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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ChatGPT來了！ 教師接招

趨勢巨流河

採訪報導／記者陳映樺、王薇婷 

<br /> 

#### 前言 

2022年11月由OpenAI開發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橫空出世，至今各界討論熱度未減

，更在學術界造成前所未有的震盪。清華大學是第一個成立專案小組討論ChatGPT後

續影響的大學；臺大對教師發出ChatGPT指引：「針對生成式AI工具之教學因應措施

」，提供招式破解，包括限制學生使用、加強課堂實作演練、加深加廣作業和考試難

度等。 

 

學者間論戰未定，至今餘波盪漾，淡江為綜合大學，有文、理、工、商管、外語、國

際、教育、AI等八個學院，各領域教師對於這個全新挑戰如何接招？ 

本報除訪問教師意見，並同時於淡江大學FB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tku.official.fb)開設「請問淡江達人」專頁，由資

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於版面上回覆ChatGPT相關的問題，歡迎師生提問。 

<br /> 

#### 勢不可擋 禁止不如擁抱接納 

ChatGPT體現出了自然語言處理與生成能力上耀眼的進步，相較於其他聊天型機器人

，它除了能進行複雜、流暢的對話外，還可以做到自我學習、進化。並且，因為其資

料庫的豐富，各式各樣的專業都略有涉略，ChatGPT已然是AI科技發展的一大步。 

 

ChatGPT能節選摘要、撰寫文本，學生用它作功課、報告，猶如上了一條風馳電掣的

高速公路。不少教師因而持反對意見，香港大學即全面禁止學生使用。反之，有些教

師則是抱持贊同態度，支持學生使用新科技。 

 

投支持票的本校資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在資訊處遠距教學發展中心於3月15日舉辦「

智慧大未來GO！數位學習深耕講座」中，以「ChatGPT轉動教學及學習的正向力量」

為題演說，分享他的看法，認為與其禁止學生使用ChatGPT，不如了解ChatGPT並駕馭

它。張志勇認為：「在新科技的發展下，各公司行號或教育機構都應該了解，未來的

科技發展將會愈來愈快、愈來愈好，而ChatGPT就像是我們的工具，我們應該要培訓



學生成為會使用工具的老虎，讓工具成就學生如虎添翼，善用新科技進行人機合作

，取得優勢。」 

 

同樣持支持意見的還有日文系教授曾秋桂與教設系副教授曾聖翔，曾秋桂表示：「時

代已經無法逆流了，像我們現在也不會禁止學生使用手機，所以我抱持的是一個樂觀

的態度，會鼓勵學生多去使用ChatGPT。」曾聖翔副也分享：「我樂見其成，畢竟它

是一個無法擋的東西，老師應該要去包容、擁抱ChatGPT。要做的是去告訴學生該如

何使用，讓他們發揮自己的獨特性。」 

 

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王孝祖持中立態度，他分享學生使用ChatGPT的

利與弊：「這是兩件事情：一是資料搜尋方面，學生可以很快的獲取資訊，節省許多

時間，但是在搜尋資料的能力上卻沒辦法得到應有的訓練。二是知識方面，學生可以

很快地得到相關資料，可是同時間也會抹煞了學生搜尋大量資訊後自我思考的環節。

」 

<br /> 

#### 衝擊教師角色 重寫專業定位 

ChatGPT幾乎無所不能，這點或許使許多行業都覺得受到威脅，害怕被取代。那麼教

師的飯碗是否也不保？ 

 

張志勇認為教師的角色並不會被取代：「當ChatGPT可以做為一名助教或老師的分身

，來幫助學生釐清複雜概念與知識，學生將不會再如以往一樣需要仰賴老師。但是教

師的角色不會被取代，學生會從ChatGPT上得到幫助，教師也可以利用ChatGPT增進自

我專業能力與教學方法。」張教授也提及，ChatGPT可協助老師解決在時間、人力不

足時無法回應學生的困境。ChatGPT甚至可以給予教師上課方式、教育理論、教學策

略的建議，讓教師們的教學計畫升級。 

 

