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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助攻，讓虛擬助教成為教師的神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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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2023 年）的暑假，有幸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開設了 3 堂以小學

生為主要對象的「Minecraft 創意與程式設計」課程，從備課到實際課堂上，研究

者都以 OpenAI 的 ChatGPT 作為自己的虛擬助教，包括提供課程範例想法、單元

的驗收題目，以及課堂上解答學生的臨時提問，及對小組作品提出意見等。本文

將以採用虛擬助教前後的預期與實際結果之差異，進行探討與分享。 

一、虛擬助教的多元應用 

近幾年，隨著科技進步和教學需求的改變，虛擬助教（Virtual Teaching 

Assistant，VTA）在教育界的應用相當熱門。虛擬助教的應用範圍甚至已經擴展

到醫學、工業、語言學等學科，而且應用方式也越來越多元化。 

毋庸置疑，虛擬助教能夠蓬勃發展，和人工智慧（AI）的進步密不可分，而

且已經在高階教育上發光發熱。研究顯示，智慧虛擬助教（VTAs）能提供個別化

的學習體驗，並在寫作和內容創作上支持學生的學習過程（Hutson & Plate, 2023）。

此外，Purbohadi 等人（2021）開發的醫學虛擬助教，利用語音識別技術，為醫學

生提供在醫院學習的輔助工具，顯示出虛擬助教在專業教育中的重要性。 

在疫情期間，更加速了虛擬助教的應用發展。COVID-19 迫使學校等教育單

位迅速採用線上教學，線上的虛擬學習環境整合了各種工具來支持教學

（Nowfeek & Rupasinghe, 2022）。事實上，虛擬助教不僅幫助老師管理課程，還

能提供即時的學習支援，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此外，虛擬助教的角色也在不停演變。Zhu（2024）的研究提到，在元宇宙

環境中，虛擬數位人可以模擬人類的語言和行為，為學生提供個別化的學習服務，

甚至成為學習過程中的夥伴。這種新型態的虛擬助教不僅僅是傳遞知識，還能促

進學生的社交互動和情感上的支持。 

虛擬助教的發展也因為有虛擬實境（VR）技術的應用而發揮更多的效益。

VR 技術為教育帶來了沉浸式的學習體驗，讓學生能在模擬環境中進行實際操作，

這在物理、醫學等專業學科中特別重要（Peng, 2023）。此外，Liu（2022）的研究

顯示，虛擬實境教學模式能顯著提高學生對日語學習的興趣和口語表現。 

科技的進步和教育需求的變化，虛擬助教已經從單一的教學輔助工具發展成

多功能的學習支持系統。這種演變不僅提升了教學效果，還為學生提供了更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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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個別化的學習體驗。 

二、AI 浪潮下虛擬助教的教學革新 

AI 科技融入教育，大幅改變傳統教師的角色功能，從簡單的知識傳遞者發

展為學習的促進者。這種轉型歸因於虛擬教學助理（VTAs）的出現，它們利用

AI 技術來豐富教育旅程。隨著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接受這些資源，他們能夠

將更多時間投入指導和協助學生，而不僅只是提供知識。這項演變得以支援多項

重要的 AI 功能，例如客製化學習體驗、增強參與度和有效的評估系統。 

(一) AI 個人化學習體驗 

AI 在教育中最顯著的方面是，它能夠根據個人需求量身定制學習體驗的能

力。AI 技術可以處理有關學生表達、喜好和學習風格的大量數據，以創建更符

合他們獨特的要求的學習路線。例如，Liu（2023）強調，人工智能可以根據學生

的不同學習條件自動修改教材和方法，從而提高他們在各種情境中的知識和應用

（例如學外語）。這種變化打破了傳統的「一招適合所有人」的教學模式，並使

教育工作者能夠提供更適當和更有影響力的教學（Konyrova, 2024）。此外，AI 系

統可以識別學生的優點和弱點，使教師能夠做出更精確的預測並提供有針對性的

支持（Fitria, 2023）。 

除了個別化，AI 驅動的虛擬助教還能大幅提升學生的參與度。透過互動和

遊戲化的學習環境，AI 可以讓教育內容更有吸引力、更有趣。Fahimirad 和

Kotamjani（2018）指出，AI 可以培養利用互動性和趣味性的人性化教學方法，

增加學生的學習動力。這在語言教育中特別有用，因為 AI 促進的情境教學可以

模擬真實情境，讓學習過程更貼近現實、更有效（Liu, 2023）。因此，老師可以專

注於營造支持性的學習氛圍，鼓勵合作和討論，而不僅僅是講課。 

另外，AI 技術也簡化了行政工作，讓教育工作者有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和

提供支援。比如，自動化評估系統能快速批改作業並提供即時反饋，對提升學習

過程非常重要（Alkan, 2024）。這種效率不僅減輕了老師的負擔，還讓他們能專

注於與學生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二) 提升學生參與度與協作 

正如 Ibrahim（2024）所說，AI 工具可以協助監控學生的進度，並相應地調

整教學策略，進一步提升教育體驗。因此，老師可以轉向更注重輔導和指導的角

色，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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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為學習引導者的角色，會因為 AI 技術的協作潛力而更加穩固。AI 可

