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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因應生成式 AI 之教學活動指引  

113年 01月 10日教務會議制定 

113年 03月 06日行政會議制定 

生成式 AI，如 ChatGPT，對教育領域來說極為重要，因為它能提供個性化學習

體驗、豐富教學內容，並促進創新的教學方法。這類 AI工具，在適當運用下可以有

效輔助語言學習、回答學術問題、並提供針對性的學習資源。此外，就目前的生成式

AI 技術評估，它可以幫助教師節省時間，提高教學效率，並為學生提供互動式學習

環境。在教育領域中，利用生成式 AI可以鼓勵學生進行探索性學習，增強他們的批

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 

為使本校師生在進行教學活動時，可以有效並正確的使用 AI工具，特訂定本指

引及建議。 

AI工具的選擇與使用 

在選擇和使用 AI工具時，應考慮其適用性、易用性和功能性。首先，要確定工

具是否適合教學需求和學生的學習風格。其次，選擇操作簡單、直觀的工具，以便師

生都能輕鬆使用。最後，考慮工具的功能，例如語言處理、問題解答、圖像處理或創

意生成等，以確保它能有效輔助教學。有效地選擇和使用 AI工具，可以顯著提升教

學效果和學習體驗。 

教師教學策略 

教師在課程進行前期，需與學生約定 AI工具使用規範，並建議於「教學大綱及

進度表」明列生成式 AI工具的使用限制，教師於課堂應向修課學生說明並約定該課

程使用 AI工具的規範或限制要求。 

為了能夠最大化 AI工具在教育中的應用價值，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建議

可以採用以下教學策略。 

1. 混合教學：結合傳統與 AI技術，創造互補的教學體驗，提升學生參與度。 

2. 個性化學習：根據學生能力和興趣，使用 AI提供定制化的學習內容和進度。 

3. 協作學習：利用 AI工具促進小組互動，鼓勵學生共同解決問題，提升團隊協

作能力。 

4. 批判性思維：在教學過程中，須明確跟學生說明 AI所產出之內容不一定是完

全正確的，必須教導學生如何分析和質疑 AI提供的信息，促進獨立思考和決

策能力。 

5. 技術培訓：提供師生 AI工具的操作培訓，確保有效利用 AI技術於教學和學

習中。 

學生學習策略 

為了能夠有效並正確使用 AI工具在學生之學習活動上，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可建

議學生採用以下學習策略。 

1. 資料查詢：學生可用 AI搜尋相關學術資料，獲得快速、廣泛的資訊。 

2. 學習輔助：AI能回答問題、解釋概念，幫助學生加深對學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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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學習：透過 AI練習語言技能，如會話和寫作，提升語言流利度。 

4. 創意發想：使用 AI作為創意思維的催化劑，促進創新想法的產生。 

5. 自我評估：利用 AI模擬測驗，幫助學生評估學習進展，確定強弱項。 

AI工具應用於教學活動應注意事項 

1. 教學品質確保：AI工具應作為增強教學的工具，而不是完全取代傳統教學方

法。教師應該隨時注意，維持教學的核心角色，使用 AI作為輔助。 

2. 學生差異性評估：教師從事教學活動需明確認知不同背景學生對於 AI工具的

適應度可能不同。有些學生可能更喜歡傳統教學方法，而其他學生則可能從

AI工具中受益較多，須注意學生的學習適應性。 

3. AI 工具知識更新：由於 AI和技術領域迅速發展，教師及學生需要持續更新

相關知識和技能，以保持教學活動的相關性。 

4. 務必確認 AI生成內容正確性：生成式 AI提供的資訊可能包含錯誤、偏差或

偏見。在尊重學術誠信的前提下，教師及學生應究所產出內容，依專業知識

判斷，檢驗和確認 AI生成內容的準確性。 

5. 避免過度應用：生成式 AI工具產出的內容應視為輔助資源，不應完全取代教

師或學生的學習與研究產出。建議使用 AI生成的內容作為初步草稿，並結合

教師及學生的專業知識或團隊討論結果，以豐富和提升學習或研究成果。 

6. 隱私與資料保護：使用生成式 AI工具時，可能涉及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不

當透露個人識別信息或其他隱私資料。因此，教師及學生應用 AI工具於教學

相關活動時，應積極保護智慧財產權、個人資料和隱私。 

7. 須保持合理期望：教師及學生利用 AI工具進行教學活動時，須設定對其的合

理期望。AI工具是強大的工具，但並非萬能解決方案，且應該謹慎和有策略

地使用。 

批判性思維與倫理問題 

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對 AI提供資訊的批判性分析能力，同時強調在使用 AI

時必須遵守的倫理準則。這包括了解 AI的侷限性，識別潛在的偏見，以及在使用 AI

進行學術研究時維護學術誠信。此外，討論 AI在社會和文化背景中的應用，意味著

學生需要理解與尊重不同的觀點和價值觀，並在使用 AI時考慮其對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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