曾聖翔以雙語教學為例，分享ChatGPT對於教師的幫助：「非學科、非英語課的授課

教師都會去找英語老師，諮詢自己應用的單字程度會不會太難？或者一些語法上的使

用是不是有錯誤？ChatGPT的出現就可以幫助這些非英語課的老師解決問題。」 

 

因此，雖然ChatGPT不會取代教師，但是卻會轉換教師的定位，過去在學生眼中宛若

百科全書及聖旨般定位的教師，顯然已經無法跟隨ChatGPT的來臨而在教學中存活。

曾秋桂對此分享：「教師的定位是需要轉型的，現在的教師已不是以往那個發出唯一



號令的指示者，而是需要成為學生教學過程中以學生為中心陪伴，並給予學生發展平

台的協助者。」當然，她還是認為因材施教挖掘學生長才，再給予肯定及諮詢的角色

，「這些專業都是ChatGPT無法取代的。」 

<br /> 

#### 要問出好問題 需要先作功課 

張志勇表示，ChatGPT讓許多教育學者害怕，也讓許多企業期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

為他「比人還像人，我們無法分辨哪些是ChatGPT製作的。」但是他也認為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如同有警察便會有小偷，現今有了ChatGPT日後也一定會出現破解

ChatGPT的科技。 

 

因此面對學生在作作業時使用ChatGPT，曾聖翔表示，老師應該將ChatGPT看作是訓練

學生的一個層次、一個心態，他認為：「學生用了也沒關係，可是學生必須要誠實面

對，也就是說你有用全力做這件事情，這樣就好了。」 

 

那麼學生該如何有效使用ChatGPT呢？張志勇分享：「學生需要擁有足夠的基本知識

，否則使用ChatGPT就會像是瞎子摸象，學生問出的問題可能只是大象的耳朵、鼻子

或大腿，卻問不出完整的大象。所以在學習專業的知識體系時，仍是需要一本統整的

教科書、一個了解『大象』全貌的教師，才能讓學生站在制高點上看到整門課中知識

的串接與輪廓，提出有目標的問題。」 

 

曾聖翔也分享，學生能不能問一個好問題，其實是根據學生擁有的背景知識而有差別

。比如要寫一份台灣的歷史文字以及台灣歷史圖片的報告，對這方面的背景資料愈熟

悉，愈能夠問出更仔細的問題，「所以學生還是有很多的功課要做。」 

<br /> 

#### ChatGPT融入教學 全新挑戰 

ChatGPT已公開數月，許多人還停留在ChatGPT登場的衝擊中，但已有教師開始將

ChatGPT融入教學。 

 

「ChatGPT是一項工具」曾聖翔首先在「學習心理學」課堂中，讓學生使用ChatGPT撰

寫期末報告。他觀察在三、四十位同學中，同樣利用ChatGPT來撰寫報告，多數的報

告大同小異，但仍有少數表現出明顯差異。他表示：「結果完全取決於學生的創造力

，或是思考力。」因為提問時，是否有注重到細節、重點還有深入的程度各有不同

，就會造成ChatGPT給出來的文本、內容也不一樣。 



 

曾秋桂分享：「對於日文系來說， ChatGPT可以應用在會話、習作與翻譯課上，輔助

學生語文上的讀說聽寫譯學習。」日文系副教授葉夌使用ChatGPT進行日文習作教學

，請學生本人與ChatGPT分別以「《二十歲對你的意義》觀後感」為題，寫一篇日文

作文，並比對二者用字遣詞。經過比對發現，ChatGPT因為使用日文資料庫，所以程

度更好、語言使用更活潑；相對來說，學生撰寫的文章，可能使用了教科書上的用法

、或受母語邏輯的影響，讓文章變得較呆板。 

 

張志勇也分享，他最近經常使用ChatGPT跟Midjourney來製作課堂投影片。也試著讓

學生把課堂中的重點名詞組織起來，並請他們將這些重點向ChatGPT詢問，他說：「

對比ChatGPT的回答，檢查自己與ChatGPT的差異，也是學習。」 

<br /> 

#### 搭載運用 碰撞更多新的可能 

ChatGPT的nocoding特色屬性，使它可以輕易搭載許多平台、結合軟體，而將這樣的

特色結合在教育科技中，碰撞出更多可能。曾聖翔分享：「如果你把元宇宙視為一個

學習的環境，把學生丟到元宇宙裡面去學習，誰可以成為元宇宙的老師？那麼就是

ChatGPT了。」他認為將ChatGPT與元宇宙結合，在元宇宙這樣的場域讓ChatGPT成為

一個教師、資料庫的角色幫助學生更容易沉浸於學習情境。 

 

