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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首三集先後就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對教育與學

習帶來的影響，分別訪問了香港多

位大、中、小學負責人以至學生，分

享意見和感想。作為「始作俑者」的

ChatGPT，對於自己和「同類」的「所作

所為」又有何看法？來到系列最後一集，香

港文匯報記者破天荒跳出傳統框框，「採訪」了

ChatGPT這位非人類。它在回答中表示，生成式AI

固然可能為大學、中學、小學以至幼稚園的教與學帶

來不同的好處和壞處，但關鍵仍然在於因應具體的應用

場景和實施方式，謹慎平衡利弊，確保學生適當使用，

同時要鼓勵在使用時遵守學術誠信和知識產權等道德和

規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生成式AI×教育
「自我」反饋篇

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的人機對話中，ChatGPT分
別提出了各3項生成式AI為教育領域帶來的好處和壞

處。首先，生成式AI可根據學生的需求和能力，提供個性化的
學習內容和支援指導，例如可以根據學生的回饋和表現調整教學
方法，從而幫助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其次，作為教師和學生隨時隨地的支援輔助工具，ChatGPT可為
他們提供即時的回答、解釋和教學資源，幫助解決問題和澄清疑惑，
提高教學的效率和便利性。
同時，生成式AI還在跨語言學習方面具潛力，可以克服語言障礙，
提供多語言支援，幫助學生學習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為他們提供即時的
翻譯和語言學習資源，促進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若減與人互動 削學生社交力
在壞處方面，ChatGPT認為，若然過度依賴和使用生成式AI，可能導致學生與他人減少

互動，影響社交技能和人際關係發展。同時ChatGPT承認，生成式AI並非絕對準確，可能
存在不完整甚至錯誤的資訊，如果學生過度依賴或接收誤導資訊，可導致學習出現困惑或
錯誤。
它又指出，由於學校和教育機構在使用生成式AI時，需要依賴相關技術和基礎設
施，這將增加營運成本和維護的困難，若果出現技術故障或中斷，更可能影響學生的
學習體驗和教學進度。
對種種利弊因素，ChatGPT總結，生成式AI對於促進教育具有很大潛力，但是

在整合它們到教育中時，需要謹慎平衡好處和壞處並確保適當使用，才能夠為學
生提供全面的教育體驗，並更好地支援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用家應遵守道德和法律準則
關於ChatGPT等生成式AI為教育帶來的各種挑戰，社會最關注是可能引起
的抄襲作弊問題。當被問到怎樣可把ChatGPT答案照抄但又不會被發現
時，它說「抄襲他人的答案並將其視為自己的是不道德和不應該的行為，
這不僅違反了學術誠信和知識產權的原則，還可能對他人造成損害。」可
見作為一個AI模型，它被設定成鼓勵並堅持遵守道德和法律使用準則。
ChatGPT又建議，若果學生需要在文章或其他作品中使用其回答的內
容，應該明確標註引文來源，確保尊重原「作者」的知識和貢獻，並要
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組織和陳述，避免直接「複製、貼上」答案。
它又鼓勵學生以其所答作參考，進一步思考並創造自己的內容，
因為「在探索和解決問題時，加入自己的觀點和見解，才能夠展
現獨特性和創造力」，而遵循這些原則可以確保學生遵守學術和
道德規範，同時尊重知識產權和其他人的努力。

生成式AI為教育帶來的利弊，
需要教育界以及教育當局認真應對。ChatGPT

在受訪時，對不同持份者作出了建議，總括來說，它認
為各方應共同努力，從政策層面到教學實踐確保被適當使用、

最大限度地發揮潛力，同時要建立指導原則、提供培訓和支援、提倡
學術誠信，才能促進學生的個性化學習。
在防止壞處方面，ChatGPT建議，政府教育部門應該制定政策和指導方針，

鼓勵學校和教育機構合理運用生成式AI，以及強調倫理和教育價值觀的重要性，同
時也應該監督和評估相關應用，確保符合教與學的需求，以及保護學生隱私和資訊安
全。學校則應該提供培訓和支援，確保師生適當地使用相關技術，設置使用指導原則。

