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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工具為大

學教學方式
帶 來 重 大 改

變，學生考試和
評核模式也自然需

要作出相應調節，
港科大首席副校長郭

毅可指，很多人對新技
術出現感到擔心，或是

因為堅持老想法，例如擔
心ChatGPT 會引致學生抄
襲、作弊等問題，「這就好
比一個馬車車伕用駕馬車的
方法來駕駛汽車，這樣他一
定駕駛不了，我們作為人
類，是有很多的辦法來應對
和作出改變的。」
郭毅可舉例說，老師、教

授過去經常都會考慮，設計
的考題對學生而言會否太容
易，那麼現在他們可以先把
題目讓ChatGPT做一次，用
它來作一種「評核的評核」
（the assessment of
assessment），如果它考到
90分，就可以被視為題目太
容易；相反，如果它只能考
到70分，那麼就可以把70分
作為合格線再讓同學去考，如果考得
不如機器，就要深刻反思，考得好過

機器才算合格，「這不也是很
好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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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為

社會持續帶來新的機遇與挑

戰。過去大半年，ChatGPT等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Generative

AI）如潮襲至，各界都為當中的先

進技術感到訝異，教育更是其中一個

大受衝擊的領域；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在內

多所著名學府，一度因其未明的潛在影響而禁

止學生使用，同時亦有人看到生成式AI引領教育

革新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今起推出系列報道，邀請本港大中小

學管理層，以及資訊科技教育專家，就生成式AI為香

港各個階段的教育帶來之利弊得失以至長遠影響分享及

探討應對之策，推動社會以正確、合適態度去迎接、擁

抱及掌握新科技。

生成式AI×教育
擁抱篇

編 者 按

面對生成式AI來勢洶洶，社會高度關注其對大學教育帶來的衝

擊，包括導致學生抄襲、作弊等學術誠信問題，以及使得

學生對AI（人工智能）產生依賴等不良學習態度的

弊端。然而在今年3月初，香港科技大學卻

率先反其道而行，公布對ChatGPT

持擁抱態度，容許教師自行決定

是否准許學生在課業和評核中使

用。校方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強調，ChatGPT能夠促進學

生對知識的獲取，培養並不斷提

升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精準發問

的能力。實際經驗更說明，有了

ChatGPT後，學生對個別課題的

學習可提速兩倍，原本需約三星期講解

的基本重點，現時一星期內就能掌握，讓老師

可更快、更深入地教授進階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科技急速發展，對社會各界既是機遇，但同時亦會衍生令人憂慮的新挑戰，在生成式
AI議題上，科大取態更傾向前者。

科大首席副校長兼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郭毅可表示，科大作為一所科技大
學，「我們對科技永遠是抱着一種肯定和擁護的態度。」本身從事AI研究的他指出，
從一開始就認識到，ChatGPT是該領域一個非常大的技術進展，其發展肯定會對人類
社會包括教育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有用。
因此他認為，禁止學生使用它一來沒有意義、二來也禁止不了，更重要的是要讓

教師視乎情況自由選擇，「大學不應該為教學施加未經考慮清楚和不合邏輯的限
制或影響。」

教評模式求變 利學生獲取知識
科大協理副校長（教學）馮志雄亦指，大學領導層經過廣泛校內諮詢和商
討後形成共識，認為真正有意思的，不是ChatGPT對現時的教學和考試制
度帶來什麼衝擊，而是要去考慮怎樣改變現行的教學與評核方式，「使其
能夠促進學生對於知識的獲取。」
他舉例，當年網絡搜尋引擎面世的時候，社會普遍都擔心它尋找資
料太方便會令學生變得懶惰、不好好學習，但事實證明不僅沒有出現
人們所擔心的情況，反而大大地加速了學生獲取知識的能力，「同
樣情況也會發生在ChatGPT上。」

原需三周講解基本重點 一周搞掂
郭毅可表示，科大師生整體都十分歡迎ChatGPT，尤其教師
的擁抱程度更是超乎想像。馮志雄提到，校方一開始讓教師
自決課程對ChatGPT取態，便有約七成人明確准許學生使
用，而實際教學亦說明的確能加速學習，以人
工智能學科為例，以往教師一般需要用約
三星期向學生教授講解課題的基本知識
和整體概念，但有了ChatGPT後，教
師只需向同學派發數篇相關文章，並
教導他們使用 ChatGPT 來做總括
（summarization），使他們可以快速
地在一星期內就掌握課程的基本重
點，然後可以更好地利用所節省的時間
更多、更深入地講授進階知識和技術。
然而，郭毅可強調，大學和教師有責任
引導學生以批判性思維去判斷ChatGPT的答
案或回覆，因為其回應生成取決於用家的問題
質素，而且問好問題對學生而言，本身就是
為了培養他們良好的思維能力，「如果一
個人只會給答案而不會問問題，那麼他就
是死背書的，一個好的學習者，不應該
死記硬背，而是活記活背、活學活用，
問對的問題、好的問題，這樣才能夠
在學習和成長的路上走得更遠。」

對於大學生來說，應以何種態度
於學習中應用ChatGPT等生成式AI？受訪時就

讀科大科技及管理學課程、剛畢業的楊逸認為，要以開放
而謹慎的態度看待，既利用其資料搜尋和整合能力節省時間，亦

好好判斷AI生成資料的真假。科大電子工程應屆畢業生陳柏豪則指，生
成式AI未來將成為提高工作效率的常用工具，但前提是應先掌握相關能力和
使用技巧，就像小學生應先學好加減乘除和各類算式並鞏固基礎，於較高年級才
獲准以計算機輔助，幫助提升計算速度和準確度。
楊逸提到，曾經在物理課中有教授以ChatGPT生成一道題目再交予ChatGPT解答，

幾經計算後答案依然是錯的，顯示了生成式AI處理高階數理的弱點，讓他明白到即便是
AI也會計錯數，所以自己也應動腦作分析、判斷，「盲目把它給出的答案照抄就真的
『弊』了！」
他認為，對學生來說，生成式AI就像網絡搜尋引擎的升級，不單可快速搜尋資料，更能短

時間內將資料「消化」、綜合成一定篇幅的文字，甚至是完整文章，重點是明白自己是最終
決定者，清晰判斷資料的真假。而面對AI的錯誤答案，更可透過其步驟和過程，思考它什麼
地方弄錯、為什麼答錯，嘗試理解AI的「思考」如何與人類不同，啟發更多思考問題的方
式，「是一個相當過癮的過程。」
陳柏豪則表示，生成式AI的數據來源主要是網上易找到的資訊，處理層次較高的知識
時表現大打折扣，例如他曾上一哲學選修課，教授讓ChatGPT比較兩名哲學家，在入
門式的概念和看法異同時ChatGPT顯得頭頭是道，但要進一步評論兩者思想理論，
ChatGPT只能「道聽途說」複述他人評價，欠缺「自身」的看法分析。

他認為，生成式AI作為新興工具，長遠勢必變得常用普遍，但其使
用應建基於已掌握一定能力和技巧之上，即是學生應先有綜合整
合能力，才能判斷AI工具在這方面是否做得好，及作相
應修改、完善，要先掌握「心法」，才能有效發

揮各項「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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