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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STARTED

⼈⼯智慧在地理科學與教學中
的應⽤與挑戰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AI TOOLS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GEOGRAPHY 

寧波第⼆中學 地理科科主任
⾹港考試及評核局 科⽬委員會委員（地理）



⼈⼯智能素養的要素

掌握AI基礎知識與相關技能
 （如編程、統計）及基本操作能⼒

AI的基本理解及操作

使⽤AI的⾃信⼼ 及倫理意識 
 （以⼈為本的考慮）

⾃信且符合倫理地與AI互動的能⼒

 評估、應⽤與創造AI 
  （⾼階思維能⼒）

 慎思明辨思維能⼒

參考網站： ⼈⼯智能素养：提出背景、概念界定与构成要素
                   https://www.cerschool.edu.cn/newsinfo/7634607.html

https://www.cerschool.edu.cn/newsinfo/7634607.html


使⽤⼈⼯智能進⾏
短⽂章寫作技巧訓練

通過提升學⽣的學科寫作與慎思明辨能⼒，幫助其掌握科技應⽤技
能，培養創新能⼒。



科⽬：地理科
年級：中五級
課堂⻑度：40分鐘（⼀節課）
課題：必修單元六（消失中的熱帶⾬林）

課堂資訊



學⽣已有知識

學⽣認識熱帶⾬林的全球分佈。

學⽣已了解熱帶⾬林內商業性農

業活動及植物特徵等基本概念。

課題概念

學⽣基本地了解⾹港中學⽂憑試
地理科短⽂章題⽬的答題要求，
包括需要結構化地回答問題。
雖然學⽣具備⼀定的地理學術詞
彙和分析能⼒，但對於如何寫出
⾼質量的短⽂章仍有不⾜。
設計此 AI 輔助教學正是為了幫
助學⽣提升這⽅⾯的能⼒。

