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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之趨勢與AI工具崛起

圖書館資源（ LSPs ）與教學平台無縫串接

研究資料管理(RDM)推廣與實踐

AI工具應用與推廣

結論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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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創意的發想與實踐
✓ 教學- LIS與教學平台串接

✓ 研究- RDM的實踐

✓ 科技- AI工具的應用

近年來影響最大的因素
-COVID

-AI (ChatGPT)



Trendspotting-Looking to the Future in a Post-
Pandemic Academic Library Environ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shift

數位轉型

加速數位治理
與數位轉型

Open 

Higher 

Education

讀者需求

遠距教與學與
在家工作需求

Data 

management 

and curation

資料開放

開放研究文獻
與研究資料

資料來源：Leo Appleton (2022) Trendspotting - Looking to the Future in a Post-Pandemic Academic Library Environment, New Review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8:1, 1-6, 

DOI: 10.1080/13614533.2022.205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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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遠距教與學趨勢
圖書館資源（ LSPs ）與教學平台無縫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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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歷史（The History Of Distance Learning）

➢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演進，教學方式
與輔具一直在進步

➢ 1970 “ Open University”

➢ 1989 “Web of notes with links”

➢ 1995 Jerrold Maddox first course 
delivered over distance via the web

➢ 1999 eLearning is coined

➢ 2012 DL students 

➢ 2019 COVID-19…

6
資料來源：https://elearningindustry.com/the-history-of-distance-learning-inf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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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管理系統
• What to Look For in the Best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LMS) & 

Software?

✓ Intuitive Page Builder

✓ Learner Progress Tracking

✓ Content Drip

✓ Tests and Quizzes

✓ Certificates and Badges 

✓ Automated Emails

• The Best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oftware

✓ Kajabi

✓ Teachable

✓ Adobe Captivate Prime

✓ Moodle

✓ Blackboard Learn

✓ Thinkific

✓ Docebo 7

資料來源： https://www.thesearchengineshop.com/learning-management-system-lms-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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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作課程教科書，未有
效利用館內各類資源

•全人工處理

•個別徵詢，過程耗時

•教學支援任務角色薄弱

•…

圖書館員

•指定教科書

•反覆複製/貼上查詢

•資料分散各處

•查找不易、浪費時間

•線上資源連結無效、
斷點問題

•只是靜態文字，缺乏
吸引力

•…

學生

•備課彙整資料過程繁瑣

•靜態文字呈現

•多樣資源/來源不易管
理

•資源可得/可用性檢視
困難

•無法評估教材對學生學
習成效

•…

教師

教學場域(教學平台) 圖書館如何提供教學
場域更好的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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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E3）與圖書館資源LSPs串接

E3
課程閱讀清單系統

各類型教學資源
採購、管理、提供

圖書館
購置管理學術研究資源

LSPs+串接軟體

所需教學參考資料
搜尋、管理、使用

教師/學生
使用學術研究資源

NYCU New_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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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教學平台
 過去教學平台均未考慮圖書館資源

透過LSP與教學平台緊密串接

串接MOOC教學平台

 教師課程綱要與指定參考書

 LSP系統可標記為指定參考書，列出每位老師過去課程的指定參
考書群

教師撰寫課綱時，直接串接到LSP查詢，與教學平台串接整合

 指定閱讀文章與書籍

 透過LSPs再將教學使用資源與圖書館資源緊密結合

挽回讀者的黏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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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習平台與LSPs串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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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書館協同創建 Reading List

✓如：館藏紙本書、電子書、期刊文章、資料庫、影音、網

路資源…

■串接網路學習資源(非館藏)

■創建、分享、設定使用期間與重

覆使用內容項目

■統計數據及使用情形優化清單

教師面向

■從教學平台即時取得圖書

館資源與課程內容。

■自行建立 My Collection

■教材使用數據指標，使參

與度可以被觀察到。

■透過課程教材互動的數據，

可了解學習的過程。

學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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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串接教學平台與資源平台間的資料交流

■滿足教，學所需的資訊，並確保資源取得的便利性

■提供新的界面，讓教，學者就教材內容互動與交換意見

■統計分析學生使用教材的情形

■透過課程教材互動的數據，更了解師生對學習資料需求與學習

過程的效果

圖書館（機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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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整體的分析統計報表

