於各種即訊通訊工具中，而一般人最

常接觸到的，便是銀行的語音服務系統。當我們打到銀行的免付費電

話時，會有語音先請我們輸入驗證資料，再輸入銀行事先設定好的服

務項目，最後會依所輸入的數字轉到特定的真人回應。這個過程跟使

用聊天機器人是一樣的。 

 

 

 

 

圖2-1  銀行語音服務流程 

聊天機器人依據對應方式，可分為通知型(Notify)、模式型

（Pattern Matching）、對話型（Context Aware）等三種聊天機器人。這

使用者 撥號 驗證身分資料 選擇服務項目 

1-8自動應答 

9專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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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聊天機器人的運作方式也不一樣。 

一、通知型(Notify) 

通知型聊天機器人會根據使用者的「訂閱」情形，如有新的資

訊會主動把訊息傳給使用者。例如：大賣場每天會把優惠的訊息，

傳給有「訂閱」的使用者，而使用都不需傳任何訊息和聊天機器人

對話。 

 

 

 

圖2-2  通知型機器人運作方式 

 

二、模式型（Pattern Matching） 

蘇柏勳(2016)認為聊天機器人之所以能和人對話，是透過收集

大量的對話句對，再依對話問句中的關鍵字及樣式比對，然後產生

回覆的問話。彭昱傑(2017)則依其應用方式稱此模式型的聊天機器

人為 closed-domain，closed-domain 的聊天機器人提供固定領域的

對話，如新聞、天氣、電子商務的話題，這類的聊天機器人有聯合

報提供的占星助手、史丹佛大學創造的心理治療師 Woebot 等等。 

模式型的聊天機器人又稱為腳本聊天機器人，會依既定的腳

本，使用決策樹的問題，來引導使用者，解決使用者的需求。此類

型的聊天機器人的自然語意的辨識能力是較弱的，是無法像真人一

樣去理解使用者所送出的話語，必須透過設定好的語句來回應使用

者。不過也因為這類型的機器人設計的門鑑較低，且可提供固定領

使用者 聊天機器人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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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對話，較容易被拿來大量使用，目前現有的聊天機器人也是以

此類居多。 

簡言之，模式型聊天機器人會比對使用者的訊息，如何符合既

有的設定模式，就會做出對應的回應。本研究的教學聊天機器人為

讓學生複習社會領域的課程，有固定的範圍內容，所以採用模式型

的聊天機器人。當學生提出的問題偏離腳本或是聊天機器人無法判

讀時，則請學生換個方式再進行提問。 

 

 

 

 

 

 

 

 

 

 

 

圖2-3  模式型聊天機器人運作方式 

 

三、對話型（Context Aware） 

對話型聊天機器人又稱為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它是能夠運用

複雜的自然語言工程，設計出可以和人進行開放式交談的機器人，

和使用者的接觸後進行不斷的修正，會從過去和使用者的的對話中

回應問題 

使用者 
比對既有 

設定模式 

建立回應訊息 

提出問題 

聊天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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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使用者的偏好，並運用到後續的對話，聊天機器人是可以有效

率且人性化的與人對話。 

 

 

 

 

 

 

 

 

 

 

 

 

 

 

圖2-4  對話型聊天機器人運作方式 

 

 

參、聊天機器人的應用 

隨著行動網路的普及，和手持式智慧裝置的發展，即時通訊軟體

總是受大眾使用者們的喜愛，且從2016年開始，各大即時通訊平台相

繼開放聊天機器人 API(李勝凱，2018)。這樣的開放機制讓聊天機器

人的發展一日千里，進展快速。試想，若有一個機器人，能24小時處

回應

問題 
建立回

應訊息 

使

用

者 

聊天機器人 

提出問題 

語

意

分

析 

依語

意運

作 

過去對

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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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多客戶和高重複性的客服工作，將可省下龐大的服務中心的成本費

用。 

聊天機器人從應用場景的角度來看，可以分為在線客服、娛樂、

教育、個人助理和智能問答五個種類。 

 

表 2-1  聊天機器人的應用情形(張偉男、劉挺，2016) 

應用場景 功能 代表性的系統 

在線客服聊

天機器人 

和用戶進行基本溝通並自動

回復用戶有關產品或服務的

問題，以實現降低企業客服

運營成本、提升用戶體驗的

目的，應用的場景通常為網

站首頁和手機。 

金融業：中國信託銀行智

能客服小 C、台新銀行的

Rose 與 Richart、台北富

邦銀行的邦妮。 

電商：momo 購物網、

shopping99 也都開始讓聊

天機器人與顧客互動。 

娛樂場景下

聊天機器人 

和用戶進行開放主題的對

話，從而實現對用戶的精神

陪伴、情感慰藉和心理疏導

等作用。其應用場景通常為

社交媒體、兒童玩具等。 

微軟「小冰」、微信「小

微」、「小黃雞」、「愛情玩

偶」等。其中微軟「小

冰」和微信「小微」除了

能夠與用戶進行開放主題

的聊天之外，還能提供特

定主題的服務，如天氣預

報和生活常識等。 

應用於教育

場景下的聊

天機器人 

根據教育的內容不同包括構

建交互式的語言使用環境，

幫助用戶學習某種語言、指

導用戶逐步深入地學習並掌

握該技能、幫助用戶進行某

種知識的輔助學習。其應用

場景通常為具備人機互動功

能的學習、培訓類軟體以及

智能玩具等。 

科大訊飛公司的開心熊寶

（具備移動終端應用軟體

和實體型玩具兩種形態）

智能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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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助理類

