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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脈絡中，科技的進步不斷塑造和重構我們的生活方式及學

習模式。從早期的印刷術到當代的人工智慧（AI），每一波科技革命都為人類社

會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AI 的興起，尤其是其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不僅提升了

教學和學習的效率，也使得適性化教育變得更可行。然而，這種科技創新也引發

了對於人類思考能力和創造力扁平化的擔憂。本文將從 AI 對教育的衝擊進行探

討：首先分析 AI 如何改變教學內容與方法，接著討論過度依賴 AI 的風險，最後

思考教學策略如何整合 AI 科技，以促進學習的深度和品質。此外，本文也闡述

教師和學生如何因應這些變革，確保科技的使用既能增強學習效果，而又不失教

育的本質。 

二、AI對人類的衝擊 

在歷史的長河中，科技的進步一直對人類具有關鍵影響，不僅改變生活方式，

也深刻影響了思考與學習模式。從最早的印刷術到現代的物聯網，每一次科技革

命都造成了人類生活的衝擊。然而，人類使用科技是一種必然（Harari, 2014），

科技不僅改變了知識的傳遞方式，也改變了處理和理解訊息的方式（Bai et al., 

2023）。 

AI 科技提供了人類個別化的途徑，根據自己的需求和進度與科技進行互動。

人類的認知過程也在 AI 的影響下發生了變革，能更高效地掌握知識，並應用於

實際問題的解決，但卻也衍生些許問題，可能過度依賴 AI 來輔助思考和決策，

導致自身的思考力和創造力下降（Long & Magerko, 2020）。AI 的高效功能讓人

們在面對複雜問題時，傾向於依賴 AI 進行分析和解決，可能使得我們的思維過

程變得過度精簡，越來越習慣於讓 AI 輔助處理各種訊息。 

其次，AI 的使用可能導致學習過程中的深度思考減少。使用 AI 工具互動

時，可能被動接受 AI 提供的答案，而未能深入理解和消化這些知識。這樣一來，

學習可能淺碟化，缺乏對知識的高層次理解和應用能力，同時可能會限制理解不

同領域知識的機會，從而減少創新思考的火花（Chen et al., 2020）。 

雖然 AI 對人類提供了許多便利和機會，但也需謹慎面對思考代工的問題。

人類如何平衡科技使用與學習本質？AI 的來臨，是否會造成人類過度依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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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會走向偏執的科技決定論？是否會拉大科技應用 M 型化的差距？接下來，且

讓我們從影響人類最深遠的面向之一「教育」切入之。 

三、AI對教育的衝擊 

AI 對教育的衝擊在教學內容與媒介方面展現得尤為顯著。首先，AI 技術大

幅改變了教學內容的創建和呈現方式。通過 AI 的輔助，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快速

地整合適性化的教學內容，並進行多模態的教學互動（Tomar & Verma, 2021）。

這不僅更貼近學生的學習取向，還能根據學生的需求量身訂製課程，提升學習效

果（Zhai et al., 2021）。然而，AI 科技是否可能導致教學傾向外顯性的張力效果？

排擠了內隱性的互動歷程？可以從教師的角色中思考轉變與契機（Paek & Kim, 

2021）。 

AI 在教育中的應用重新定義了教師的角色。隨著 AI 逐漸進入課堂，它成為

了教師的協作者。AI 可以促進教學任務多元化，例如協助批改作業、設計適性

的學習路徑等，這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專注於學生的個別需求和發展（Chan & Tsi, 

2023）。教師因此在教育中的角色變得更加多元。然而，教師如何平衡 AI 的使

用，以避免依賴 AI 可能會使教學過程過於科技導向，而弱化了學科的本質？可

以從 AI 的平衡與平權來思考這個問題（Ifenthaler & Schumacher, 2023）。 

AI 平權在教育場域是一個迫切的議題。隨著 AI 技術在教育的廣泛應用，其

帶來的潛在不平等問題也隨之浮現。首先，AI 的普及可能加劇數位落差，例如

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場域可能較難以獲取 AI 資源，導致學生在教育資源上的不平

等（Li, 2023）。其次，AI 在教育場域中的發展迅速，如何確保其能公平地為所有

學生？尤其是偏遠地區或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Akinwalere & 

Ivanov, 2022）。以及如何確保學生能平衡地學習到學科本質內的學習重點？都是

在倡議平權與平衡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Ifenthaler & Schumacher, 2023）。適性化

學習雖是 AI 的一大優勢，但設計時必須考慮到差異化的學習需求，避免忽略不

同文化的群體與學科的本質。最終，AI 的普及應用是否能真正地幫助多數學習

者，是否會在實施過程中產生更多的不平等，是需要師生共同努力去適應和解決

的問題。 

四、教學現場因應 AI衝擊的策略 

我們看見了 AI 的到來造成了不同面向的衝擊，除了整備迎接衝擊，還有哪

些思考點提供我們參酌予以準備？教育工作者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設計和實施課

程以充分利用 AI。首先，AI 的引入可以促進課堂風貌的創新（Hargis & Gessner, 

2024），增加了課程的互動性和參與度，同時允許教師根據學生的反饋和學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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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適時調整教學進程（Charles-Owaba, 2024）。例如：教師可以先將預先規畫好

