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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生成

式AI）的興起，生成式AI於教學場域之應用已成為未來發展不可阻擋之趨勢。

在AI快速發展的時代，本校以正向態度支持全校師生，運用生成式AI來精進教

學及學習的各種機會。本指引也提出生成式AI可能帶來的限制及挑戰，期能協

助全校師生建立充足之AI素養，以處理該科技所帶來之衝擊及問題。 

二、本校對生成式AI應用於教與學之立場 

本校對於生成式AI在教與學之使用，抱持開放、共存、倫理、透明、支持及瞭

解的立場，分述如下： 

（一）開放：鼓勵在教學及學習中開放地使用生成式AI，以創造一個刺激創新

發展的教育環境。 

（二）共存：生成式AI技術將隨著時間及技術進步而不斷演變。本校將致力於

與這些變化共存，積極採用更創新的教學方法與評量工具。 

（三）倫理：本校嚴格遵守使用生成式AI的倫理指引，強調尊重教師與學生個

人著作權、學習權益及延伸的社會責任。 

（四）透明：本校承諾在教育應用生成式AI的過程中，保持透明度並對使用生

成式AI於教與學中，可能造成的衝突、偏見及不確定性，進行全面性地

評估。 

（五）支持：本校提供全面的技術支持及培訓資源，以促進生成式AI的教學與

學習，並協助學生及教師克服任何實施上的困難。 

（六）瞭解：本校注重培養師生對生成式AI的多面向認識，包括其運作原理、

應用範疇、技術限制與相關倫理及社會問題。透過持續的學習及探索，

讓師生能全面了解生成式AI的利與弊，以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三、生成式AI提升教育的機會 

許多文獻及案例皆顯示使用生成式AI對於教育場域的幫助，本校統整出三項生

成式AI可以提升教育的機會： 

（一）教材教法的創新及學習品質的提升：生成式AI在教學法上具有多重應用

優勢，能成為學習資源及合作夥伴，提供問題解決的建議，並引導學生

評估決策及反思潛在的偏見或限制。此外，生成式AI能串接多媒體產



品，以利製作多媒體教材，提供教師及學生更多資源來創造多元的教材

教法。 

（二）提供教師教學輔助及提升備課效率：生成式AI能在多方面協助教師提升

教學及備課的效率，例如：學習目標、課程描述、課程計畫、評量工具

或教材發展等。生成式AI工具的翻譯能力也能提升教師準備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全英語授課）或跨多國語言

