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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人類科技隨著時代進展神速革新，「未來十到廿年人工智慧（AI）將成為時代主流，

也會取代近 50％的人力工作。」（李開復，2017）106 年和 107 年大學指考放榜：第二類組
前 10 志願中，與電資相關科系從 7 個提升至 8 個；「升學輔導專家劉駿豪說：『只要科系與
就業連結度高，該系分數都會上升，…可能受到人工智慧及未來趨勢影響。』」（吳佩旻、
林良齊，2017）「AI 很夯，考生選填志願就業導向明顯。」（吳佩旻、林良齊、馮靖惠，2018）
我們是一群十到廿年後必然成為國家中堅分子的高中生，在面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AI）趨力所帶來就業的新挑戰，實不得不關注。 

 
  二、研究目的及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在 AI 科技逐漸改變生活和就業環境下，是否會對高三生在未來選讀科
系上造成影響？以及對未來就業的看法。本研究以臺灣中部四所公立高中：臺中女中（臺
中市）、文華高中（臺中市）、卓蘭高中（苗栗縣）、彰化藝術高中（彰化縣）的高三生為
主要研究對象，每校選取兩個普通班，共取樣八個班級，並以校區和類組作為研究變項，
校區分為市區（臺中市）和郊區（苗栗縣 / 彰化縣），類組分為自然組和社會組。願藉研
究之結果提供高三生升學輔導及 AI 時代前瞻教育課程發展之參考。 

 
三、研究方法及流程圖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及「訪談」三種方法來進行。藉由研讀 AI 概

念與發展、應用層面和其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對高三學生的問卷調查、高中老師和大學教
授的訪談，統整討論後再整理出研究結果和建議，輔以下面流程圖做更清楚的表示： 

 
                            問卷調查  統計分析 
    研擬題目  文獻探討                          統整解釋  共同討論  提出建議 
                            訪談調查  整理歸納 
貳、正文 
 

一、人工智慧的概念 
 
人工智慧亦稱機器智慧，是指由人造機器所表現的智慧，在建構機器具有像人的推

理、知識、規劃、學習、交流、感知、移動和操作物體的能力；以電腦科學、生物學、心
理學、語言學、數學、工程學為基礎，透過機器的電腦程式系統來展現思考、學習和解題
的能力。 
 

而人的智慧不僅於上述能力，還涉及意識、自我、心靈、精神等層面，故 AI 亦分兩
類觀點：「強 AI」與「弱 AI」，前者認為機器除具理性思考和行動外，還有自我意識和思
維；後者則認為機器只能「看起來」有智慧，但不可能真有自我意識和思維。不論哪類觀
點，對 AI 的研發都具有意義。 
    
    目前已發展的 AI 核心技術及其應用包括：機器視覺（如：圖像辨識、人臉辨識、掌紋
識別、視網膜識別、虹膜識別等）、專家系統（如：模仿人類專家制定決策和解決問題過程
的相關程式）、自然語言處理（如：機器翻譯、語音語義辨識等）、機器學習（如：海量數
據分析預測）、機器人（如：智慧生活助理）、感測器（如：攝像頭、雷射雷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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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工智慧的發展 

 
AI 概念早在 1956 年被提出，1956～1974 年為黃金時期，1974～1980 年遇到瓶頸，1980

～1987 發展出仿真決策能力，1987～1993 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PC）崛起排擠 AI，
近年來靠神經網路及基因遺傳演算法使 AI 又逐漸興起。未來在機器視覺、自然語言處理、
專家系統等方面的發展及其如何整合，將會是 AI 發展趨勢。以往當碰到狀況有所改變時，
自動化常會因無法繼續執行下去而中斷。然下個世代的 AI 將有能力自己去改變自己的規
範來繼續它的工作。漸漸地人們在電腦上做過的事，電腦都能模仿，這就是 AI 公司目前
正在研發的工作。「到最後，這些電腦會變得越來越聰明，甚至超越人類，到達未來學家 
RayKurzweil 所提出的奇點 (Singularity) 」（Classroom Aid 團隊，2017），到那時人類或許會
被淘汰，被相對更為聰明的 AI 所取代。 

