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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的科技教育領域，生成式 AI 技術讓教學現場之教師可以採用更多元

的數位教學方式進行教學，且已有一定的成效。例如 Jauhiainen 與 Guerra（2023）

的研究透過在實際課堂上應用 ChatGPT，並利用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評估其效

果。結果顯示，透過有效利用生成式 AI 工具來輔助課程也能顯著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和教學品質。Rowland（2023）的研究指出在學術寫作教學中，引入生成

式 AI 工具為學生提供了一套框架，指導學生有效利用這些工具能提升寫作品質

且同時保障學術誠信，顯示了生成式 AI 在輔助學生學術進步方面的潛力。而

Khosravi、Viberg、Kovanovic 和 Ferguson（2023）在進行學習分析時，進一步探

討如何透過生成式 AI 優化學習路徑和提供即時回饋，以增加學生之學習體驗。

該研究藉由分析學生與生成式 AI 工具的互動數據，說明了個人化學習的潛力及

其在提高教學成效方面的有效性。Liu 等（2024）對近幾年教育領域中生成式 AI

之應用進行文獻計量分析，該研究除了總結了現有應用案例之外，還說明生成式

AI 結合教育是未來的關鍵趨勢。 

根據上述的文獻，可以得知生成式 AI 已經在教學領域被廣泛的使用。然而

在工程教育中，雖然有 Liao、Lu、Fei、Gu 和 Huang（2024）將 AI 技術應用於

建築設計教育中，以促進學生創新思維與提高設計流程效率。也有文獻已經在探

討生成式 AI 結合工程教育的發展（Johri, Katz, Qadir, & Hingle, 2023；Menekse, 

2023；Nikolic et al. 2023；Qadir, 2023；Zhong, Wijenayake, & Edussooriya, 2023），

但多是根據過往文獻所提出的潛在應用，實證研究並不多。因此經由筆者實際訪

談 4 位大專院校工程領域的教育學者以及 4 位工程領域業界人員後，本文將探討

生成式 AI 於大專院校工程教育的可行性及效益，並探討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及因

應策略。 

二、生成式 AI結合工程教育之可行性與效益 

根據過往文獻及訪談結果顯示，生成式AI確實有潛力應用於工程教育領域，

例如在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課程中，教師可利用生成式 AI 根據文字描述快

速生成 3D 模型草圖提高教學效率；在程式設計課中，生成式 AI 能根據學生的

自然語言需求，生成相應的程式碼框架幫助學生理解邏輯。Menekse（2023）與

Johri、Katz、Qadir 和 Hingle（2023）分析生成式 AI 在工程教育中的應用前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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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如下：(1)生成式 AI 能創建虛擬實驗室和模擬實驗來補充傳統教學資

源的不足；(2)生成式 AI 可作為智慧教學助理，根據學生需求生成教學內容和解

題步驟；(3)生成式 AI 能分析學習資料，生成個性化練習並優化學生的自我調整

學習路徑；(4)教師可利用生成式 AI 的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優化工程教材的說明

及內容組織。而生成式 AI 在工程教育中的可能效益包括：(1)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創造個人化互動式學習體驗；(2)增進學生自主學習、高階思考及知識建構能力；

(3)節省教師編撰教材和評量工具的時間和精力（Johri, Katz, Qadir, & Hingle, 2023；

Menekse, 2023；Nikolic et al. 2023；Qadir, 2023）。 

三、生成式 AI結合工程教育之挑戰 

生成式 AI 結合工程教育雖然展示了生成式 AI 技術在教育改革和發展中的

潛力，但其應用仍面臨諸多挑戰。 

(一) 生成式 AI 尚未能處理高階運算 

在大專院校的教育領域中，當生成式 AI 面對更複雜的數學概念和運算時，

如微積分和傅立葉轉換等，生成式 AI 的表現並不如預期，甚至出現錯誤。如

Nguyen 等（2023）的研究顯示當 AI 技術應用於創建和評估教育內容時，這些工

具在執行低階任務時具有較高的準確性，但對於更高階創新任務能力則達不到預

期的效果。Nikolic 等（2023）以及 Zhong、Wijenayake 和 Edussooriya（2023）的

研究也顯示，生成式 AI 在解決高階複雜問題時，準確度明顯下降，存在生成錯

誤訊息的風險。經由筆者實際使用 ChatGPT 進行測試時發現，儘管生成式 AI 能

夠處理一些簡單的數學問題，但在高階數學運算上，往往會產生較多的錯誤。由

於大部分工程課程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工程數學的邏輯運算之上，這些課程要求學

生不僅理解基本概念，還要能夠應用這些概念來解決實際問題。而生成式 AI 在

現階段對於高階數學運算的處理能力有待提升也反映出它們與工程教育結合的

限制。如果要使其在工程教育中發揮更多的作用，特別是在強調嚴謹數學運算的

課程中，就需要進一步改善技術上的問題。 

(二) 生成式 AI 產出的作品精密度不足 

在工程領域中，生程式 AI 所涵蓋的應用範圍非常的廣泛，例如在機械原理

的課程中，生程式 AI 能夠使教材的呈現方式更加生動和豐富。又或者在電機電

子的領域中，生成式 AI 可以幫助預測電路中不同組件間的交互作用來加速測試

的流程。因此根據不同的學科領域，生程式 AI 結合該領域所能達到的學習成效

都不太一樣。對於依賴 3D 立體空間概念的課程，例如：機械製圖、3D 列印等課

程，確實存在將生成式 AI 技術與課程內容結合的可行性。然而經由工程教育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5），頁 58-63 

