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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人工智慧（以下簡稱 AI）技術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自 2022 年底生成式

AI 工具 ChatGPT 問世以來，AI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成為關注的焦點。如何有效整

合 AI 以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成為教育者必須面對的課題。在生成式

AI 迅速發展的狀況下，我國高中階段的課程與教材的更新速度相對滯後。同時，

生成式 AI 已成為高中生學習的重要工具，尤其應用在撰寫作業與報告的需求日

益增加，然而，部分學生對 AI 的過度依賴也導致學術誠信和批判性思考能力削

弱等問題，進而造成教師評分上的困擾，並損害師生之間的信任。為此，本文將

探討高中教學現場使用生成式 AI 所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策略，其中建議教師參考

教育部的《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作為應用 AI 輔助教學的教學實務指引，並

引導學生使用數位平台中 AI 學習夥伴，以幫助師生有效的整合 AI 技術進入教

與學的過程中。期望透過本文的說明，能為高中教學提供具體實用的見解。 

二、高中教學現場運用生成式 AI帶來的挑戰 

(一) 高中教學現場之 AI 教學資源與師生使用現況 

關於我國在高中階段的 AI 教育，根據 108 課綱，高一設有 2 學分的「資訊

科技」課程，課程中提供對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基本介紹，若學生希望深入了

解 AI 領域，則需要透過選修課來進行更深入的學習，部分選修課會採用教育部

委託發展的《和 AI 做朋友》教材與教案來上課。然而，自 2022 年底生成式 AI

迅速發展以來，教科書並未即時納入這項新技術。直到 113 學年度起，部分教科

書才以附錄的方式介紹生成式 AI，這顯示目前高中課程內容對生成式 AI 的涵蓋

仍然有限，因此教師往往需要自編教材來整合 AI 於教學中，若能提供支持教師

應用 AI 教學的參考資源，將有助於教學的實施。 

在高中的教學現場，部分教師已經將生成式 AI 應用在備課、授課與評量上，

透過生成式 AI 的自動化生成功能，教師確實能更有效率的處理課務與文書工作，

從而有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和個人化教學（Giannini, 2023；Rahman & Watanobe, 

2023）。在學生學習方面，生成式 AI 早已成為不少高中生的學習夥伴。由於高中

生有「探究與實作」、「專題實作」等課程，必須撰寫專題報告，再加上高三學生

需要準備自傳與讀書計畫等備審資料，因此有使用生成式 AI 的動機與需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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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說，在高中教學現場，學生會讓生成式 AI 進行文字潤飾、翻譯、摘要重點、