三、人工智慧的生活應用 

AI 帶來許多創新的改變，讓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且機器人的行為和決策往往比人精確
很多，如：機器人 Alpha Go 能在比人類更短的時間內，下出正確的棋步而贏得比賽。目前
AI 最被看好的是金融發展領域，分成六項服務「交易與理財諮詢、風險控管模型建構、安
全防護與身分辨識、智慧客服、金融監理科技、精準行銷」（李顯正，2017），據高盛集團
的報告指出，「保守估計，到 2025 年時，人工智慧可因節省成本和新盈利機會，創造約每
年 340～430 億美元的價值。」（Goldman Sachs，2016），使用 AI 在金融業中是一項大革新，
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而 AI 不只用在工作上，也用在生活中，像不必排隊結帳的亞馬遜
Go 超市，貨架上布滿攝影鏡頭等感測器，利用機器視覺技術記住顧客們拿什麼商品，離開
時根據人臉辨識來確認顧客身分，自動到顧客預先設定的結帳方式（如：銀行卡）上扣款。 

 
此外，因應高齡化社會所推出的服務型機器狗，不僅每隻有不同情緒，更會跟人類玩

耍，高齡化社會下的長輩們就能像養寵物一樣，生活和情感上更加豐富。AI 在醫療上也有
巨大影響，例如：製藥方面有程式能判斷有機物分子結構的變種，其相關演算法就能用於
藥物的化學成分分析和新藥研製。診療上可提高判讀醫療影像、病理化驗結果的效率，更
能利用大數據協助經驗不足的醫生，減少經驗缺乏所造成的誤診。AI 能在許多領域發揮所
長，在 AI 普及的世代，會有許多驚人的變革和進步。 

 
 四、人工智慧的影響 
 
    AI 的便利、精準、高效率雖改善了人類生活品質，卻也帶來某些令人苦惱的影響： 
 

（一）引釀「失業潮」和「低薪族」：「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領域都會被 AI 應用。」（李開

復、王詠剛，2017）故 AI 可能取代工人、銀行客服、分析師、會計師，司機、助

理、仲介以及醫師、律師及老師的部份工作。107 年行政院科技會報中，台積電創

辦人張忠謀示警：「進入 AI 時代後，未來人力需求將大幅下降，5%~10%掌握 AI

技術者可獲高薪，但普遍仍有低薪問題。」（林河名，2018） 

 

（二）革新「傳統教育模式」：106 年教育基金會年會，行政院長賴清德指出：「因應 AI

時代來臨，以往填鴨式教育無法存在，教學應透過科技記錄、累積、分析學生的

學習歷程。」（馮靖惠，2017）明示建置雲端教育大數據的重要，並藉由 AI 的「適

性學習系統」（Adaptive Learning System）提供個別化回饋與輔導，以實現因材施教

的理想；而「網路教學」除可拓寬學習範圍外，亦能累積數位化學習資料。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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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建言：「未來教育模式是『以解題為學習導向』、『沉浸式學習環境』、『運用模擬

體驗實況』三項為主。」（馮靖惠，2017）可見應用知識解決現實問題、長期學習

找出解題方案、讓學校成為方案試驗的模擬場域，才是符合潮流的教育。 

 

