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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看好人工智慧（AI）的發展，這項技術將在未來五年內為世人的生活帶來重大改變。

國際貨幣基金（IMF）本周說，全世界約四成工作可能受到AI影響。

蓋茲表示，把這類技術整合到教育與醫療領域，會是一件很棒的事。







很多人擔心人類有一天會被人工智慧取代
但實際上，人最不能被取代的就是好奇心
以及人類的學習能力和創造力及系統思考力
這是機器沒有的地方



建議 AI 在學習與教學中的角色應包含協作與共學：

✓與 AI 協作（Working with AI）：運用 AI 工具（tool）進行共同協作，極大化
各知識領域的優勢，以達成更高效、創新與增進人類福祉的工作成果。

✓和 AI 共學（Learning with AI）：將 AI 視為智性探索的工具，進一步透過反思
學習與思考的方式，以支援各知識領域的整合與調適並獲取新型態建構知識的可
能性。



「虛擬知識」已經不在是教科書或是網頁上
以文字、公式或圖畫所表現出來的固定命題
集合，而是可以透過使用者的提問而大量產
生，使得學生可以更容易跨越領域間的隔閡，
進入多元紛雜而真假難辨的「後知識時代」。
面對這種對傳統知識的定義、生產、傳播甚
至學習方式的解構，許多過往對於傳統知識
的理解架構也需要被調整。

「虛擬知識」會更自然的扮演起推動跨領域學習的角色，因
為任何領域的學習者都可以輕鬆的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詢問其
他領域的問題，得到一些還不錯而可以實際應用的回答。雖
然學習者可能無法完全確認所得到回答是否符合該專業領域
的標準，但是只要經過多次不同的詢問得到一致性的結果，
學習者還是有機會得到一些對於未知領域相對確認可靠的知
識。而這些可能只需要幾秒鐘到幾分鐘的時間就能完成，遠
比自己讀書或查網路文章快上許多，因此更降低了跨領域的
門檻，促進更多領域知識間的交流。

From: 清華大學王道維教授



學習引導者: AI只是一種工具不是目的，教師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如何激發學生學習興
趣、引導學生有效學習，以及建構一個支持性的環境和氛圍，在探索、討論、體驗和發現
的過程中，激勵學生建構知識和開啟學習潛能?

內容指導者: 教師必須指導學生在浩瀚的資訊中，如何擷取有用和重要的內容，以及評
估資訊內容的重要性和價值性，奠定未來進一步學習的基礎?

