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前警語：以下所提「實驗教育」，僅代表
「光合人文教育工作室」系統。



• 布袋嘴洲南鹽場-環境教育專員
• 新竹縣農村再生計畫-輔導團隊
• 新竹市社區營造中心-專案執行
• 新竹市竹松社區大學-議題組長

• 社團法人台灣豐禾子協會-爪牙
• 光合人文教育工作室-領主(LORD)

• 守備範圍：
組織工作、議題轉譯
主題企劃、實驗教育





《人類大歷史》一書提到，人屬對
「火」的靈活使用，讓彼此能夠跳
脫身體構造限制，無論大人、小孩，
只要能以燧石敲打出火花，就可以
逼退黑暗、烹飪食物、驅逐野獸、
焚毀整片森林。

當人屬駕馭火焰，也就意謂跨越先
天侷限，人與人之間的能力越趨平
等。

「生成式人工智慧」也有如此力量。
圖片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4982


AI時代下，我認為當代實驗教育應具備素養
的養成，包含但不限於：

 具有辯證資訊的意識－
以懷疑論積極驗證資訊真偽

 具有指認壓迫的能力－
以差異政治覺察AI偏見

 具有維繫我能的企圖－
以自主學習強化自我效能感



具有辯證
資訊的意
識－ 以懷疑論

積極驗證
資訊真偽



近日我開始將 ChatGPT 用於應用文體生產，
摘要式書寫讓繁瑣工作變得省力，但文章完
成後，我發現節省的不只是時間，同時也
省略了蒐集、消化、結構、再生產的過程，
而這一點讓文章變成只是專業詞彙的堆疊，
無有個人反思與內化，僅剩取用成果後的空
洞。

我寫了一篇我不知道的東西，
如同生成式AI的運作一般。



 當「生成式人工智慧」武器化－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當我們要求ChatGPT產出錯假訊息，
它都會照做，包括1月6日美國國會山莊遭闖入事件、移民、
中國不當對待新疆少數族群等議題。」

——NewsGuard總編輯吉姆．沃倫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8749?fbclid=IwAR06HpX8idn5z1ImuKzM3mVYwhTgzmqfmB6129-iBxqR7LdCvPJ4iqWABss


 知識的形成關乎信念與事實，若信念盲目依託
於「生成式人工智慧」所產製的內容，其內容難
以驗證真假，那麼就無法證成知識的產生。

事實
（Truths）

知識
（Knowledge）

信念
（Beliefs）

（圖片取自維基百科「知識論」條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E8%AE%BA


•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武器化也並非只存在產製端，
當閱聽眾個體信念結合「假新聞／假訊息」的價
值觀，無論接受端的訊息是否經過查核，只要訊
息內容與個體信念相互牴觸，那麼閱聽眾便會直
覺式的將其判讀為假新聞，在這樣的思維下會
將人推向價值觀的極化。

TFC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Facebook 發文（11/05）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fc/photos/a.234834500505015/690612941593833/


具有辯證資訊的意識－
以懷疑論驗證積極資訊真偽

 不僅僅要檢核外部資訊的真確性，也需時時
反求諸己，理解自身的「信念」其來有自。

 跨過訊息的同溫層，看見並試著同理差異性。



具有指認
壓迫的能
力－

以差異政治
覺察AI偏見





Iris Young 在《正義與差異政治》中，
介紹關於壓迫的五種形式：

 剝削(exploitation)
 邊緣化(marginality)
 無能(powerlessness)
 文化帝國主義

(cultural imperialism)
 暴力(violence)

圖片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63171


 剝削(exploitation)：生產成果的不當轉移
• 取得生成式AI系統中使用的版權內容許可。
• 公平地給予在生成式AI系統中，所使用到作品的作
者報酬。

• 公平地補償AI生成內容中使用到作品的作者，無論
這些生成是否違反現行法律。

來源：ArtStation @ Greg Rutkowski

來源：Stable Diffusion
來源：twitter @haruno_intro 來源：twitter @musaishh資料來源：數位時代<AI生成圖片大量仿冒，爭議怎麼解？>

https://www.artstation.com/rutkowski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72120/ai-image-generators-202210


 邊緣化(marginality)：被社會系統認為沒辦法自
立的群體，常常要依賴其他群體，剝奪他們參與
社會的機會。 

服務員點餐

邀請高齡者參與並與高
齡者一起設計人工智慧
技術

確保收集包含「年齡」
在內的資料

加強研究以了解人工智
慧的新用途以及如何避
免偏見

對高齡者及其醫療保
健提供者和護理人員
的數位基礎設施和數
位素養進行投資

確保高齡者的同意權
和異議權

年齡多樣化的數位科
學研究團隊

賦予高齡者權力並與高
齡者合作發展治理框架
和法規（如審議）

人工智慧開發和應用
中，落實穩健的道德
架構

資料來源：pymnts
<Millennials Like QR Code Menus. Others? Not so Much>

資料來源：WHO
<Ageis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health>

https://www.pymnts.com/restaurant-technology/2022/millennials-like-qr-code-menus-oth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40793


