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13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編輯／賴映秀

／董事長張家宜
淡江大學緊扣世界潮流與時俱進，本次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主題，「探討 AI如何融入教學」，在此分享現今全球教育趨勢。

2020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出未來 20 年四種未來

學校教育圖景，一、學校教育擴展：參與正規教育的人數持續增

加。國際合作和技術進步支持更個性化的學習。學校教育的結構

和過程依然存在；二、教育外包：隨著社會更直接地參與公民教

育，傳統的學校系統逐漸瓦解。學習透過更多樣化、私有化和靈

活的安排，數位技術成為關鍵推動力；三、學校作為學習中心：

學校依然存在，但多樣性和實驗性已成為常態。打開「學校的圍

牆」 連接學校與社區，促進不斷變化的學習形式、公民參

與和社會創新；四、無邊界學習：教育隨時隨地進行。

隨著社會完全依賴機器的力量，正式和非正式學習之

間的區別不再有效。

2020 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未來學校：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定義新的教育模式」強調學習內容轉變，包括：

全球公民技能、創新和創造力技能、技術技能

與人際交往能力；學習經驗的轉變則有：個性

化和自定進度學習、無障礙和包容性學習、問

題導向和協作學習、終身學習和學生驅動型學

習，提供各學系課程規劃的參考。

2022 年世界經濟論壇再度發布「推動教育 4.0：

投資未來學習實現以人為中心的復甦」， 3 項關鍵

領域及行動建議：新的評估機制，例如本校的八大素養，

不完全以學科分數評估能力；採用 AR、VR、AI 等新

的學習技術；讓全校教職員生瞭解新科技的發展。

2023 年 OECD 就業展望指出， AI 會改變現在的工

作方式，但不是取代。邁向 2050 實現淨零排放過

程中，高排放行業的工作機會減少，低排放行業

的工作機會增加，需對就業者進行技能提升與再

培訓。因此， 行政院「2024 國家人才競爭力躍升

方案」，已將「投資人才」列為國家希望工程之重

要政策，兩大主軸為：強化國家未來人才競爭

力及全球攬才，預估至 2028 年累計培育

逾 45 萬人次 AI、綠領及跨域人文數

位人才，人才培育方向與本校未

來發展方向不謀而合，期許大

家持續朝願景邁進。

「你若不動，你還是你。你若想改變，AI

可以幫你。」李宗翰在以 Nvidia 執行

長黃仁勳為主角的 AI 生成元宇宙

影片之後，從哲學思考的角度作

為開場，藉此強調運用 AI 工具

的強大力量，極大的豐富了人

類在各領域運用的展現。他列

舉多項 AI 應用的範疇及技術，

當中包括智慧生成、資料處理、

角色轉移及融入教學等功能，進

一步展示了 AI 在各方面的無限潛

力。藉此，人類可以在多重元宇宙之間

任意轉換身分，可以與不同元宇宙的自己協

作，也可以與相同或不同元宇宙的群體合作。

2024 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得主的研究都相當程度的

運用了 AI 技術，彰顯 AI 正永久改變人類生活的各個面

向。未來掌握 AI 技術的教育者將培養出具備強大 AI 技

能的新一代，亦必將加劇人與人之間的成就層次與差距。

「AI 一直都在，從未離開」李宗翰說，自 1956 年人

工智慧的誕生，專家系統的出現、機器學習的突破、深

度學習與大數據時代來臨，以及生成式 AI 與大語言模型

的崛起迄今，生成式 AI 的出現等同是人類的已知用火時

刻，代表任何人無須具備 AI 學理知識，即可擁有隨意使

用 AI 工具來創造獨具自身特色作品的能力。

「AI 如何融入教學？」李宗翰認為，AI 的融入應以

學習者為核心，首先要設立明確的學習目標，再者推行

團隊學習，使學習者能在數位科技的環境中成長，把 AI

工具轉化為多功能的專家諮詢團隊。他接著談及當前人

們對於「AI 是否會取代人類」的疑慮，指出人們不應僅

是學習使用 AI，還須具備引導科技、做出選擇方向的能

力，藉此才可適當地發揮 AI 的正向潛力。

在人才培育方面，李宗翰強調「Liberal Arts & AI 

The humanities」、「AI+ 人文科學」及「AI+ 八大素養

貫穿課程 -素養導向融入 ESG」的理念組合是關鍵，要

讓所有人從有AI到會用AI，自「AI+」的AI賦能到「+AI」

的具備 AI 素養。他主張，學生面對 AI 的浪潮，不僅須

掌握 AI 的應用，更應培養批判性思考、溝通協調和解決

問題能力，這種全方位的素養導向，能使學生在未來環

境下更具適應性，也同時具備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意識。

李宗翰最後鼓勵大家「讓我們一起攜手在 AI 多重元

宇宙中不斷學習、組合、創新。」期許淡江在可見的未

來是一個全智慧且有溫度的 AI 國度。

AI 賦能專業展翼——引領教學新視界

AI流光紀元：多重元宇宙間的角色轉移
專題報告（二）

／校長葛煥昭
首先，「AI+SDGs= ∞」

和「ESG+AI= ∞」理念持續

被重視，無論哪一個學系或

領域，都可以透過這樣的組

合，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早

在 2019 年，本校已開始進行布