（三）挑戰「科系」和「職業」：站在選系或就業的角度，AI 既是命運也是機會，一份

2018 台灣薪資調查：「軟體開發、物聯網與半導體領域職缺最大，若能具備機器學

習、資料科學等技術技能，則轉職加薪行情最高可達 20%。」（孫中英，2018）AI

的快速發展和普及，勢必衝擊社會結構影響勞動就業，但同時也創造出許多新機

會。關於這部分，國內如清大、臺大、中央和交大等重點大學，皆開設「多專長」、

「輔系」等跨域學程，以增強學生整合知識的能力，俾培養多元的就業力和競爭

力；為使學生對自己性向及未來職涯的適切性有較深認識，不少大學也開設「大

一、大二不分系學士班」，讓學生有充裕時間探索未來；近幾年全球企業爭相招攬

的人才特質是：積極關注各種數位新知和變化，並盡量接觸學習了解。而強化自

我數位力可善用網路資源免費自學，許多大學也都推出「線上開放式課程」，即便

在家亦可學習。（楊竣傑，2017）總之，隨處隨地做中學，已是 AI 時代下必培養的

生活習慣和態度。 

 

 五、人工智慧的隱憂 

 

（一）國家經濟走向崩塌：倘失業率不斷攀升，多數人的消費力將減弱，隱藏經濟逐漸

衰退，國民所得不均，貧富懸殊嚴重，導致社會公安亮起紅燈的危機。 

 

（二）倚賴 AI 後遺症：AI 使生活便利，可能慣養出好逸惡勞的本性；智慧遊戲取代人際

互動娛樂方式，逐漸封鎖你我交誼的管道；家用照護型 AI 減去服侍長輩的時間和

機會，漸凍了孝親情誼也破壞固有的家庭倫理。 

 

（三）道德與資安問題：發展 AI 的原料是大數據（Big data），但資訊在蒐集、儲存及處

理過程中，個資很難避免洩漏（如：使用 google 搜尋，其系統會自動將全球大多

數網站的互聯內容儲存資料備份），不道德地操弄資訊來誤導或欺騙群眾，將威脅

社會的公平正義；又當使用各種系統的 AI 產品時（如：人臉辨識系統的監視器鏡

頭），莫忘雲端記錄你的「財物個資」，倘被不法人士鎖定，對隱私將是一大侵害：

美國一名年輕媽媽 Summitt，即因家中監視嬰兒的鏡頭遭駭客入侵，結果哺乳畫面

全被駭客看光。（朱姵慈，2018） 

 

（四）倫理爭議：「我們常會有把物體『擬人化』的傾向，不知不覺認為它是有『生命的』，

進而對其投射情感。」（洪靖，2017）照護型或寵物型 AI 基於使用者的情感投射作

用，會威脅到使用者與真人或寵物間的情感關係，也因此產生倫理上的問題。 

 

六、人工智慧對高三生選讀大學科系的影響 

 

AI 熱潮除了波及全球產業及社會經濟外，就業問題也間接影響到教育層面，近兩年的

大學指考和學測，「電資時代來臨，大學熱門科系？」成為傳媒報導的主軸。我們想忠實

地探究此一現象，蒐集更真實的資料，因而設計了傳統紙本問卷進行調查。  



人工智慧時代來臨對高三生選讀大學科系之影響——以中部四所公立高中為例 

4 
 

（一）問卷分析與統整 
 

  我們以中部四所公立高中普通班高三生為對象，發出 300 份問卷，收回 294 份（時
間：2017/11/01〜2017/12/31），有效問卷 280 份（95. 2%），依研究變項分類統計：市區 132
份，郊區 148 份；自然組 138 份，社會組 142 份，並藉由電腦軟體 Excel2010 版內建統計
程式運算得下列結果： 
 
【1】在填寫本問卷之前您聽過(知道)「人工智慧」嗎？ □沒聽過(不知道) □聽過(知道) 

            
  圖 1-A                                  圖 1-B 

圖 1-A 為校區變項，聽過 AI 的比例：市區學校高三生（98%）比郊區的（95%）高了 3%。 
圖 1-B 為類組變項，聽過 AI 的比例：自然組高三生（99%）比社會組的（94%）高了 5%。 