答題基本要求

學⽣已掌握⽣成式⼈⼯智能 ( 如：
ChatGPT 或  DeepSeek) 的基本操
作，但尚未能設計針對性的提問指

引。

技術操作



知識層⾯ 態度層⾯

認識⼈⼯智能帶來的道德議題，如

偏⾒與虛假內容。

理解⼈⼯智能是學習輔助⼯具，⽽

⾮依賴其直接提供答案，增強答題

技巧與資訊素養。

培養慎思明辨能⼒，正確使⽤⼈⼯

智能提升學習成效。

技能層⾯

能設計清晰的⼈⼯智能提問指令，

⽣成適合地理科題⽬的內容。

能撰寫結構清晰的短⽂章，包括

      主題句、解釋闡述及具體例⼦。

掌握⾹港中學⽂憑試地理科短⽂章

題的答題要求，並能撰寫符合標準

的答案。

瞭解如何結合具體數據和案例來⽀

持地理論點，提升答題說服⼒。

預期學習成果



教學資源
1. ⽣成式⼈⼯智能⼯具 

DeepSeek 或 ChatGPT：⽣成短⽂章答案，幫助學
⽣理解和優化內容。

2. 課堂設備 
電腦∕平板∕⼿機：操作AI⼯具及記錄答案。
投影器：展⽰範例及學⽣作品。

3. 教材
課堂筆記：涵蓋答題技巧、AI提問範例及修改建議。
⾹港中學⽂憑試地理科題⽬：練習AI⽣成的答案並進
⾏修改。

4. 數碼平台 
Padlet / Google Doc：供學⽣上載⽣成答案，進⾏
分享和點評。



短⽂章寫作練習

課堂導⼊

教師簡介課堂⽬標與活動安排，並通過提問⽅式回顧熱帶⾬林的地理概念：

       (a) 商業性農業活動的農業特徵
       (b) 地理科短⽂章段落應包含哪些要素？
學⽣回答問題，教師補充並強調段落結構：主題句、解釋闡述、例⼦⽀持。）

⽬的：幫助學⽣回憶相關知識，為後續活動打好基礎。



教師可提問：「為什麼這些農業活動會導致熱帶⾬林的植被特徵發⽣巨⼤
變化？」以激發學⽣的思考和參與。

教師透過圖⽚或短⽚展⽰商業性農業（如油棕種植園、牧⽜業）對⾬林
的影響，引導學⽣思考植被密度、⽣物多樣性等變化。



任務⼀：分析⽂章

找出範例⽂章的主題句

在⽼師幫助下，學⽣將範例⽂章中

的解釋部分和具體例⼦部分標⽰出

來，進⼀步理解⽂章結構

活動內容



任務⼀：分析⽂章

根據⽼師的引導，學⽣討論範例⽂章中的

數據是否清楚、具體且與主題相關，例如

是否提到年份（如2019年）和數據量（如
森林砍伐⾯積達到9762平⽅公⾥）

在⽼師的指導下，學⽣檢查範例⽂章中是

否正確運⽤了地理概念（如植被密度降

低、⽣態系統失衡及⼟地⽤途改變等），並

討論這些概念是否能有效⽀持⽂章論點。

活動內容

⽼師指導學⽣總結範例⽂章的⽣成⽅法，

並提供⼀條明確的指令

教師應特別強調，在使⽤⼈⼯智能⽣成⽂章時，必須提供清晰且具體的數據來源，以確保

內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此外，學⽣應主動在網上查核數據來源的準確性，進⼀步驗證資料的可信度。

查核數據
真確性



任務⼀：分析⽂章
範例指令

主題句： ⽤⼀句完整的句⼦表達：商業性農業活動減低
熱帶⾬林的植被密度。並以句號結尾。

內容∕地理概念： 提到商業性農業活動對熱帶⾬林植被
的特徵的地理知識

       -  ⼤規模的牧⽜業涉及清除⼤⽚森林以創建牧⽜場。 
       -   種植園，通常採⽤單⼀耕作模式，這意味著種植的
           僅為⼀類作物。
例⼦： 提供具體國家或地區的例⼦，並加⼊年份和數據
作⽀持。

結構：只需寫⼀段（100-150字），包括主題句、解釋和
數據⽀持。

數據來源： 另起⼀段列出所⽤數據的來源，簡潔清楚。



任務⼆：⽣成⽂章 課堂實踐活動

分組活動

將學⽣分成⼩組，分⼯合作設計多樣化的 AI 指令，

⽣成不同⾵格的⽂章，並⽐較結果以總結最佳策略。

設計指令

每組學⽣需聚焦於熱帶⾬林的某⼀植被特徵改

變（如⽣物多樣性、植物⾼度、層次結構等），

設計清晰有效的 AI 指令。
撰寫⽂章

學⽣根據模板整理⽣成的⽂章，確保結構完整：

      -   主題句：概括核⼼論點。

      -   解釋部分：詳細描述相關地理概念。

      -   具體例⼦：加⼊數據⽀持。

整理後的段落需上載⾄ Padlet，便於分享和討論。



任務三：⽣成⽂章

每組展⽰⽣成的⽂章，分享指令設計過程與分

析結果。

討論如何根據量表改進⽂章質量，提升主題句

清晰度、解釋深度及例⼦的具體性與相關性。

成果分享與分析



任務三：⽣成⽂章

教師提供點評，指導學⽣檢查數據來源的真

確性，並優化⽣成指令與內容。

成果分享與分析



任務四：學⽣互評

學習同儕的思考⽅式，完善答題技巧與⽅法。

培養慎思明辨能⼒，掌握⽂章結構分析及數據⽀持的重要性。

評分量表的使⽤為學⽣設計指令和⽣成⽂章提供了清晰的⽬標，幫助

他們更好地掌握撰寫符合地理科要求的⾼質量⽂章的⽅法。



⾃主學習與延伸

學⽣應在課堂內外結合⼈⼯智能⼯

具進⾏持續學習，以進⼀步提升數

據分析能⼒和學術表達⽔平。

作業的⽬的是評估學⽣使⽤⼈⼯智

能⼯具的能⼒，同時培養他們慎思

明辨分析和改進⽣成內容的技能，

以進⼀步鞏固和深化學習成果。



使⽤⼈⼯智能⼯具的
挑戰

⼈⼯智能⼯具的答案
差異

數據可靠性的挑戰

⽣成內容的深度不⾜

教學應⽤與學⽣能⼒
培養

不同AI⼯具在答案質素和準確度上存在
差異。⼀些⼯具能⽣成完整且符合地理
科要求的內容，另⼀些則可能籠統或偏
離主題。這取決於⼯具的數據訓練範圍
與模型設計。學⽣需在教師指導下篩選
與修改內容，提升學習效果。