局，也一直在正確、領先的步伐中

不斷邁進。如今本校提倡的「雙軌轉

型」，就是將 AI 技術融入教學中，而最重

要的推動力就是應用數位轉型。

今年本校舉辦了各行政和學術單位「數位轉型

暨淨零轉型成果觀摩展」，當時不僅有 MS 3AP、

AOAI、ChatGPT、Copilot 等工具引入，且行政和學

術單位人員都相當積極參與，但我意識到，教師對

AI 技術的應用相對有限，因此今天這場會議是特別

為各位教師而設，目的是讓大家更好地瞭解 AI 在教學

中的潛力與運用。

今天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邀請了一些老師分享將 AI

融入教學的案例，讓各位教師們瞭解只要接受基本的教育訓練，

便能運用 AI 工具來協助教學，進一步改善教學流程，讓學生在

未來職場上，能更具競爭力。AI 類型中，不只有生成式，還有

判別式，它可在教學、研究與產學合作中，發揮更廣泛的作用，

尤其是預測、分析和決策的支持，因此很需要藉由 AI 這項工具

來協助發揮。

當前我們的首要目標，是讓所有教師能在教學中融入 AI，這

並不侷限於 AI 方面或特定學科領域，所有領域的教師，都可以

使用多樣化的 AI 工具來改善教學方式，一起參與教學革新。

專題報告（一）開幕致詞 ／教務長 蔡宗儒

／工學院暨 AI 創智學院暨精準健康學院
    院長 李宗翰

「為避免 AI 造成人類的

悲劇，須事先建構一套足以

因應 AI 研發與應用的倫理準

則，並依此形成法律政策的原

則。」蔡宗儒引用人工智慧法律

國際研究基金會執行長張麗卿的論

述，提醒教職員要遵守 AI 倫理準則之重

要性，希望教師們能謹慎運用 AI，避免因事

故而觸及法律責任。而他也呼應 AI 倫理準

則不能忽視的重點為：AI 應以人為本並避

免潛在歧視，也要對運用數據進行限制，

並研擬AI事故的法律責任，其系統也須審慎設計。

他說明本校由註課中心主任林嘉琪規劃的 AI 倫

理教育，已有各學院多位師資完成培訓。教務處於

本學年通過「淡江大學 AI 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設置

辦法」，以此催生教務處成立「AI 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並於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校共同課程：

「AI 素養與數位民主」、「人工智慧倫理學」兩門

課程。並籌設跨領域「AI 倫理素養微學分學程」，

以此培育AI倫理學家，未來將擁有多元就業方向，

如：AI 政策研究員、AI 媒體倫理專家、AI 內容審

核員等等。

淡江首設AI 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教務長蔡宗儒以 2022 年 ChatGPT 橫空出世為世界帶

來許多改變開場，接著分析學校課程融入 AI 的現況，

最後以「AI 倫理」作結。

蔡宗儒首先提到今年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都頒給

懂 AI 的人」，他提到「不只是業界，包括我們的整個

學界也都正在改變。」這場 AI 大賽，各家科技公司相

繼推出自己的AI模型，例如Google訓練出Gemini模型，

並 持續精進「算力」與「算法」，AI 的

時代已經來臨。

接著他提到「AI 賦能

應用」在製造業、服

務業、醫療、教育

方面應用的實際

例子。並舉天下

雜誌的報導說

明，臺大開設

的「人工智慧

導論」課程中，

每五位就有一

位來自文學院。

因為 AI 不再是理

工人的專利，文組

人也能在人機協作中

學到更多的溝通與表達，

並增加邏輯推論、創意寫作

與內容生成能力等等。因此

全臺公私立大學都迎來變革浪潮，積極開設 AI 相關課

程。

「不管你喜不喜歡，AI 時代都已經來臨！」蔡宗儒

表示，在這個時代教師要省思自己的課程吸引學生的亮

點是什麼？哪些要素是網路課程無法取代的，為何學

生要留在你的課堂？要使用 AI 技術賦能自己的學術專

業，才能強化學生的競爭力。他舉出現今教師們面臨的

挑戰，要能整合線上與線下教學（OMO：Online Merge 

Offline），並引導學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來提升專業

學習效果。將課程重新設計、跳脫傳統思維來進行雙軌

培育：「讓對理論有興趣的學生多學一點理論，對理論

沒有興趣的學生能夠透過使用GAI應用在專業實現上。」

蔡宗儒以 2023 年為例，資訊處開設的 13 堂課程中就

有 5堂與 AI 有關，而本年度截至 10 月 3 日統計已開設

的 9堂課程，7堂與 AI 有關。說明資訊處已帶狀開設教

師AI增能課程。而創新教學與AI賦能（AIO）網站架構，

是依據 6+2 關鍵能力規劃教學創新，並與院、系所合作

推動，並與資通訊相關師資共同授課。各學院可依照自

身的師資需求，透過教務處整合及媒合，或向資訊處請

求支援開辦相關講座來完成各學院師資 AI 增能。

承校方指示，AI 賦能（AIO）以學院為主體規劃，應

於今年 12 月底前提出規劃建議，113 學年第 2學期少量

開課，並於 114 學年度全面上線。教務處網站也整合全

校教學相關查詢單一窗口，以利學生查詢。包含：自主

學習、跨領域學習、社會實踐學堂、AI 賦能、通識課程

架構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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