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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56 年，美國的達特茅斯（Dartmouth）會議和 John McCarthy 學者，提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詞，開啟了人們對人工智慧的認知與探索（淡江大學商管

學院資訊概論教學研究小組，2024）。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運

用有助於使用者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複雜的任務或流程，並應用於商業、藝

術和工程等領域（Ng, Leung, Chu, & Qiao, 2021）。美國 OpenAI 研究室於 2022 年

推出聊天機器人 ChatGPT，當其於數秒內生成各式文案與展現即時的應答能力

時，引起大眾對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能效的讚嘆與

關注。 

隨著 AI 的快速發展，AI 開始被嘗試融入於教育中。例如教育部的教學輔助

平台「因材網」不僅可透過適性測驗技術和學習者答題的結果，給予學生學習路

徑的建議；亦可整合每年定期舉辦的「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及縣市「國民小學

基本學力檢測」資料，以辨識學生可能的學習問題點或指派其適合的學習任務（郭

伯臣、劉文惠，2020）。有些教學者亦試圖透過結合生活經驗的 AI 教學，培養中

小學生與 AI 共處的態度（穆柏安，2023）。然而，目前針對 AI 及其於高等教育

環境中的探討尚較少。本文從回顧 AI 的發展開始，進一步探討 AI 於高等教育商

管領域的應用、挑戰及建議。 

二、人工智慧的發展 

人工智慧（AI）模仿人類形成智慧的規則和途徑，透過軟體程式、演算法和

機器學習等新興技術，以進一步執行運算、推論和問題解決（Ng et al., 2021）。

如同人類建立智慧的過程，須不斷學習以積累智慧。訓練中所接觸到的內容、品

質、表達方式和運算值設定，將影響機器學習的結果（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資訊概

論教學研究小組，2024）。舉例來說，和具有人工智慧的電腦程式對弈時，可藉

由軟體運算值的設定，調整棋局的難易度。現今 AI 被廣泛應用於各個層面中，

像是智慧型手機、智慧家電、自動駕駛、數位學習、醫療診斷及聊天機器人等。 

自 1956 年 AI 一詞的出現，掀起許多學者對 AI 的期待，相關技術（如規則

庫、推論引擎、專家系統和神經網路）亦逐漸發展（Ng et al., 2021）。然而，直到

1997 年 IBM 的 Deep Blue 超級電腦戰勝西洋棋冠軍 Garry Kasparov，能與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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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並駕齊驅的人工智能開始展現於大眾面前。2006 年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的誕生，使 AI 迎來關鍵性的突破。爾後幾年大數據（Big Data）的推廣，亦拓展

了 AI 運用的形式。2016 年，AlphaGo 圍棋電腦軟體擊敗人類的職業圍棋棋士，

更為 AI 程式應用立下另一個里程碑。近期最廣為人知的 AI 新興技術，莫過於

2022 年所推出的聊天機器人 ChatGPT（GPT-3.5）。隨著生成式 AI 技術的不斷演

進，OpenAI 於 2024 年推出的「Sora」AI 模型已能生成畫面逼真的影片（淡江大

學商管學院資訊概論教學研究小組，2024）。 

三、人工智慧於高等教育商管領域的應用 

高等教育商管領域涵蓋商業及管理相關群科之領域教學和學習（例如企業管

理、生產、行銷、人力資源、研發、財務管理與資訊管理等專業）。商管領域學

習旨在培養學生具備和商管有關的知識、分析、溝通表達及團隊合作等能力，並

有效解決企業經營的問題。隨著 AI 快速發展的趨勢，使企業運用 AI 解決問題的

比例愈加提升。如何在教育活動中增進學習者對 AI 的認識（Chen, 2022；Xu & 

Babaian, 2021），以便其未來可更好地將 AI 應用於商業和管理？將是目前商管教

育致力的方向。 

適性學習可依據學生個別的需求和學習狀況，給予合適的學習內容與引導。

在適性學習中融入大數據和 AI 相關技術，可分析學生的學習模式、概念理解情

形及提供適性的回饋，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例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