以促進學生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推動同儕學習和團隊解決問題。比如，結合 AI

的平台可以將有相同興趣或面臨相同挑戰的學生串聯起來，鼓勵他們互相合作、

互相學習（Seo et al., 2021）。這種協作環境不僅豐富了學習體驗，也幫助學生發

展必要的社交技能和團隊合作能力。 

雖然 AI 在教育領域有很多好處，但實施過程中仍有倫理考量和挑戰需要解

決。必須謹慎處理資料隱私、演算法偏見和過度依賴技術的問題，確保教育機會

的公平性（Reiß, 2021），教育者必須具備必要的數位技能，才能有效應對這些挑

戰（Ng et al., 2023）。這凸顯了專業發展和培訓計畫的重要性，讓老師能夠負責

任且有效地在教學實踐中使用 AI 工具。 

隨著 AI 技術的進步，教育者必須調整教學方式，才能有效融入這些工具。

這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評估策略、教學設計和課堂管理，以配合 AI 的功能（Chen, 

2022）。透過採用更靈活和創新的教學方法，教育者可以創造出動態的學習環境，

促進學生的參與和成功。 

三、虛擬助教的實踐經驗 

1. 個別化學習 

在 Minecraft 課堂中，ChatGPT 可以根據每位學生的要求和程度，提供個別

化的主題和範例。例如，對於喜歡建築物的學生，ChatGPT 可以提供建築相關的

設計思路；對於動物植物生態感興趣的學生，就提供森林、自然生態相關的主題。

因此學生可以在自己感興趣的事物上學習，如此學習動機就不會被生硬的程式邏

輯給淹沒了。 

2. 即時建議 

當學生在遊戲中遇到問題或設計作品時，ChatGPT 提供建設性的回答建議。

例如，提供世界知名建築的改造想法，或是給出環境保護的方法，幫助學生在面

臨卡關的時候，有改進的方向。 

3. 提升參與度 

ChatGPT 能夠設計互動性強的課程內容，例如在 Minecraft 中設置挑戰任務、

謎題解鎖或團隊合作項目。這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參與度，還使他們能夠激發潛能，

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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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減輕教師負擔 

ChatGPT 能自動解決學生常問的問題或基本的提問，甚至胡鬧的提問，依然

有幽默的回覆建議，讓教師可以將更多精神投入到程式設計的重頭戲，得以更關

注比較不能被打斷的邏輯、解題能力說明。 

5. 教學決策支持 

ChatGPT 可以針對學生在遊戲中的行為和表現進行分析，提供還算有價值的

洞見，可以做為下一堂課調整教學策略的參考。例如知道哪些概念學生普遍覺得

困難，就在後續課堂中重複講解。 

6. 鼓勵自主獨立思維 

ChatGPT 可以提出具有挑戰性和開放性的討論話題，如「如何利用有限的資

源建造高效的生態農場？」或「如何分工才能最有效地完成任務？」，鼓勵學生

進行較深入的思考和討論。 

四、結語 

AI 加上虛擬實境（VR），虛擬助教將讓教學變得更靈活、更活潑。根據 Liu

（2024）的研究，虛擬助教結合 VR 技術的沉浸教學模式，能有效提高學生對學

習的動機和效果。這是因為學生可以在虛擬環境中實際練習，而不只是被動地接

受知識。這種方法不僅促進了學生的主動學習，還提升了他們的實踐技能，展現

了虛擬助教在教學中的潛力。 

另一方面，虛擬助教在促進學生互動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顯示，虛

擬教室的設計可以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與交流，這對提升學習效果非常關鍵

（Dixon et al., 2019）。比如 Dixon 等人（2019）的研究指出，使用虛擬實境和線

上會議技術的數位課程，能幫助準教師在複雜的教學情境中進行批判性思考，更

好管理課堂。這種互動不僅在學生與老師之間，還包括學生彼此之間的合作學習，

進一步強化了學習社群的建立。 

虛擬助教也能提升教學品質。根據 Willermark（2021）的研究，虛擬助教的

互動特性可以提高教學質量，因為虛擬助教能夠持續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有效溝

通。這種溝通不僅限於課堂內的即時互動，還包括課後的複習與評量，幫助學生

理解和掌握學習內容。同時，使用虛擬助教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業成績，

因為虛擬環境提供了更吸引人、互動性更強的學習方式（Nguyen, 2024）。例如，

Nguyen 的研究指出，虛擬課堂的使用讓學生能在不同的學習環境中學習，這種

靈活性有助於提升他們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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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虛擬助教在課堂上的幫助非常多元，包括創新的教學方法、促進學生

互動、提供個別化學習支援。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教育需求的變化，虛擬助教的角

色將會越來越重要。未來的教育模式也將更加依賴這些智能工具，來提升教學品

質和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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