應用的聊天

機器人 

通過語音或文字與聊天機器

人系統進行，實現個人事務

的查詢及代辦功能，如天氣

查詢、空氣品質查詢、日程

提醒等，更便捷地輔助用戶

的日常事務處理。 

 

代表性的商業系統有

Apple Siri、Google 

Now、微軟 Cortana、出

門問問等。 

智能問答類

的聊天機器

人 

回答用戶以自然語言形式提

出的事實型問題和需要計算

和邏輯推理型的問題，以達

到直接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

及輔助用戶進行決策的目

的。應用場景通常作為問答

服務整合到聊天機器人系統

中。 

典型的智能問答系統有：

IBM Watson、Wolfram 

Alpha 和 Magi。 

 

聊天機器人的應用，目前仍以在線客服居多，且早已在金融業和

電商業服役，在線上解決民眾的問題。未來，聊天機器人也必能在其

他領域蓬勃發展，讓你我的生活更便利。 

 

第二節  自我提問 

壹、提問教學 

 張春興( 1994)提到，在傳統教育上，都是成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去

選擇知識，按照成人的思惟方式去教兒童學習知識，但現代的教育心

理學家認為，要教兒童學習知識，必先瞭解兒童是如何思惟。再按其

思惟方式設計符合的課程，所以課程設計者必須有「理性移情

(intellectual empathy)」的概念。所謂的理性移情就是，教學者在

教導學童面對問題經認知思惟學習知識時，必具有設身處地從兒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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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看問題的推理能力。而「提問教學」即符合此概念的教學方式。 

什麼是「提問教學」？顧名思義就是提出問題，而主要目的在於

引發兒童的認知衝突 (Dantonio & Beisenherz, 2001)。Piaget 認為兒童

的思考是一種衝突的關係，當遇到和他們原本的觀念不合時，會修正

自己的觀念，延伸新的邏輯策略，去精熟教師教導的概念。藉此，透

過不斷的提問和回答，可讓兒童補足自己所不足的部份。靳洪剛

(2018)認為從和學習過程及效績相關的實證研究發現，不同領域且有

數以百計的實證研究告訴我們，有效的提問在教學中是非常的重要。 

 

貳、自我提問 

閱讀中的自我提問是一種閱讀的自我對話，可以說是閱讀的自我

監控，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試著問自己一些問題，幫助自己注意到

文章中的訊息，並確認自己是否真的了解文章的意義，並統整文章的

概念(陳昱卉，2018)。黃琦恩(2016)也認為學生在閱讀文本時，自己

提出問題問自己，可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同時藉由問題的產生與尋

找答案的歷程，能監控自己的閱讀理解，因此自我提問是一種有效且

主動性的理解策略。    

自我提問被視為一種後設認知。何謂後設認知？不同於一般的認

知，後設認知是指個體能夠察覺自己的認識歷程，能主動偵測和監控

自己的認知活動，進而規劃和評鑑思考(郭靜姿，1994)。簡言之，學

生在閱讀的過程中，若能時時檢測自己並調整自己，即是具備後設認

知的能力。在閱讀的過程中，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和閱讀理解能力是

有顯著差異性(Cross ＆ Paris，1988)。後設能力愈高的人，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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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愈好，愈能夠時時監控自己的閱讀情形。 

學生主動提問能更加理解文本意涵，而透過自我提問能夠使學生

分辨文本重要的訊息或概念，進而監控自己對文本的理解程度。學生

在閱讀中集中注意於文章重要訊息，組織教材並提供複習的機會，成

為獨立的思考者，通常在閱讀完成時，會以自我提問檢視自己理解程

度(施頂清，2000；曾玉鈴，2012)。柯華葳(2006)則認為自我提問策

略是一種閱讀的自我對話，希望孩子能在閱讀時常問自己問題以對閱

讀進行監督，若父母或師長時常問自己這些問題示範給孩子，都能提

高孩子的反思能力與閱讀理解能力。 

當學生看完一段文字敘述之後，能對不懂之處、重要訊息提出問

題，或是能針對其中的某些條件、背景……等，提出疑惑，即表示學

生能發現自己不足之處，進而開始擬定解決策略或是調整理解策略。

而此時，教學聊天機器人的介入，解決學生的疑惑，無疑地將會加深

學生的印象，讓學生達到複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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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科技教育融入社會科教學，進行前後測及滿意度問卷調查，

