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want 通識教育 MOOCs 課程基本資料表（2022.09 版） 

※此表格由參與通識教育磨課師計畫、提供跨校選修通識教育學分課程的教師於正式開課前

填寫，所填資料將做為安排跨校通識教育學分課程之依據。 

負責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開課學期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開課學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通識課程名稱 AI精準決策與人類行為干預 

*通識英文課名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in the Age of AI 

*平台課程名稱1 AI精準決策與人類行為干預 

*開課時間 2023年 2月 28日 - 2023年 6月 4日 

*課程規劃摘要 

課程摘要 

(1)本課程已獲教育部資科司「大學聯盟深化數位學習推展與

創新應用計畫」補助新開課程，且為「大數據的設計思考」、

「數據驅動創新實踐」、「當機器人來上班-未來職場 AI 必

修課」系列課程延續。 

(2)課程目標在培育已習得數據驅動決策、AI、預測建模技術與

資料科學之學習者，能再跨領域結合人類行為科學，如：「行

為改變技術」、「自我調節方法」規劃有效主動干預方案，以

在 AI 落地(如精準教育、精準行銷等)的數位轉型浪潮中，

充分展現以 AI 驅動精準決策的行為科學。 

(3)課程設計由教師帶領學生認識、評價真實世界的個案，經由

議題討論與作業實習，有能力設計有效、符合倫理的 AI 精

準決策干預方案。 

課程目標 

完成本課程後 

1.學生能說明 AI 精準決策驅動行為改變如何在各產業加值

應用的場景。 

2.學生能基於行為科學，設計有效且符合倫理的 AI 精準決策

干預方案。 

3.學生能基於行為科學，針對業界真實干預案例提出評價與修

正計畫。 

授課教師 胡詠翔 

建議學分2    2  學分 
課 程

領域 

科技 

(依貴校通識課程領域分類方式填寫) 

                                                 
1
 「通識課程名稱」係建議選課學校送交校內課程審議委員會以及登錄於校內課程系統的正式課程名稱，若實

際在 ewant育網平台開課之課程名稱不同，請於「平台課程名稱」說明。 
2
 課程影音時數為 10小時以下的磨課師課程建議為 1學分，影音時數為 10 小時以上的課程建議為 2學分，另

須搭配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線上學習活動，以滿足每學分至少授課 15小時之原則。 



課程影音

時數 
  19  小時 

線上

評量 

 線上測驗 8 次，共 3 小時 

 線上作業 2 次，共 12 小時 

 期中測驗 1次，共 1 小時 

師生互動 

討論區 8  

次，共 2 小時 

☐直播   次，共   

小時 

實體

活動 

☐ 實體期末測驗，     小時 

（由選課學校協助安排考試地點） 

☐ 可配合實體面授課程 1次 

 （選課學校邀請授課教師前往） 

評分標準 

課程通過成績：60 分，滿分：100分 

 

平時作業：___2__次，佔總成績___30___% 

平時測驗：__8__次，佔總成績__24__% 

期中測驗：__1__次，佔總成績__15__% 

線上討論：_ 8___次，佔總成績__24___% 

學習反思作業：__1__次，佔總成績__7__%  

 

課程主題 

 

週次 主題/課程內容 

第 1 週 Topic: 

課程簡介與學習如何學習 

Content: 

本單元將向學生解釋課程應用場域,並且說明

課程學習任務、評分方式與學習如何學習等。 

第 2 週 Topic: 

精準決策時代的行為經營模式 

Content: 

理解當代決策與行為科學如何被用於產業界並

融入經濟體系成為行為經濟模式。 

第 3 週 Topic: 

數位科技與行為科學 

Content: 

學生能從數位科技的「尖牙」、成長性思維,理解

數位科技的黑暗與光明面，並思辨數位時代的

行為科學議題。 

第 4 週 Topic: 

透過行為科學理解 AI、機器人與人類 

Content: 

帶領學生探討人類與演算法、非理性行為、預測

行為及思認識 AI、生產力 4.0 和行為科學的

關係。 

第 5 週 Topic: 



人類如何透過行為科學增加生產力 

Content: 