    顯示 AI 知名度，市區學校略高於郊區學校；科技資訊取得，自然組生略多於社會組生。 
 

【2】生活中您曾接觸或體驗過「人工智慧」產品嗎？□從來沒有 □曾經(參考產品舉例) 

            
  圖 2-A                                  圖 2-B 

  圖 2-A 為校區變項，體驗 AI 的比例：市校生（83%）比郊校生（84%）低了 1%。 
圖 2-B 類組變項，體驗 AI 的比例：自然組（88%）比社會組（79%）高了 9%。 
顯示 AI 產品使用經驗，市區和郊區學生差距甚小；但自然組生顯然比社會組生來得多 
 
【3】有人說：「人工智慧時代來臨，未來機器人和人類搶工作飯碗的戲碼將越演越烈！」
您對這句話的看法是？  □很認同 □部分認同 □沒意見 □不認同 □很不認同 

 
     表 1-A 

校 (人) 次 數    分 配 (百分比 % 四捨五 入至整數)   統計 量數 

區 5 4 3 2 1    
別 很認同 部分認同 沒意見 不認同 很不認同 總    計 眾數 中位數 

市區 23(17%) 87(66%) 13(10%) 8(6%) 1(1%) 132(100%) 4 4 

郊區 41(28%) 82(55%) 18(12%) 6(4%) 1(1%) 148(100%) 4 4 

總計 64(23%) 169(60%) 31(11%) 14(5%) 2(1%) 280(100%) 4 4 

      
       表 1-B 

類 (人) 次 數    分 配 (百分比 % 四捨五 入至整數)    統計 量數 

組 5 4 3 2 1    
別 很認同 部分認同 沒意見 不認同 很不認同 總    計 眾數 中位數 

社會 26(19%) 90(65%) 12(9%) 9(7%) 1(1%) 138(100%) 4 4 

自然 38(27%) 79(56%) 19(13%) 5(4%) 1(1%) 142(100%) 4 4 

總計 64(23%) 169(60%) 31(11%) 14(5%) 2(1%) 280(10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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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A 為校區變項，（很＋部分）認同機器人搶工作的比例：市校生和郊校生相同

（83%）。表 1-B 為類組變項，（很＋部分）認同機器人搶工作的比例：社會組（84％）比

自然組（83%）高了 1%。兩變項從眾數、中位數均為 4 看，選「部分認同」者佔最大比

例；就百分比看，選（很＋部分）或（不＋很不）認同者幾乎相等，顯示市校生與郊校

生對此觀點一致，又自然組生與社會組生對此觀點也幾乎一致。 

 

【4】下列產業或行業，您認為 10～20 年後「較容易」被 AI 先行介入的有哪些？(可複選) 

【5】下列產業或行業，您認為 10～20 年後「較不易」被 AI 先行介入的有哪些？(可複選) 

□電子商務 □醫藥衛生 □農林漁牧 □能源環保 □建築營造 □藝文美學 □社會工作 

    □大眾傳播 □教育服務 □法律服務 □政治管理 □金融保險 □體育休閒 □傳統製造 

    □批發零售 □運輸倉儲 □餐飲住宿 □其他服務(如:人力仲介/維修/清潔/生活禮俗等) 

 
  表 2                                    表 3 

排    10 到 20 年後容易被 人工智慧(AI)介入    10 到 20 年後不易被 人工智慧(AI)介入 

名 行(產)業類別 反應次數 (人) 行(產)業類別 反應次數 (人) 

1 運輸倉儲 217 藝文美學 209 

2 傳統製造 160 體育休閒 151 

3 電子商務 160 政治管理 150 

4 批發零售 146 教育服務 136 

5 金融保險 107 醫藥衛生 118 

6 醫藥衛生 103 法律服務 115 

7 其他(人力仲介等) 96 社會工作 93 

8 餐飲住宿 95 農林漁牧 91 

9 建築營造 89 建築營造 71 

10 大眾傳播 83 大眾傳播 65 

11 能源環保 73 傳統製造 64 

12 農林漁牧 66 餐飲住宿 52 

13 教育服務 63 金融保險 50 

14 社會工作 54 能源環保 49 

15 法律服務 51 電子商務 46 

16 政治管理 24 其他(人力仲介等) 34 

17 體育休閒 12 批發零售 24 

18 藝文美學 12 運輸倉儲 7 

 