 無能(powerlessness)：限制一個人發展自己的能
力，及對他個人地位的否定。無能者缺乏權威、
地位及專業者會擁有的自我感受。

• 亞馬遜導入人工
智慧為徵才者進
行評比，其資料
來源為亞馬遜過
往十年收到的履
歷樣本，而這些
履歷樣本大多來
自於男性。

資料來源：reuters<Amazon scraps secret AI recruiting tool that showed bias against wome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mazon-com-jobs-automation-insight/amazon-scraps-secret-ai-recruiting-tool-that-showed-bias-against-women-idUSKCN1MK08G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主流群體用刻板
印象，去看待邊緣群體，讓這些邊緣群體被消音、消失。

圖片來源：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midjourney/comments/11vuvdk/time_period_selfies_time_traveler_shows_soldiers/


圖片來源： wiki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ative_American_Chiefs_1865.jpg


資料來源： medium <AI and the American Smile>

https://medium.com/@socialcreature/ai-and-the-american-smile-76d23a0fbfaf


 暴力(violence)：某些群體的成員終其一生都知道他
們必須恐懼針對他們個人或財產的任意、無緣無故的攻
擊；這些攻擊沒有特定動機，目的只是為了破壞、羞辱
或摧毀這個人。

黑人被告的再犯風險評分

白人被告的再犯風險評分• 風險預測與評估輔助
工具－COMPAS

來源：propublica<Machine Bias>

先前罪刑：
兩起武裝強劫
一起武裝強劫未遂

再犯罪刑：
一起重大竊盜案

先前罪刑：
四起未成年人違法
行為

再犯罪刑：
無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machine-bias-risk-assessments-in-criminal-sentencing


具有指認壓迫的能力－
以差異政治覺察AI偏見

 在使用端，我們難以憑一己之力影響數據蒐集、資
料使用，但我們可以培養指認「壓迫」的能力，並為其
發聲，使自身能從被動的接受者，成為主動的行動者。

 不被人工智慧馴養，維持自身的差異性。



具有維繫
我能的企
圖－ 以自主學

習強化自
我效能感



使用者不需理解「生成式人
工智慧」運作原理、也不用
堆疊知識與經驗，只需詠唱
就能（自以為）擁有某種能
力。「專業」不再是區分孰
優孰劣的量尺。

當專業工作越來越像是便利
商店的咖啡機，隨手一按就
能吐出還算可以入口的熱美
式，那麼以工作和個體成就
為重的價值觀及人生觀就需
重新定義，否則便會開始威
脅到人的自我。

技能

興趣 價值觀
什麼對我來
說很重要？

我喜歡什麼？

我擅長什麼？

有意義
的工作

圖片來源：quiwa<探索工作價值取向>

https://www.quiwa.net/user/quiz?id=e5c97855-99c4-41df-9da7-6645a01cee06


 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

圖片來源：fairiesheart

為心理學家班杜拉(Bandura)提出的理論，意指個人能善
用擁有技能，實現目標的一種信念。高自我效能的人，
會更傾向積極嘗試完成困難任務。

https://fairiesheart.com/2021/04/12/%E5%AD%A9%E5%AD%90%E5%A4%B1%E5%8E%BB%E5%8B%95%E5%8A%9B%E5%AD%B8%E7%BF%92%E3%80%81%E6%B2%92%E6%9C%89%E8%87%AA%E4%BF%A1%EF%BC%9F%E8%87%AA%E6%88%91%E6%95%88%E8%83%BD%E5%B0%8D%E5%85%92%E7%AB%A5%E6%88%90/


Ａ君，國中生，自學十三年，學習偏好在於美學領域，
持續精進手繪技術（職業取向），他說：

• 「（畫畫）重要的是過程。」

• 「如果有被取代或不能賺錢的風險，那我就去找其他
工作。」

• 「總有一天我會被科技取代，但我還是會繼續畫畫。」



B君，國中生，自學八年，學習偏好在於美學領域，持
續精進裁縫技術（興趣取向），他說：

• 「有被AI取代的焦慮感。」（他為此進行專題研究）

• 「人類跟人類的情感共鳴，與人工智慧是不同的。」

• 「會無視取代風險繼續維持興趣，無論興趣最終會
不會成為工作。」

• 「只要過程是好的，就是值得的。」



具有維繫我能的企圖－
以自主學習強化自我效能感

 面對挑戰的與時俱進、因地制宜。

 來自外在的「惘惘威脅」，將促使學習者，更加有
意識的探索現階段的學習意義，並將其轉化為前進
的動能。



AI時代下，我認為當代實驗教育應具備素養
的養成，包含但不限於：

 具有辯證資訊的意識－
以懷疑論積極驗證資訊真偽

 具有指認壓迫的能力－
以差異政治覺察AI偏見

 具有維繫我能的企圖－
以自主學習強化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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