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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不ㄖ將AI融入教學？
如果不將生成式AI整合到教學的話？



學習新領域：教4-6年級學生寫Python 



問google 　　v.s 　　與ChatGPT討論

 



補救教學

● 因材網+ChatGPT

● 教學生自學與提問





孩子的未來？



如何乘著AI的浪潮前進？





美國2024年的調查



美國2024年的調查



以運動為例



以遊戲為例



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風險



生成式AI可能傷害學習?

這是由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在
土耳其找了1000多個高中生進行

試驗，設計了兩個基於GPT-4的
AI tutor，一個會直接給答案

(GPT Base)，一個則是透過不斷

的提問引導孩子找出答案(GPT 
Tutor)。

練習階段，直接給答案那組的表

現比沒有GPT-4的學生提高了

48%，引導孩子思考的更提高了

127%。但是事情不是像憨人想的

這麼簡單，但是當考試不讓學生

用GPT的時候，直接給答案那組

比沒有GPT-4的學生下降了17%
，引導孩子思考那組也僅是持平

而已，但沒有正面效果?



為AI世代培養自主學習的學習者

如圖，如果我們要從低階人類技能作為起

點，培育孩子到同時具有培育出具有高階

人類技能跟AI賦能技能的孩子，教授的研

究試著透過提供學習鷹架(Scaffolds)與AI 
Support的脈絡下怎麼做會更好？

但根據教授的研究在移除AI Support後，

學生的表現也隨之下降。但就算同時提供

學習鷹架與AI Support組也跟單單只有AI 
Support組差不多。研究表明雖然AI可以

提高學生的作業品質，但學生往往傾向仰

賴AI得到答案（Copy & Paste?)，而非從中

學習。



所以我們不該在教學中使用AI嗎？



OECD
教學目標 生成式AI的潛在影響

有限 增強 轉化

替代 增強 重新設計 新方法

提供回饋與支持 設定更細緻的學習目標
更規律更深度的形成性
回饋

引發學生深度思考及理
解
將教師教學與學生理解
程度對齊

個人化學習

鼓勵互動和對話 簡單、封閉及表面性問
題及解釋

更深度和更細節的問
題、討論及解釋

促進合作學習 課堂結構跟動態

促進認知參與 後設認知
體驗式學習

參與意義建構策略 分析多種表述及觀點
練習及建立流暢度的機
會

參與豐富學科內
容

參與知識的
(epistemic)知識
理解程序跟方法
確保清晰性與正確性

建立連結、模式跟歸納

社會情感發展 發展社交情感技巧
關係建立
提供支持性的氛圍

鼓勵擁抱風險、開放的
心靈與好奇心



老師的話：

學習過程並不總是快樂，可能大部分都是挫敗

與失落感。但人都是從痛苦中成長，慢慢的你會

習慣這樣的不舒服甚至享受痛苦過後的成就

感。希望你不要把這樣的經歷全部交給AI完成，

雖然AI可以快速幫你生成報告讓你快速繳交作

業，但這不是你用心費力完成的作業，這對你本

身的成長毫無幫助。



使用規範：

1.合理使用AI:未經老師允許，禁止在學習過程中使用任何AI，
避免過早使用AI反而影響學習。

2.將AI當作學習夥伴：應該透過與AI討論後，有更多的創意跟想

法避免依賴AI得到答案。

3.保持禮貌：在與AI互動過程中，應使用禮貌且尊重的語氣，把

AI當成助教而非工具。

4.練習提問：AI生成結果為隨機生成，同樣的prompt可能會有不

同的結果，因此要學習將問題切分為一系列的小問題，一步步

提問與解決問題，並辨認提供內容的正確與適切性，直到獲得

最後的結果。

5.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不應該只是複製貼上生成式AI的成果，而

要學習抱持批判態度，避免採用錯誤或不當的資料，不宜完全

相信生成式AI提供的內容，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如何選擇教學中使用的生成式AI?

學生

教育部因材網的e度(類似Khanmigo)還有均一的AI 狐狸貓。

因材網的e度將在9月就會供全臺灣的師生免費使用。加上因材網

的e度有預設的柵欄，限制學生使用的方向甚至輸出的字數，比較

可以避免學生過度仰賴AI生成。

均一的AI 狐狸貓也有提供類似Khanmigo的功能可以透過蘇格拉

底法引導孩子學習。



如何選擇教學中使用的生成式AI?
老師

如果是老師的話，我沒有辦法給出一個最好的答案，因為大語言模型進步

的很快，每次更新就是截然不同的能力。大家可以把AI想像成不同的助理，

有人很會畫畫，有人很會寫程式等。

但是我會建議老師依據以下的方式挑AI

1.是否掌握核心技術

2.檢驗是否符合教學情境應用 ：例如我都會先考AI蘇格拉底法，接著測試

AI寫教案的能力，看看不同AI生成的作品哪個跟我的教學比較接近。

3.符合臺灣文化：日前有許多新聞談到某AI只要問關於某國的事情，就只會

生成符合某國官方價值的內容。而AI生成的內容通常無法溯源，使用者常

常無法分辨混雜其中的錯誤資訊及中國用語。



如何將AI整合到教學中？



AI直覺

● 與家長及學生建立善用AI

的共識

● 與學生一起思考如何成為

更好的學習者



批判性思考

資訊課，兩人一組和AI提問 



與ChatGPT討論

→用AI促進討論， 
　而非代替思考  



拆解問題



AI作文比賽

● 如何運用AI寫作？具有哪些能力的學生會寫得更好？ 

● 善用AI能促進寫作能力，但並非用AI代替寫作



重新思考學習目
標

修改我們的
評量方式

重新設計我們的
教學活動

生成式AI

Backward Design(2005)

要學習獨自解決問題的
能力？還是運用AI解決
問題的能力？
如何兼顧原來的課程目
標與科技整合？

怎麼區分作弊與協作？
學生要控管？老師要不
要控管？

如何讓學生更願意投
入學習？



孩子與生成式AI協作
依，書寫一篇精彩、
內容一波三折的故事

評量學生寫作、合
作跟提問的能力

學生２人一組事先
完成學習單後跟
ＡＩ協作，然後分享
作品

生成式AI

Backward Design(2005)

從去年開始跟校內老師
一起摸索生成式AI，一
起思考對教學的影響

從【書寫一篇精彩、內容一

波三折的故事】開始到

從原本的作文
成績到

從原本的獨自
完成到



AI輔助程式教學



生成式AI對教育的影響？



老師的工作會被AI取代嗎？



● 深化人之所以為人，無法被取代的能力

● 加強人類善用工具解決問題的能力

結語



輪到您做決定了



● 當AI越來越強，人類教學跟學習的方式會改變嗎？以及什麼能力變的

越來越重要？

● 除了效率之外，什麼叫做好的教學?我們如何讓學生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 如何協助老師善用ＡＩ建構好的教學能力？老師需要甚麼樣的支持？

● ＡＩ會造成新的不平等嗎？

一起思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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