課程教材上的效率，提供國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並輔助雙語學習。教

師能使用生成式AI提供學生24小時全天候即時的「智慧教學助理」。 

（三）提升學生學習的效率：學生可透過與生成式AI互動，提升批判思考與問

題解決能力、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數位素養，以及學習有效地瀏覽與評

估資訊品質。同時，生成式AI也能快速蒐集、彙整資料，並可做為模擬

技能訓練的工具。生成式AI不僅提升學生學習的效率，也拓展學習的深

度、廣度及自主學習能力，使教育更符合未來世代的需求。 

以上提及之內容，將於「生成式AI教學應用指南」及「生成式AI學習應用指

南」中，有更詳細地描述。 

四、生成式AI於教育現場的挑戰 

（一）倫理議題：雖然生成式AI能夠快速處理大量資訊以生成回應，但本校全

體師生皆應了解這些工具可能有的限制及倫理問題，包括： 

1. 隱私及數據問題：因多數生成式AI係直接利用使用者提供的資料對

自身功能進行優化，故教師與學生的隱私及智慧財產權皆存在外洩

及被竊取的風險。 

2. 加劇偏見問題：生成式AI係基於世上現有的料來生成內容，這些資

料可能包含社會偏見及刻板印象，可能會影響師生的想法及價值

觀。 

3. 資訊的不準確性及誤解：生成式AI產生的數據及資訊，可能含括有

偏誤或不正確的來源。因此，可能會誤解不清晰的提示詞（prompt），

進而產生不正確、無關或有偏誤的資訊。 

4. 抄襲：生成式AI重新呈現他人提供的資訊，存在著抄襲或侵犯著作

權的風險，而生成式AI使用的藝術作品，可能未經創作者的同意或

授權，進而導致使用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侵犯他人之著作權益。 

（二）平等議題：生成式AI應用於教學中，所帶來的平等問題亦需要被重視。

雖然這類工具有助於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及學生的學習體驗，但使用上

若受限於付費訂閱或特定資源，將可能擴大貧富、地區等資源差距。此

外，目前缺乏百分之百準確的工具來偵測學生是否使用生成式AI來完成

作業，這不僅增加了不誠信的風險，也可能導致不公平的評分。為避免



上述情形發生，教師須更謹慎地將生成式AI的使用納入教學及評量過

程。 

（三）素養議題：生成式AI的快速發展對大學教育場域來說是雙面刃。雖然生

成式AI有創新教學及學習方法的潛能，但若教師及學生的AI素養無法跟

上這些科技的發展，將面臨一系列挑戰，例如：不熟悉生成式AI工具的

應用及局限性，教師可能過度依賴這些工具，錯誤地評估學生的學習成

果。對學生而言，缺乏足夠的AI素養將無法辨識生成內容的偏誤或歧

見，進而影響他們對於學科內容的正確理解，也可能阻礙其批判性思考

及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因此，隨著生成式AI技術的持續發展，本校需

要密切關注，並積極提升師生的AI素養，以最大化其正面影響，同時避

免潛在的負面後果。 

五、師生AI素養的培育重點 

AI素養不僅是理解及應用人工智慧技術的技能，更包括倫理及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以下是本校對於師生AI素養的培育重點： 

