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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22 年 11 月，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聊天服務 ChatGPT 測

試版上線，在 2023 年 1 月就達到 1 億經常用戶的成績，為史上之最（林妍溱，

2023）。到 2024 年 8 月，ChatGPT 的用戶已突破 2 億（林妍溱，2024），顯示它

快速地被使用者接受與應用。ChatGPT 上線不久後，微軟也推出 Bing，另外，許

多能生成內容的人工智慧也陸續出現。為因應 AI 的出現，行政院制訂了「行政

院及所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 AI 參考指引總說明及規定」（行政院，2023）。隨著

AI 的盛行，可預期的是 AI 會對教與學產生重要的影響。當 AI 導入教學場域，

也意味著教育新時代的降臨（高立芸、王俊斌，2023）。 

事實上，過去幾年，人工智慧已被廣泛地被應用於醫學、環保等各領域，它

已逐漸無所不在，並無法避免地一直發展下去。不過，人工智慧並非完美無缺，

它也會犯錯，甚至產生完全不合理的結果。儘管它並不完美，但它確實改變了我

們的世界，預期對人類生活產生重大的變革（Kissinger, Huttenlocher,& Schmidt, 

2022)，也必然會影響到學校的教與學。 

為了探討與因應 AI 對教學影響，清華大學成立了專案小組，探討 Chat GPT

與 AI 對學術和教學的輔助與影響（洪美秀，2023）。另外，隨著教育部積極推動

數位教學政策以及 AI 的出現，AI 應用於教育或教學的研習如雨後春筍般的出

現，也陸續有許多 AI 應用於教育或教學的期刊論文發表。在這個 AI 逐漸改變人

類生活與學校教育的時代裡，各級教師有必要認識它、善用它，同時，也要留意

它潛在的問題（教育部，2024）。 

二、AI 對教與學的應用 

AI 的種類很多，可應於教師教與學生學的地方很廣。茲依筆者個人教學、

到國中小觀課的經驗及文獻探討的結果，將 AI 在教與學的應用摘述如下： 

(一) AI 協助教師設計教學活動，減少備課負擔，並增加教學創意 

AI 可以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撰寫教案，並提供即時的教學建議，

減少在備課上的時間花費與負擔。除了 ChatGPT 外，有些老師會使用 Eduaide.AI

等其他可以用以協助教案設計的 AI 來協助進行教學活動設計。儘管 AI 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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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教案不一定完全符合教學者的規劃，但只要教師略加修改，即可省掉不少