此部分涉及機器和人工智慧的崛起(生產力 

4.0)對工作的影響,並首次談及激勵的科學。從

科學管理的角度切入,探究職場中的行為科學

如何創建高效率的工作團隊。 

第 6 週 Topic: 

行為科學與人類的用戶角色 

Content: 

此部分介紹被觀察對象(所謂用戶)的行為所構

成的行為科學。內涵涉及如何獲悉有利的見解、

潛意識聯想的重要性、事後合理化的危險 

第 7 週 Topic: 

以行為科學輔助行為干預(以精準行銷為例) 

Content: 

本單元從精準行銷的產業面，談人類理性行為

的迷思,並介紹精準行銷科學，如何呈現行為科

學提昇行銷效果的實例。 

第 8 週 Topic: 

期中考與期中作業互評 

Content:學生應參加線上期中考,並完成期中

作業的互評。 

第 9 週 Topic: 

大腦決策與行為科學的倫理 

Content: 

在進行有效且設計符合行為干預前,勢必需要

認識大腦如何進行決定和採取行動,同時如何

停止負面行動。本單元將涉及行為科學的倫理

議題,並以「精準教育」介紹產業應用場景。 

第 10 週 Topic: 

行為評估與干預的理論基礎 

Content: 

此單元圍繞行為心理學,介紹行為評估和干預

的發展背景與趨勢。介紹理論如:經典制約、操

作制約、行為治療、應用行為分析、社會學習理

論、認知行為治療等。本單元同時解釋行為評估

和干預的內涵。 

第 11 週 Topic: 

精準決策與人類行為觀察 

Content: 

此章節主要從行為觀察角度切入,目的在使前

端精準決策設計時,能有效界定目標行為,同時



關注信度或效度,特別是影響行為觀察信度和

效度的因素。 

第 12 週 Topic: 

有效的行為干預與改變 

Content: 

進入到行為干預或行為改變的單元,學生將學

習 DECIDE 流程摘要,並考慮情境脈絡,設計

出:提示、反應、評估;能力、時機、經驗的精準

干預措施。 

第 13 週 Topic: 

行為增強與消減策略 

Content: 

本單元介紹在精準決策的干預行動中,如何引

入行為增強或消減的心理學策略,以達到支持

人類行為改變的目的。內容包含:行為增強策略

(正強化作用、負強化作用、增強物的種類和選

擇、強化時制、影響行為強化的要素、行為塑造

和連鎖化、代幣制度、行為契約法)、行為消減

策略(區別強化、消弱法、反應代價法、暫時隔

離、過度矯正、正面行為支持)。 

第 14 週 Topic: 

單一干預設計 

Content: 

本單元介紹幾種設計精準決策可植基之策略基

礎,包含單一干預設計(談傳統、結構與實務)、

倒返設計、多基準線設計、逐變標準設計、交替

處理設計,最後介紹干預結果的評定。 

本單元的價值在於從單一個案干預設計樣態,

提供 AI精準決策人類行為干預行動的規劃,提

供可操作指引 

第 15 週 Topic: 

人類行為的自我調節 

Content: 

本單元說明人類接收到干預方案所做行動歷程

中的自我調節機制。涵蓋:自我調節技術的發展

背景、目標設定、自我監控、自我評價、自我強

化及自我懲罰、自我調節的重要考量和應用、行

為干預成效的維持與類化。本單元的價值在於

學生可以據此發展有效干預中的支持方案。 

第 16 週 Topic: 

期末考與期末互評 

Content: 



學生應參加線上期末考,並完成期末作業的互

評。 

  

註：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

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課程開放限制 開放：課程同時開放給「通識學分生」與「一般民眾」 

*跨校採計限制 
 是否限制選修課程人數或學校地區： 

 不限   ☐ 限_____ 人選修  ☐ 僅開放_____________選修 

*其他事項 

 開放課程試讀影片？開放課程簡介影片 

 開放畢業生要求提前結算成績？  不提前計算 

 指定教科書：無 

 全英語授課（EMI）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8
https://youtu.be/eM7bLbtn3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