生成圖像、優化簡報等工作，雖然部分學生能負責任的使用 AI，但並非全部。以

下將透過高中教學現場的觀察，說明師生使用生成式 AI 所面臨的挑戰與應對方

式。 

(二) 師生使用生成式 AI 所面臨應用的挑戰 

首先，是關於學術誠信的問題，由於生成式 AI 的訓練資料中涵蓋了中小學

教材內容，因此有能力回答多數中小學教材範圍的問題（高文忠，2023；Kasneci 

et al, 2023）。有些學生為了偷懶，直接使用生成式 AI 完成作業，甚至完成小論

文，這會影響到作業的公平性與有效性。 

其次，是關於難以辨別 AI 生成內容的問題（Giannini, 2023；Rahman & 

Watanobe, 2023），由於生成式 AI 能產出內容合理且語句流暢的文字，只要學生

交出的報告格式符合要求，教學現場的教師其實不易分辨那些文字由 AI 生成，

那些文字是由學生自行撰寫。當有學生不負責任的濫用 AI，將對老師的評分工

作造成困難，同時也引發信任危機（Kasneci et al, 2023）。以上兩種挑戰可透過生

成式 AI 偵測工具加以應對，生成式AI 偵測工具可判斷學生作品使用 AI的機率，

但這些工具本身也是 AI，也存在誤判的風險，因此，教師在使用這類偵測工具

時，應謹慎解讀其判定結果（教育部，2024），為了避免評分爭議，本文建議師

生可共同討論「生成式 AI 使用規範」，規範學生在繳交作業時，附上兩種指定的

生成式 AI 偵測工具檢查結果，讓學生先自行檢查，必要時自陳生成式 AI 的使用

狀況，或附上提問歷程，以增加師生間的信任關係。 

再者，是關於學生對 AI 的過度依賴可能會削弱其批判性思考和問題解決能

力的問題（Rahman & Watanobe, 2023），當學生透過 AI 直接完成作業時，他們往

往缺乏深入思考問題的過程，因此無法透過解題的過程強化解決問題的能力。當

學生不思考問題，而其專業知識又不足以指出生成內容的錯誤，可能削弱其批判

性思考的能力。此外，AI 生成內容的正確性有限，可能產生幻覺（hallucination），

不應該依賴它來處理重要事務（Kasneci et al, 2023），更進一步來說，不正確的內

容有時來自學生缺乏提問（prompt）的技巧，由於無法將問題限縮到適當的範圍，

導致 AI 生成的內容雖然看似語句通順，但實際上並未針對問題進行有效作答。

如此一來，本應輔助學生學習的 AI 工具，反而對他們的學習產生負面影響。應

對這項挑戰可透過引導學生練習提問技巧，例如：先理解生成式 AI 的答案是無

法預測的，相同的提問可能產生不同的回答，因此應將學習問題拆成小問題，透

過逐步提問，確認階段性內容的合理性，逐步完成學習問題。此外，也可使用支

援教學設計的 AI 工具，讓學生可透過提問完成教學設計中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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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關於潛在的偏見與倫理影響的問題（Rahman & Watanobe, 2023），

由於生成式 AI 的內容來自大型語言模組的訓練資料，當訓練資料含有偏見、歧

視或仇恨言論，將可能導致生成內容會延續這些歧視與偏見。應對這項挑戰可將

生成式 AI 的應用作為素養導向教學題材，在 108 課綱「溝通互動」面向中，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的高中階段核心素養內涵 U-B2 是希望學生「具備適當

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之素養，進行各類媒體識讀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

與媒體倫理的議題。」（教育部，2021，頁 6）。生成式 AI 是資訊科技，也是生成

內容的媒體，其內容還存在真實性疑慮，因此本文建議可以挑選適當適合的「生

成式 AI 的生成內容」在高中課程中進行媒體識讀與倫理議題的討論，讓學生練

習識讀與批判 AI 生成內容中潛在的偏見、歧視或仇恨言論。 

(三) 優先提升教師 AI 素養以應對教學現場之挑戰 

歌德的寓言式詩作《魔法師的學徒》很適合描述學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境，

內容講述有位魔法師在外出前要求一名學徒去取水裝滿水缸，學徒想偷懶，便用

一知半解的魔法咒語，將掃把變為僕人去井裡取水，然而，掃把不斷的取水，讓

屋子開始淹水，但是學徒卻不知道讓掃把停止的咒語，一直等到魔法師回來，才

熟練地用咒語停止掃把、退去積水。這個寓言給人不同的啟示：有人認為「千萬

不要使用自己無法掌控的工具」，有人則領悟到「使用強大的工具時，必須要理

解工具的運作方式，才能正確使用」，要使用強大的 AI 工具，則需具備 AI 素養

（AI competency）。 

UNESCO 為教師和學生制定了在 AI 時代所應具備的 AI 素養框架，分別為

《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與《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students》，

其中教師 AI 素養框架有五個面向（Miao & Cukurova, 2024）：(1)以人為本的思

維模式：強調 AI 應服務人類，並由人來主導，當 AI 應用在輔助學生學習時，其

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最新的科技，而是審視 AI 如何有效的支援學習，同時不會對

學生的學習產生負面影響；(2)AI 倫理：是應用 AI 的倫理原則，能以負責任的態

度使用 AI 科技，包括隱私權保護及對抗偏見等；(3)AI 基礎與應用：即具備 AI

的基礎知識和應用技能，學習使用 AI 來解決問題；(4)AI 教學法：包含 AI 輔助

教學、教師將 AI 融入教學方法等；(5)AI 促進專業發展：教師利用 AI 工具參與

專業學習社群，促進專業發展。 

由於生成式 AI 的應用遍及各個學科，因此各科教師在近期內都可能遇到學

生使用 AI 輔助學習的狀況，為了應對這一類教學現場中的挑戰，教師必須先具

備 AI 素養，才能有效引導學生負責任的使用 AI 工具，並順利將 AI 融入教學活

動中。《教師 AI 素養框架》旨在填補現有的教師培訓中 AI 素養部分的空白，因

此教育主管機關應提供相關培訓課程，促進教師 AI 素養方面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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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生成式 AI在高中教學的應對策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2023 年提出生成式 AI 在教育與研究指南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當中對生成式 AI 在教育

