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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復興⾼中青年論壇 
討論議題：⾯對 AI 浪潮與科技的快速演進，青年學⼦的教育也正在產⽣多
⾯向的變⾰。本次活動將討論： 
(⼀)AI導入對師⽣⼼理、師⽣關係與信任感的影響 
(⼆)AI的應⽤潛⼒與侷限 
(三)AI引發的倫理及隱私議題 
(四)教育者的轉變與挑戰。希望能邁向⼈本的智慧教育與有溫度的 AI 協
助，讓AI成為完美的協作⽽非取代。 
辦理時間：114年6⽉12⽇（星期） 
辦理地點：台北市⽴復興⾼級中學(樂群樓) 
⼀、 現況或問題 
(⼀) AI導入對師⽣⼼理、師⽣關係與信任感的影響 
AI 的介入正重新塑造傳統的教與學互動，對師⽣⼼理及彼此間的關係產⽣了
雙重影響。 

• ⼼理層⾯影響： 
o 學⽣： ⼀⽅⾯，AI個⼈化學習系統能根據學⽣的學習步調與風
格提供適性化的教材，有助於降低學習焦慮、提升成就感。即時

回饋與24⼩時在線的學習輔助，也為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性。然⽽，過度依賴AI可能導致學⽣數位疲勞（Digital 
Fatigue）與技術壓⼒（Technostress），⻑時間⾯對螢幕也可能
加劇孤獨感與社交焦慮。部分研究指出，當 AI 取代了過多的⼈
際互動，學⽣的內在學習動機與⾯對挑戰的韌性可能受到影響。 

o 教師： AI能將教師從繁瑣的⾏政⼯作（如作業批改、成績登
錄）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能更專注於課程設計與更⾼層次的教學

互動，從⽽減輕⼯作壓⼒。但同時，教師也⾯臨著需不斷學習新

科技的壓⼒，以及對⾃身⾓⾊可能被取代的焦慮感。AI 的監控與
評鑑功能，亦可能引發教師對於教學⾃主性受損及時刻被監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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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負擔。 
• 師⽣關係與信任感： 

o 關係的疏離與深化並存： AI的介入可能減少師⽣間傳統的⾯對
⾯交流機會，導致關係變得更加「交易化」，缺乏情感連結。學

⽣遇到問題時，可能優先求助於 AI ⽽非老師，從⽽削弱了師⽣
間的信賴基礎。然⽽，若能妥善運⽤，AI 也能成為促進師⽣關係
的催化劑。教師可利⽤ AI 分析的學習數據，更精準地掌握學⽣
的學習難點，進⾏更具針對性的輔導，這種「數據驅動」的關懷

有機會深化師⽣關係，建⽴在專業基礎上的新型信任感。 

(⼆) AI引發的倫理及隱私議題 
隨著 AI 在教育場域的應⽤⽇益廣泛，其所引發的倫理與隱私問題也⽇益凸
顯，成為刻不容緩的挑戰。 

• 數據隱私與監控的憂慮： AI系統的運作⾼度依賴⼤量的學⽣數據，包
括學習成績、⾏為模式、線上互動紀錄，甚⾄是情緒反應。這些敏感

資訊的蒐集、儲存與使⽤，引發了嚴重的隱私疑慮。家⻑與學⽣擔⼼

數據可能被濫⽤、洩露或⽤於商業⽬的。此外，AI 對學習過程的全程
追蹤，可能演變成⼀種無所不在的數位監控，壓抑學⽣的⾃主探索與

創造性思考，形成「數位全景監獄（Digital Panopticon）」效應。 
• 演算法的偏⾒與公平性挑戰： AI演算法的決策品質取決於其訓練數

據。若訓練數據本身存在偏⾒（例如，反映了特定社經地位或族群的

優勢），則AI系統可能會複製甚⾄放⼤這些不公平，對弱勢學⽣造成
「演算法歧視」。例如，在升學推薦或資源分配上，演算法的偏⾒可能

導致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加劇，違背了教育應促進社會流動的初衷。缺

乏透明度與問責機制，使得外界難以監督與糾正這些潛在的偏⾒。 

(三) AI的應⽤潛⼒與侷限 
AI在教育領域的應⽤前景廣闊，但同時也存在其技術與實踐上的侷限。 

• 主要應⽤潛⼒： 
. 個⼈化與適性化學習： 透過分析學⽣的學習數據，AI能提供量
身打造的學習內容、路徑與評量，實現「因材施教」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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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慧助教與即時回饋： AI聊天機器⼈或虛擬助教可7x24⼩時回
答學⽣的提問，並針對練習提供即時回饋，提⾼學習效率。 

