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0），頁 57-59 

 

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主題評論 

 

第 57 頁 

AI 時代下的學術倫理教育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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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自 ChatGPT 問世後，生成式 AI 迅速引起社會大眾以及學術界的關注，大專

院校師生、文字工作者與藝術創作者等人都紛紛嘗試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進行相

關的創作，學術倫理與抄襲議題隨即與其產出的作品成為伴生詞，對於有關使用

ChatGP 和生成式 AI 工具的爭議，黃偌晴（2023）認為應將重點放在培養使用者

的學術誠信與倫理議題上，此確實是直指問題核心，生成式 AI 所引發的學術倫

理挑戰已引起學術機構重新思考提出相關的回應，以及調整學術倫理的教育方

式。 

二、AI 時代下的學術倫理教育方式三步驟 

隨著生成式 AI 展現出在知識創作以及教育的應用潛力後，高等教育機構在

教學與研究方面也逐漸受到影響，對此高等教育機構已開始正視生成式 AI 對學

術倫理的影響並且制定了相關規範，對於當前採取的方式，筆者建議可以順應

AI 時代的發展趨勢下以三步驟調整學術倫理教育的宣導方式，茲說明如下： 

(一) 第一步驟－優化學術倫理規範宣導方式加深使用者印象 

國內許多大學對於大學成員使用生成式 AI工具或 ChatGPT 的學術倫理都有

提供教師和學生詳細的指引說明與應用資源，例如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和東吳大學等，還有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都在在彰顯政府與大學對學術倫理教育的重視，有關學術倫理規範目前採用相當

多元方式呈現（教育部，無日期），未來各大學或許可以更進一步從加深使用者

印象的角度來優化學術倫理規範宣導方式，例如嘗試將一些核心的學術倫理觀念

與案例轉換成易於學習者或使用者快速理解與記憶的形式呈現，透過圖示或遊戲

式的 app 互動方式加深印象，或是在網頁版面強調視覺效果與互動性，例如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在針對生成式 AI 的應用資源網頁中有關 AI 教學設計的說明就以

視覺化圖像式呈現不同面向的參考資源，包括教學應用案例以及智慧財產權與生

成式資料判別的法律議題，能讓使用者在閱讀與操作更便利（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無日期），透過優化學術倫理規範宣導方式或許有助於所屬機構的使用者能

清楚理解機構對生成式 AI 工具的學術倫理規範以及深化使用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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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步驟－學術倫理規範應因應 AI 時代進行滾動式調整 

隨著 AI 技術發展的速度以及元宇宙大學的興起，未來 1 至 2 年內有可能會

出現比 ChatGPT 更能挑戰學術誠信與抄襲等與學術倫理有關的新的生成式 AI工

具，為因應未來 AI 技術的無限可能性，有關的高等教育機構除了針對現有的生

成式 AI 工具制定學術倫理使用規範，以及配合 AI 技術的推陳出新，每 1 至 2

年重新檢視所制定的學術倫理規範、課程內容以及宣導方式，進行滾動式的修

正，制定與時俱進的學術倫理規範與學術倫理教育的推行。 

(三) 第三步驟－學術倫理教育從小紮根於資訊素養教育 

為了讓生成式 AI 學術倫理觀念從小紮根，教育部有提供「中小學數位教學

指引 2.0 版」以及「中小學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注意事項」的學生版和教師行政

人員及家長版供中小學校參考（教育部，2023，2024a)，顯見政府有關單位對數

位素養與生成式 AI 學習的重視，此外政府也相當重視中小學資訊教育，特地建

置中小學資訊素養與認知網，提供多元豐富的資訊素養資源（教育部，2024b），

不過網站中有關學術倫理觀念的宣導並不明顯，建議可將學術倫理教育與中小學

資訊素養與認知網中有關學術倫理觀念的部分資料進行主題式整合宣導，例如有

關「中小學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注意事項」學生版僅為文字說明(教育部，2023)，

建議可以針對小學生和中學生蒐集其在使用生成式 AI 過程中常見的不當學術倫

理觀念或實際案例，輔以短影音或圖文說明併陳錯誤和正確的觀念或案例，在中

小學資訊素養與認知網的宣導教材項目中增設學術倫理或生成式 AI 的主題，協

助中小學生在資訊素養認知學習過程更易了解且加深學習印象，將有助於中小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避免觸犯不當學術倫理的誤區，從小養成正確運用 AI 工具的學

術倫理態度。 

三、結語 

學術倫理是對人類知識創作產物的尊重與維護學術領域的進步，AI 已與現

代的生活緊密相連，隨著技術的推展其在各方面所提供的實用性與便利性只會加

深人類對 AI 的依賴，尤其在各知識領域與各教育階段 AI 所扮演的教育角色已

越來越重要，AI 工具不僅能對學習與研究上提供協助，例如虛擬實驗室、沉浸

式學習和元宇宙大學等全新的教與學的體驗（Brown & Williams, 2024），也能協

助各知識領域的知識創新與突破，與其防堵或批判討論生成式 AI 對學術倫理的

挑戰，或許回歸到優化學術倫理教育的宣導與推行方式，幫助使用者從小學開始

就建立良好的學術倫理觀念將更有益於落實學術倫理教育，讓使用者具備正確的

學術倫理觀念與 AI 素養的展現才是對 AI 時代最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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