領域提出三種應對方式值得討論：一是教育行政單位應提供生成式 AI 在教育上

有效的使用方式的教學實務指引。二是利用生成式 AI 提供一對一的自主學習助

理，支持學生進行提問與基本知識的學習。三是生成式 AI 應搭配適合的教學設

計，以支持探究與實作等學習（Holmes & Miao, 2023），以下為本文審視國內現

有教育資源，提出高中教學現場可行的應對策略。 

(一) AI 教學實務指引的應用 

由於生成式 AI 的快速普及，為了讓教師在數位教學融入 AI 技術，教育部在

2023 年 10 月推出《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2.0》，並將數位教學應用生成式 AI 輔

助教學說明列在附錄中，除了新增生成式 AI 趨勢發展與應用示例，並納入生成

式 AI 在備課、教學及評量等不同階段的使用方式（教育部，2023）。隨著 2024

年生成式 AI 工具的多樣化及其在教育中的廣泛應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在

2024 年 8 月更新為 3.0 版，其中新增「因材網」AI 學習夥伴的介紹、AI 生成內

容判斷工具與教學應用、AI 使用的風險注意事項及 AI 輔助教學原則等教學實務

指引內容（教育部，2024）。 

為了推廣《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教育部透過舉辦「B3 數位教學指引

培力工作坊」，讓有興趣的教師報名參加。工作坊內容包括《中小學數位教學指

引 3.0》的導讀、生成式 AI 數位教學之運用與數位教學示例之研讀，以引導教師

自編數位教學教案並在課堂中實施。 

(二) 數位平台 AI 學習夥伴的應用 

由於生成式 AI 的提問技巧須在適當的環境下，再透過學生的持續練習才能

掌握。目前教育部因材網、酷英網和均一平台都有提供 AI 學習夥伴（助教）的

功能。以因材網的通用型學習夥伴 e 度為例，學習夥伴的設計並非直接使用生成

式 AI 工具，而是在因材網平台中，透過學習夥伴以蘇格拉底提問法引導學生提

問。學生在提問後，學習夥伴不會一次提供最終答案，而是先進行教學、舉例、

概念引導與題目練習，然後再以問句引導學生繼續提問，學生可透過持續發問來

學習提問的技巧，以解決使用生成式 AI 時不知如何提問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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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成式 AI 與教學設計的搭配 

教師如果要應用 AI 在各學科的教學中，教師應能整合 AI 知識、教學知識與

學科知識成為 AI 學科教學知識（AI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AIPACK），

「教師可透過適當 AI 科技知識、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進行教學設計」（教育部，

2024，頁 58），讓 AI 成為課程學習的協助者或引導者，例如：生成式 AI 可支援

自然科的探究學習法，教師可引導學生透過 AI 推薦適合的研究題目，提供資料

的蒐集與整理，或生成實驗步驟以供參考，以支持學生探究學習的過程。此外，

因材網的學習夥伴可搭配 5E 探究學習環的步驟進行提問，以引導學生的探究學

習。為了有效使用 AI 搭配教學設計，教師可參加如「B3 數位教學指引培力工作

坊」或「AIPACK 在職教師培訓工作坊」等培訓來提升自身能力，以適應 AI 時

代的教學需求。 

四、結論 

生成式 AI 在教育上的快速應用，為高中教學現場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與挑

戰。AI 工具雖然能提升教師的教學效率，然而也帶來學術誠信與學生批判性思

考減弱等挑戰，為了有效應對這些問題，教師必須具備 AI 素養，並參考《中小

學數位教學指引 3.0》提供的實務教學指引，善用 AI 工具於教學過程中。同時，

結合數位平台的 AI 學習夥伴，並透過培訓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將有助於教師引

導學生正確且負責任地使用 AI 技術。展望未來，教育主管機關和學校應持續推

動教師專業發展與科技倫理等議題，確保教師能夠適應 AI 時代的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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