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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名稱  多元吸引力～AI 美麗，由人設計。 

課程說明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主題式課程  

實施時段  

校訂課程時間：  

▓ 1.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 4.其他類課程 

部定課程時間：  

□ 5.跨領域統整課程  

□ 6.其他 

教學節數   2 節 學生人數  29 位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國中□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  

學生先備學習 

條件要求  

1.學生能以短文寫出自己身邊的人、事、物。 

2.學生已學習電腦的基本操作與使用規範、視窗環境的操作、中英文輸入、瀏覽器

的基本操作，並遵守公用電腦及網路使用規範。 

設計理念 

AI 的時代裡，最重要的還是人。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AI）的興起，AI 在創作

與人物描寫上的應用成為熱議話題。銜接國小高年級的人物描寫課程，透過 AI 生圖

身體意象提示詞的修正，提升數位素養並體驗 AI 的創作過程。課程設計讓學生探討

不同樣式的選美比賽，了解吸引力不僅來自外貌，還包括內在特質、價值觀與人文

關懷。最後，學生撰寫關於自己吸引力特質的文章，促進自我理解，發展不受性別

限制的潛能。本單元課程融合科技應用、創意寫作與性別平等教育，期待幫助學生

提升寫作技能，欣賞身體意象與特質的多樣性，並建立自信與自我價值。 

性別 

平等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性 A1 尊重多元的生理性別、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以促進性別的自我了

解，發展不受性別限制之自我潛能。 

性 B2 培養性別平等的媒體識讀與批判能力，思辨人與科技、資訊與媒體之關係。 

學習 

主題 

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重 

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識讀 

實質 

內涵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性 E7 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刻板印象。 

學習目標 

一、理解 AI科技生成的「美」可能複製性別刻版印象。 

二、透過不同類型的選美比賽，讓學生認識多元的審「美」觀。 

三、讓學生欣賞自己外表的「美」，看重自己的內在特質，展現個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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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策略 

一、透過多元評量：口語評量、紙筆(書寫)評量、實作評量、觀察評量等，隨時檢

視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課程檢核與調整。 

二、設定評量準則，進行客觀而全面的總體評量，內容如下： 

等級 

向度 

優秀 

(A) 

良好 

(B) 

基礎 

(C) 

加油 

(D) 

學生能透過身

體意象提示詞

反思與修正能

力，生成心中

角色的圖像 

細緻反思並優

化提示詞，使

圖片更符合需

求，展現高修

正能力。  

能分析生成結

果，調整提示

詞，提高圖片

準 確 度 與 品

質。  

能發現部分問

題，嘗試修改

提示詞，但修

正效果有限。 

對 AI 生成圖

片缺乏反思，

難以修正提示

詞，生成結果

偏離預期。 

學生能比較分

析不同選美比

賽的異同 

能說出並分析

三種選美比賽

的同處和異處 

能說出並分析

至少二種選美

比賽的同處和

異處 

能說出三種選

美比賽和指出

相同處 

能說出有不同

的選美比賽，

無法分析。 

學生能以個別

化 AI 圖像的自

我介紹，展現

內外兼具的多

樣面貌。 

學生能清楚說

明及介紹 AI

圖像身體意象

與特質的多樣

面貌 

學生能說明及

介紹 AI 圖像

身體意象與特

質的多樣面貌 

學 生 能 完 成

AI 圖像，身

體意象與特質

的多樣面貌 

學生無法完整

完成 AI圖像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教學資源與評量方式 

【課前準備】： 

□學生：於課前完成「猜猜我是誰」學習單。 

□教師：預約電腦教室進行第一、二節教學，學生能

即時操作，並分享彼此創作成品。 

 

-----第一、二節【AI美麗來自於人的設計】---- 

壹、引起動機：猜猜我是誰 

一、AI主播來出題： 

(一)教師收回學生「猜猜我是誰」學習單內容，徵

得一位學生同意後，以學生為 AI 主播的圖象，

製作 AI 主播，由 AI 主播介紹學習單的描述內

容，讓其他同學來猜猜描述的對象是誰？(學生

自由回答)最後公布答案。 

 

(點入連結，觀看 AI主播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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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猜猜我是誰」學習單描述自我

外貌內容 

 