其流程如圖3-1。 

 

 

 

 

 

 

 

 

 

 

 

 

 

 

  

 

 

圖3-1  研究流程圖 

 

發現問題 

文獻探討 

選定研究單元、對象、工具 

建置教學聊天機器人 

進行學習成效前測 

使用教學聊天機器人 

進行學習成效後測、填寫問卷 

資料整理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14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國小五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該班學生有男

生14人，女生10人，共計24人。學校為24班的中型規模學校，班上學生家

長雖多以務農為主，但家長也頗重視學生成績，約有5成以上的學生下課後

會到安親班或是補習班。 

 

第三節  教學聊天機器人規畫與研究工具 

壹、教學聊天機器人規畫 

本研究的教學聊天機器人的教學內容規畫，皆依據教育部所頒布

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領域所欲達到的教學目標、分段能力指標進

行設計。 

本研究的教學聊天機器人教學內容為第六單元生活與環境，包含

三個主題，分別是臺灣的資源、環境的問題與保育與永續經營與發展。

依本單元的課程概念(圖3-2 課程概念圖)進行設計，將繁雜的社會課本

文字轉換為重點提取，亦可讓學生理解課程和各單元之間的概念連結。

預計進行三節課的教學活動，每一堂課皆帶全班至電腦教室進行使用。 

一、帳號申請 

因聊天機器人須透過 facebook的messager才能使用，所以需讓

每位學生皆有一組 facebook 的帳號。請學生事先準備一個 facebook

的帳號，亦可用家長的帳號，若無帳號者再使用由研究者所提供的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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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問教學 

學生面對文字繁鎖的課文內容，可以一時之間找不到要提問的

問題，所以先教導學生，可針對課文內容中的關鍵字詞，或是不懂

的名詞解釋進行提問。例如：臺灣有什麼礦物資源？臺灣有哪些國

家公園？什麼是灰面鵟鷹？……等。若遇到聊天機器人無法回答的

問題時，可用其他的問法再問一次。 

三、示範使用 

利用電腦教室的教學廣播系統，由研究者示範如何從課本內容

中提問問題。例：社會課本原本的內容：「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

源豐富。」從這句話可以提問「臺灣有什麼海洋資源？」、「臺灣的

海洋有哪些資源？」、「臺灣的海洋資源有哪些？」……等這些問題，

關鍵字是「海洋資源」。讓學生可以從課文中的每一個句子，找出

適當的問題來提問。 

 

貳、研究工具 

本研究利用教學聊天機器人協助學生複習上課學習到的知識，為了

瞭解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是否有差異，使用「成就測驗前測」、「成就測驗

後測」為研究工具。 

此外，使用了「滿意度問卷」為研究工具，來瞭解學生對使用教學

聊天機器人的學習滿意度。此「滿意度問卷」由研究者參考文獻後自行

設計，與校內使用過社會科聊天機器人的二位社會科老師校正編製而成，

以求具有專家效度。本問卷採李克特量表，分為「非常同意」、「同意」、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共計21題，計分方式為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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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實施與結果 

 

 
第一節  系統設計 

依據文獻探討，本研究將進行社會科教學聊天機器人協助學生複習，

本章節將設計研究所需要的教學聊天機器人，製作流程如下： 

 

 

 

 

 

 

 

 

 

 

 

 

 

 

 

 

 

 

圖4-1  系統設計流程圖 

規畫課程概念圖 

申請 facebook粉絲專頁 

 

申請 chatfuel聊天機器人並連結

facebook粉絲專頁 

設計 chatfuel聊天機器人

回覆模組 

設計 chatfuel聊天機器人

關鍵字詞連結 

聊天機器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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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規畫課程概念圖 

在國小五年級下學期第六單元生活與環境中，課文內容涵蓋範圍

很廣，所以先對課文的內容先進行規畫，設計出本單元的課程概念圖

(圖4-2)。課程概念圖可以讓我們瞭解： 

一、本單元的學習地圖，讓設計者設計問答時能有所依據，較能掌握

問答的重點，不會提出文不對題的問題。 

二、利用課程概念圖中上下位的觀念，讓設計者提出能讓學生形成學

習概念的問題。 

三、利用課程概念圖，能讓設計者檢視提出的問題是否能涵蓋到每個

層面。 

 

 

 

 

 

 

 

 

 

 

 

 

 



 

18 

 

 

 

 

 

 

 

 

 

 

 

 

 

 

 

 

 

 

 

 

 

 

 

破壞生物

生存環境 

降低森林

涵養水源 

土石流 

  

化學肥料

農藥汙染 

有毒廢水

汙染 

  

