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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式AI 是什麼？

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 AI）是屬於
AI的其中一項技術，生成式AI能夠透過大量數據分析進行深度學習，生成
文本、表格、圖片、語音和影片等，甚至可以進行內容創造、人機互動、
環境模擬等，在藝術、醫療、金融、影視、娛樂等眾多領域都帶來發展上
的創新，顯現出廣泛的應用潛力。

二、正確使用生成式AI

生成式AI的應用也是隨處可見，例如ChatGPT、CharacterAI、Bard、
Midjourney等，這些生成式AI都可以協助人們寫作、繪圖、作曲等生成
各式媒體內容，這些工具也逐漸成為大眾日常使用的編輯工具。

由於生成式AI生成的內容有可能有偏誤，不能
全 部 相 信 它 ， 所 以 我 們 在 使 用 生 成 式 A I 工 具
時 ， 也 需 要 瞭 解 其 背 後 牽 涉 的 法 律 及 倫 理 議
題，例如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及可能帶來的
價值觀偏誤與偏見。所以培養批判思維和問題
解決能力的建立相當重要，我們也需要時時更
新與瞭解生成式AI的最新資訊。

生成式AI的使用與因應手冊

東京一間私立中學的理科教師，以「唾液澱粉酶有什麼功能」為題，作為學
生的回家作業。結果超過一半的一年級學生回答錯誤，且都回答了「唾液澱
粉酶能夠分解食物中所含的澱粉，使之變成讓胃能夠簡單消化的狀態」這個
答案。原因是生成式AI顯示了「錯誤答案」，而不少學生上網查過以後，將
錯誤的答案照抄，才導致這樣的狀況。
                                                                           【摘自聯合新聞網����.��.��】

紐約律師舒瓦茲（Steven A. Schwartz）使用AI代擬狀紙，援引判決前例，
向法院陳述不能撤銷客戶控告航空公司一案，但包括法官、航空公司律師團
在內的 司法人員找破頭都找不到所謂的「判例」，舒瓦茲��日向法院投
案，承認判例根本是ChatGPT捏造的。他將因此面臨處罰。
                                                                           【摘自Yahoo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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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使用生成式AI的注意事項

以下依據���年�月教育部「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彙整學生學
習使用生成式AI時，應該注意以下事項：

● 學習辨別與負責
生成式AI會產生偏見、歧視、編造或不正確資料等問題，不應該只是複製
貼上生成式AI的成果，而要學習思辨、判斷，並且抱持批判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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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生成式AI當作學習夥伴
透過與生成式AI互動的過程，獲得不同角度的思維及更豐富的資訊。

● 靈活調整
要學習主動掌握整個過程，如果生成的
答案或方向不如預期，要保持彈性思維
並能夠調整方向。

● 保護隱私
避免在對話中提供任何個人資訊，僅對
生成式AI分享非關隱私的必要資料。

● 注意禮節
在與生成式AI互動過程中，應使用禮貌且尊重的語氣，以培養良好的對
話與溝通習慣。

● 練習提問
要知道生成式AI產生的內容是無法預測的，同樣的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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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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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宜合法運用生成式AI

(一)提升自我資訊辨識及思辨能力
生成式AI產生的內容會因為其訓練資料來源而有所侷
限或過時，且缺乏真實世界體驗及情感認知，更可能
存在邏輯漏洞或偏差風險。所以我們應該提升自己的
數位資訊以及媒體素養，加強批判思維和辨識能力，
對於網路資料的運用，也應該秉持尊重智慧財產權的
精神，不抄襲、不引用虛假或無根據的資料。

(二)培養更厚實的專業知能
問對的問題、下對的關鍵字，並具備追問的能力，這在使用生成式AI工具（例如
ChatGPT等）時顯得更加重要，因此我們應該學會驗證資訊真偽優劣與邏輯推
理的能力。此外，更應該學會正確使用AI工具的方式，例如：使用資料時正確引
註來源、對於採用AI工具主動進行揭露等。

生成式AI的相關產品已日新月異且不勝枚舉，也一度讓人擔憂人類是否會遭AI取
代，但是請記得，人類的行為可以被生成式AI模仿，但專業素養目前沒辦法被AI
取代。未來，生成式AI也將對教師教學方式及內容產生極大的影響，若教師能善
用生成式AI，就有機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運用個人化學習幫助學生學得更好，教
師也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實踐教學的目標。由此可見，我們應該成為一個懂得運
用AI而非被取代的人，不斷充實專業素養、培養應變能力，也需要學習妥善運用
這些科技，懂得判斷、檢視內容的可靠性，這些都是身處AI逐漸成熟的現代，最
重要的自我成長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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