 
學生查詢身體外貌形容詞成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zggVyAY69nE0EyS_jNCv5NCdslDurL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zggVyAY69nE0EyS_jNCv5NCdslDurLG/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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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表答案後，請學生給予反饋，指出哪些描述

得很好，哪些描述需要更具體？ 

(三)再抽出幾位不同的學生，試著上述的步驟，讓

學生從不同的形容方式及修正形容方式學習更

多的外貌形容詞。 

二、形容詞全字典: 

(一)幾次猜同學活動後，請學生檢視自己學習單內

臉部特徵的形容詞後，經由小組討論，將該組

想得出的臉部特徵形容詞成果畫面分享。 

(二)全班找出最多的外貌形容詞。 

貳、發展活動： Mr.AI選美比賽 

一、用 AI 生成圖像：學會了這麼多的外貌特徵形容

詞，可以怎麼運用呢？來搭配最夯的 AI 工具，

生成一個屬於自己創造的 AI人像吧！ 

(一)教師示範： 

1.介紹 AI 生圖技術及基本操作方式：AI 工具

（ChatGPT），給定 AI 生成圖片提示詞，示範

如何調整以獲得不同風格的結果。 

  

教師示範：給予提
示詞讓 AI生成圖像 

教師示範：給予不
同提示詞讓 AI 生成
不同風貌的 AI圖像 

2.經同學同意後，教師以一位同學做示範，以適

合這位同學的形容詞輸入 AI 工具，生成這位

同學的 AI 人物，讓大家認識 AI 透過形容詞

（提示詞）生成人物外貌的功能和樂趣！大家

來看看，AI生成的人物和本尊相似嗎？ 

 

教師示範：以學生的外貌形容詞，讓 AI
生成圖像。 

二、MR.AI 選美比賽： 

(一)設計 MR.AI： 

1.全班分組，每組設計一位 MR.AI選美參賽者。 

2.請小組討論並選擇運用各外表的形容詞來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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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後分享該組想得到的臉部特

徵之一(髮型)形容詞 

 

 
學生練習：輸入 MR.AI 外貌介紹詞，

讓 AI生成圖像。 

 

 
學生練習：修改提示詞，讓 AI 調整

符合心目中 MR.AI 圖像。 

 

 
【第一組～第四組】最初給 AI 提示

詞所生成的 MR.AI 圖像，與修正提示

詞後，AI再生成的 MR.AI人物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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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的外貌，試著討論出能完整生成這個參

賽者的所有外貌特徵。 

3.使用 AI 生圖工具，根據小組的文字描述生成

該參賽者形象。 

4.AI 生成圖片反饋與修正：分析 AI 圖像與期待

的差異，修改提示詞並再生成，嘗試生成符合

心目中參賽者形象的圖片，這張圖片裡的人物

就是這個小組的 MR.AI 參賽者。 

5.請為自己組別的 MR.AI 寫出一段外貌的介紹

文:各組利用修改後的提示題(形容詞)組織起

來，並寫成一段完整的文句，以介紹參賽者。 

(二)MR.AI 選美比賽票選： 

1.票選前，請各組發表展示 AI 生成的參賽者圖

像，並朗讀介紹文，為自己的參賽者拉票。 

2.每人發給 1 張選票投給個人認為最具吸引力的

MR.AI，選票中需寫下選擇原因。 

3.小組以團體票進行投票，以小組共同選擇投給

其他組別的 MR.AI，選票中需寫下選擇原因。 

3.選票公布，請學生唱票，並朗讀該選票票選參

賽者的理由。 

4.公布學生票選第一名的 MR.AI參賽者。 

5.老師票選屬意的 MR.AI，並陳述吸引的理由。 

→教師引導： 

每個人對於美的觀點是不同的，有的重視外

在的吸引:有的看重是內在的特質或相處的感

受，能尊重每個人對於美的詮釋與認同。 

(三)MR.AI 選美比賽票選結果的統整討論: 

1.問：票選結果顯示出哪些特徵最受歡迎? 