煤 

大理石 

金 

石油 

天然氣 

森林景觀 

重要林木 

動物棲息地 

森林功用 

森林遊樂區 

用地少、產值

高 

發展地方特色

產業 

結合資源，兼
顧環保與經濟 

自然
保留
區 

國家
公園 

保育自然景觀

尋求解決之道 

空氣汙染 

噪音汙染 

垃圾汙染 

海洋汙染 

地層下陷 
 

魚類資源 

礦物資源 

觀光與休
閒漁業資
源 

生活
與環
境 環境的

問題與

保育 

臺灣的

資源 

海洋 

資源 

 

森林 

資源 

沿海

地區 

齊心

協力

解決 

政府

環保

作為 

特有動

物特有

植物候

鳥 

礦物 

資源 

永續利

用環境

環境 

舉辦環境

教育講座 

培養保育

人才 

推廣環保

活動 

民間
團體
與個
人努

動植物 

資源 

平原

地區 

丘陵山地 

地區 

都市地區 

永續經營 

與發展 

圖4-2  課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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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 facebook 粉絲專頁 

因為是建立在 Facebook messenger 的聊天機器人, 聊天機器人需要

粉絲專頁當媒介，之後學生來粉絲專頁開始訊息對話就能跟社會科聊

天機器人聊天。 

 

 

圖4-3  建立新的粉絲專頁 

 

 

圖4-4  選擇「企業或品牌」，並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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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輸入粉絲專頁名稱「五下社會-生活與環境」 

 

 

圖4-6  上傳粉絲專頁封面照及大頭貼即可完成 

 

參、申請 chatfuel 聊天機器人並連結 facebook 粉絲專頁 

Chatfuel 是在2015年成立的公司，現階段的主力是希望使用者能

在不需要寫程式的情況下，就可以打造出一個擁有自然語言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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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acebook message bot。所以，現在要申請 chatfuel 聊天機器人，並

連結到已申請好的粉絲專頁。 

 

 

圖4-7 進到 chatfuel 的網站(chatfuel.com)，並點選 continue with Facebook 

 

  

圖4-8  選取「create from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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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選取「Blank bot」 

 

 

 

圖4-10  選取「Blank bot1」裡的「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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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選取已建立好的粉絲專頁裡的「connect to page」 

 

 

 

圖4-12  已成功將 chatfuel 連結到粉絲專頁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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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設定完成，並可開始設計聊天機器人的畫面 

 

肆、設計 chatfuel 聊天機器人回覆模組 

當已完成 chatfuel 連結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時，接著便可開始設

計社會科教學聊天機器人。 

 

一、設計「Welcome message」 

Welcome message 是使用者第一次和聊天機器人聊天時會看到

的訊息，只會出現一次。所以設計歡迎詞，告知此聊天機器人的功

用。 

 

 



 

25 

 

圖4-14  點選「welcome message」，並輸入歡迎詞的畫面 

     

點選畫面右上「test the chatbot」即可進行測試。 

 

 

圖4-15  測試歡迎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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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 Default answer的回答畫面 

何謂「Default answer」？當使用者問了一個沒有在設定內

的問題時，聊天機器天會告知使用者，請使用者換個方式提問。 

 

圖4-16  點選「Default answer」，並輸入重新提問的畫面 

三、設計回覆模組 

開始設計聊天機器人的邏輯編輯區，聊天機器人的運算邏輯有

50％是在這裡實現的，所以須設計好聊天機器人的回覆模組。下列

是以「臺灣有什麼特有生物種類？」這個問題為例，說明如何設計

回覆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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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在「Automate」中新增一個 group 並命名爲「動植物資源」 

 

 

 

圖4-18 在「動植物資源」項下新增的一個 block 並命名「特有生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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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  在「ADD A CARD」項下新增二個「Text」，分別輸入臺灣特有的

動物和植物種類的名稱 

 

為了讓學生能知道臺灣黑熊、櫻花鉤吻鮭、臺灣水韭、臺灣野

百合的樣子，所以希望能增加這四種特有生物的照片，結合圖片讓

學生印象更深刻。 

 

圖4-20  「Automate」動植物資源下新增1個「block」並命名為「臺灣黑

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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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在「ADD A CARD」項下新增「Image」，並連結臺灣黑熊的圖片 

 

 

 

 

 

圖4-22  連結社會課本裡臺灣黑熊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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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  再回到「特有生物種類」項下，右側欄位點擊「+add button」 

 

 

 

圖4-24  新增一個「臺灣黑熊」的 button，並連結之前建立好的臺灣黑熊的

圖片 

 

 



 

31 

 

 

圖4-25  依照此方式再設定「櫻花鉤吻鮭」「臺灣水韭」「臺灣野百合」的圖

片連結 

 

 

依照課文的內容，並結合課本裡提供的圖片，讓聊天機器人在

回答學生的提問時，除了文字說明外，還能輔以圖片，加深學生印

象，如圖4-26。本研究的聊天機器人，依此設計方式，總共設計了

12個 group，128個回覆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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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6  在回答學生提問時，能輔以圖片說明 

