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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常看到科幻電影中具有高度智慧的機器人取代人類，

完成人類不擅長的工作，甚至能夠照顧人類和理解人類；此類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Minsky, 1961; Samuel, 1959），而

其研究歷程也經歷了幾次低潮期，直到最近二十多年，隨著機器學習核心演算法

的改進（LeCun, Bengio, & Hinton, 2015）、晶片架構創新（Macedonia, 2003）和

運算速度的突飛猛進，以及網路科技和雲端應用的蓬勃發展，大量數據的蒐集變

得相對容易，使得 AI 應用的夢想逐漸成為現實。 

在眾多 AI 的創新應用中，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的出現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許多人使用後都感到驚訝；它

建構在自然語言處理科技與大型語言模型的深度學習，具備語言理解和生成的應

用能力（Brants, Popat, Xu, Och, & Dean2007），此系統不僅含括大多數中小學範

圍內的教材，甚至可以舉一反三，運用不同觀點與面向來回答一個問題；對於關

心學生學習成效的老師來說，不免擔心未來的課後作業，學生可能會運用

ChatGPT 完美且快速地完成，但卻對所應學習的專業知識一無所知（Atlas, 2023; 

Ausat, Massang, Efendi, Nofirman, & Riady, 2023; Kasneci, 2023; Rahman & Watanobe, 

2023）。因此，如何保持學生學習品質並有效評估學習成效，已成為 AI 時代的一

個重要教育議題；就連頂尖的國際學術殿堂的論文出版與期刊主編組織會議中，

期刊主編也開始討論如何確保作者所投出的論文不是由 AI 系統自動合成出來的

（King & ChatGPT, 2023）；由此可知，AI 對教育與學術所帶來之衝擊不容小覷 。 

二、AI 世代的教育挑戰 

ChatGPT 似乎無所不知，除了具備強大的語言理解能力和豐富的專業知識庫

外，還具備知識歸納和解釋的能力，甚至可以寫程式，只要給出明確定義的程式

問題，它就可以迅速完成；對於那些在學習計算思維有困難的學生來說，無疑是

一大福音，就像擁有一位神級程度的小幫手，可以幫忙完成許多程式設計作業。 

人腦終究是比不過電腦，許多人開始懼怕 ChatGPT 這種 AI 系統，並預期它

將破壞長久以來的教育體制和建構各類知識的學習鷹架；老師開始擔心學生利用

ChatGPT 來寫作業，甚至提出禁止學生使用它的想法。在課堂考試時，老師或許

可以禁止學生打開電腦或手機使用 ChatGPT 找答案；然而，在平日的作業中老

師就很難掌握學生的使用情形，特別是課本的習題，ChatGPT 很容易透過網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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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中搜尋到相關的答案；正因它具備強大的語言模型系統，可以接近人類對

課堂作業問題本質的理解，並找到正確的答案，這是以前的搜尋工具如 Google

所無法做到的，更增加了教師有效掌握學生學習成效的難度。 

AI 科技的發展是勢不可擋的時代洪流，所有人都應該尋找與它和平共存的

機制；不僅不應懼怕 AI，更應研究如何充分運用它，以加速現代人的知識累積

和創新發明的進程。在教育現場中也是如此，教師應隨時檢視自己的教學方法和

學習評量設計，那些僅依賴固定知識教材或有固定答案的作業，都可以靠

ChatGPT 等類似工具幫忙完成，其適切性就值得慎思。 

教育的本質雖不只限於職業訓練，但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必須思考如何培育學

生面對未來的生活與工作挑戰，以免將來的職業被 AI 取代。可以確定的是，僅

憑記憶能力的工作在未來可能面臨困境；以往使用 Google 等工具時，可以蒐集

大量可能的片段資料，再透過人類的專業知識判斷，整理出有條理的報告；然而，

新一代的 ChatGPT 已能自動整理出看似合乎邏輯的文件，對各種專業領域知識

或簡單的應用常識，它也能回答得不錯；畢竟，在各種專業或非專業的社群媒體、

網路評論或專業論文資料庫中，很可能已經有人給出了答案，而 ChatGPT 因擁

有強大的語言模型，能夠理解提問者所提出的問題，甚至消化各類文獻報告中隱

含的知識內容，故能輕鬆且快速地檢索這些資料，並整理出簡單易懂的答案；不

可否認，這確實是它的強項，但也對人類的生活與工作形態帶來明顯的改變。 

三、善用 AI 科技加速創新人才培育 

自從發明了電腦，算盤逐漸被取代，現代人不可能再堅持使用算盤進行計算；

而二十多年前，Google 等搜尋引擎橫空出世，電子書籍也開始普及，人們不再需

要花大量時間去圖書館找紙本資料，而可以輕鬆的從網路上找到數位資訊。故因

應新科技的出現，現代人勢必需要調整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模式，在科技快速發展

的洪流中，借力使力，與科技共舞。 

面對 AI 時代的到來，教育工作者不能再堅持傳統的教學模式，反而更應充

分運用 ChatGPT 協助教學；它是由大型語言模型訓練得出的，亦具備強大的問

題解釋能力，可提供完整且通俗易懂的說明，幫助教師以簡單易理解的語言表達

複雜概念，提高教學效果；教師甚至可借助該模型創作教材，並確保教學大綱與

時俱進。 

教育工作者不但不應該反對學生使用這些工具，反而更應積極鼓勵學生多用

及善用 ChatGPT。未來的就業市場也不會鼓勵員工從零開始建立一個全新的系

統，而是重視如何快速利用現有的工具和網絡上眾多人已經完成的各種設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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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迅速構建一個更大的應用系統。學生除了可透過它快速找到專業學科問題之

解答之外，遇到其他的日常生活問題，亦可先參考它的建議；而各行各業也可以

ChatGPT 為基礎，構建虛擬助理，提高工作效率。 

值得留意的是，教師在運用 AI 工具輔教教學之際，需判斷何時以及如何使

用它；思考學生的需求和學習目標，評估其在特定場景中的適用性，引導學生正

確的選擇使用時機。雖然 ChatGPT 知識來源廣泛，但並非絕對正確，可能基於

過時的訓練資料或網路偏見，特定領域知識亦有限；故教師應該在使用 ChatGPT

時保持批判性思考，學會交叉驗證內容的正確性，並引導學生理解其限制和局限

性，鼓勵學生運用多樣的研究方法和資源，增加學習效率與成效。 

可以確定的是，教師不應執著於 ChatGPT 對學生學習的負面影響，教師也

應該思考如何引導學生善用這類系統，以加速專業知識的學習和跨領域知識整合

應用，同時改進現有的學習成效評估模式，並強化學術倫理和隱私保護的指導。 

四、結語 

AI 時代已經來臨，教師與學生應積極使用類似 ChatGPT 的系統，做為日常

工作的輔助工具，就像平日使用手機和電腦處理事務一樣。目前 ChatGPT 推理

深度雖然暫不及人類，未來將可能超越之；故教師角色也需隨之轉變，由知識提

供者，轉為引導學生運用 AI 工具探索知識的輔導者。 

AI 系統持續蓬勃發展，可預見它將深深影響未來學習的模式，也將改變師

生間的教學互動方式，師生都應積極善用它來達成教育的目標。教育的目的在於

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研究能力，教學活動應該強調主動思考、提問和尋找資料，

強化探索未知領域的能力。未來的教育場域，需充分運用 AI 工具輔助教學，但

也不能因此影響到學生獨立思考和深入研究能力的培養；故如何利用 AI 工具建

構個人的學習鷹架，加強批判性思考，將是未來教育的重大課題，值得各界持續

關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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