張志勇則分享，身為教師他希望ChatGPT可以更了解包括實驗室的管理、學生出缺席

情況、作業繳交頻率等，甚至希望可以培訓ChatGPT「成為一個完全為我服務的專屬

系統。」而在專業方面，則是希望ChatGPT能回應他在AI領域上的任何問題。 

<br /> 

#### 學術倫理探討 塵埃未定 

ChatGPT讓知識更具平等性、普及性跟開放性，但是這些優點卻有可能會產生代寫或

抄襲的疑慮，學界討論至今未有定論。 

 

曾秋桂認為，ChatGPT生成的東西雖然不能直接放入論文中，但是卻可以在寫論文的

過程中「用ChatGPT擴充知識強大自己。」而張志勇則表示，ChatGPT的確對作研究產

生很大的幫助，如果我們把做研究當作是一個問答題、一張空白的考卷， ChatGPT會

直接給我們答案，就不需要自己寫出很多答案，只要去驗證他的回答是對還是錯、資

料的取證，「至少讓他變成了一個是非題了。」 

 



ChatGPT在文本撰寫與摘要擷取的成果都是十分符合人類邏輯的寫作，不細究便看不

出其中差別。「然而，它究竟不是人，只能算是工具。」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與國

衛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博士孫以瀚於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舉辦的「

學術倫理專題講座」上提出兩個基本態度，一、ChatGPT是軟體不能夠當做是作者

，因為他無法負文責，二、它只能放在研究方法或者致謝欄中被提及，因此，「基本

上還是把它當成一個工具。」 

 

在研究中，他肯定ChatGPT可以協助很多的事情：抓錯、改寫、製作摘要，甚至寫一

篇文章。「ChatGPT適合幫我們做一些基本功，讓我們也可以將心力聚焦在創新上。

」但孫以瀚問：「如果ChatGPT出錯了，要負責的是他的公司？還是這個軟體本身

？」他認為，最後責任還是在這個使用人身上。他舉例說明：醫生要開醫囑，雖然他

可能會聽一些護士、專業團隊的建議，但是最後責任歸屬，還是在開出醫囑的醫生身

上。 

 

那麼，對於研究工作者，在做研究工作時要注意什麼？ChatGPT對我們的挑戰為何

？我到底應該要知道什麼樣的規範？怎樣培養我們的研究能力？我們應該如何將

ChatGPT利用在工作中？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副校長周倩也在講座中，以研究與學術倫

理的觀點一一回應。她認為，學術研究有著很重要的特徵，就是一定有適當的研究方

法，還有必須遵守學術誠信的原則，站在前人研究的結果或者著作上，繼續往前邁進

累積突破跟創新。「所以需要回頭去想一下什麼是學術？什麼是學術研究？什麼是學

術研究的過程？」釐清了這些問題，再回頭面對生成式AI時，便會發現它能明確幫助

我們的只有回顧理論與撰寫研究成果去發表，其餘諸如：提出假說、蒐集實證與實驗

材料等等，還是必須由研究者親身上陣。 

<br /> 

#### 成為懂AI的人 與ChatGPT共存 

比爾蓋茲說過：ChatGPT將改變我們的世界。大環境的趨勢推動人前往下一個歷程

，然而什麼人會在ChatGPT的大浪淘沙後依舊存活，那便是懂AI的人。「人不會被

AI取代，只會被懂AI的人取代」這句口號在AI時代來臨後便耳熟能詳，要如何拉開自

己與「不懂AI的人」的差距，成為「懂AI的人」呢？無法逆轉的AI時代已經來臨，舊

有的思考模式將無法用以解決現今時代問題，只有不斷的將自己的能力與時代接軌

，學習更多的知識，成為一位「懂AI的人」，才不會被時代所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