備課時間與負擔。另外，AI 設計的教案也可能讓教師獲得新的教學靈感，跳脫

原本的教學習慣（王金國、桂田愛，2014）。 

(二) AI 協助教師設計學習材料，提供學生多樣化的學習資源 

AI 可以根據教師給予的指令，快速生成教師需要的教與學資源，如補充材

料、討論題綱、學習單、練習卷…等。AI 已成為教師的得力助手，可以依照教師

給予的指令生成內容。表 1 為筆者請 ChatGPT 4o 生成的補充材料，筆者給的指

令為：我想讓國小五年級的學生認識現金、信用卡、行動支付、悠遊卡等支付方

式的優缺點，請幫我設計一份比較表，表格內容要有支付方式、優點與缺點。從

表 1 的內容來看，只要教師稍加修改，就可變成讓學生學習的材料。 

表 1 ChatGPT 4o 生成的內容示例 

支付方式 優點 缺點 

現金 

1. 簡單易用，隨時隨地都能使用 

2. 不需額外設備，直接交易 

3. 有助於控制消費 

1. 容易丟失或被盜 

2. 不方便攜帶大量現金 

3. 無法在線上購物 

信用卡 

1. 方便快速付款 

2. 提供消費紀錄，方便管理 

3. 可累積點數或獎勵 

1. 容易過度消費 

2. 需定期還款，可能產生利息 

3. 可能存在年費 

行動支付 

1. 使用方便，只需手機即可 

2. 支付速度快，排隊時間短 

3. 可進行線上購物 

1. 需要智慧型手機 

2. 手機沒電或無網路無法使用 

3. 資訊安全需注意 

悠遊卡 

1. 方便搭乘公共交通，刷卡快速 

2. 可在部分商店使用，支付方便 

3. 使用記錄方便查詢 

1. 需儲值，餘額不足時無法使用 

2. 若卡片遺失，需重新辦理 

3. 不適合大額交易 

註：表格內的內容由 ChatGPT 4o 所生成 

(三) AI 可協助教師批閱作業，降低批閱作業的負擔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AI 也可成為教師批閱作業的助手。它能協助分

析學生的答案，提供即時回饋，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程遠茜（2024）提及美國

德州教育廳 2024 年四月宣布全州小學暨中學學力測驗 STARR 三年級以上的試

卷（閱讀、寫作、科學、社會等科目），將交由 AI 批改，其中包括開放式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s）。儘管針對這個措施仍有不同的意見，但運用 AI 協助批

閱作業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只是需留意道德風險及智慧財產的議題（程遠茜，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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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I 可提供解答、引導、模擬練習、診斷與回饋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難免遇到問題。此時，AI 可以解答，其解答的範圍無所

不包，不只課業上的問題能回答（例如：解數學題），個人生活上的問題（例如：

如何才能讓同學喜歡自己），它也都能提供回答。另外，它也可以做為練習情境，

讓學生練習對話。以英文的對話為例，學生可以利用 AI 練習聽與說，然後，再

請 AI 提供診斷與回饋意見。整體來說，AI 可以成為學生的專屬家教，在學生遇

到困難時，即時提供協助、解答或資訊。 

(五) AI 可提供學生個別化學習方案 

除了前述功能外，AI 可以針對學生的學習經驗分析，然後，提供適合他的

學習材料或方案，提供學生個別化學習的機會。B. P. Woof 指出，AI 可以往往透

過分析學生的學習模式、答題習慣和互動行為，針對每位學生的需要調整教材的

難易度和學習路徑（張靜淑，2023）。 

三、應用 AI在教與學的潛在問題 

雖然 AI 有前述優點，但它也有一些潛在問題值得重視，茲說明如下： 

(一) 教師的「授業」角色弱化 

隨著 AI 無所不包且快速的回答能力，且提供的內容（特別是知識類）不見

得輸給老師，這將使得教師在「授業」的角色弱化。事實上，教育本是要協助學

生成為主動學習且具備學習方法的終身學習者，學生能主動學習並獲知答案並非

壞事，只不過，教師必須逐漸把自己的角色調整，降低自己知識提供者的角色，

鼓勵與引導學生善用資源來學習。 

(二) 教師與學生依賴 AI，恐影響思考與歸納的習慣與能力 

AI 可以設計教案、學習單、並解答問題，這樣的便利性可能會促使師生不

經思考與歸納，就輕易生成所需的產品或解決問題。例如，當教師要設計一份戶

外教學注意事項，他只要透過 AI 輔助，在很短的時間就可生成一份宣導單，然

後，發放給學生及其家長。教師因不需自己去思考與設計，也不用上網蒐集再自

行歸納統整。無形中，教師的思考活動與歸納習慣將減低。相同地，如果教師請

學生撰寫戶外學習心得，學生透過 AI 輔助，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即便

學生只是參考而非抄襲或引用）。在這個過程中，學生也會因 AI 的輔助而減少思

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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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I 生成內容的正確性與合法性的問題 