伍、設計 chatfuel 聊天機器人關鍵字詞連結 

設定完 Automate 裡的回覆區塊後，接著開始 Set Up AI。這個部

分是由 AI 去根據提問者在粉絲頁提出的關鍵字再去連結已建置好的回

覆內容來回覆對方，所以要設定每一個「AI  RULE」。下列仍是以

「臺灣有什特生物種類？」這個問題為例，說明如何「Set Up AI」。 

 

圖4-27  點選左側選單「Set Up AI」後，再點選「+ ADD AI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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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8  左邊框使用者提問的問題的關鍵字詞，右邊框是設定關鍵字詞對應

的欄位 

 

 

圖4-29  在左邊框內輸入提問的關鍵詞句「特有生物種類、有什麼特有生

物、有哪些特有生物、特有生物有哪些」，在右框點選已建立好的

「特有生物種類」的「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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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0  進行測試。當提問「臺灣有什麼特有生物？」時，聊天機器人能回

覆已設定好對應的「block」 

以同樣的方式，設計好每一個「回覆 block」的連結關鍵字詞

或問句。本聊天機器人依所建立的「回覆 block」，共設計了58條的

關鍵字詞連結，使用者提出課文相關內容的問題時，能立即給予回

饋。 

陸、聊天機器人測試 

在聊天機器人建置完成後，開始進行測試，以便了解聊天機器人

是否完成建置，及聊天機器人的回覆是否正確等問題。測試過程首先

要申請一個臉書帳號，搜尋「五下社會-生活與環境」粉絲專頁。如圖

4-31。 

進到粉絲專頁後，會自動跳出聊天室的視窗，點選「開始使

用」，即可與聊天機器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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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進入粉絲專頁後，會自動跳出聊天室的視窗 

 

 

 

圖4-32  點擊開始使用後，即可看到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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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的重點有4個： 

一、聊天機器人是否能準確的回答問題？ 

二、同一個問題但是利用不同的問法，是否可以讓聊天機器人回覆出

一樣的答案？ 

三、回覆區的按扭可否順利的連結。 

四、聊天機器人無法判讀問題時，能否已設定好的「default 

answer」 

五、當使用者輸入錯別字時，聊天機器人的可否處理。 

以下分別說明測試結果。 

一、聊天機器人是否能準確的回答問題？ 

從已建置好的58條問題連結裡，隨機問了「臺灣有什麼海洋

資源？」、「臺灣的漁業枯竭的原因？」、「臺灣地層下陷的原

因？」、「什麼是永續發展？」、「空氣汙染從哪裡來？」、「如何改

善空氣汙染？」、「臺灣林地面積縮小的原因？」、「什麼是有機肥

料？」、「什麼是箱網養殖？」、「如何珍惜動植物資源？」。聊天機

器人都能回覆出預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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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  詢問「臺灣有什麼海洋資源？」、「臺灣的漁業枯竭的原因？」2個

問題能正確回覆 

 

 

圖4-34  詢問「臺灣地層下陷的原因？」、「什麼是永續發展？」2個問題能

正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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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  詢問「空氣汙染從哪裡來？」、「如何改善空氣汙染？」2個問題能

正確回覆 

 

 

 

圖4-36  詢問「臺灣林地面積縮小的原因？」能正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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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  詢問「什麼是有機肥料？」能正確回覆 

 

圖4-38  詢問「什麼是箱網養殖？」能正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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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  詢問「如何珍惜動植物資源？」能正確回覆 

 

二、同一個問題但是利用不同的問法，是否可以讓聊天機器人回覆出

一樣的答案？ 

中國文字語言在提問問題時，針對同一個問題可能會有好幾

種不同的提問方法，所以也得針對這部份進行測試。以「如何改

善空氣汙染？」這個問題為例，分別提出了「如何改善空氣汙

染？」、「空氣汙染如何改善？」、「如何減少空氣汙染？」、「空氣

汙染如何減少？」、「要怎麼做才能減少空氣汙染？」、「要怎麼做

才能改善空氣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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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0  詢問「如何改善空氣汙染？」、「空氣汙染如何改善？」能正確回覆 

 

 

 

 

 

 

圖4-41  詢問「如何減少空氣汙染？」、「空氣汙染如何減少？」能正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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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2  詢問「要怎麼做才能減少空氣汙染？」、「要怎麼做才能改善空氣汙

染？」能正確回覆 

 

測試發現，聊天機器人能針對不同的提問方式，回覆已預設好的答

案。 

 

三、回覆區的按扭可否順利的連結。 

為了加深使用者的印象，聊天機器人在回覆問題時，有些會有

連結的按扭可供點選。對聊天機器人提問「臺灣的國家公園分布在

哪裡？」，即會出現臺灣國家公園分布圖可供點選放大(如圖4-43)，

或是出現各國家公園的名稱可供點選，來看更詳細的說明(如圖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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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3  出現臺灣國家公園分布圖可供點選放大 

   