（一）知識方面： 

1. 技術理解及應用：師生應具備對生成式AI的基礎知識，包括但不限

於機器學習演算法、自然語言處理，以及AI在教育、醫療、工程等

多領域的應用。 

2. 批判思考能力：生成式AI生成內容可能存在資訊偏見與錯誤，師生

應能批判及評估AI生成內容的可靠性及有效性，識別可能的偏見、

不確定性或其他潛在問題。 

（二）技能方面： 

1. 交流及溝通：學習如何與生成式AI進行有效的交流及溝通，包括撰

寫提示詞、解讀生成結果，讓生成式AI成為學生的思辨對話者及思

考導師（mentor）。 

2. 創新應用：能夠將AI技術創新應用於不同的教育目標上，例如個人

化學習及自主學習等。 

（三）態度方面： 

1. 倫理及社會影響：推廣師生對生成式AI在社會及倫理層面的認識，

強調負責任地使用及決策。 

2. 適應及學習：AI有潛力為人類帶來巨大進步，師生應培養適應科技

變遷的能力，採樂觀開放的態度，積極地提升AI素養。 

六、生成式AI的教學應用指南 



（一）使用生成式AI做為智慧教學助理： 

1. 提供學生即時的支援：生成式AI具備迅速回應功能，能夠即時回答

學生問題。此種即時的澄清及引導，能節省教師的時間，並確保學

生在每一階段獲得即時的支援。 

2. 客製化教學資源：生成式AI能根據特定的提示詞及需求，產生相對

應的教學內容，包括客製化的課程計畫、測驗問題，甚至是寫作的

情境等，為學生提供高度個人化的學習資源。 

3. 協助撰寫課程大綱：生成式AI可協助教師編寫學習目標、課程描

述、教學內容、評量方式等，也能利用生成式AI的翻譯功能，獲取

並整合國際的教學資源。 

（二） 多元的教學及評量方法： 

1.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教師可利用生成式AI將抽象的

知識內容，轉換成貼近經驗事實的案例，引導學生對生成內容進行

批判思考，以訓練其問題解決能力。 

2. 深化學生團體協作能力：在生成式AI的輔助下，學生可即時生成所

需的資料及資源，有助於課程中的小組討論，例如：學生在課堂中

展示討論成果時，能利用生成式AI即時製作多媒體素材來輔助發

表。教師亦能鼓勵學生於課堂上使用生成式AI，來為小組討論激盪

出新的想法。透過上述方式，生成式AI能配合「協作學習」、「翻

轉教學」及「腦力激盪」等教學方法，大幅提升學習成效。 

3. 輔助評量方法的生成及提升評量效率：生成式AI能為教師提供有效

及快速的評量方法。例如：「Edmodo」及「GradeScope」能提供基

於自然語言技術的自動評分功能。在選擇題及填空題之評量上，這

些工具能自動匹配學生答案，並即時產生反饋給學生。在報告或論

文之評量上，生成式AI能初步分析自然語言模式及結構，輔助教師

進行初步評估，並自動標記出需教師人工審查的部份。此外，教師

也可使用AI生成評分模組（module），大幅節省評分及撰寫評語的

時間。雖然這些AI工具可以幫助教師減少大量手動工作，並且確保

評分的一致性，但生成式AI應只做為輔助工具，教師仍須負責任地

審查評量結果，以確保其準確性及公正性。 

（三）訂定明確的生成式AI使用方式：隨著生成式AI在教育領域的應用越來越

廣泛，本校建議教師須與學生進行完善地溝通，告知學生在學習上如何

有效地使用生成式AI，並提供對此類工具的使用說明，以避免爭議或破

壞教學的公平性。具體作法建議如下： 

1. 明確目的及界線：課堂中，教師應與學生討論該課程須達成的學習

目標，同時釐清哪些情況適合使用生成式AI，哪些情況需要學生自



行完成，以避免學生過度依賴生成式AI來完成作業，未能達成預期

的學習目標。 

2. 操作教學及資安認知：除了提供操作指南讓學生正確使用生成式AI

工具，也要加強資料隱私及保護的教育，教育學生資訊安全的認

知。 

3. 批判思考及持續調整：鼓勵學生了解生成式AI的限制及可能的偏

見，並對其生成內容進行批判性思考。同時，根據學生的反饋及需

求，持續調整課程中生成式AI的應用方式。 

（四）教學助理使用生成式AI之建議：除教師之外，生成式AI也能提供教學助

理更有效且快速的方式，輔助授課教師及修課學生。本校對教學助理使

用生成式AI的建議如下： 

1. 教學資源及回應整合：教學助理能使用生成式AI來建立教學內容，

例如：生成相關教材以協助學生學習。在回應學生問題的部分，生

成式AI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提供學生即時的反饋。 

2. 作業及評分輔助：利用生成式AI進行基礎作業的評分，不僅能減少

教學助理在重複性工作上的時間花費，也能確保評分過程的一致性

及公平性。 

3. 分析學生的回饋並持續優化課程：教學助理可定期收集學生的回

饋，並利用生成式AI分析學生的需求及問題，協助授課教師進行課

程優化。 

為確保生成式AI工具的有效運用，教學助理應定期與授課教師溝通，確

保工具的使用與課程目標一致。 

七、生成式AI的學習應用指南 

（一） 使用生成式AI提升學習成效：隨著科技的進步，生成式AI已成為學生學

習的重要助力。生成式AI能提供即時的知識查詢，並根據每位學生的需

求，提供客製化的學習體驗。學生使用生成式AI來輔助學習具有下列優

點： 

1. 提升學習效率：生成式AI能根據學生的學習需求，快速提供相關的

學習資料及範例，初步整理文章及產生簡易摘要，並對參考文獻及

資料進行初步整理，使學生能更專注於學習，減少蒐集資料的準備

時間。 

2. 拓展知識深度：生成式AI可進行深度的資料搜尋及分析，學生能透

過提問技巧，得到更多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背景知識及學習內容。 



3. 增進寫作及語言技能：生成式AI包含自然語言模型，能夠初步分析

語法結構及句子意義，並針對寫作提供修正建議。此外，對於語言

學習，它能模仿真實的對話場景，訓練學生溝通表達能力。 

4. 激發創意及團隊合作：生成式AI能提供各領域的知識及資訊，有助

於學生在腦力激盪時激發新的想法。生成式AI可做為一個學習輔助

者，幫助團隊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二） 使用生成式AI的師生溝通：生成式AI已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學習工具，

故生成式AI在學習的使用上，學生與教師間的溝通變得尤為關鍵。有關

生成式AI使用，學生與授課教師的溝通建議如下： 

1. 主動分享使用經驗：若學生在課堂中使用生成式AI進行學習，建議

主動向教師分享使用經驗，讓教師了解生成式AI在教學中的實際效

益，也能增加雙方的信任。 

2. 詢問正確的應用方法：若學生對如何在課程中應用生成式AI有疑

問，建議直接詢問授課教師，確保使用方法之正確性及有效性。 

3. 提出潛在的適用情境：若學生認為某個課程主題或內容特別適合利

用生成式AI進行學習，可提供建議給授課教師，以利課程的優化創

新。 

4. 對生成式AI產生資料的使用倫理：當使用生成式AI時，學生應註明

使用資料的來源及處理方式，並與授課教師討論相關的倫理問題。 

開放與正向的溝通是確保AI成功融入教育的關鍵。學生應將生成式AI視

為協助學習的工具，並與教師共同努力，確保其最佳的應用。此外，若

有學生因使用生成式AI，導致師生間發生作業評分上的爭端，得向本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八、結語及未來展望 

因應生成式AI及更多相關工具的興起，本校希望能透過各利益關係人的協力合

作，持續檢討及評估生成式AI在教與學的實施情況。本校將不斷更新並支持教

師及學生的生成式AI工具應用政策，包括有效性、公平性及倫理影響。本校深

刻認知生成式AI在未來大學教育所造成的挑戰，並將繼續協助全體師生面對這

些挑戰，也將為生成式AI應用於大學教育場域的相關問題上，提供專業的知識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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