修課學生閱讀文章情形

各系所課程使用閱讀清單比率

閱讀文章時間的整體統計

各系學生使用閱讀文章清單情形

教師（教），
學生（學）與
圖書館資源間
的互動與回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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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系統•與教師直接利用平台互動支援
•有效滿足學用雙方之供需
•無縫結合館藏與教師多元化資源
•可評估館藏整體運用

•即時取用教師指定教學資源
•可在利用平台老師互動/討論
•節省找尋與彙整資訊時間
•提昇學習研究效率

•易於管理教學資源
•資源對學生即時公布/更新/互動
•有效評估學生使用參考資源情形
•透過平台直接與館員對接

單一入口使用
教學參考資源

LTI

統一查找/建立/管理/
發布教學使用資源

Citeit tool

建立課程及審核/
發布各類教學使用
之參考資源

串接平台

教學資源
流程管理

ALMA

其他外部資
源

www

數位學習平台

LMS

學
生

館
員

助
教

教
師

整體效益

執行面的挑戰：館員
需要深入了解課堂的

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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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研究資料管理(RDM)推
廣與實踐

2024/05/09



The 
Changing 
Research 
Workflow

資料來源：101 Innovations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 the Changing Research 

Workflow

https://figshare.com/articles/poster/101_Innovations_in_Scholarly_Communication_the_

Changing_Research_Workflow/1286826

Role of Library in Research

2024/05/09



更多型態的學術投稿與出版

資料來源：Open access: Latest news and trends: Publishing your research in Open Access

https://canterbury.libguides.com/c.php?g=894027&p=6640992

資料來源： Ten myths around open scholarly publishing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A-Traditional-peer-review-

publishing-workflow-B-Preprint-submission-

establishing_fig2_331701285

2024/05/09



Open Access｜Data Sharing

資料來源：NIH GRANTS & FUNDING
https://grants.nih.gov/grants/oer.htm

2024/05/09



20

期刊中的研究資料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Reusable

Interoperable

Accessible

F1 (後設)資料被附予一個全球唯一且永久不變的識
別碼。
F2 資料被豐富的後設資料所描述。
F3 後設資料指定資料識別碼。
F4 (後設)資料在可搜索的資源中註冊或索引。

A1 (後設)資料使用標準化的通信協議，以通過其識別
碼檢索。

A1.1通信協議是開放，免費且可通用實施的。
A1.2通信協議允許在必要時進行驗證與授權程續。

A2 即使資料本身不再可取得，後設資料也仍可取用

I1 (後設)資料使用正規化、可取用、可共享和廣泛適
用的語言進行知識再現。
I2 (後設)資料使用符合FAIR原則的語彙。
I3 (後設)資料包括對其他(後設)資料的合適參照。

R1(後設)資料具有多重準確且相關的屬性。
R1.1(後設)資料借由清晰易讀的資料使用授權進行
發佈。
R1.2(後設)資料具備資料溯源。
R1.3(後設)資料符合領域相關的社群標準。

Findable

Make Data F A I 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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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RDM)

 透過研究資料公開共享，促使研究過程透明化，達成研究資料再利

用的效益

 歐美研究資助單位將資料管理計畫（Data Management Plan, DMP）

視為必備要素

 國際出版社要求公開

 哈佛大學圖書館與IQSS合作開發非商業的研究資料管理系統 –

Dataverse

 已有78個單位加入社群

 至今文件下載量已經超過三千萬

22



23

23

NYCU Dataverse 研究資料管理平台

https://dataverse.lib.nycu.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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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U Dataverse

24



支援研究的新服務- RDM

促進研究及教學

再運用

增加學術單位

引用計數掌握研究資料

學術資產

增加學術單位

國際曝光

研究資料佐証投稿文獻

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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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關於高血壓患者腎功能相關的研究，
招募100 名高血壓患者收集研究資料
並以此為主題發表了文獻。

