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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近年來大力推展數位教育發展，政策上有許多結合數位教學的計畫，如：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強化中小學智慧學習暨教學

計畫、校園 5G 示範教室與學習載具計畫、偏鄉數位培力推動計畫等（教育部，

2024）。同時，一些數位學習計畫，如：（雙語）數位學伴、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

計畫、BYOD&THSD 等，也針對不同學校與學生需求，支持數位學習。搭配前

瞻計畫，協助各縣市與中小學建立數位基礎建設，提供中小學進行數位教學的基

石。在此同時，教育部（2019）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及新

興科技教育總體實施策略，在中小學和大學推廣 AI 教育與培育 AI 人才。AI 從

高等教育培養相關人才，拓展到 K-12 教育，以支持學生能更早接觸與學習 AI 概

念（Wong et al., 2020）。雖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一些會員國已經

制定了國家 AI 課程，而許多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和芬蘭等，已將 AI 知

識融入科學和科技等學科中，在小學和初中教育中促進 STEAM，也應將 AI 以

靈活且適切的融入既有課程（Li, Yu, & Zhang, 2024）。近年來 AI 領域快速發展，

大大的影響了人類社會（Dimock, 2020；Maclure & Russell, 2021），同時也影響教

育的實踐。AI 的發展，尤其生成式 AI（Generative Artificial），如 ChatGPT 的興

起，更促進教學現場對於運用 AI 的趨勢，也引發對於使用 AI 的擔憂與爭論。無

論爭論如何，當前讓學生具備 AI 的能力並具備 AI 素養更顯得重要（Li, Yu, & 

Zhang, 2024）。 

二、臺灣 AI教育的發展 

臺灣 AI 教育的發展，植基在既有的數位教學基礎上。本文提出三項重要的

發展趨勢，針對學生學習，教學模式，以及教師專業等三個層面。 

(一) 學生學習：更個人化與適性化 

教育部近年來的政策與資源投入下，今年更要求所有專任教師與代理教師要

完成數位學習工作坊（一）和（二）的課程，以確保教師具備數位教學的觀念與

操作能力。其中強調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概念，希冀透過數位科技與教學平台，

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已以落實先進個人化的學習。其中運用先進適性數位

平台和 AI 科技的結合，如因才網，可以進行數據分析，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

AI 科技運用在教育，不僅幫助學生多元化的學習，也能依據個人需求，提供個

人化與適性化的學習。隨著科技的發展和 AI 技術的成熟，正確的運用這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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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與學習模式將有助於達到適性揚才，成就每個孩子的理想。 

(二) 教學模式：多元合作與創新 

數位平台與 AI 科技的結合，師生或同儕可以更方便地進行各種合作學習活

動。各種載具的功能發展成熟，搭配數位教學平台和各類應用軟體，可以多元的

進行合作與討論。生成式 AI 的發展，更近一步促進合作創新或個人創新。一群

人可以運用生成式 AI 針對某主題，進行現場或遠距溝通，共同創作或共同解決

難題。透過小組內共同學習或組間的相互分享學習，可以合作完成學習任務。如

生成式 AI 的特性之一，就是提供創新的觀點（無論文字、圖像、影音等），這也

可以提供群體或個人創意的觀點，有助於創新概念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這些

合作與創新的教學模式，也將會成為臺灣現場教學的趨勢。不同的組織與單位，

也發展出一些合作，共同開發 AI 教育相關資源與創新教法。 

(三) 教師專業：持續 AI 專業發展 

有鑒於新科技的發展，以及不斷更新的 AI 科技，教師對於科技的掌握，以

及教學模式需要進行學習。教師的專業成長勢必是需要，甚至在科技快速發展的

趨勢中顯得迫切。AI-PCK（AI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概念，包含了

AI 知識技能，運用 AI 在教學知識和學科知識（Lorenz & Romeike, 2023），也將

成為教師需要學習的課題。教師無論在科技使用，或者不同教學方式，都需要進

一步的專業發展。臺灣教育部、專業團體、私部門也都陸續開設相關的研習課程，

讓教師可以更快的掌握這些 AI 教學的能力。這樣持續而長期的教師專業發展需

求，將是臺灣 AI 教育的發展趨勢。 

三、臺灣 AI教育的挑戰課題 

(一) 師生 AI 數位素養 

AI 數位素養是教師和學生目前面臨的挑戰，師生在 AI 運用的專業能力，以

及判斷資料來源與批判反思能力都相當重要。首先，師生都應該學習如何有效且

正確的使用 AI 在教學與學習上，具備掌握使用 AI 科技的能力。同時，生成式

AI 可能產生出錯誤的答案，師生需要具備專業知識，以及判別對錯的能力。對

於科技產生的資訊，具備判斷與批判反思的能力，方能正確地運用這些 AI 產生

的結果，並轉換到學習上面。如何有效地提升師生 AI 素養能力，將是臺灣教育

目前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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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規與指引的完備 

AI 科技發展變化快速，相關法規與指引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不然將可能

面臨爭議處理上的挑戰。教育部有提供數位教學指引，並不斷地進行更新，對於

數位教學具有幫助，其中也包含針對 AI 教育的部分。然而相關 AI 教育的法規，

和一些規範的建立，仍然是相當重要，尤其針對智慧財產與隱私權的保障和促進

AI 教育的發展等，都是相當重要的課題。隨著科技與社會快速的變遷，相關法

規完備和彈性規範的建立，對於臺灣 AI 教育發展，將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三) 產業發展與資源投入 

臺灣產官學對於 AI 科技產業的發展，仍需要長期且計畫性的投入。目前許

多 AI 科技，仍是採用國外的發展技術，有時未必能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情

形。同時有些 AI 科技的運用，也需要註冊與繳交費用，這對於一些社經背景較

低的學生，將是一個負擔。臺灣應該投入資源，開發 AI 科技，培養相關人才，

發展臺灣 AI 教育科技，以建構更符合臺灣教育所需要的 AI 科技。同時提供學校

師生相關資源，能充分運用各種 AI 科技，減少數位落差，促進教育公平。 

四、結論 

AI 科技的發展，影響臺灣教育的面貌，掌握 AI 教育，有助於個人化與適性

化的教育。AI 科技也有助於合作學習和創新，教師也需要專業發展，已能掌握

相關 AI-PCK 的教學能力。目前臺灣仍需要留意師生 AI 素養能力，而法規與指

引需要適時的調整，以保障智慧財產權、著作權、隱私權和促進 AI 教育。同時，

產業的投入，發展 AI 科技以及資源的提供，對於臺灣 AI 教育均有相當大的助

益。 

AI 教育牽涉的層面很廣，本文謹對於部分議題進行探討，未來仍需要更多

學者共同投入，方能更全面且多元的的深入 AI 教育的發展與實踐。更多 AI 科技

的運用，配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將進一步了解 AI 教育實踐的成效，有助於 AI 教

育發展，對於教師教學專業和學生自主學習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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