的教學流程與關鍵提問與 AI 進行教學共備，課堂開始於教師的導引，AI 銜接有

如助教，能對學生進行學科本質的輔助與提問，當學生回答問題時，AI 能依據

回答的內容來接續回應與擬訂下一個提問，此外，AI 還能對學生提出反思性與

解釋性的追問，以促進學生對於問與答的反思。 

其次，AI 促使學生不僅尋求解決方案，還要分析和評估不同的選擇。這種

方法有助於學生在實際操作中學習批判性思考，而不是僅僅依賴於 AI 提供的答

案。此外，AI 的跨領域應用也為傳統領域之間的界限提供了突破。通過整合不

同領域的知識，AI 幫助教學設計者跨越單一領域的限制（Pan, 2024），豐富學生

的學習體驗和知識應用。AI 在教學中提供了多元化的策略和方法，但關鍵在於

如何恰當地整合這些科技，以強化而非替代，確保學生能真正的理解和能力提升。

教育工作者應審慎地選擇和使用 AI 工具，讓 AI 的整合更貼合教師與學生在真

實生活中的使用、選用與應用。 

AI 豐富了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模式，AI 在教育中的角色可扮演教師、學習者、

學習夥伴、領域專家、行政管理及學習工具等多重身份（Hwang & Chen, 2023）。

筆者分析臺灣 2024 年來自包含中央及地方輔導團、夢的 N 次方等多個領域教師

社群所發表之 51 篇教學案例（如圖 1），從資料分析可見，大多數課程選擇將

AI 運用為「教師」和「學習工具」角色，而較少將其應用於「學習者」、「學習

夥伴」或「領域專家」。這顯示在教學現場應用 AI 時，傾向於加強教學支援和

資源整合，而較少用於激發學生主動學習或進行深層次的互動與討論。此外，「行

政管理」角色在這些教育應用中完全沒有被採用，可能意味著目前教育場域中 AI

的使用尚未涉及教育管理或政策決策支持。這些發現呼籲教育工作者在整合 AI

技術時，應更全面地考慮其多樣化的應用潛力，以促進學習者批判性思維的培養

和創造性問題解決的發展。 

 
圖1 教學案例中的AI角色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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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角色展示了 AI 如何在多方面協助教學歷程，從提供適性化學習媒材、

輔助課程設計，到資料的分析任務等。例如：扮演教師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中遇到

的困難，在程式設計上提供障礙排除。扮演學習夥伴與學生合作完成任務，共同

探討學習主題。扮演學習工具在環境科學的學習中，提供計算碳足跡的理論支持。

扮演領域專家，則能提供專業建議，幫助學生深入理解複雜問題。然而，教育工

作者需要注意，AI 的應用不應僅見於科技工具或處理數據，更應重視如何藉由

AI 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創造力（Hutson & Ceballos, 2023）。因此，在整合

AI 進入教學過程時，教師應將其視為助教，幫助學生從多元的角度理解學習內

容，而非將 AI 當作進階的搜尋引擎，限制了互動潛力（Ifenthaler & Schumacher, 

2023）。透過這種方式，AI 才可能成為推動教育創新和適性化學習的好幫手。 

教師要適應 AI 多元的角色於課堂中，師資培育的腳步必要跟上，以涵蓋 AI

教育的素養（Gunawan et al., 2021）。避免老師偶然接觸到一個新的 AI 工具，因

為覺得新鮮有趣，貿然引入課堂，但是「初步引入」和「整合融入」不同，對學

生的學習意義也不同（Miao & Shiohira, 2022）。倘若不慎忽視了課堂脈絡的銜接

與掌握，實為可惜。因此師資培訓不僅要教會教師如何有效地利用 AI 工具，更

要強調與 AI 多元整合的同時，回到以領域為本質的學習（Silva & Janes, 2020）。 

對於學習者多樣性的考量也是 AI 培訓計劃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AI 的應用

應該支持教師去識別和適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和能力。透過 AI，教師可以更

好地提供適性化的學習路徑，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節奏下取得進步，

從而實現真正的教育平權和包容性。當課堂回到教與學的平衡，學習回歸本質，

教育平權便更顯得「清晰可見」。 

五、結語 

擔憂人類使用 AI 而思考代工化，但科技應用是人類進化的歷程，擋不住也

緩不下。是否宜思考，現行大環境人類能有多少機會緩下來思考與消化？而不是

強迫自己最後找 AI 工具勉強應付。 

AI 在教育領域的快速導入，我們正站在人類進化的關鍵節點，見證科技如

何深刻地重塑教育生態系。AI 的引入不僅增強了課堂的互動性和適性化，也幫

助教師邁向課程的「產消合一」。在轉變之際與整合 AI 的同時，是否堅持教育

的本質？確保科技的應用是增強而非替代批判性思考和學習。然而，隨著 AI 的

普及，我們也面臨數據隱私、演算偏見和資源落差的挑戰。這些問題需要教育工

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擬訂更明智的策略予以因應。 

AI 在教育中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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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整合 AI 科技，確保其在提高學習效率的同時，也增強人類的全面發展和

創新能力。透過共同努力和策略調整，我們可以將 AI 的衝擊轉化為推動進步的

動力，共同面對這個質變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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