  表 2 為全體樣本對十到廿年後容易被 AI 介入的產業排序，前六名：運輸倉儲、傳統

製造與電子商務、批發零售、金融保險、醫藥衛生。表 3 為全體樣本對十到廿年後不易

被 AI 介入的產業排序，前六名：藝文美學、體育休閒與政治管理、教育服務、醫藥衛生、

法律服務。醫藥衛生既容易也不易被 AI 取代，表此行業中或有部分工作尚待轉型調整。

兩表排序交叉比對：某些產業並未出現在應有的邏輯排序中（如：表 2 的傳統製造理應

排在表 3 後六名之內；人力仲介應排在表 3 後六名之外），推究原因可能是部分學生填答

時，因項目繁多而未能留意答案的一致性所造成。 

 

【6】你對於人工智慧時代來臨，造成產業結構改變或某些職業被迫轉型調整會擔心嗎？ 

       □一定會 □可能會 □沒意見 □不太會 □絕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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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A 
校 (人) 次 數    分 配 (百分比 % 四捨五 入至整數)   統計 量數 

區 5 4 3 2 1    
別 一定會 可能會 沒意見 不太會 絕不會 總    計 眾數 中位數 

市區 15(11%) 76(58%) 19(14%) 19(14%) 3(2%) 132(100%) 4 4 

郊區 27(18%) 75(51%) 31(21%) 14(9%) 1(1%) 148(100%) 4 4 

總計 42(15%) 151(54%) 50(18%) 33(12%) 4(1%) 280(100%) 4 4 

 
       表 4-B 

類 (人) 次 數    分 配 (百分比 % 四捨五 入至整數) 統計 量數 

組 5 4 3 2 1    
別 一定會 可能會 沒意見 不太會 絕不會 總    計 眾數 中位數 

自然 22(16%) 67(49%) 27(20%) 19(14%) 3(2%) 138(100%) 4 4 

社會 20(14%) 84(59%) 23(16%) 14(10%) 1(1%) 142(100%) 4 4 

總計 42(15%) 151(54%) 50(18%) 33(12%) 4(1%) 280(100%) 4 4 

 

  表 4-A 為校區變項，（一定＋可能）擔心未來職變的比例：市校生和郊校生相同

（69%）。表 4-B 為類組變項，（一定＋可能）擔心未來職變的比例：社會組（73％）比自

然組（65%）高了 8%，可能社會組生認為在 AI 時代，相比自然組生較無職場優勢而擔心。

兩變項從眾數、中位數均為 4 看，選「可能會」者佔最大比例；就百分比看，選（不太

＋絕不）擔心者皆佔整體 13%。顯示市校生與郊校生對職變憂心程度相等，社會組生比

自然組生對未來職變則有較多擔憂。 

 

【7】您會因人工智慧 AI 時代來臨，在選擇大學校系方面預做準備嗎？ 

       □一定會 □可能會 □沒意見 □不太會 □絕不會 

 
       表 5-A 

校 (人) 次 數    分 配 (百分比 % 四捨五 入至整數)   統計 量數 

區 5 4 3 2 1    
別 一定會 可能會 沒意見 不太會 絕不會 總    計 眾數 中位數 

市區 10(8%) 57(42%) 24(18%) 37(28%) 4(3%) 132(100%) 4 4 

郊區 13(9%) 65(44%) 38(26%) 30(20%) 2(1%) 148(100%) 4 4 

總計 23(8%) 122(43%) 62(22%) 67(24%) 6(2%) 280(100%) 4 4 

 
       表 5-B 

類 (人) 次 數    分 配 (百分比 % 四捨五 入至整數) 統計 量數 

組 5 4 3 2 1    
別 一定會 可能會 沒意見 不太會 絕不會 總    計 眾數 中位數 

自然 13(9%) 58(42%) 30(22%) 34(25%) 2(1%) 138(100%) 4 4 

社會 10(7%) 63(44%) 32(23%) 33(23%) 4(3%) 142(100%) 4 4 

總計 23(8%) 121(43%) 62(22%) 67(24%) 6(2%) 280(100%) 4 4 

  