教師應強調嚴禁抄襲
ChatGPT強調，教師應該在課堂上強調學術誠信和嚴禁抄襲，教導學生適當引用和
參考資訊來源，以及監督學生使用情況。家長也應了解孩子在學習中使用生成式AI的
情況，鼓勵孩子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研究技能，並提供引導和支援。
ChatGPT直言，目前的生成式AI訓練系統中可能存在偏見，需要不斷改進和監測
以確保其準確性、公正性和中立性。同時，它需要獲取和分析大量的個人數據，
對私隱和數據安全構成一定的風險，因此需要制定嚴格的數據保護法律和標
準，確保其使用符合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的要求。
在如何善用生成式AI的好處方面，ChatGPT建議政府投資相關科技
研發和教育資源的開發，以提供更多高質量人工智能教育工具和
平台；學校和教師可以結合它們提供個性化和多元化的教
學內容；學生應善用其進行自主學習、查找資源和

解決疑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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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成式AI會否取代教師的角色，ChatGPT直

言，雖然生成式AI可於教學和行政作輔助支援，但還

不具備完全取代教師的能力，並從五方面提出原因及進

行解釋。其中在教學層面，真實教室環境中的互動、實

時反饋和學生個別指導等，都需要教師參與；而教師在教

學過程中能建立信任和情感連結，並向學生提供需要的情感

支持和激勵，這些人際關係要素是AI無法取代的；此外教師

按學生個別需要調整教學方法，及鼓勵創造性思維和解難能

力，這些特性在生成式AI中仍然有限。

至於課程設計、評估和監督學生的工作，

ChatGPT強調，那要求教師的教育專業

知識和判斷能力，生成式AI僅能提供

有限支援；而教師作為學生成長的

指導者和諮詢者，幫助他們規劃

生涯和學習社交等，亦是生成

式AI難以取代的。

此外，ChatGPT又回應

了廣受關注的「AI會否取代人

類」議題。它認為，那很大程度

取決於不同觀點和預測，目前人

工智能在圍棋、語音識別和醫學

診斷等特定領域已展示出超出人

類範圍的能力，因而在這些專業領

域中可能取代人類，但AI在創

造力、情感和人際互動等方面仍

然存在限制，這些都是人類獨有特

點，不可替代。

人機互補工作更高效

因此ChatGPT提出，人類和AI可以合

作共存、彼此互補，由AI處理大數據分

析，而人類則可負責創造性思維、倫理判

斷和人際互動，這種合作可以實

現更高效和更具價值的工

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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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愛」與「喜歡」難處理深層思考
自ChatGPT熱潮興起，哲學專業博士出身的筆者，曾多次向它請教

包括「你認為愛一個人需要理由嗎？」等多個哲學問題，希望能了解

生成性AI的「智能」水平。

確實，它綜合能力強，善於列出正反觀點，惟始終未能說明是/否的

取向和給出充分理由作拓展。在被追問下，更開始把「愛」和「喜歡」

混為一談偷換概念，甚至「杜撰」和「引用」似是而非的文獻。

「引用」似是而非文獻
筆者又曾輸入本系列各篇報道，要求它綜合參考輸出一篇具啟發性的後記，結

果亦只是總括複述重點，並無獨特見解。這些都似乎說明，ChatGPT的「智能」

要處理深層次思考，可謂「不值一哂」，社會部分人對生成式AI的過度反應，也實

在讓人哭笑不得。

當然，誠如各教育專家學者所言，活用生成性AI的支援，對學與教勢將帶來很大的便

利。面對生成式AI於教育掀起的「風暴」，筆者深深認同江紹祥教授寄語「應當保持平常

心，以正確、恰當的態度去了解和使用它」，以及郭毅可教授所說的「不應用駕駛馬車的方法

駕駛汽車」，對它不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清楚它的優勢與局限，方可用得開心、安心又放心。

每項科研成果的突破，都應該是造福人類而非遺禍人間，更應是「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至於害怕

AI會取代人類的朋友，應對方法很簡單，把電源關掉就是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ChatGPT
「表示」要鼓勵用家使
用時遵守學術誠信和
知識產權等道德和規
範。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