學於 2011 年使用 Knewton 適性學習平台，藉由分析學生的學習模式，以提供其

個人化的學習服務（郭伯臣、劉文惠，2020）。此外，AI 具有語言的優勢，可透

過其機器翻譯的功能（黃琇苓，2024），協助學生了解跨語言的商管領域學習內

容，以滿足個別學習者的需求。 

因快速生成及回應的能力，生成式 AI 亦被應用於各個層面。Paul 等人（Paul, 

Ueno, & Dennis, 2023）認為，透過 ChatGPT 的使用，能生成對於消費者行為的

可能見解和有說服力的行銷訊息，並具有改善行銷活動等優點。此外，周森益

（2024）描述 ChatGPT 於零件品質辨識的應用－基於 GPT-4 模型的生成式 AI，

可於多張品質不一的螺絲頭照片中，從中辨別品質正常的圖片。顏榮泉（2024）

亦指出，藉由 ChatGPT 的對話生成機制，教師能將其作為課堂上提供個別回饋

的教學助手。在商管課程中，教師可運用 AI 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輔助，

協助其更好地理解複雜的商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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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人工智慧於高等教育商管領域的挑戰 

(一) 高層次思考 

當學習者於生成式 AI 輸入問題後，可以極快地速度獲取可能的相關見解或

解答。然而，若學生僅全盤仰賴 AI 生成的內容，而不加以理解、分析和練習，

可能將影響其高層次思考（顏榮泉，2024）。根據 Govindarajan 和 Sikka（2020）

的觀點，商學院需要培養學生的領導力和商業道德判斷能力，但這些能力可能無

法單純仰賴 AI 獲得。課程須著重培養學生敏銳的洞察力和批判性思考，使其能

夠審慎地評估 AI 生成的建議，而非盲目依賴。 

(二) 與真實世界的連結 

更好地運用 AI，使商管領域的學習者能應用所學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一

直是商管教育努力的焦點。若引導情境不足，學習者可能較難想像將學到的知識

轉化為 AI 應用的方法，以解決和真實世界有關的議題（如於醫療保健、市場營

銷、團隊合作和人力資源管理等層面之議題）。此外，學習者一開始可能會對快

速獲得生成內容感到驚喜，但如何維持學習者的動機以持續探索相關的真實議題

和案例？亦是須思考的方向。 

(三) 生成內容的可靠性 

AI 幻覺（AI Hallucinations）意指 AI 生成貌似合理，但實際上為虛假、錯誤

或不存在的資訊（Christensen, Hansen, & Wilson, 2024）。AI 幻覺在商業環境中可

能將產生嚴重的後果。例如，Paul 等人（2023）提到 ChatGPT 的應用可能帶來誤

導和偏見等潛在問題。在財務分析或投資決策中，依賴不準確的生成數據亦可能

將導致重大的損失。因此，若學習者對於生成內容的求證不足，將可能易受潛在

的影響。教育需培養學習者對 AI 生成資訊的驗證和判別能力。 

(四) 合理使用範圍 

在真實情境中，AI 的合理使用範圍和界限仍有許多不確定性。Govindarajan

和 Sikka（2020）強調，商學院需要教導學生在組織中使用 AI 的方式，包括關注

相關的法律、隱私和道德問題。然而，目前對於 AI 的適當應用仍存在諸多歧見。

例如，使用 AI 進行人才招聘可能引發潛在的公平性和歧視問題（Cho, Choi, & 

Choi, 2023）；利用 AI 尋求真實問題的解答，亦可能涉及隱私性的議題。此外，

AI 的合規使用範圍和程度似乎尚缺乏較一致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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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與建議 

AI 具有跨語言處理、快速運算和即時回應等優點，使教學者開始嘗試將其

應用於教育中，例如學習診斷、個人化學習推薦、商業策略模擬及消費者行為分

析輔助等，為學生未來的學習發展開闢新的道路。然而，AI 的應用也伴隨著諸多

挑戰，像是高層次思考和情境引導不足，及可能出現的 AI 幻覺等議題。如何在

合規的範圍內有效運用 AI，以達到增能的效果，亦可能有賴未來相關的專家學

者進一步研擬和制定。 

為避免學習者僅仰賴 AI 生成內容，而對所產生的資訊不加以吸收，導致高

層次思考減少的可能性，建議在學習者應用 AI 完成學習任務後，對相關的內容

進一步提問，以了解其理解的程度。藉由學習者回答提問和解釋其思考邏輯的過

程（如數據解釋、闡述策略選擇動機和決策邏輯），增加其對生成資訊分析和判

斷的機會。此外，透過讓學習者練習交叉驗證所生成的資訊，亦可能將有助於降

低 AI 幻覺的潛在影響。 

若缺乏相關的情境引導，學習者可能難以想像如何應用 AI 和學到的知識於

真實世界有關的議題。為使 AI 不流於僅是圖文生成的工具，在學習活動設計時，

應多增加與真實世界相關的連結，例如導入過去相關領域（如市場營銷、資訊管

理或人力資源管理）真實發生過的案例，培養學習者對類似情境的思考與問題解

決的技能。搭配其他能與情境結合的學習方式（如情境模擬），以增進其學習興

趣和類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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