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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在 2019 年提出「AI 教育 x 教育 AI－人工智慧及新興科技教育總體

實施策略」，讓 AI 在未來教育中帶來革命性的變革，但相對地也伴隨著一系列

的混亂和不確定性，面對新科技的引入，讓學校、教師、學生以及社會整體對未

來的教育模式感到無所適從，這種困惑主要源於在面對未來影響的不確定性（周

慧儀，2023；林志成，2024；賴品瑀，2023）。 

AI 在幼兒教育中的應用也逐漸地發展中，它有助於創造更靈活、多元和高

效的學習環境，AI 科技能夠分析每位幼兒的學習特徵，根據他們的需求和興趣

進行個性化的學習設計，這無疑是提升教育質量的重要一步。然而，為了確保 AI

能夠真正促進幼兒的健康發展，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各界需要謹慎應對這

一變革（吳奇，2024；Weipeng,2022；Jiahong & Weipeng ,2022）。 

因此，面對 AI 在幼兒教育中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和社

會需要共同努力，確保 AI 科技的應用能夠真正促進幼兒的健康發展、平衡科技

與人際互動、保護數據隱私、促進教育公平以及強化教師專業發展，讓 AI 科技

成為教育良機而非危機的關鍵，這需要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協作，包括政府、學校、

家庭和科技公司，以建立一個健康的教育生態系統，使幼兒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

代中茁壯成長（周慧儀，2023；張旭鎧，2024）。 

二、AI 在幼兒教育適性教學之衝擊 

AI 在幼兒教育中的應用有望顯著改變教育模式，使教學更加個別化和適性

化，隨著 AI 科技的發展，幼兒教育面臨許多機會與挑戰，特別是在實現個別化

教學方面。以下分述 AI 在幼兒教育中適性教學的衝擊（周慧儀，2023；張旭鎧，

2024；黃啟菱，2021）： 

(一) 學習內容與教學方式的變革 

AI 有能力分析每個幼兒的學習特點、興趣和進展情況，從而調整學習內容

和教學方式，然而這一變革可能打破傳統的教學模式，相對地帶來了對傳統課程

設計的挑戰，教師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設計教學活動，以適應 AI 驅動的個別化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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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生角色的重新定義 

AI 在個別化教學中的作用可能使教師的角色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學

習的引導者和支持者，而非單純的知識傳授者，教師將更多地關注幼兒的情感、

社會和道德發展，而 AI 將負責個性化的學習指導，這種角色轉變對教師的專業

技能和職責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 對幼兒自主學習的影響 

AI 可以為幼兒提供自主學習的機會，讓他們在自己的學習節奏中探索知識，

然而，過度依賴 AI 進行學習也可能削弱幼兒的自我動機和探索精神，因此，教

師需具備分析 AI 提供的自主學習機會如何影響幼兒的自我動機與探索精神，以

平衡 AI 科技提供的指導與培養幼兒的自主學習能力。 

(四) 科技依賴和人際互動的平衡 

在個別化教學中，AI 有助於提高學習效率，但也可能引發對科技的過度依

賴，進而影響幼兒的人際互動和社會發展，幼兒時期正是社交技能發展的關鍵階

段，過度使用 AI 科技可能減少幼兒與同齡人和教師的互動機會，影響他們的社

交和情感發展。 

(五) 隱私和數據安全問題 

AI 需要大量的學習數據來實現個別化教學，這引發了對幼兒隱私和數據安

全的擔憂。幼兒的個人信息和學習數據可能被收集、存儲和分析，這對於數據的

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機構和技術提供商需要確保數據的使用符合道德和

法律規範，以保護幼兒的隱私。 

(六) 教育公平性 

AI 在教育資源分配中的影響與應用可能加劇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特別是

對不同社區與家庭的接入能力差異所帶來的挑戰可能使某些幼兒無法平等獲得

學習資源。 

AI 科技在幼兒教育中的應用為教育模式帶來了新機遇，但同時也需要重視

其所帶來的衝擊性，教育界應積極應對這些挑戰，確保 AI 科技能有效促進幼兒

的全面發展，並在道德、法律和公平性方面加以考量，以創造一個健康的學習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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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I 在幼兒教育適性教學之潛在危機 

