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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要訊息  
【高三特殊選才】：各校特殊選才簡章近期開始公布，請有意申請的高三同學詳見

輔導處網頁「最新消息」、各大學招生網頁，或至「大學多元入大學多元入學網」

➜右側「特殊選才招生訊息」參閱。 

 

※生涯輔導文章 

做獨一無二的自己！台大資工系副教授陳縕儂：
這 3大能力，AI時代必備，愈早開始培養愈好 

作者：黃啟菱－未來 Family 記者 

    台灣學生常有的問題，是不愛思考、想直接得到答案，陳縕儂強調，大人得鼓勵孩子多

練習獨立思考，在 AI 時代，只要有好的思考能力，到各個領域都能有好發展。 

 

    AI 浪潮席捲而來，已對人類社會造成實質影響，台大資工系副教授陳縕儂表示，若想大

步邁向新時代，首先得有正向的觀念，思考如何利用 AI 來「賦能」（Empower）人類，讓

大家有更多的能力去做到更好的事情。 

     她強調，AI 不會取代人類，但「會用 AI 的人」將取代「不用 AI 的人」，因為會用 AI

的人，工作可能會做得更好、更快，「你與其焦慮，不如去想該怎麼在專業領域跟 AI合作，

讓自己變得比過往更厲害。」 

    北一女、台大資工畢業的陳縕儂，到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原在美國微軟任

職，後來卻放棄千萬年薪，接受母校延攬回台任教，成為台大資工系上最年輕的老師；她總

鼓勵學生做獨一無二的自己，別受框架限制，走自己喜歡的路。大學就開始研究 AI，陳縕儂

參與並見證了 AI 發展的大躍進，日前，她受邀參與 2024 未來教育國際論壇，分享 AI 對教

育帶來的影響及因應之道。 

集體焦慮，連醫學系、資工系學生也怕 AI 
    她觀察，如今不只職場工作者擔憂 AI 帶來的衝擊，連大學生也會怕，「有醫學系的學生

說，AI 可能比他還會判斷腫瘤、知道疾病與對應病兆；資工系學生也覺得，AI 好像比自己

還會寫程式，而且寫得又快又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得先想辦法讓學生知道，AI 用來輔

助我們的。」 

    在望向未來時，不妨先回看技術發展的歷程。搜尋引擎如 Google 剛出現時，大家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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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衝擊，曾討論運用 Google 在工作、學術上，是否算抄襲，後來還是摸索出使用這個工具

的方法，好好的引用。 

    如今我們已很熟悉的搜尋引擎，其實也是 AI 的一種，其原理是模擬圖書館員，用快速

方法找到資訊，然後妥善排序，陳縕儂說明，這是「抽取式」（Extractive-based）的概

念，「就像是某個資訊存在，我幫你找到、抽出來，但如果你想問的東西，並沒有既有資

訊，那就無能為力了。」 

搜尋引擎曾引發熱議，如今已稀鬆平常 
    比方說，ChatGPT 剛問世時，很多人來找陳縕儂開課，希望談談因應之道，但當時她

搜尋資料，總一無所獲，因為此類的相關訊息仍非常少。 

    「生成式」（Generative-based）的概念就不同了，假若是問 ChatGPT，請它規劃 AI

相關的課程大綱，它真的會給，給出的內容可能是胡謅的、也可能具參考性，此時我們要有

能力去評估、驗證 AI給的答案，不能傻傻地全盤相信，還得要有能力進一步追問。 

    陳縕儂比喻，抽取式 AI 就像剛進公司的菜鳥，手上有一份老闆給的手冊，每當碰到事

情了，菜鳥便打開手冊，看看裡頭有沒有提到這類事，若有、就照著 SOP 走，若沒提到、

就算了；這樣的做法，好處是正確率 100%，壞處是只能處理手冊上有提到的事。 

科系邊界會變模糊，跨界合作將成常態 
    至於生成式 AI，就像老鳥，倘若遇上沒碰過的問題，也可以根據經驗去處理，但有可能

會出錯，正確率較低，而且比較難控制。我們已經學會運用抽取式 AI、大量使用搜尋引擎，

未來也必將習慣有生成式 AI 的新生活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AI 時代來臨，讓很多人有「文理組焦慮」，認為只有讀理工相關科系才