  表 5-A 為校區變項，（一定＋可能）應 AI 做選系預備的比例，郊校生（53%）比市校

生（50%）高了 3％；表 5-B 為類組變項，（一定＋可能）應 AI 做選系預備的比例，自然

組和社會組相同（51%）。兩變項從眾數、中位數均為 4 看，選「可能會」者佔最大比例；

就百分比看，選（不太＋絕不）應 AI 做選系預備者佔整體 26%，推測這些學生對於 AI

時代來臨充滿較多信心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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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若未來 AI 取代您原想的工作，就選擇大學校系的角度，您的看法是？(請擇一) 

 □選 AI 高相關科系 □選 AI 難發揮科系 □進大學後再觀望 □入職場後再學習 

 

 

 

 

 

 

 

圖 3-A                                     圖 3-B 

 

  圖 3-A 為校區變項，對 AI 代工之選系看法：在選 AI 高相關科系、進大學再看、入

職場再學方面，市校生和郊校生差距不超 2%，但選 AI 難發揮科系，市校生比郊校生高

出 5%。圖 3-B 為類組變項，對 AI 代工之選系看法：在選 AI 高相關科系，自然組比社會

組高出 6%；在選 AI 難發揮科系和進大學再看，兩組只差 1%；但入職場再學，社會組比

自然組高出 5%。整體觀之，進大學再看和入職場再學的百分比加總高達 55%。 

 

【9】您認為因應人工智慧 AI 時代來臨，我們從現在到未來需要儲備哪些能力？(可複選) 

 □數位技能的應用力 □人與 AI 間的協作力 □跨領域的創造思考力 □其他 

表６  

排名 因應 AI 時代需要的能力 反應人次 全體百分比 

1 跨領域的創造思考力 242 86.4％ 

2 人與 AI 的協作力 188 67.1％ 

3 數位技能的應用力 168 60% 

4 其他 11 3.93％ 

     

  在不考慮「校區」及「類組」變項下，表 6 為全體樣本對 AI 時代須具足哪些能力的

重視程度排序：跨域創思力（86%）、人機協作力（67%）、數位應用力（60%）、其他能力

（4%）：包括與時俱進的思維、工作領域達專精卓越、藝術生活、對人群有情感、個人獨

特性、對文學和美學的感性、愛的能力、程式設計力、擴大 AI 用途的能力、比 AI 卓越

的創造力、維修 AI 的能力。 

 

（二）專家學者訪談（兩位：高中輔導主任 /大學教授） 

 

問卷分析結果：83%的受試學生認同未來機器將取代人工，69%憂心職場變異，選系的

預備心理中有近 50%會考量 AI（選 AI 高相關或 AI 難發揮的科系）；55%對未來從業和選系

的看法是：「進大學再看」與「入職場再學」；高達 242 位受試學生（樣本總數：280 人）

認為「跨領域的創造力」是因應 AI 時代必先養成的能力。為此我們想進一步藉由訪問高

中端和大學端的教育專家，談談面對 AI 時代學生們該如何因應？而高中及大學教育又該

有何作為？期能為未來的教育方向提供意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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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 台中市私立曉明女中 輔導室主任  王美玲老師】 

 

