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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慧趨勢對教育的省思 
劉勝豪 

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教師 

 

一、AlphGo 在圍棋世界的震撼 

2016 年 3 月，Google 的人工智慧

AlphaGo 打敗韓國世界圍棋棋王李乭

石。2016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 月 4

日，AlphaGo 在中國大陸的圍棋線上平

臺，化身為Master 帳號，和全世界 60 位

世界冠軍、國內外冠軍，包括中國著名圍

棋大師聶衛平及目前世界圍棋排名第一

的大陸圍棋棋王柯潔等人對局 60 場，這

60 場比賽 AlphaGo 全部獲勝。柯潔曾寫

道：「人類數千年的實戰演練進化，電腦

卻告訴我們人類全都是錯的。我覺得，甚

至沒有一個人沾到圍棋真理的邊。」至

此，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成為全球熱議的話題，AI 取代人類智慧

領域工作的時代或將來臨。 

根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

對 1990 到 2007 年的藍領工作進行分析，

每增加一個機器人可以代替3~5.6個人力

（龔方毅等，2017）。AI 與機器人早已運

用於傳統製造業，世界最大的電子組裝代

工工廠鴻海集團，積極推動機器人生產的

「關燈工廠」，藉以取代越來越高的人力

成本，由於機器人與 AI 的進步，逐漸在

精密的組裝上取代勞力密集的生產景況。 

這波 AI 風潮之所以令人詫異或焦

慮，乃在於從基礎勞動力生產到中高階管

理工作都可以由機器人與 AI 取代。科技

領域的突破將衝擊社會結構，對於未知且

焦慮地的世代，教育該培養何種學生能力

與特質值得深思。 

二、AI 時代的變革 

(一) 不斷變動的人類生產歷程 

人類生產歷程與方式不斷變革，也不

斷重組與解構社會制度。12000 年前農業

革命，人類由採集打獵的生產模式轉變為

農耕。18 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將過剩的

農業人口轉移到工廠，至今三百多年，透

過三次工業革命完成了自動化、電器化、

資訊化。在商業營利與國家競爭力考量

下，高素質勞工的需求催生了工廠模式的

國家義務教育，透過教育培養學生的服

從、秩序、規律等價值。工業化改變了教

育的需求（Harari, 2014）。科技歷史進程，

帶給人類便利、安適的生活，也帶來新的

教育與社會衝擊與問題，無須抗拒卻企待

將新價值孕育於新世代。 

AI人工智慧崛起，將有愈來愈多工作

面臨自動化，英國物理學家霍金悲觀的預

言：「工廠的自動化已造成大量傳統製造

業工人失業，人工智慧的興起有可能使失

業潮波及中產階級。」國內 AI 及創投領

域專家李開復，則樂觀認為這只是人類數

千年生產模式變革中，科技進步造成社會

經濟結構的調整與陣痛。AI能使生產力由

重複、枯燥不符合人性的工作中解放，讓

人更適性發展其能力與創意（李開復，

2017）。藉由這波科技進程帶給教育新契

機與價值，教育不再將人塑造成工廠般規

格、品式一致的學生特質，而是還原人的

本質、特長，如同光譜中千萬種不同的色

彩，各自散發熠熠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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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 的特質及其對就業的影響 

此波 AI 科技奠基於程式設計取得

突破性進展，配合大數據資料分析進行

深度學習。凡事可以重複性、數位化、

量化、大量數據分析、可標註，並且是

單領域，人很難超越人工智慧。例如：

股票交易員、保險、銀行、仲介、廣告、

醫事技術判讀等領域都可能被取代。目

前AI 還無法進行跨領域的理解分析，也

沒有審美、藝術、情感等主觀情意性功

能（李開復，2017）。在人類認知範疇

AI 具備記憶、應用、分析功能，缺乏理

解、評價、創造與情意性功能。因此在

傳統教育現場比較被忽視，也難以測驗

的創造力與人性情感揚發，將是新世代

的教育價值。 

三、人工智慧崛起的教育創新 

世界經濟論壇（WEF）2016 年「工

作大未來」報告指出，未來5 年，全球將

在電腦、數學、建築和工程等領域產生 200

萬個新工作。同時，700 萬個工作將被機

器取代。如何培養孩子為全人，駕馭、超

越改變、不被機器人取代，是全球教育改

革的關鍵目標。 

美國因為科技發展迅速，工作由機器

或 AI 取代的現象較其他國家早。因應這

種變革，率先提出以STEM 教育，培養動

手做、發明、創新的下一代。所謂STEM

即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

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數學）

科際整合教育，透過動手實作活動，培養

整合理論與實務的能力（張玉山、楊雅

茹，2014）。新加坡在 STEM 架構下加入

Art（藝術）成為STEAM，期待學習更完

整，創造、發明也能貼近人文溫度和關懷

（賓靜蓀，2017）。我國教育部也積極營

造創客計畫（maker）。 

此波新崛起的教育創新都強調：跨領

域、動手做、生活應用、解決問題、五感

學習，強調自我探索、自主學習（賓靜蓀，

2017）。重視學生的興趣與天賦，面對真

實世界的問題，挑戰未知、探索更深層的

答案、在失敗中學習，擺脫背誦、記憶、

為考試而學的教育，核心教育主張與百年

前杜威進步主義教育改革所提「做中學」

與「學習者本位」價值相牟。 

四、AI 時代下的教育(代結語) 