夥伴互動者: AI的時代，學生使用數位工具更加頻繁，師生關係要轉變為平等地位關係，
彼此之間有更多的互動與溝通，教師成為學生學習的夥伴，才能具有更佳的教育效果。

AI 時代教師的角色



ANTHONY SOAMES／薩巴卡瑪共同創辦人兼設計總監

AI 合力: 掌握AI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專業人才越

來越受到企業的青睞。

創新能力: 在AI時代，人才的價值更受突顯，

創造力、靈活性和跨域合作成為成功的關鍵。

系統能力: 儘管AI工具能處理重複性任務，但

處理複雜問題仍需人類的智慧，使得人才在不同
領域建立橋梁，促成技術和思維的融合。



創新能力

布萊恩・亞瑟

Brian Arthur

《技術的本質》

在⼈類技術史上，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創新

⼀切技術都是對原有技術的改造或重組

任何複雜的技術，都是由⼀系列簡單的技

術所組成，就像鐘錶⼀樣，可以被拆解為

幾⼗個甚⾄上百個基礎零件。



7,882道⼯序

福特得到了⼀個逆向思維，⽜⼀步步被分解，也可以反過來讓汽⾞⼀步步組裝起來



創新發明？
宋⼈有善為不⿔⼿之藥者，世世

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

⽅百⾦。聚族⽽謀曰：「我世世

為洴澼絖，不過數⾦；今⼀朝⽽

鬻技百⾦，請與之。」客得之，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

將。冬，與越⼈⽔戰，⼤敗越

⼈，裂地⽽封之。能不⿔⼿⼀

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

則所⽤之異也。

《莊⼦・逍遙遊》

•

•

洴澼絖：⾳「平辟況」，指在⽔中漂洗棉絮。

⿔：⾳「君」。



Connecting the Dots

⼤學修「字型學」（Calligraphy）

麥⾦塔（Macintosh）電腦字型的設計靈感

如果我⼤學沒有修過【字型學】，那麥⾦塔電腦就不會有各

種字體或組合勻稱的字體可⽤。因為微軟是抄襲蘋果的設

計，所以就表⽰所有的電腦都不會有勻稱的字體可⽤！如果

我當年沒有休學，我就不會去學【字型學】，個⼈電腦也就

不會有現在的完美字體可⽤。當然，我在⼤學時沒法將這些

點串起來，但是在⼗年之後回頭看，就非常清楚。



先有發現

原有技術

割稻⽲

才能發明

改造重組

好處

觀摩屠宰場傳送帶

不⿔⼿藥洴澼絖

修習字型學

創建汽⾞流⽔⽣產線

不⿔⼿藥助⽔戰

設計Mac字型



創新

來源於傳統⽂化、前⼈經驗的養分

對原有事物／務的改造或重組

先從模仿複製開始

站在巨⼈的肩膀上



先要有發現，才能有發明



https://youtu.be/2andQjBz9gk?si=A1JXpjPywpoWJDZ7

張憶里博士，台大電機1979年畢業，半導體高科技創業
成功，2014退休，在建國中學校長與中山女中校長的建
議與支持下，製作幾門高中生非常喜歡的跨領域教案，
AI + 創意創新創業。



開一學期，共18小時，6次，每次 3 小時，假日或平日
教師：林立傑博士 (資策會數位所所長/台灣人工智能產業協會理事
長/美國協和大學院長)

AI世代：人機協作自學與創新之道(高中)



創意、創新、創業

觀察⾃然、⼈⽂、周遭環境 → 

創新跨領域的觀察⼒與創造⼒

掌握事物運⾏的規則

你就掌握創意與創新



為什麼我們需要系統思維？









Data

understanding 

relations

Source: http://www.systems-thinking.org/dikw/dikw.htm

數據

Information 資訊

Knowledge 知識

understanding 

patterns

Wisdom 智慧

understanding 

principles

了解資料之間的

關係

了解資訊之間的

基本模式

DIKW 體系

Understanding 理解

Correctness 精確

了解資訊之間的

操作原理

熟知內容

如何去使⽤

Who

What

When

Where

為何去使⽤ Why

How

http://www.systems-thinking.org/dikw/dikw.htm


開一學期，共 18 小時，6 次，每次3小時，假日或平日
教師：林立傑博士 (台灣人工智能產業協會理事長/美國協和大學院長)

AI世代：人機協作自學與創新之道(高中)



感謝新北市錦和與高雄市雄中雄女及台北市建國
中學及全國20多所高中支持合作推動



開一學期，共 18 小時，6 次，每次 3 小時，假日或平日

1. AI基礎知識學習：學習文字生成、圖
像生成等AI工具，將AIGC技能運用在生
活學習中，擁抱AI素養能力。

2. 無人機飛行體驗：由專業教練教授無
人機基礎知識，並學習如操控無人機的
飛行，進而理解背後的科技原理。

3. 無人機編程飛行：學習程式設計來操
控無人機的飛行路徑，並結合AI一起完
成程式編寫，深入感受無人機技術的驚
奇之處。

4. 團隊合作與挑戰：透過團隊合作的專
案挑戰，學員將能夠應用所學知識，解
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
力。

5. 專業技能證書頒發：完成課程將獲得
「台灣人工智能產業協會」與「台灣無
人機發展協會」研習證書，增強個人履
歷和未來的競爭力。

AIFLY:人工智慧與無人機技術應用 (國中與國小)



感謝新北市石碇坪林雲海國小及台北市瑠公國中與
全國20多所國中小學合作推動



https://tai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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