答：可能是「很有運動風格」、「很像 NBA 球

員」等特徵得票較多。 

→教師引導： 

這些特徵與現實生活中的審美標準有一定的關

聯，也反映我們對美的期待。 

2.問：有沒有人發現自己投票的理由，和其他同

學選出的特徵不太一樣？你認為有吸引力

的外貌，可能會跟別人的標準不同嗎？ 

答：我喜歡運動風 MR.AI，但其他同學好像比

較喜歡的陽光型男造型的 MR.AI。 

→教師引導： 

這說明每個人的審美標準都不同，我們對於

『吸引力』的定義也會有所差異。在現實生活

中，每個人對美的感受也會不一樣，這樣的差

異一樣值得被尊重。 

3.問：我們來看看老師和學生的票選結果是否相

同。如果有不同，你們認為是為什麼呢？ 

答：有的同學喜歡戴金項鍊、穿 T 恤的

MR.AI，老師可能更欣賞穩重或陽光型男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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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第八組】最初給 AI 提示

詞所生成的 MR.AI 圖像，與修正提示

詞後，AI再生成的 MR.AI人物圖像。 

 
Mr.AI 票選活動：個人與小組投票

後，請學生唱票開票，並朗讀該選票

票選參賽者的理由。 

 

 
票選結果：顯現對於高年級的學生，

會運動的 MR.AI 比較有吸引力；看起

來很有氣勢的 MR.AI 是受歡迎的。 

 

 
票選理由： 

因為很特別，還有一點像 NBA的球員 

 

 
票選理由： 

因為他的人物很有運動風格，很帥

氣，所以我打算投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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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引導： 

人們對於「美」的看法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改

變。年輕時，我們可能更喜歡有個性、時尚、

酷炫的外貌，而隨著年紀增長，可能會開始欣

賞穩重、內涵或獨特氣質的美。這也說明了

「美」其實沒有固定標準，而是隨著個人的經

驗、價值觀與環境變化而演變。 

4.問：如果我們讓 AI 來設計「最具吸引力的樣

貌」，你們覺得它會設計出什麼樣的外

觀？這些 AI 形象會有多大程度受人類審

美標準影響？ 

答：會，因為 AI 電腦資料庫對於美的標準建

立是人類輸入。可能會有某種「標準

美」，比如五官對稱、皮膚光滑、身材比

例完美等。 

→教師引導： 

AI 是透過學習大量圖片數據資料來「理解」

美的標準，所以它可能會偏向主流審美，而較

少產生特別或非主流的美學風格。 

5.問：如果 AI 是學習人類既有的審美標準，那

它在塑造「美」時，會不會加深我們對男

生或女生外貌的刻板印象？ 

答：可能會，AI 可能會根據過去的選美標

準，忽略某些多元美的可能性。 

→教師引導： 

如果 AI 只學習過去的數據，那它可能無法突

破舊有的性別形象，比如「男生一定要陽剛、

女生一定要優雅」這樣的標準。我們看到第四

組的圖像設計提示詞，就讓 AI 生成的美，更

具多元性。 

參、綜合活動：回饋與反思 

一、由票選及討論的的結果得知大家對於外貌的吸

引力有不一樣的偏好，也反思自己覺得有吸引的

外貌條件可能會與別人的感覺不同，因此我們要

學會尊重個別的喜好及差異，同時也要明瞭，每

一種樣子都可能是別人眼中的美！ 

二、對於有吸引力的外貌，可能會隨著年紀增長而

有不同看法，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對美也會有

不同標準，放開自己眼界，學習欣賞不同的美！ 

三、AI 會學習人類過去的數據資料，在塑造「美」

的人物圖像時，可能會強化現有的性別刻板印

象。例如，AI可能會讓男性角色更高大陽剛，女

性角色更溫柔纖細，這種設計方式來自於人類長

期累積的審美偏好。 

四、如果我們希望 AI 生成的美能夠更加多元，就需

要提供更多元、廣泛的形容詞，突破既有的美學

框架，讓 AI 學習到更多樣的審美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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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選理由： 

非常帥氣，很有動漫風，最吸引我們 

 

 
票選理由： 

因為比較陽光。 

 

綜合以上票選理由可看到： 

除了運動風，高年級學生也喜愛具有

動漫風格、陽光特質的 MR.AI。 

 

 

 
從學生的回答發現，學生理想中的

MR.AI 外型，受限於主流社會的審美

觀，如：皮膚白皙、頭髮烏黑、眼神

深邃！ 

 

 

 
得到最多票數的第 4組--AI圖像生成

提示詞，有別於主流審美形象。 

 

 
票選理由： 

因為打破了選美比賽的限制，選出了

黑人，非常吸引我的目光。 

跳脫框架的設計風格，也能吸引學生

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