回顧人類歷史，每次科技進步與

創新，都會引導工作型態、社會、經

濟、政治、教育等多元改變。AI 時代，

教育該有的改革建議如下： 

(一) 學生方面 

面對新一波生產變革，學生的學

習目標不是提高學科成績，而是培養

符合時代的能力，以下提出學生方面

所需能力： 

1. 「跨領域的知識學習與運用」：AI

目前只能運用於單一領域，尚無法

在跨領域條件下進行綜合、分析與

評價，因此發展跨領域的多元專

業，方能凸顯人類思考模式的價

值。學校教學應以主題式教學取代

目前分科教學的樣態，各科教師協

同教學更形重要，教學時間也應更

彈性而非是現今一節節的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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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考與學習如何學的策略」：AI

伴隨的是大量知識與數據的累

積，人腦在知識積累能力一定無法

與電腦相比，在巨量知識中獲取關

鍵要項，增進後設認知能力，學習

發展適合自己的學習策略，才能使

學習更有效率。 

3. 「多方位的閱讀」：增加各領域的

知識與常識，藉由跨界思考激發想

像力與創造力。 

4. 「數位科技運用能力」：雖然不是

每個人都有設計人工智慧的能

力，但能運用現有的數位科技，將

AI 做為學習、工作成長的有力工

具。 

5. 「跨文化理解、互動與表達能

力」：由於數位科技的進步，人際

溝通隔著冰冷的科技產品，使人成

為被數位環繞的孤島。因此跨文化

理解，在人際互動、人與自然間尋

求人性中情感的需求。溝通、打動

人心、信任、同理心、愛，都是機

器不能取代的。 

6. 「恆毅力的培養」：多領域嘗試，

找到自己所愛的夢想，同時保有熱

情與堅持，才能達到長遠目標。 

7. 「以行動力建立永續共存的未

來」：現今世界有許多企待人們解

決的重大議題，如：貧富差距、宗

教文化衝突、自然環境破壞等議

題，除了知識理解外還要有實際行

動力去解決這些難題。 

(二) 教師的教學 

教學不只是知識的學習，還包含

過程中師生互動的情境脈絡下的交

流、啟發與溝通，利用 AI 能使知識呈

現的形式更多元。每次新一波科技浪

潮來臨，就會有以科技取代教師教學

功能的看法，這樣的謬誤乃視學習只

是生冷的知識傳遞，全然忽略教學過

程中感官接觸、對話與溝通。教師如

果只會知識的結構化與灌輸，只重視

理性邏輯的教材呈現，這些領域都是

AI 專長能輕易取代。 

因此，善用 AI 成為教學的媒介，

使教學樣態更豐富、多元，利用 AI 背

後海量資訊數據的特質，教師可以運

用雲端平臺分享教學方式，藉此激盪

出更多元的教學型態，調整課程設

計。重視學生特質、啟發天賦是教育

理想目標，知識的屯積、記憶人類無

法與 AI 相比，所以在教學上應重視學

生個別特質與興趣，啟發天賦與創造

力，教學歷程透過師生溝通、引導，

培養學生整合批判思考能力，並能兼

顧學生理性知識與感性情緒的滿足。 

(三) 理性與感性兼顧的教育價值 

教育不是解決社會變革的萬靈

丹，但是可以培養學生在不斷變動的

社會與生命歷程中找到力量。AI 時代

下的教育改革似乎更加重視以科技理

性為教學內容重心，人性中的情感、

靈性、美感部分容易被忽視。 

依照多元智能理論，學生的興趣

與擅長領域乃多元分布。活用 AI 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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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功能輔助人性中審美、藝術、

情感等情意需求，建立人與人、人與

社群、人與自然的真實互動，全方位

參與和感受這個世界。將人性從理盲

的「科技主義」、「物質主義」及「消

費主義」解放，避免走向性靈空洞虛

無。除了自身需求的滿足，還能關注、

愛惜自然環境，尊重萬物存在價值，

免受宰制、剝削或壓榨；給予學生性

靈足夠豐厚的滋養，在逆境苦難依然

有期盼希望的勇氣；引導自我珍視生

命，在理智、情感與性靈取得平衡的

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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