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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Generative AI）與相關科技

變革，為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衝

擊，對於教師培訓院校來說，既要於

新技術下做好學生的教與學，更要裝備

準老師們把握好未來科技浪潮，造福下一

代，可說是面臨雙重挑戰。香港教育大學便

特別就運用生成式AI進行學術寫作提出了教學

取向和教學法的框架，參與制訂的教大電子學習

與數碼能力研究講座教授，兼人工智能及數碼能力教

育中心總監江紹祥認為，生成式AI可刺激師訓學生對

學問的追求，其為教學帶來的影響和挑戰，關鍵在於

教導他們以正確的態度和方法使用，成為終身的自主

學習者，將來把自身所學回應時代的轉變和需求，作

育英才、貢獻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對於ChatGPT等生成式AI大行其道，江紹祥
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教育界

確實要面對其為教學帶來的影響和挑戰。一方
面，當容許學生使用時，學生可能可從與
ChatGPT問答的過程中，得到從沒想過的答案或想
法，從而刺激到他對學問的追求，這是正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考慮到人類的惰性，若學生凡遇到不懂的問題
都不假思索地去問ChatGPT，甚至一字不漏地加到功課之中，影
響則非常負面。
不過，他強調，無論是否出現ChatGPT，有關人類惰性的考量一直存在，「以前要去

圖書館找參考書，亦照樣可以搬字過紙，從來都不是因為參考工具的轉變而導致這種
心態的出現。」他形容這牽涉到人性的問題，「人性從來都是有缺失的，關鍵是怎樣
教導學生以正確的態度去正確使用。」

可防範潛在壞處 限用並作監察紀錄
江紹祥指，生成式AI的特點在於具備一定語言能力，且能快速給予用家回

饋，如一些它熟悉的事情，能回應得頭頭是道，但若然問一些它不熟悉的領
域，它很快會自相矛盾甚至胡言亂語，而且會不斷重複。基於此理解，如大
學的老師和學生能以正面態度去發展學養，其益處一定大於害處。然而，同
時不可不對潛在壞處加以防範，包括可限制使用並作監察和記錄，作為學
生申報有否在課業使用的旁證，並供老師考慮其是否用得其所。

「6-P教學法」確保學術誠信
為此，教大推出了「6-P教學法」，涵蓋寫作計劃（Plan）、問題

指令（Prompt）、預覽草稿（Preview）、產出文章（Produce）、同
儕 評 議 （Peer-Review） ， 以 及 跟 進 學 習 歷 程 文 件
（Portfolio-Tracking），讓教師用以評估學生的學習進程，同時引
導學生自主學習和確保學術誠信。
江紹祥表示，教大的教學科技中心也在人工智能素養課程的

編碼部分中，教導學生運用ChatGPT以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指示其生成操控無人機飛行路徑、位置和工作任務
的程式編碼，例如命令它以一個每邊100厘米的正方形路徑
飛行，以及在每一個角停留1秒，然後在最後一個角的位置
拍照並在電腦程式上顯示，最後降落。
記者現場所見，在輸入自然語言提示後，ChatGPT只

消不到1分鍾便能生成編碼，在把編碼複製和輸入到無
人機程式指令欄後，無人機果真準確無誤地執行並完
成任務。
江紹祥解釋，教大各種對於生成式AI的回

應舉措，目的都是為了培養學生有效和正確
使用，以及發展學生的獨立思考
和反思能力，同時訓練學生成
為終身的自主學習者，未來投
身社會特別是教學工作的時
候，能夠把自
身所學回應時
代的轉變和需
求，不斷為培
育下一代人才
作出貢獻。

◆江紹祥認為，透過ChatGPT等生成式
AI，還可以幫助培養一眾準教師具備包
容、開放的態度和廣闊的胸襟。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攝

除了有助大學生成為終身的自主
學習者之外，江紹祥認為，透過ChatGPT等生

成式AI，還可以幫助培養一眾準教師具備包容、開放的
態度和廣闊的胸襟，避免日後為學生教學時，只以自己作為課

堂內獨一無二的權威。他又形容，ChatGPT就好像一面鏡子般，讓
教師以至整個教育界不斷反思如何做好教育工作，值得加以善用。
隨着ChatGPT的愈趨發展成熟和普及，江紹祥表示，在未來的教育事業

中，不僅學生和老師會用到，就連家長也會使用，例如他們可以利用它作為一
個成熟的資料庫為子女檢查功課，當中可能發現某些題目的正確答案不止一個，
無意中會對未來的中學、小學和幼稚園教師的權威構成挑戰。
他認為，在此情況下，將來老師會需要花更多的努力和工夫去「證成」（justify）

自己的答案和立場，但同時也可以擴闊眼界，接觸和認識之前未曾思考過的可能性，
從而獲益更多，「現時正好藉着ChatGPT，培養教大學生應該以包容的態度和廣闊
的胸襟，去對待知識和教育工作。」
他進一步指，一所學校的良好運作，離不開包容開放的態度，因此ChatGPT可
以作為一面鏡子，讓教育界反思怎樣善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把教育工作做得更
好，同時培育下一代更大、更廣泛的包容文化，使得社會可以更加健康發展。

學童不宜獨自使用 宜由師長指導
他說自己並不贊成讓學童獨自使用ChatGPT，笑言「這正如獨
留兒童在家一樣，是不道德的」，而是應該由老師或家長陪
同和指導，並教導他們正確的使用方法和態度，才能

夠真正有利於他們的學習發展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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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致力於資訊科技普及的江紹祥認

為，人工智能一詞帶有一定誤導成分，讓

人誤以為它真的擁有像人類般的「智

能」，甚至對它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和擔

憂，但是事實上它「既不是智能，也沒有邏

輯，更沒有情感、思想或意識，而只是一種運

算法」，希望大眾對之有更恰如其分的認識。

江紹祥解釋，現有人工智能不過是一種具有

強大運算能力、能夠進行深度學習的計算機械

模型，以ChatGPT為例，只能根據用家

輸入的指示，尋找並回覆一個最有

可能、準確性很高的答案。

他指出，社會上不乏為了

提升關注度的人不斷在「加

鹽加醋」，對人工智能的作

用和水平誇大其辭，甚至宣

稱它擁有像人類般的意

識、思想和感情，「就

算它『知道』傷心的定

義、『懂得』去描述

傷心的狀態並回覆它

『很傷心』，難道就真的表示

它理解、明白並能夠體會『哀傷』

嗎？這完全是『過了火』！」

人工智能正不斷走進日常生活，江紹祥強調，

人們應當保持平常心，以正確、恰當的態度去了解

和使用它，不用誇張也不要貶低，「這樣才能

夠有利於人工智能普及，使得社會有

更好的發展，人類可受惠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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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大學者：可終身自主學習把所學回應時代需求育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