AI 可以針對使用者下的指令生成內容（圖、文、音樂或影片），為師生提供

學習素材。不過，學術界也開始重視由生成式 AI 所形成的圖文是否合乎正確性、

合法性等問題（楊志強，2024）。AI 生成的內容不見得完全正確，這有賴使用者

的專業判斷。 

四、省思與建議 

(一) AI 已存在，與其避而不用，不如持續進修、學習並善用 

AI 的時代已來臨，可預期的是未來會有更多類型的 AI 出現。AI 有優點與

潛在的問題，教師應該瞭解其特性與潛在問題，善用它的功能來輔助教與學。AI

可為教育提供更多的教學可能，教師可應用 AI 來強化教學、輔助教學，是未來

教師該具備的知能（高立芸、王俊斌，2023）。 

為了能善用 AI，教師應充實 AI 之相關知能，以便能更正確及有效率地使用

AI。以 2024 全年為例，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中，以「AI」為題，並

以國小教師為對象的研習共有 5600 筆1，這樣的數字除了看得出 AI 是目前教師

研習重要的主題外，也表示教師有很多學習 AI 的機會，教師可善用這些機會充

實 AI 之相關知能。在學生方面，教師應指導學生如何正確運用 AI，培養學生具

備使用 AI 的素養（教育部，2024）。 

(二) 重新思考老師的角色及調整教學重點 

AI 的出現，讓學生在學習上多了一個資源與助手。就知識的學習上，AI 可

以提供豐富且具參考性的內容，因此，教師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教師在「授

業」的角色可能會因為 AI 的出現而減少，不過，教師在「傳道」、「解惑」及其

他情意層面上的支持與影響可能是當前 AI 還不能取代的。另外，在教學重點上，

教師要增加學習方法與策略的指導，讓學生成為主動學習、具學習方法的終身學

習者。 

(三) 保持思考與歸納的習慣與能力 

AI 快速生成內容，可提供資訊或解決方案，若師生習慣依賴 AI 生成內容，

久而久之，將可能不自己思考，也不再自己找資料並予以歸納。為了克服此問題，

                                                

1 查詢日期為 2024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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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在請求 AI 協助前，不妨自己先提出自己的觀點，或在 AI 生成內容後，針對

生成的內容進行討論與評述。 

(四) 持續增強教學專業與學科知識，以能專業判斷 AI 生成的內容 

AI 可生成內容，能成為教師教與學生學的助手。然而，AI 生成的內容不見

得完全正確，它可能存在著錯誤、偏見或岐視（教育部，2024）。因此，教師須

具備足夠的教學專業與學科知識，以便能判斷 AI 生成內容的正確性，才不會照

單全收，出現錯誤或不適切的內容或活動。 

(五) 培養師生資訊素養，留意資安與隱私問題 

目前的 AI，常設置在雲端伺服器，若要請 AI 協助，需要把相關資料或文件

上傳到雲端伺服器，這麼一來，就可能出現資安、倫理或隱私的問題。因此，有

些公司就禁止員工使用 ChatGPT。根據《Fortune》報導，目前禁用或限制條件使

用 ChatGPT 的名單包括蘋果、三星、亞馬遜、高盛（Goldman Sachs）、威訊

（Verizon）、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等（黃士育，2023）。從這些企業擔心

資安與隱私的問題來看，校內師生也應該具備資訊素養，留意資安或隱私的問題，

以減少潛在的傷害。在教育部中小學數位學習指引 3.0 版中也提及：教師在使用

生成式 AI 時，要保護學校及個人隱私，避免提到學校須保密的內容及個資。另

外，學生在使用生成式 AI 時，也要避免在對話中提供任何個人資訊，僅分享非

關隱私的必要資料就好（教育部，2024）。 

五、結語 

當前教育政策積極推動數位教學，教育行政單位期許教師在教學中能運用數

位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及培養學生數位素養。另外，由於 AI 的普及，在校園

中融入 AI 已是必然的趨勢。AI 可以生成內容、可以輔助教學、進行診斷與分析、

可以讓學生模擬練習等，它可輔助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可成為教師與學生的得

力助手。只不過，它也有一些潛在的問題，包括：教師的「授業」角色弱化，教

師與學生若過度依賴 AI，恐影響師生思考與歸納的習慣與能力，另外，AI 生成

內容也有正確性與合法性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提出五項建議，希望教師

能予以重視，讓教師與學生均能因 AI 的輔助，讓教與學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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