➢ 奠基這篇高血壓腎功能文獻的研究資料
並沒有從此束之高閣。

➢ 來自尼德蘭馬斯垂克大學的學者連絡上黃柏勳教授，
希望可以了解更多關於研究資料的內容，
最終黃柏勳教授作為協同作者發表文獻，
達成台灣與尼德蘭的跨國合作。

➢ 透過NYCU Dataverse上傳研究資料，
增加引用計數、達成國際合作！

研究資料再運用成功案例-臨床應用

黃柏勳 醫學院重症內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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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料除了學術研究，還有其他運用方式

➢ 融合已有的研究資料資源，培養學生研究資料再運用。

在楊教授的課程中，

-學生運用研究資料平台取得研究資料，

-擬定主題進行研究資料再運用

-並做為教學之使用。

➢ 學習研究資料使用是研究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運用
NYCU Dataverse，實踐更多再運用教學。

楊智傑 腦科，所長

研究資料再運用成功案例-教學應用

✓ 研究資料規劃，管理，保存與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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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AI工具應用與推廣

2023/02/15



AI時代的大問題

• 當機器能讀取（讀懂？）圖書館所有資料時，
圖書館和館員會發生什麼事（影響）？

“What Happens to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When                

Machines Can Read All the Books?” （Chris Bourg, 2017 ）

• 圖書館可以提供怎樣的資訊服務？
（Smart Library Services?）

• 圖書館與圖書館館員應如何因應？

29



How AI can Revolutionise
Science (2023.09)

✓ 封面那棵樹的意涵？

✓ AI 加速科學的發展，徹底改變？

推動科學進步並引領發現的黃金時代

(AI can turbocharge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lead to a   

golden age of discovery)

✓ Literature-based Discovery (LBD)

identifying new experiments to try and even  

suggesting potential research collaborators

✓ “Robot Scientists”, “Self-driving Labs”

資料來源：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archive?print_region=76980



AI and ML in Libraries (2019)

✓ Introduction

✓ HAMLET

✓ AI and Creating the First 

Multidisciplinary AI Lab

✓ An Explor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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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nd ML in Libraries

• 電子書籍或期刊的提供商(擁有大量數字化文本語料庫)

✓ 嘗試以AI和ML為基礎的新索引與搜尋服務

• 機器學習系統經過訓練，創建Metadata的潛力非常高（人工智慧的編目系統）

✓ 更加注重培訓數據的準備和產出的評估，而不是直接創建描述（館員的重要角色）

• 個人化服務：隨著系統根據讀者的行為進行自我訓練，隨時間的推移，系統會繼續學習

• 研究人員和學生將擁有AI系統，協助他們尋找資訊、總結資訊並建立個人參考書目等

• 如何對待這些系統的知識產權將對圖書館未來如何使用、蒐集、共享和保存等將會有長期影響

• AI & ML系統值得圖書館和圖書館員密切關注!

• 當機器人能夠寫出與人類所寫的論文毫無區別時，教育將如何改變？

32



透過指定主要文章，
取得同一研究領域中相似
文章並以視覺化方式呈現

1. 論文之間的距離為相似度

2. 圓點大小表示被引用次數

3. 圓點顏色表示出版年份

4. 分群基準為群體相似度

Connected 

Papers

33

https://www.connectedpapers.com/

學術領域視覺化



Semantic 

Scholar

34

自動產生文章摘要

✓ 透過專業背景知識與自然語言技術針對 6000 萬篇文
章摘要，以利快速理解內容

AI 驅動的個人化文章推薦

✓ 透過 AI 學習個人感興趣文章及新進著作間關係，自
動推薦最新內容，維持知識更新

整合式文章閱讀器

✓ 透過分析文章與關聯引用文獻，可直接閱讀引用文
獻摘要、查閱文章目錄、放入個人收藏並檢視機器
自動標記的重點



Semantic 

Scholar

Reader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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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結論與展望

202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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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環境的快速轉變（如AI工具快速發展），提供創新的服

務更顯重要

 透過串接教學平台，將讀者再拉回圖書館服務的平台

 研究資料的保存與再利用，扮演機構智慧資產保存者角色

 結合LSPs的優勢，串接機構中的服務平台，將LSPs成為大

學核心的資訊服務平台

 積極利用LSPs優勢，與時俱進，以讀者為中心，滿足讀者的

需求，個人化服務勢在必行!

結論與展望



謝謝聆聽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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