圖4-44  出現各國家公園的名稱可供點選看更詳細的說明 

四、聊天機器人無法判讀問題時，能否回覆已設定好的「default 

answer」 

本研究設計的聊天機器人是依照既有的腳本來進行應答，當提

問者提問和本單元無相關的問題時，聊天機器人是否能回覆事先設

計好的「default answer」？ 

測試問了「你今年幾歲？」、「你是男生還是女生？」二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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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聊天機器人都回答「您的問題我不是很懂，我很難回答您」及

「可以換個方式問嗎」這二個對話框。 

 

 

圖4-45  測試「default answer」的畫面 

 

五、當使用者輸入錯別字時，聊天機器人的可否處理。 

聊天機器人須透過關鍵字詞，連結到回覆的模組，若使用者輸入

錯別字時，聊天機器人會如何處理？ 

測試問了「什麼是臺灣黑熊？」和「什麼是臺灣黑雄？」結果發

現，當使用者誤輸入了「黑雄」，造成聊天機器人無法判讀，而出現了

default answer，如圖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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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6  測試「什麼是臺灣黑熊？」和「什麼是臺灣黑雄？」 

 

但若是在設定關鍵字詞時，設定較長的語句為關鍵字詞，一個錯

別字亦不會影響判讀，如以「臺灣有什麼候鳥？/臺灣有什麼後鳥？」

為例，因有設置「臺灣有什麼候鳥」關鍵字詞時，所以一個錯字是不

會影響判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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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7 測試「臺灣有什麼候鳥？/臺灣有什麼後鳥？」得到一樣的回答 

 

 

第二節 教學實施過程 

    在使用本研究的聊天機器人時需要有一個 facebook的帳號，所以在教

學前先請學生準備1個 facebook的帳號。本班研究對象有24人，有15人用

自己的帳號，7人用家人的帳號，2人用教師提供的帳號。 

    在本單元教學結束後，將學生帶至電腦教室，並開始使用聊天機器

人。首先，講解如何登入 facebook及如何搜尋「五下社會-生活與環境」

粉絲專頁。接著讓學生開始使用，教師從旁協助排除無法登入或是找不到

粉絲專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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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8  學生在電腦教室使用聊天機器人的情形-1 

 

圖4-49  學生在電腦教室使用聊天機器人的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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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0  學生在電腦教室使用聊天機器人的情形-3 

 

圖4-51  學生在電腦教室使用聊天機器人的情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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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2  學生和聊天機器人的問答內容 

 

第三節  資料分析與討論 

壹、學習成就測驗差異之分析 

為了瞭解教學聊天機器人是否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影響，

針對該班在使用聊天機器人之前的測驗(前測)與使用聊天機器人後的

測驗(後測)進行分析。結果如表4-1所顯示，前測的平均分數為75.21，

後測的平均分數為79.5，後測的平均分數較前測進步。相關係數是

0.867為高度相關，雙尾檢定 P值0.036＜0.05，達顯著水準，代表學生

在使用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後，學生在社會科的學習成就上有顯著的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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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社會科學習成就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皮耳森 

相關係

數 

t統計量 雙尾 

前測 24 75.21 18.73 
0.867 –2.232 0.036 

後測 24 79.5 17.39 

 

貳、使用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後的滿意度之分析 

為了瞭解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因此在學生使用

完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後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是採紙本填寫

方式。而此問卷的目的在了解學生使用聊天機器人之後的滿意度。 

 

一、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是學生在使用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後，對於社會科聊

天機器人的運作情形及是否能滿足學生的需求。問卷上的得分愈

高，代表學生使用後的滿意度愈高。由表4-2可知，學習滿意度的

各題平均皆達3分以上，總平均值達3.36分，顯示學生對使用社會

科聊天機器人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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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問卷「滿意度分析」統計表 

題

號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平均

值 

1 能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社會

是快樂的 

50％ 41.7％ 4.2％ 4.2％ 3.38 

2 我希望有多一點的科目使用聊

天機器人來學習 

83.3％ 12.5％ 4.2％ 0％ 3.79 

3 我對自己在學習活動中表現很

滿意 

41.7％ 50％ 8.3％ 0％ 3.25 

4 使用聊天機器人來學習讓我有

成就感 

25％ 62.5％ 4.2％ 8.3％ 3.04 

5 使用聊天機器人有助我對社會

學習態度改善 

41.7％ 41.7％ 4.2％ 12.5％ 3.13 

6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樣的學習

方式 

66.7％ 20.8％ 4.2％ 8.3％ 3.46 

7 我覺得聊天機器人在操作上對

我而言是簡單的 

58.3％ 33.3％ 4.2％ 4.2％ 3.46 

 

 

 

在第1題「能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社會是快樂的」有高達9

成的學生是同意的，表示這樣的學習方式讓學習社會可以讓學生提

升學習興趣，讓學生樂於主動學習，並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如圖

4-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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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3  問卷「學習滿意度」第1題直條圖分析 

 

在第2題「我希望有多一點的科目使用聊天機器人來學習」有

高達9成的學生同意，表示這樣的學習方式對他是有幫助的，並希

望其他科目也能利用此方式來進行學習。如圖4-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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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4  問卷「學習滿意度」第2題直條圖分析 