AI⽣成的數據可能缺乏來源⽀持或不夠準
確。學⽣需學會判斷數據的真實性，並結合
可信的地理資料補充內容。這有助於提升答
案的科學性和說服⼒。

AI ⼯具可能會⽣成與事實不符的信息和數
據，尤其是在複雜或專業性強的問題中，如
地理數據或統計數據。

AI⽣成內容雖快速，但常缺乏對地理概念
的深⼊分析，數據和例⼦也可能不夠具
體。內容過於模板化，難以結合實際案
例。學⽣需具備慎思明辨思維，補充課本
知識，並檢查⽣成內容的準確性。

未來課堂應引導學⽣⽐較不同AI⼯具的優
劣，加強對⼯具的理解。

同時，結合⽣成內容與地理知識，培養學
⽣加⼯與優化能⼒，提升分析問題與應⽤
知識的⽔平。



數據分析與視覺化在地理教學中的應⽤
Applications of Data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in Geography Education

1.  為什麼選擇數據分析與視覺化？
數據分析是地理科的重要技能，幫助學⽣理解空間模式和地理現象。

視覺化⼯具能將抽象數據轉換為直觀圖表，提升學習效果。

   2.  AI ⼯具的價值：
⾃動⽣成圖⽚、圖表和數據摘要，節省時間。

例如：幫助學⽣快速掌握氣候變化或森林覆蓋率變化等複雜議題。



教學⽬標
學⽣能運⽤ AI ⼯具⽣成相關圖⽚，直觀展⽰熱島效應成因和緩和措施。 

學⽣能分析緩解熱島效應的具體⽅法，並應⽤於⾹港的城市規劃場景。

AI 圖⽚⽣成⼯具：Grok、Canva、GPT-Image。

教學⼯具

展⽰設備：投影機、學⽣⽤電腦或平板。



處理教學
難點

使⽤ AI ⼯具⽣成圖⽚來展⽰熱島效應的成因

教師提問：

從圖⽚中，你能看出哪些與熱島效應相關的環境特徵？

教師演⽰：

打開 AI 圖⽚⽣成⼯具（例如Grok, GPT-4o）。

輸⼊以下描述來⽣成圖⽚：

 「⼀個城市的熱島效應⽰意圖，展⽰⾼密度建築區域（混凝
⼟建築與瀝⻘道路），缺乏樹⽊和⽔體，氣溫⾼於周圍郊區。」

展⽰⽣成的圖⽚，並引導學⽣觀察圖⽚中的關鍵特徵：

⾼溫區域主要集中在建築密集的地⽅。

缺乏綠化的區域溫度偏⾼。



使⽤ AI ⼯具⽣成圖⽚來展⽰熱島效應的成因
1. 促進學⽣⾃主學習與慎思明辨思維
學⽣習慣直接下載圖⽚，可能忽略了對圖⽚內容的

深度思考。

他們可能直接接受圖⽚所傳遞的信息，⽽沒有分析

其是否準確或適⽤。

通過輸⼊描述⽣成圖⽚，學⽣需要思考⾃⼰想要呈

現的重點，例如：

      -   什麼是熱島效應的核⼼特徵？
      -   哪些地理元素需要體現在圖⽚中？
這種⽅法幫助學⽣養成主動思考和構建知識的習

慣，⽽⾮被動接受信息。

2. ⽅便改進與個性化
 網上截圖的圖⽚通常是固定的，教師或學⽣無法對
其進⾏改動以適應特定的教學需求。

使⽤ AI ⼯具⽣成的圖⽚可以根據需要進⾏調整，
這種靈活性讓圖⽚更具針對性和教育價值。



使⽤ AI ⼯具⽣成圖⽚來展⽰熱島效應的成因

設計⽐較範例

展⽰兩張圖⽚：⼀張是⽤ AI ⼯具⽣成的圖⽚，另⼀張是從網上截圖的「熱島效應⽰意圖」。
引導學⽣⽐較內容的精準性、合法性和靈活性。