 

數位教學之政策與檢討 主題評論 

 

第 60 頁 

教師講述發現，生程式 AI 結合工程軟體及教材所產生的作品精密度不足，使教

師不願意去改變透過生成式 AI 來輔助課堂的教學及應用，導致大部分工程教育

的教學模式仍維持以往模式。 

四、工程教育結合生成式 AI的解決策略與建議 

(一) 透過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訓練生成式 AI 處理高階數學問題 

對於生成式 AI 在高階數學運算中的應用限制，也許可考慮藉由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後續簡稱 RAG）的方式，由教師先提供相關的資訊，再

請生成式 AI 產出。既有的生成式 AI 多是依據大量資料進行預訓練的超大型機

器學習模型，它們只能根據過去訓練數據中的經驗與方法進行回應，因此在面對

新的知識時，因為模型的回答只是反映了訓練數據中的內容，回覆的內容可能會

不準確。而 RAG 的處理架構概念，就是在於提供一定量的資料，使生成式 AI 將

這些訊息結合生成模型中，並產生更加精準的答案。這也是目前在使用生成式 AI

時，會建議使用者先提供一部分資料。除了讓產出的結果更精準之外，也有利於

使用者分析產出的內容是否有錯誤。而如 GPT-4 更提供使用者客製化的 GPT，

允許使用者將常用的相關資料儲存在平台上，省去了每次都要重新提供資料的困

擾。因此，工程教育教師或許可以透過 RAG 餵養知識的概念來訓練生成式 AI 處

理高階數學運算，使其結果能更準確，達到輔助課程及理論知識的構建。 

(二) 生成式 AI 輔助工程領域以節省時間成本 

筆者過去在設計 3D 列印時，有時候會先以 3D 掃描建模，但掃描後的 3D 模

組往往會有不完整之處，並無法直接列印，仍需要進行修復後才能列印，但這樣

仍比從零開始建模快速得多。而生成式 AI 正如同使用 3D 掃描一般，因此雖然

生成式 AI 產出作品的精密度有待提升，但當需要解決的問題及工程的建構過於

複雜時，可以先透過生成式 AI 產生初步的數據及架構，使用者在其基礎上去進

行修正及後製，能更有效的節省時間成本。現今的工程軟體已經開始慢慢導入生

成式 AI 對產品初步的開發進行基本的模型建構及應力分析，生成式 AI 能夠快

速的將樣品輪廓進行初步的構建，後續只需針對細節的部份去進行修正。此外，

AI 應用於教育並非只限於產品精密度，而是在增强學生的學習體驗和其他方面

的能力，正如前述在可行性有提到生成式 AI 在工程教育中有望通過創建虛擬實

驗室、提供智慧教學支援、優化學習內容及提升學生學習體驗等方式，改善教學

資源、促進個性化學習，並減輕教師負擔。Lee、Han 和 Lee（2023）的研究中，

展現了在 STEAM 課堂中利用圖像生成式 AI 增強學生學習體驗的實際案例，該

研究說明將生成式 AI 引入到需要視覺輔助的課程中，可以提高學生對複雜概念

的理解，特別是在幫助學生更直觀的掌握 3D 立體空間概念。而 Lee、Che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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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2024）的研究也指出使用具有引導機制的 ChatGPT 能在混成課程中，增

強學生的自我調節學習、高階思維技能及知識建構。因此對於工程教育而言，教

師不要因為生成式 AI 的精密程度不足就不願意在教學中導入生成式 AI，可以思

考生成式 AI 技術與教育的融合，或許能為學生提升其他向度的能力。 

五、結語 

在探討生成式 AI 與數位教學融合的趨勢對教育和產業的影響時，這項創新

技術為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習體驗帶來潛力。依據筆者實際訪談多位工程背景的大

專畢業生所得的見解，他們均表示生成式 AI 在傳統產業中的應用雖然尚處初期

階段，但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學生在當前教育體系中獲得的生成式 AI 操作與實

務應用能力，將直接影響他們未來在職場的競爭力。這點也呼應了熊治民（2024）

曾分析和預測臺灣機械傳統產業的發展趨勢及其對產業的影響，該研究結論提到

在未來新興技術如生成式 AI 的應用方面，會提升傳統產業工作的產能。因此工

程領域教師不僅應當培養學生對生成式 AI 領域的理解和技能，更應該注重激發

學生的創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他們能夠在不斷變化的職場環境中保持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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