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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 對於臺灣教育現場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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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副教授兼任教育資通創新學術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在當今數位化時代，人工智慧生成內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的技術日益成為世人的焦點。此技術透過人工智慧（AI）演算

法產生多樣化的內容，形式橫跨文字、圖像、動畫、3D 模型、音效、音樂及語

音等多媒體類型。尤其是 OpenAI 於 2022 年 11 月基於 GPT-3.5 演算法推出的

ChatGPT 產品，讓 AI 在全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其應用也發展至日常生活

中的各個層面。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屬於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能夠表現出類似人類認知領域的多種能力，包括記憶、

理解、應用、分析、創造與評鑑（Masia & Bloom, 1964）。此外，OpenAI 在 2021

年發布的 DALL-E 模型，以及其後於 2024 年推出的能夠基於文字描述生成超過

一分鐘動畫的 Sora 模型，AI 在各個領域不斷有新的突破發展，推動該領域進入

一個競爭激烈的新時代。 

然而 AI 技術的發展速度超出了人類的預期，相關的素養教育和法律規章卻

未能及時跟進，導致了諸多糾紛和誤解。例如，利用 AIGC 技術生成的藝術作品

在比賽中獲獎，或將 AIGC 視為免費的醫療諮詢服務等情形。教育領域的應用同

樣處於摸索階段，教師如何將 AI 工具與現有教學內容有效結合，以及學生是否

應該被允許使用 AI 工具完成作業或報告等問題，都是當前亟需解決的課題。 

值得關注的是，LLM 特有的「AI 幻覺」（Artificial Hallucination）現象可能

導致 AIGC 產生不實的回應，給教學應用帶來困擾。這種現象突顯了在使用 AIGC

工具時，無法預測何時會產生錯誤或虛假知識的問題，需要配合媒體識讀能力的

培養，以引導學生正確使用 AIGC 工具。 

二、AIGC發展現況 

AIGC 的發展可以概分為 2010 年前的預備期、2010~2022 年的萌芽期、2022

年後的爆發期（Wang, Y., Pan, Y., Yan, M., Su, Z., & Luan, T. H., 2023）。預備期受

限於當時的硬體性能不足及計算成本過高，難以形成可行的商業模式。這個階段

最具代表性的指標成果就是 1997 年 IBM 深藍（Deep Blue）在西洋棋打敗人類

棋王卡斯帕羅夫。 

萌芽期在 Goodfellow 等人（2014）提出了對抗生成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的演算法，能夠更有效率地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案。這個階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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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指標成果就是 2017 年 Google AlphaGo 在圍棋打敗人類棋王柯潔，自

此所有棋類遊戲都由 AI 打敗當代的人類棋王。2021 年 OpenAI 推出的 DALL-E

的文字驅動生成影像的網站服務後，AIGC 在影像的應用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甚

至可以產生以假亂真的影像，例如德國攝影師 Boris Eldagsen 利用 DALL-E2 產

生的圖像參加 SONY 世界攝影競賽獲得優勝的爭議事件，證明 AIGC 在影像的

生成品質已接近或者超過大多數人類創作者的能力。 

進入 2022 年的爆發期，各種媒體形式的 AIGC 工具迅速發展，能夠生成包

括文字、圖像、動畫、音效及音樂在內的多媒體內容，幾乎涵蓋大部分數位創作

的表現技法。 

在 Netflix 播出的《The Dog and the Boy》，在製作時使用 AIGC 工具來產生

動畫的背景以及背景音樂，雖然還不是主要的製作工具，但可以看到 AIGC 產出

內容的品質與精緻度已經可以達到商業產品的水準（Gao, R., 2023）。 

此外，哈佛大學的 CS50 課程與 OpenAI 合作，推出了基於 ChatGPT 的 AI

程式家教 CS50 ddb（https://cs50.ai）。該平台不直接提供答案，而是引導學生進

行思考，從而幫助學生自行完成程式碼的撰寫，展示了 AIGC 在教育領域應用的

潛力與實際效益。 

三、AIGC在教育應用的政策支持 

負責任的人工智慧（Responsible AI）是指在倫理和道德原則下發展與使用 

AI 技術。AIGC 能夠落實在教育上使用，除了科技工具的開發與使用之外，還需

要政府從政策面與資源面進行盤點與整合，有了政策面與基礎建設的支持，才能

夠讓產學研相關資源與人才能夠放心投入發展。 

LLM 的建立是 AI 運算的基礎，但自行建置 LLM 會有需要耗費大量硬體資

源與收集高品質資料集的兩個高門檻，各國為了掌握 AI 世界話語權與基礎奠基，

紛紛以國家的層級投入 LLM 的建置，臺灣發展也需要由政府部門介入統籌資源

來完成基礎建設。 

中研院、國教院與聯發科技於 2023 年 2 月共同發表以開源語言模型 BLOOM

為基礎的繁體中文 LLM- LOOM-zh（Ennen et al., 2023），此合作模式由國教院提

供高品質的繁體中文語料，聯發科技提供硬體運算資源，再加上中研院長期投入

中文語意的開發與研究，在跨領域的合作下完成此次專案。國科會推動的

T.A.I.D.E.計畫（https://taide.tw）在打造臺灣專屬的「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對話引擎」