    問：請您談談高中生需要培養哪些能力，以適應 AI 時代？答：高中生要培養的能力除了

與時俱進的科技知能，再來就是目前 AI 還無法取代的能力，如：情感、溝通、表達、創意、

美學等。同理心來自情感，AI 無感，更無法體會情緒背後真正原因。若人我互相同理，可以

解決工作上的心理問題；溝通與表達能降低人際互動中的衝突發生，增進雙方彼此的理解，

更易於任務達成。這些都是人與生俱來的獨特價值，AI 望塵莫及。 

 

    問：依據這些「待培養的能力」，高中可為學生規劃開設哪些課程或活動？答：綜觀上述，

在高中劃設新時代的能力本位課程，有其重要性及必要性：就以想選讀目前熱門大學科系

（如：資工系）的學生來說，讓他們參加程式設計檢定（如：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簡稱 APCS）將有助於培養專技；而對其他學生則可劃設一些 AI

目前尚缺乏的能力課程，如：辯論、素描、創意手作等活動，如此可及早開發學生們在溝通

表達、創意美學和情意上的潛能；也可舉辦不同類型的演講，邀請校內外在學術、社會、業

界人士來介紹自己的專業領域並分享經驗，讓高中生對自己的未來更有想法。 

                                                                                                                                                                                                                                                                                                                                                                                                                                                                                      

【受訪者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智能自動化中心主任  林文燦教授】 

 

    問：請您依近年走訪海外各國的經驗，分享世界產業轉型或創新的觀感。答：全球各級

產業正面臨轉型與創新，而蔚為這波潮流的力量來自「省人化」與「豐富化」，這是 AI 崛起

的原因。產業唯有和 AI 結合，才能提高經濟價值，如：能判斷色彩來包裝色筆或仿醫學美容

扎針的機械手臂，能調控室內電燈、風扇、冷氣的應用程式，無人監控的智能工廠，自動駕

駛車……等，AI 產品無所不在。 

 

  問：大學教育應培養學生何種能力與特質，以符應 AI 時代的需要？答：未來人人勢必都

要和 AI 協作，故不論自然組或社會組學生，皆需結合彼此專長，再透過 AI 的模式展現出來。

如：文史藝術系學生提供其專業領域資訊（可成為 AI 產品的背景素材），理工系學生則編寫

AI 程式執行任務（以非科技的專業資訊進行程式設計）。因此，不論高中或大學各類組學生，

若能培養相當程度的兩種能力：1.邏輯思考力 2.跨領域的創新力（如：生科結合醫學、電機

結合文學等），就能在 AI 世代裡找到自己的定位。 

 

  問：依據這些「待培養的能力」，高中及大學兩端可劃設哪些課程好讓學生踏入職場後，

快速適應社會脈動及產業發展？答：高中生可學習編寫例如像：連結 Arduino（一種開發智慧

產品多功能的主機板）模組的電腦程式，藉以訓練邏輯推理能力，未來創造更好的 AI 產品。

在大學方面，開設與產業發展脈動相關的「跨域課程」或增設「輔系」以供學生多元出路的

能力需求。目前，AI 很難做到專業決策與發明創新，無法完全取代人類，因此除部分需大量

人工的產業，不必太擔心 AI 對職業的威脅。身為高中生應提早訓練自己的邏輯思維、跨域統

合及創造能力，才能順利接軌大學課程，在 AI 的時代中發揮所長。 



人工智慧時代來臨對高三生選讀大學科系之影響——以中部四所公立高中為例 

9 
 

參、結論 
 
 一、結論 
 
   回顧研究，發現兩個研究變項「校區」或「類組」組內差異不大，表示不分地域或屬性，
受試學生對 AI 有一致性的認知和看法，然此解釋僅限本研究的樣本，不足以推論到其他樣本
或母群。綜觀整體：69%的樣本意識到 AI 的危機，卻只有 50%在選系時會考量 AI 而準備，
另一半則不太憂心；200 多個樣本認同易被 AI 介入的行業：運輸、製造、電商、零售、金融
和醫藥，不易被介入的行業：藝術、體育休閒、管理、教育和醫藥，此結果提示我們 AI 擅長
和不擅長的領域是哪些，而醫療業尚有其轉型的契機；與專家晤談，找到 AI 時代的學習目標
及課程發展重點，這些都是學子們和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課題。 
 