. 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沉浸式學習： 結合AI的
AR/VR 技術能創造出⾼度互動與真實感的學習情境，例如在虛擬
實驗室中進⾏化學實驗，或回到歷史場景進⾏探索。 

. 賦能教師專業發展： AI可協助教師進⾏備課、設計多元評量、
分析教學成效，並提供最新的教育研究與資源，成為教師專業成

⻑的得⼒夥伴。 
• 主要的侷限性： 

. ⾼昂的建置成本與數位落差： 開發與導入⾼品質的AI教育系統
需要巨⼤的資⾦投入，可能加劇城鄉及不同社經背景學校間的

「數位落差」。 
. 缺乏⾼階思維與情感互動： ⽬前的AI仍難以完全理解與培養學
⽣的批判性思維、創造⼒、同理⼼與複雜問題解決能⼒等⾼階素

養。AI 無法取代⼈類教師在情感⽀持、價值引導與師⽣情誼建⽴
上的獨特⾓⾊。 

. 技術的可靠性與風險： AI系統可能出現技術故障、產⽣錯誤或
過時的資訊，學⽣若缺乏⾜夠的媒體素養與批判能⼒，可能會被

誤導。此外，過度依賴 AI 也存在學⽣學術誠信（如利⽤⽣成式
AI作弊）的風險。 

(四) AI引發的倫理及隱私議題 (重複議題之深化探討)
此處再次強調並深化探討 AI 在教育領域的倫理與隱私議題，凸顯其重要性
與複雜性。 

• 同意的有效性與資料所有權： 在教育場域中，學⽣（特別是未成年
⼈）是否具備充分知情並⾃由同意其個⼈資料被蒐集與使⽤的能⼒，

是⼀個複雜的倫理問題。資料的所有權歸屬是學⽣、學校、還是 AI 服
務提供商界線模糊，亟需建⽴清晰的規範與政策指引。學⽣應有權利

選擇退出數據追蹤計畫，並要求存取、更正或刪除其個⼈數據。 

• ⼈本價值的維護與教師⾓⾊的再定位： 教育的核⼼始終是「⼈」。在
追求 AI 帶來的效率與便利的同時，必須警惕教育過程的「去⼈化」。
核⼼價值、倫理思辨、美感素養及社會情緒學習等，仍需由⼈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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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師AI知能 

(三) 加強推廣AI資訊 

1  

 結論或建議 
(⼀) AI課程列入部定必修 

1  

扮演關鍵的引導⾓⾊。因此，與其擔憂被 AI 取代，教育⼯作者更應思
考如何與 AI 協作，將⾃身⾓⾊從知識的傳授者，轉型為學⽣學習的引
導者、⼼靈的陪伴者與價值的塑造者，以確保科技始終服務於⼈性化

的教育⽬標。 

⼆、

1.

2. 

、 透過辦理⼤型講座或 AI 實作經驗分享活動等⽅式，加強推廣校園 AI 資

訊，提升師⽣對於AI應⽤的認識。 

提供教師AI軟體資源，並將AI培⼒課程納入教師研習時數，協助提升

教師的數位知能與教學品質。

城鄉數位落差導致偏鄉地區較缺乏具有AI能⼒的師資來傳遞知識，應增

加偏鄉學校具備AI使⽤能⼒的師資。 

、 將 AI 相關內容列為部定必修課程，教導學⽣認識 AI 模型、原理、使⽤ AI

需要注意的倫理問題，以及如何正確使⽤ AI，讓學⽣能適切運⽤ AI 協助

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