有前途，陳縕儂並不這麼認為。「未來是『有 AI技術的人』跟『懂特定領域的人』合作，每

個領域的人都可能跟會 coding 的人合作，會 coding 的人也要跟各領域的人合作，科系中

間的邊界會變模糊，每個人都得身兼多職。」 

未來挑戰更複雜多元，學習面貌也不同 
    若要探討生成式 AI 對教育的影響，可以從學習的本質來切入。美國教育心理學大師布

魯姆（Bloom's Taxonomy）提出的認知學習理論中，將認知的層次分為記憶、理解、應

用、分析、評估和創造，如金字塔般堆疊而上；陳縕儂直言，過往台灣的基礎教育著重在下

層的能力如記憶、理解，較少強調金字塔上層的部分。 

    但出社會後，要面臨的挑戰是很多元、複雜的，加上人類社會中各式各樣的科技工具推

陳出新，「當一切都是 open book 時，你很會『把東西背起來』的優勢就不復存在了。」 

如今學生得培養的能力，是金字塔上層的分析、評估與創造，這也是能否好好運用 AI 的關

鍵。 

 
 



 

三個重要的認知能力：分析、評估、創造 
    所謂「分析」，是碰到問題後能夠拆解因應，例如想利用 AI 來輔助解決某事，那該如何

把大問題拆分成小問題、如何精準提問等等；陳縕儂直言，台灣學生向來不愛問問題，其

實，要會問問題，首先得要有好的分析思考能力，「如果腦袋空空，也問不出好問題、得不

到好答案。」 

    「評估」的重點則在於獨立思考的能力，像是 AI 給了回答後，能否評估其正確性，又

該如何繼續追問等等。 

    至於「創造」，生成式 AI 看似很有創意，「但如果你全靠 AI，例如請 AI 寫篇小說來看

看，那成品也不會有創意到哪裡；還是要靠你跟 AI 互動，達成的結果才會好，我們可以把

AI 當成激發創意的 partner，但不會所有創意都來自 AI。」 

訓練自身的思考力，不能連大腦都外包 

    陳縕儂強調，要讓學生知道，雖然現在 AI 工具很多元，但還是要訓練自己的思考力，

要去想 AI 給的東西好不好、是否符合自身需求，不能把事情全丟給工具，連大腦都外包

了。 

    分析、評估與創造等高階能力，以往都到了大學以上才訓練，她建議可以早點開始，從

小培養孩子的軟技能與獨立思考力；不過，重視金字塔上層的能力，並不代表下層的能力就

不重要了，畢竟能力是堆疊而上的，如果下面不穩固，上面也沒辦法好。 

重拾好奇心，找回求知的初衷與樂趣 

    也有愈來愈多老師有意識的調整教學方法，像陳縕儂就曾出過作業，請學生叫 AI 寫程

式，先設定目標，再一步步引導 AI，讓 AI 最後能寫出正確程式，「我要看的，不是程式本

身，而是看學生的思考邏輯，看他如何提問、如何追問、如何得到想要的結果，這整個過程

是比結果還重要的。」 

    教育客製化的案例也逐步增加，最常見的模式，是讓生成式 AI 當學生的個人化家教，

更有效、更低成本的輔助學習，已有研究顯示，客製化的教學確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陳縕儂強調，AI 對教育的幫助，不只著重在客觀知識上，「有標準答案」的問題，AI 固

然能答，「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AI 也可以提供更多元想法，讓學生知道有人這樣想、有

人那樣想，更有機會有深入思考；過往，要在小班制的課堂上，才有辦法做這種討論，但如

今有了 AI，可行性便提高了許多。 

    「多數人在小時候，都有各種天馬行空的問題，好奇心旺盛，可惜大人也沒空或沒辦法

回答你，長大後，大家漸漸也不問問題了。如今，你想問什麼，AI都能答，雖然它說的不

一定對，但這是個好機會，能激發想法，重拾你的好奇心，繼續學習吧！」 

 

原文摘自 未來親子學習平台：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family/content/index/31322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family/content/index/3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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