AI 科技的迅速發展看似為幼兒教育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其引入也

伴隨著一系列潛在危機，這些危機可能對教育的有效性以及幼兒的全面發展造成

深遠影響（周慧儀，2023；林志成，2024；黃啟菱，2024）。 

(一) 對教育工作的依賴 

隨著 AI 在教育中的普及，教師可能變得過度依賴 AI 系統的自動化功能來

進行教學，這可能導致教師在課堂上減少對自己專業技能的運用，而使得專業技

能退化，同時無形中也削弱其對幼兒教學內容的創造性和靈活性，從而影響教學

質量。 

(二) 情感與道德發展的忽視 

AI 科技主要專注於學習內容的傳授，可能無法充分關注幼兒的情感和道德

教育，可能導致幼兒在情感表達和道德判斷方面的不足，進而影響其社交技能和

情感智力的發展，阻礙全面成長。 

(三) 技術更新的速度 

隨著 AI 科技的不斷進步，幼兒教育可能無法跟上其變化的速度，這可能導

致教師和幼兒在使用新技術時感到困惑，影響教學效果和學習成效，甚至增加教

育不平等的風險。 

(四) 道德和倫理問題 

AI 系統的決策過程可能缺乏透明度，導致道德和倫理方面的疑慮。教育者

和家長可能對 AI 的使用產生疑慮，進而影響其對教育科技的接受度。 

在面對 AI 在幼兒教育中的引入時，了解潛在的危機是至關重要的，這些危

機不僅影響教育的有效性，還可能對幼兒的全面發展造成長期影響。因此，教育

界需采取措施以應對這些挑戰，確保 AI 技術的應用能夠真正促進幼兒的健康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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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I 在幼兒教育適性教學之因應策略 

運用 AI 實現個別化與適性化的教學是幼兒教育中的重要趨勢，因為它能針

對每個幼兒的獨特需求和學習風格提供量身定制的學習體驗。AI 科技可以協助

教師監測和分析幼兒的學習行為，提供即時的反饋和適應性教學策略。以下是如

何利用 AI 在幼兒教育中實現個別化與適性化教學，以及應對相關挑戰的策略（吳

奇，2024；周慧儀，2023；Weipeng,2022；Jiahong & Weipeng ,2022）。 

(一) 專業發展與培訓 

提供教師專業發展與培訓，幫助他們了解如何有效利用 AI 技術進行教學，

並保持對幼兒情感和社會發展的關注。教師需要學會在 AI 支持的環境中扮演引

導者的角色，確保幼兒在獲得個別化學習的同時，也能得到足夠的人際互動和情

感支持。 

(二) 制定數據保護政策 

教育機構應制定明確的數據保護政策，確保幼兒的學習數據和個人信息得到

妥善保護。應獲得家長的同意，並透明地告知數據的收集和使用方式，以保障幼

兒的隱私權。 

(三) 平衡科技與傳統教學 

在運用 AI 實現個別化教學的同時，應保持傳統教學的優勢，確保幼兒獲得

全面的教育體驗。教師應結合科技與傳統的教學方法，讓幼兒在個性化學習中也

能參與到社會互動和合作學習中。 

(四) 家長參與之教育支持 

鼓勵家長參與幼兒的學習過程，了解 AI 在教育中的角色和影響。家長的參

與有助於確保幼兒在家中和學校中獲得一致的學習支持，並能更好地監督和引導

幼兒的科技使用。 

(五) 持續評估與改進 

建立一個持續評估與改進的機制，以監測 AI 在教學中的有效性「定期收集

教師、家長及幼兒的反饋，評估 AI 工具在個別化教學中的實際影響，根據這些

反饋，不斷調整和優化 AI 應用，以更好地滿足幼兒的學習需求和發展目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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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反饋循環不僅能促進教學質量的提升，還能確保 AI 技術持續適應教育環境

的變化。 

五、結語 

AI 在幼兒教育中的應用對實現個別化與適性化教學有巨大潛力，透過自適

應學習系統、智能教學助手和學習數據分析，為幼兒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學習體驗。

然而，這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潛在衝擊，包括對教學模式、教師角色、幼兒自主學

習、社交發展以及隱私保護的影響。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謹慎應對，確保 AI

的應用是以促進幼兒的全面發展為核心，透過專業發展、數據保護政策和家長參

與等策略，確保 AI 的應用能夠真正促進幼兒的全面發展，並減少其潛在的負面

影響，發揮其最大的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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