在第7題「我覺得聊天機器人在操作上對我而言是簡單的」有

高達9成的學生同意，表示學生在操作聊天機器人並和聊天機器人

對答是沒有問題的，這系統對學生而言是好用的。如圖4-55所示。 

 

圖4-55  問卷「學習滿意度」第7題直條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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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學生在使用完社會科聊天機器人之後，對於學習的

自我評估，讓學生自我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由表4-3可知，各題

的平均值在2.88分以上，總平均值為3.15分，顯示學生對於學習成

效是滿意的。 

 

 

表 4-3  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問卷「學習成效」統計表 

題

號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平均

值 

8 使用聊天機器人對我的學

習有幫助 
50％ 37.5％ 4.2％ 8.3％ 3.29 

9 使用聊天機器人有助於我

對社會學習興趣的提昇 
41.7％ 45.8％ 8.3％ 4.2％ 3.25 

10 使用聊天機器人能讓我更

專心學習 
33.3％ 25％ 37.5％ 4.2％ 2.88 

11 使用聊天機器人讓我更快

學會上課的內容 
37.5％ 41.7％ 16.7％ 4.2％ 3.12 

12 我覺得這種學習方式有助

於澄清不懂的地方 
54.2％ 20.8％ 16.7％ 8.3％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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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8題「使用聊天機器人對我的學習有幫助」有高達8成的

學生表示同意，顯示了聊天機器人是有助於學生學習。學生會覺得

有幫助，代表著聊天機器人能解答學生的疑惑之處或是加深學生的

印象。如圖4-56所示。 

 

 

圖4-56  問卷「學習成效」第8題直條圖分析 

 

 

在第9題「使用聊天機器人有助於我對社會學習興趣的提昇」

有高達8成的學生表示同意。社會科的內容因為較為抽象，較不易

給學生具體的概念，長久下來，一直是學生認為較無趣的科目。若

能透過聊天機器人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必定能讓學習表現得更

出色。如圖4-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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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7  問卷「學習成效」第9題直條圖分析 

 

 

參、綜合討論 

從上述的結果分析可得知學生使用完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後，對

於學習成就測驗的表現、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都有正向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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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研發了一套社會科聊天機器人，並讓學童實際去使用。在使用過

後進行後測及問卷調查，然後分析資料，將研究的結論歸納如下： 

壹、提升學習成就 

在社會科的單元讓程結束後，使用聊天機器人進行複習對學童而

言，提高了學習意願。以往，學童學習社會領域的知識只能透過課本，

或是利用坊間的參考書籍來進行複習，而這樣的學習方式實提不起學童

的學習意願，所以大多數的學童只會在學校的定期評量前，開始大量的

複習。如今，本研究提供了另一種複習方式，學童可利用社會科聊天機

器人來加深自己的概念，在和社會科聊天機器人一問一答的過程中，學

習自己在課程不懂之處。依據本研究學童使用完聊天機器人的後測資

料，發現學童的學習成就有顯著的提升。所以，社會科聊天機器人對學

童的學習社會領域的成就是有影響的。 

貳、喜歡透過聊天機器人學習 

從學生的滿意度分析發現，學習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透過這種方

式學習社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意願，學生亦樂於希望能利用聊天

機器人學習其他科目。對於聊天機器人的操作使用，多數學生表示是容

易的，也很滿意自己在聊天機器人上的表現，希望未來能再和聊天進行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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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結果與發現，於本節中提出以下之建議，供出版社、教師

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壹、對教科書出版社之建議 

本研究透過研究結果發現，學童社會科教學聊天機器人對學童的學

習成效是有顯著正向之影響，而學童也樂於用這樣的方式進行學習。學

校的社會科課程時間有限，在人數較多的班級，教師無法顧及每個學

生，且礙於教學進度的壓力，教師無法針對學童的需求而調整上課的速

度和內容，導致中後段的學童無法跟上。若此時有教聊天機器人的介

入，則可幫助那些想再學習的學童能進行複習。 

目前學校的補救教學只針對國語、數學和英語這三科，若能再結合

教學聊天機器人，則能讓補救教學的制度更趨完善。所以建議教科書出

版社，能研發屬各個版本的教學聊天機器人，讓學童在課後之餘，能用

不同的方式進行複習。 

貳、對學校的建議 

教師在學校的授課時間有限，但是教給學童的是無窮盡的，教師

有很多想要補充的課外知識，但礙於時間的限制，無法實施。若教師

有製作教學聊天機器人的能力，讓同領域的老師能自行設計，把上課

的內容和無法在上課教授的補充知識，全都融入教學聊天機器人裡。

讓學童除了可以複習上課所學，亦可學到課外的學問，讓學習發揮到

最大的功效。 

參、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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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嘉義國小高年級學童，為避免因研究對