    猶記李開復先生曾說：「換個角度想，AI 的誕生其實是把人類從長久的勞動中解放出來，
並藉此提升人的深層價值。」（李開復，2017）但，果真能解放嗎？深層的價值該如何提升？
伸手五指，長短互異，啟示每人的天賦才能並「不平等」，然「不平等」的才命有著「平等」
的生命價值；要彰顯生命的價值得靠「努力」，但要朝向哪裡努力？就是「興趣」。所以縱使
AI 在勞動市場上投下震撼彈，危及多數人的生計，但別忘 AI 並非萬能，只要發揮人類不被
取代的獨特價值（如：創思和靈性），發展興趣並深耕擅長的領域，就能在 AI 時代翻身存活。 
 
  二、建議 
 

（一） 政府方面 
 

1、參考 AI 強國政策，成立跨部會組織，設立產官學界交流平台，以培育 AI 世代人才。 
2、考試制度增闢特招管道，讓領域專才學生藉術科表現得以順利升學，提高教育程度。 
3、平衡數位落差，強化科技教育；讓職訓所成為勞力失業者「職場第二春」的桃花源：

開設產業需求的跨域課程並配合專業證照檢定，以培養失業者轉職的能力。 
4、制定嚴法，以鞏固資安；規範「大數據」應用範圍，避免 AI 膨脹威脅人類就業環境。 

 
 （二）學校方面 
 

1、營造讓學生探索生涯職場適切性的學習環境。（如：大學一、二年級不分系學士班） 
2、對選系失利學生，開設職場需求的跨系課程供選修，通過考試核發該學系正式學分。 
3、加強「科技倫理」與「品德教育」：這是防杜 AI 時代「內憂外患」的根本方法。 
4、讓學生具備一定程度的「科技法律」素養。 
5、對於數位原生代的學子，除要能操弄數位產品、撰寫電腦程式，還要栽培下列能力： 
（1）邏輯推理力：邏輯啟發除仰賴數學和資訊教育外，對於程式設計不感興趣或恐懼

排斥的學生，應思考如何在其喜愛的領域中，巧妙地融入推理課程。 
（2）AI 欠缺的能力：情意（如：關懷、同理心、愛心）、表達、社會溝通技能、敏覺與

洞察、危機應變、彈性思維、創意、抽象理解、批判思考、主觀及個人獨特性、
審美…等，這些皆為開發 AI 時代前瞻課程的著力點。 

（3）整合跨域知識、活用知識並擅用電腦科技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4）道德批判力：社會是非諸象，唯賴理性感性兼具的思考力，才有正確的價值判準。 
6、邀請學術、社會、業界傑優人士分享創新、創業的寶貴經驗與心得，以啟發學生。 

 
 （三）個人方面 
 
   1、培養探索事物的好奇心、宏觀深刻思考的習慣、接受創新和挑戰困境的勇氣。 
    2、秉持終身學習的理念：充實與時俱進的科技新知，培養操弄數位產品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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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結合作的精神態度：與人群或機器互動、互助，才能互利共生。 
 
  AI 的時代確為我們高中生在升學、求職的道路上增闢一處「極限冒險區」，近來在傳媒
火熱報導下，或許也真的改變不少人對職涯原初的規劃，然而「路，是人走出來的！」相信
只要憑藉勇於挑戰未知和堅持志趣的信念，在入區前充實跨域多元的專技知能，厚植 AI 欠缺
的能力，涵養良好倫理道德觀，就能在 AI 時代中找到自我實現的契機，在 AI 的天空下覓得
庇蔭自己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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