（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TAIDE），在臺灣文化的基礎上，使用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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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價值觀、風俗民情等資料集，打造可信任的生成式 AI 引擎基礎模型。並

於 2023 年 6 月發布了第一階段成果，以供合作團隊後續開發應用。臺大研究團

隊（Lin, Y., & Chen, Y., 2023）在 2023 年 11 月發表以開源語言模型 LlaMa2 為基

礎的繁體中文 LLM- Taiwan LLM，強調以臺灣在地文化語觀點為特色，使用公

開的百科、新聞、小說、雜誌以及社群討論內容進行訓練。至此，臺灣在地化 LLM

已有初步的成果，可以在此基礎建設下發展產業與教育應用。但目前政府資源主

要投入在比較泛用的文字 LLM 技術，其他像是影像、音樂甚至是動畫的影音多

媒體生成技術較少著墨，尤其是 Open AI 在 2024 年 2 月發表 Sora 後，引起高度

重視，並被視為未來影視產業的殺手級應用，是值得投入資源發展的重要應用。 

在政府政策面規劃與支援的部分，行政院在 2018 年 10 月提出臺灣 AI 行動

計畫（2018~2021）（https://www.ey.gov.tw/File/3FF4BEDA21AE3937），提出了 AI

人才衝刺、AI 領航推動、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法規與場域開放、產業 AI 化

等五大主軸的發展目標。但 AI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行政院在 2023 年 4 月提出了

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2023~2026）（https://digi.nstc.gov.tw/File/7C71629D702E2D 

89），調整為人才優化與擴增、技術深耕與產業發展、完善運作環境、提升國際

影響力、回應人文社會議題等五大主軸的發展目標。在人才優化與擴增有提到人

才培育包括高等教育、國民教育及在職/就業培訓三個面向，涵蓋體制內教育與

終身教育等全年齡段的資源投入。除了政策面的支持外，法制面是整體產業與應

用的發展依循的準則，人工智慧發展基本法草案目前還在國科會擬定中，預計最

快要 2024 年底才會送到立法院審議，過渡期需以行政指引的方式來規範。在現

今全國大規模使用中的新科技，竟然沒有一個可以遵循的規範，中間的空窗期對

於相關發展與應用會有很大的限制，需要加速立法的速度。 

四、AIGC在教育應用的困境與挑戰 

綜上所述，AIGC 發展在各種領域都有突破與新的應用，在教學與數位學習

輔助方面則還有以下關鍵問題無法克服，老師在教學使用時須謹慎小心，減少受

影響的程度。 

1. 智財權使用與歸屬：AIGC 的訓練和運作依賴於龐大的資料集（data set），這

些資料集的來源及其使用是否需獲得原作者同意，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共識

（陳家駿，2023）。這一問題觸及了知識產權的核心，尤其是關於版權的歸屬

和使用權的問題。此外使用者藉由 AIGC 產出的內容是否可主張為作者而擁

有著作權，在 2022 年 2 月美國著作權局 U.S. Copyright Office（2022）拒絕給

予 AIGC 畫作的著作權登記後，目前大多數的國家對於 AIGC 產生的創作多

認為創作人參與程度過低，無法以創作人的身分主張擁有著作權。 

2. 抄襲與原作之判別：對於 AIGC 所產出的內容越來越難以與人類創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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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樂羽嘉，2023）。不管是小到作業，或是升學審查資料，甚至是比賽作