象與研究樣本數不足之限制造成研究結果之不同，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將研究對象擴及全臺灣與各級學制之學童，進行差異比較。本研究的

科目為社會領域的課程，建議未來可擴及其他領域或是其他階段的課

程，來瞭解適用性與限制性。 

本研究是研發一套教學聊天機器人，再讓學童使用後，以收集資

料為主的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方法，雖然有使用的狀況有初步的瞭解，

但仍有不盡周延之處。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轉以質性之研

究，深入瞭解學童對教學聊天機器人之感受，以深入訪談之方式瞭解

教學聊天機器人不足之部份，並做進一步改進，讓教學聊天機器人更

能符合學童的需要，讓教學聊天機器人的成效能發揮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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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學活動教案 

單元、課名 

第六單元  生活與環境 

資料來源 

版別 康軒版 

領域冊別 社會領域第六冊(五下)第六單元第1-3課 

教學時間 

3節(120分鐘) 

場地 

電腦教室 

學習資源 

海洋活動圖片、海洋能源資料、臺灣礦物資源分布和現況資料、臺灣特

有動植物或候鳥資料、早期自然景觀圖照、農田遭受汙染的報導、平原

地區的早期與現代的景觀圖片、茶葉、高山蔬菜、大自然聲音與噪音等

音檔、捷運系統和自行車專用道相關資料、 臺灣特有動植物圖片、國家

公園相關題目、民間關懷環保的行動資料、臺灣各區域自然環境及人文

特色資料。 

教學目標 

1. 明白臺灣自然資源豐富的成因。 

2. 熟悉臺灣自然資源的種類與現況。 

3. 尊重並欣賞臺灣的自然資源之美。 

4.察覺臺灣生活空間和環境景觀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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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探討環境變遷造成的環境問題及其原因。 

6.知道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法。 

7.體會環境保育人人有責。 

8. 覺察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9. 體察政府與民間團體為臺灣環境永續發展所做的努力。 

10. 探討臺灣自然環境的特色，思考產業與經濟發展的方向。 

11. 分析臺灣人文環境的特色，思考產業與經濟發展的方向。 

能力指標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度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

空間設計和環境類型的影響。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

解決方法。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教學活動內容 

【第一節】 

一、引起動機 

【播放 iphone siri的廣告片段】 

提問： 

1、影片中的一直在做什麼事情？ 

2、iphone siri可以幫忙做哪些事？ 

說明：聊天機器人的原理，及可以幫忙現今的社會做哪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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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學生已在社會科時，學習了這個單元的內容。 

1、介紹社會科教學聊天機器人。 

2、示範如何操作。 

      例如：臺灣有哪些國家公園？ 

3、由學生進行操作，教師進行課間巡視，並協助排除問題。 

 

三、評鑑活動 

教師利用教學廣播系統，將同學和聊天機器人的對話，展示在學生面

前，並進行講解說明。讓學生能更精確解決他們的疑惑。 

 

【第二節】 

一、引起動機 

教師示範一次，勾起學生的印象。 

二、發展活動 

由學生進行操作，教師進行課間巡視，並協助排除問題。 

 

三、評鑑活動 

教師利用教學廣播系統，將同學和聊天機器人的對話，展示在學生面

前，並進行講解說明。讓學生能更精確解惑他們的疑惑。 

【第三節】 

一、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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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示範一次，勾起學生的印象，告知這是最後一次使用。 

二、發展活動 

由學生進行操作，教師進行課間巡視，並協助排除問題。 

 

三、評鑑活動 

教師利用教學廣播系統，將同學和聊天機器人的對話，展示在學生面

前，並進行講解說明。讓學生能更精確解惑他們的疑惑。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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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社會科聊天機器人使用滿意度問卷 

「社會科聊天機器人使用滿意度問卷」 

 

一、個人基本資料 

(一)、學校： 

(二)、班級：     年    班 

(三)、座號： 

(四)、姓名： 

(五)、性別： □男  □女 

 

 

 

 

親愛的同學： 

 

 

這份問卷不是考試，只是想要了解你在使用聊天機器人的看法。

每題的答案沒有對錯，作答的答案也不會對外公開，請你放心作答，

不用考慮太多。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老師會為你說明，謝謝你們的合

作。每一題都沒有標準答案，請依照你的感受、想法及實際狀況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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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請依實際感受勾選以下問題的答案) 

題

號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能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社會是快樂的     

2 我希望有多一點的科目使用聊天機器人來學

習 

    

3 我對自己在學習活動中表現很滿意     

4 使用聊天機器人來學習讓我有成就感     

5 使用聊天機器人有助我對社會學習態度改善     

6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     

7 我覺得聊天機器人在操作上對我而言是簡單

的 

    

8 使用聊天機器人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9 使用聊天機器人有助於我對社會學習興趣的

提昇 

    

10 使用聊天機器人能讓我更專心學習     

11 使用聊天機器人讓我更快學會上課的內容     

12 我覺得這種學習方式有助於澄清不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