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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別化學習支援

現時大部分的人工智能模型均可根據學生的學習進
度、興趣和能力，提供相關學習內容。例如通過分析學
生答題情況，自動調整題目難度，確保學生能按自己的
水平適切學習。這種方式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
還可增強學習動機。另外，應用項目諸如語言學習等，
學生亦可通過人工智能糾正發音、提高學習果效；亦可
透過語音即時翻譯，支援非母語學習，更輕鬆理解課堂
內容。在特殊教育範疇，人工智能亦可作重要貢獻，例
如運用「語音轉換文字」功能協助聽障學生學習，或透
過人工智能工具支援視障學生，識別環境和閱讀文本等。

3. 教師工作負擔的減輕

人工智能可以幫忙處理繁瑣的教學事務，如設計習
作、生成試卷、批改作業及論文，透過檢查語法及寫作
風格，評估原創性，更可生成教學報告。這不僅能減輕
教師的工作負擔，還可創造更大空間讓老師投入教學和
支援學生成長。

科技發展迅速，人工智能（AI）已全方位滲透至各
個領域，各行各業正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協助提升效能，
教育當然也不例外。人工智能提供了教學所需的學習方
案、工具和個別資源。然而，如何善用人工智能優勢，
針對不同需要適切提升教學成效，才是教育工作者最重
要、人工智能無可替代的責任與挑戰。

一、人工智能與教學：

1. 即時反饋與評估

傳統教學評估往往需要教師花費大量時間批改，人
工智能則可即時按學生回應來分析其學習表現、提供回
饋。坊間不乏相關人工智能學習支援配套，如寫作評估
工具可自動檢查學生的語法錯誤、句子結構和內容邏輯，
並提供改善建議，更可即時評估學生作品在公開試可獲
取的等級。這種即時反饋有助於學生及時發現問題並加
以改進，累積經驗為公開試打好根基。

摘要：教師須具備相應技術、能力和教學策略，以便教學過程中能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優勢。因此，學
校應為教師提供相關適切培訓與支援，幫助老師掌握人工智能工具的應用方法，並協助他們把相關方
法融入教學活動。此外，亦應鼓勵教師學習分析及應用人工智能提供的學生學習數據，以便根據相關
資訊調整教學策略，更適切發揮學生潛能，提升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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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追夢營」獲遊戲程式設計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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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時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具體應用：

1. 智能學習系統

智慧輔導系統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提供個別
指導和練習。例如數學輔導系統可根據學生的答題表現，
自動生成切合其水平的練習題，並提供詳細解題步驟，
有助針對不同學習需要，適切提升學習成效。

2. 學習分析與進度預測

人工智能可以通過分析過往學習數據，總結學生潛
在問題及預測未來學習表現。例如透過人工智能協助識
別具學習困難的學生，方便老師提前給予支援。這種綜
合及預測性分析，有助教師因應不同學生需要調整教學
策略，協助不同程度學生更緊貼學習進度。

3. 虛擬小老師

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可以回答學生提問，助其解決
學習疑難，此技術能協助學生在課內、課外時間全天候
獲取學習支援。

4. 虛擬現實與增強現實教學

    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
術的結合，能為學習過程提供嶄新體驗。如安排學生通
過 VR 技術置身虛擬實驗室進行科學實驗，或者通過 AR
技術把抽象的數學概念視像化，讓學生更易理解。善用
人工智能作新穎教學設計，學生對複雜的概念及理論有
更具體理解及掌握，有效提高學習興趣與動力。

三、透過人工智能提升教與學成效的相關建議

1. 教師培訓與支持

    教師須具備相應技術、能力及教學策略，以便教
學過程中能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優勢。因此，學校應為教
師提供相關適切培訓與支援，幫助老師掌握人工智能工
具的應用方法，並協助他們把相關方法融入教學活動。
此外，亦應鼓勵教師學習分析及應用人工智能提供的學
習數據，以便根據相關資訊調整教學策略，更適切發揮
學生潛能，提升學習表現。

2. 數據隱私

人 工 智 能 分 析 表 現 往 往 取 決 於 數 據 是 否 豐 富 及 全
面，這方面伴隨著私隱及安全問題。學校與教育機構應
制定嚴格的數據保護政策，確保學生個人資訊不被洩露
或濫用。對應教育局推行的七個學習宗旨之一，即「資

訊素養」範疇，教師和學生均應了解及重視數據隱私的
重要性，並學會如何保護相關資訊。

3. 平衡技術與人文教育

 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遞，還包括價值觀、情感和個
人發展及社交能力的培養。人工智能於提高教學效率之
餘，學校應在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同時關注人文教育的
平衡，確保學生在技術和人文素養方面都能得到全面發
展，並無偏頗。

四、總結

人工智能為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亦伴隨著
新挑戰。在提升教與學的理念和目標下，我們在善用人
工智能的優勢之餘，亦須注重技術與人文教育之間的平
衡，包括教育學生善用而非濫用人工智能 ( 如盲目應用
人工智能給予的答案和建議等 )。通過資訊素養培訓、技
術評估等措施，我們得以有效提高教學效率，並促進學
生全面發展。未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不斷進步，各式
各樣的人工智能工具不斷產生，教育將迎來更多的創新
與變革挑戰，擁抱變化、因時時宜、擇善而為、因材施
教，才能為學生創造更佳學習環境，為教育的長遠發展
開創新章。

圖片來源 :	https://ditchthattextbook.com/ai-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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