品，都會發生單純從內容無法辨識是否為學生所完成（Habibzadeh F., 2023）。

若要禁止學生在課程中使用 AIGC 工具，也很難舉證學生抄襲的來源，從而

對教育評價體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構成了威脅。 

3. 繁體中文與在地資訊內容：AI 訓練使用的資料集是決定 AI 如何產生內容的

重要因素，根據 Open AI（2020）所公布的資料，訓練 GPT-3 使用的資料依

語言分類，英文資料占比 92.6%，中文僅占比 0.099%，而繁體中文更僅有

0.0197%。較晚發布的 Meta LLaMa2（Touvron et al., 2023），英文資料占比

89.7%，中文提升到占比 0.13%，但包含簡繁中文。由如此稀少的資訊來源，

很容易會發生不符臺灣現況或是社會價值觀的回答，或是以簡體中文的形式

呈現。 

4. 不當與虛假內容：AI 是一個中性的演算法，訓練 AI 給予什麼資料集就會產

出什麼內容（福田和代，2023）。目前 AIGC 對於違法、色情、暴力或偽造虛

假等不適合在校園內出現的內容，現有演算法過濾阻隔的成功率還不高。引

導 AI 產出內容符合法律與道德規範的人工智慧對齊技術（AI alignment）還

在發展階段（IBM, 2023）。若是老師要自行設定過濾條件時間成本過高，目

前只能依賴 AIGC 服務提供商從源頭進行管控。 

5. 無法檢核正確性：目前 AIGC 所使用的 LLM 演算法尚無法理解生成內容，因

此很容易發生 AI 幻覺（hallucination）（Athaluri et al., 2023），產生一個看似

合理但實際不正確的內容。若是學生對於 AIGC 產出的內容過於信任，反而

會學習到錯誤的知識。在 Arthur 的報告中（ https://www.arthur.ai/gap-

articles/hallucination-experiment）對於現今知名的 5 種 GPT 網站服務進行分

析，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會出現 4%~30%不等的幻覺情況，所有的網站都會發

生。因此國科會在 112 年 8 月提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 AI

參考指引」（https://www.ey.gov.tw/File/CAE5B756153299FD?A=C），其中第 5

點有提到各機關不可完全信任生成式 AI 產出之資訊。 

五、AIGC在教育應用的未來發展 

由於 AI 發展過於迅速，在教育方面使用的規範，各大學所提出的 AI 工具使

用於教學的指引都僅止於宣示的大方向性質，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在

2023 年 8 月發布的「大學校園因應生成式 AI 之指引及教學建議」（https://ethics. 

moe.edu.tw/resource/epaper/html/21/）中指出目前關注的 5 大議題有資訊驗證、著

作權、個人資料保護與資通安全、依賴科技而缺乏自我意識、學術寫作的自我揭

露。教育部在 2023 年 10 月發布的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中（https://pads.moe.edu. 

tw/pads_front/index.php）首次正式對於教學活動中使用 AIGC 工具之提出輔助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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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術與工具的使用只會越來越普及，教育現場也必須要回應世界發展的

趨勢與需求，無法用禁用的方式限制學生的使用。教學現場的老師在導入 AIGC

工具時需要更多的支持系統協助老師進行教學，這有賴政府與學術研究單位共同

合作，建立 AI 教學的生態系統。 

1. 現有師資的增能：目前教學現場的教師在經過「106~109 年前瞻基礎建設國

民中小學校園數位建設計畫」和「110~114 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這兩個由教育部推動的重點數位學習計畫後，對於數位科技融入學習、數位

科技載具的使用都有基本的觀念與基礎。對於 AIGC 導入教學的方式與做法，

後續再搭配主題研習課程或是教學教案觀摩，可以讓老師能夠更了解也更願

意使用。此部分已有「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中的「教育大數據分

析計畫」以及「生成式 AI 協助數位學習實驗方案」兩項小規模的計畫支持，

但後續如何大量推廣與普及，還需盤點教育部與國教署現有計畫方向，整合

計畫之間的橫向連結，建立更完整的教師支援配套措施。 

2. 未來師資的培育：在師資培育端的部分，現有課程多已融入數位學習輔助、

數位科技導入等相關的主題與培育內容，AIGC 工具對於教學現場會有跳躍

式與破壞式的教學改變（宋明君，2023），不管是教學法或是教學活動的設計

都有很大的影響，如何讓師資生擁有足夠的 AI 科技素養來正確的使用 AIGC

工具，對於師培課程的調整是很大的挑戰。 

3. 教學策略的驗證：在教學現場導入 AIGC 工具，除了常見的創意發想與作品

品質會有明顯的提升，但同時間可能會帶來學習挫折與放棄學習的副作用（郭

旭展、陳逸萱，2023）。當學生意識到不管再怎麼努力學習，學習結果都無法

比 AI 更快更好，學習表現無法受到肯定就會降低學習動機，進而依賴 AI 放

棄學習。如何讓教學活動能夠引導學生同時兼顧 AIGC 工具的優勢以及找到

人類獨有的能力與價值，是老師再使用 AIGC 工具前必須要先回答的問題。 

4. 教學工具的開發：受限於 AIGC 特有的 AI 幻覺、不當與虛假內容、在地內容

資料及過少等先天限制，可能會產出錯誤的答案，造成教學時知識正確性判

別的衝突，需要媒體識讀能力的培育（高立芸、王俊斌，2023）。如果學生過

於依賴AIGC工具導致於學習到錯誤的知識而產生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

之後要再矯正必須花費更大的心力與時間，因此教學工具是否能夠降低甚至

控制前述 AIGC 的使用限制，或是透過教學活動設計事先引導學生去質疑

AIGC 產生的內容而不是直接接受，才能夠讓 AIGC 對於學習有正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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