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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紀經濟論壇（WEF）在《2018 未來就業報告》（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18）中指出目前機器承擔全球三成的工作任務，到 2025 年將超過五成（劉光

瑩，2018）。李開復（2018）認為「未來將步入一個嶄新的人機協作時代，機器

將在大量簡單、重複性、可量化、不須複雜思考就能完成決策的工作中取代人

力」。AI（人工智能）科技將掀起第四波工業革命，新一波機器取代人的時代即

將到來，許多人對自己未來的工作開始感到擔憂，身為教師的我們要如何面對新

的變局以化危機為轉機呢？ 

二、 AI 時代，教師要有核心素養 

隨著科技發展，全球正面臨快速改變的環境所帶來的衝擊，世界各國無不積

極討論二十一世紀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企圖藉由推動教育改革以培養未來的人

才，而我國的專家學者們在經過多年的研究之後所提出的核心素養，就是為了配

合我國的教育現況以因應 AI 時代的到來而必須具備的關鍵能力（蔡清田，

2010）。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對核心素養的界定：「一個人為適應現

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也就是說

「核心素養」是一個人生活在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楊俊鴻（2018）指出「素養導

向是指達成核心素養之定義與內涵的途徑、方法與策略，學校老師或教育人員可

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等方式，以培養學生具備總綱當中的核心

素養」。是以素養導向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有其重要性，應是教師們努力的方向。 

然而大部分教師在參加許多相關的研習之後依然無法理解所謂的「素養」，

是以對於 108 課綱有許多疑慮而不願投入設計與實施素養導向課程，暫時採取觀

望的態度。哲學家維根斯坦：「一切可說的，都可以說清楚」，教師們應該努力了

解所謂的素養，除了參加相關研習、學者專家們所提及的相關書籍也可以在各校

或各領域的社群中討論，筆者認為教師們可以嘗試進行「做中學」！從設計素養

導向課程的過程中，了解素養導向教育的重要性。根據吳清山（2018）的研究，

「教師要能教導出有素養的學生，本身應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教師在設計素

養導向課程的過程中會面臨許多困難，教師如何解決困難的過程就是教師如何使

自己具備核心素養的過程，也是教師需要指導學生如何學習核心素養的過程。對

於素養導向課程，教師是如何規劃執行？對於 108 課綱的變革，教師是如何創新

應變？對於觀課、議課，教師是如何透過團隊合作以解決問題？教師應具備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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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適切的教學、輔導和研究之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以勝任其教學工作（吳

清山，2018）。當教師能夠有意識的理解自己的核心素養是從何而來，就能拆解

關鍵步驟，然後融入素養導向課程，使學生逐步具備核心素養。 

三、 AI 時代對教師的影響 

AI 時代帶來海量的大數據，學生找資料將更迅速，教師與課本不再是主要

的資訊來源，使得教師的教學工作在 AI 時代出現變化。如果教師的教授內容是

學生隨手可得的資料，學生為何要認真上課？資料變得唾手可得，但要能篩選合

適的資料，並且判讀正確，對學生而言並不容易，這正是教師需要引導學生習得

的能力。機器的流程化、模組化是教師可以善加運用的部分，學生對於知識性的

問答可以重複無限多次，直至精熟，機器人也不會感到厭煩。機器人的變通性低，

僅能辨識已輸入的環境參數，然而有更多的環境參數會受到不同的人、事、時、

地、物的影響而出現變化，使得機器人無法辨識。教師應能辨識不同的環境參數

而做出正確判斷，孔子的「因材施教」就是最佳例證。許多學生都向孔子問孝，

若是將關鍵字「孝」輸入電腦，只會出現國語辭典的標準解釋。但是孔子能夠因

為不同的學生而給予不同的答案，是因為孔子瞭解學生來自不同環境，各有不同

特質，需要面對不同狀況，所以給予不同但適合該名學生的回答。由此可知，因

為學生各有不同特質、能自主思考、有感情，需要與教師互動、討論，透過教師

的引導進行有「溫度」的學習，探索自我，培養自學能力，這是教師不會被取代

冰冷的 AI 取代的主因。 

AI 時代對教師的影響是教學方向的轉彎，是教學方式的變革，教師必須透

過素養導向課程引導使學生習得核心素養以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甄曉蘭

（2003）的研究指出教師信念的重要性，不只是按照備課用書在說課，而是教師

能熱愛教學而有意識地進行教學運用適切的教學想像力，發展具有教育性的課

程，讓學生建立有意義的學習。作者從六年前參與合作學習社群，藉由共同備課

以調整、反思自己的教學，在設計課程的過程中適切的將素養導向課程融入部定

的課程，適時的調整、更新自己的教學，透過觀課、議課，使自己的教學更有成

效，使自己的專業獲得成長。學生能夠具備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教的理想，如何

透過素養導向課程進行教學則是重視實務面的教師所必須考量的，如何將理想落

實於日常生活的課堂中？期許教育當局能讓配套措施更趨完善，使教師得以無後

顧之憂地進行素養導向教育。 

四、結語 

AI 時代即將來臨，教師和學生都該具備核心素養。九年一貫和十二年國教

都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靈魂人物還是教室內的教師，教師如何透過素養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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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教學，使學生逐漸具備核心素養而能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是十二年

國教的理想。具備核心素養的教師在即將到來的 AI 時代不會被機器人取代，具

備核心素養的教師能因應不同的學生狀況施展不同的教學策略，使學生在適合的

情境脈絡下學習，進行有意義的學習，讓學生將學習遷移到日常生活而學以致

用。期許自己在 AI 時代能具備核心素養，進而培養學生具備核心素養，然後，

使自己在教學上有所進步，使學生在 AI 時代因具備核心素養而能有更美好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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