實踐活動：

讓學⽣親⾃輸⼊描述，使⽤ AI ⼯具⽣成圖⽚。
向學⽣提問：⽣成的圖⽚是否完全符合描述？如果不滿意，應如何修改描述？

這樣能幫助他們理解描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升輸出的準確性。

連結學術
倫理

Source: https://www.metlink.org/fieldwork-resource/urban-heat-island-introduction/



使⽤ AI ⼯具⽣成圖⽚來展⽰緩和熱島效應的措施

學⽣分享及討論：

每組展⽰他們⽣成的圖⽚，並簡要說明緩和措施的設計原理。

哪些措施最適合⾹港？為什麼？

在推⾏這些減緩措施時，可能⾯臨哪些限制？（例如：成本效益、⼟地供應、區位等）



1. 學⽣指導：明確使⽤規範與倫理教育
設置使⽤規範：在課堂初期，教師向學⽣講解⽣成式 AI 的使⽤規範，例如不
得將⽣成內容直接提交為⾃⼰的作品，需結合課堂知識進⾏補充與驗證。

數據來源與學術誠信教育：強調數據來源的重要性，要求學⽣核實 AI ⽣成的
內容是否基於可信的地理數據，並指導學⽣正確引⽤來源，避免抄襲⾏為。

倫理思辨訓練：在課堂中引⼊與 AI 相關的倫理討論，例如⽣成式 AI 在地理
研究中的潛⼒與局限，幫助學⽣理解技術的責任與⾵險。

教學過程中為避免⽣成式 AI 引發倫理⾵險的具體措施



1. 學⽣指導：明確使⽤規範與倫理教育
學⽣⾃我聲明：要求學⽣在提交課業時附加⼀份⾃我聲明，說明是否曾在該

作業中使⽤ AI ⼯具協助完成。如果有使⽤，需簡要註明所使⽤的⼯具名稱
及其⽤途（如⽣成數據、提供結構建議等）。透過⾃我聲明，學⽣能更有意

識地規範 AI ⼯具的使⽤，同時促進教師對學⽣學習過程的了解與評估。

教學過程中為避免⽣成式 AI 引發倫理⾵險的具體措施



2.  監控機制：保障⽣成內容的合規性與有效性
實時監控⽣成操作：教師在課堂活動中巡視學⽣的提問與⽣成過程，及

時糾正指令設計中的不當之處，確保⽣成內容符合學習⽬標。例如，要

求學⽣設計問題時，須聚焦於地理概念的應⽤與分析，⽽⾮簡單的事實

查詢。

檢驗⽣成內容：教師要求學⽣對 AI ⽣成的答案進⾏評估，包括檢查內
容是否與地理概念相符，是否存在數據錯誤或邏輯漏洞，並在課堂中進

⾏討論和反思。

教學過程中為避免⽣成式 AI 引發倫理⾵險的具體措施



3.  數據安全保障：保護學⽣隱私與數據安全
匿名化操作：要求學⽣不在 AI ⼯具中輸⼊個⼈信息或學校專屬數據，

保障學⽣隱私不受侵犯。

⼩⼼選擇⼈⼯智能⽣成平台：選擇符合數據安全規範的 AI ⼯具，確保
學⽣使⽤的⼯具符合數據保護條例。

教學過程中為避免⽣成式 AI 引發倫理⾵險的具體措施



總結
⼈⼯智慧的潛⼒：

改變地理科教學⽅式，提⾼學習成效

教育核⼼：

教師的專業判斷與創新能⼒仍是關鍵



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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