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者：培養以正確價值觀使用人工智能

做好AI普及教育
助孩子迎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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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發展面面觀 4

教育學習篇

大公報記者 趙之齊

2022年底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現後，人工智能（AI）對人
們生活及生產方式帶來的改變不容忽視，培養學生面

對未來社會的能力事不宜遲，AI普及教育已在許多地區提上
日程。有學者指出，本港AI普及教育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並
不算晚，但對孩子的早期AI教育需以更具體、生動的模式進
行，培養其對AI邏輯的了解及正確使用AI的價值觀，避免帶
來 「AI焦慮」 。

在AI走進千家萬戶的今天，社會對AI接受程度如何？AI
或帶來更大數字鴻溝的同時，是否也暗藏機遇？社會AI化發
展時如何不讓弱勢群體落後於人？《大公報》採訪本港相關
領域的學者，探討在科技浪潮下，普通人應以什麼姿態走入
AI時代。

學編程邏輯感受機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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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藏機遇 或可縮減貧富差距

▲戴韻教授認為，有迫切需要盡早推廣
AI普及教育。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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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之言

提供AI培訓 免弱勢群體被孤立
每種新技術剛

出現時，社會不同
群體的接受程度會有所不同。嶺南大學副
校長（研究及創新）姚新觀察到，一般而
言，年輕人較多看到技術的正面，對新技
術接受程度較高；但年紀較大的人則更多
考慮風險。他續指出，AI亦可能讓社會分
化漸趨明顯、會用AI與不會用AI的人之間
產生數碼鴻溝。在他看來，政府、教育機
構及慈善組織應聯手，舉辦培訓課程等，
不要讓部分人被落下。

而由於長者信息接受渠道所限，在

AI發展過程中如何保障長者不被孤立亦
是很大挑戰。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
助理教授戴韻指出，宣傳和普及是首先
要進行的。此外，在人們運用AI等科技
革新基本生活方式的同時，亦要考慮多
種社會需求，勿直接以新科技完全取代
傳統方式，要為長者等群體保留熟悉的
方式，逐步推進AI使用。未來AI朝着實
體化發展的同時，亦可考慮如何運用科
技去幫助弱勢群體，例如為銀髮族提供
社會陪伴等，讓科技更加 「以人為
本」 。

以人為本

未來教育重點：
培養學生面對未知的能力
應對變化

「AI是什麼？」 香港中
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助理教授
戴韻對小學生進行AI普及教
育時，曾提出這個問題。孩
子們在紙上畫出他們對AI的
理解，有小朋友筆下呈現出
生活小助手或邪惡大反派，
有的孩子認為AI能像人一樣
思考、通過五官與世界互
動，還有孩子將AI等同於日
常生活中接觸到的數碼、電
子等泛科技現象。

對AI認知易誇大或邪惡化
在戴韻看來，作為 「AI原住

民」 的這代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已
接觸許多AI產品，惟他們對AI的
認識仍深受大眾傳媒及社交網絡
的影響，容易將其誇大或邪惡
化。因此，盡早進行AI推廣普及
教育是必要且迫切的，尤其2022
年底生成式AI出現後，在中小學
階段普及AI的需求在國際範圍內
已達成共識。

AI普及教育的目標是什麼？
戴韻指出，一方面是提升孩子的
AI常識，了解機器學習的過程或
AI在生活中的應用，如短視頻
App背後的推薦系統等；其次是
使用AI解決問題的能力。她補
充，可讓學生嘗試編程，但並非
為了提升他們的編程技巧，而是
讓學生體會與人類思考邏輯大相
徑庭的編程邏輯──它非常死板、
要一步步規定條件，以此感受
「人工智能」 其實是 「機器智

能」 。
此外，亦要培養學生正確使

用AI的價值觀，令其了解現有AI
系統可能存在的問題及其產生原
因、面對方法，如算法歧視問題
等，希望學生能有倫理、負責且
批判性地使用AI技術。

不過，戴韻指出，雖然不同
階段的普及教育目標大體一致，
但對小學生進行普及教育的發力
點與初中生差別很大，教學法非
常重要。她說，現時大眾傳播或
把AI刻畫成複雜高端的技術，營
造 「AI只有專業人員才會的」 錯
覺，若一開始就教孩子過於艱深
的技能，或令其望而卻步。因
此，為孩子打下良好的AI 「第一
印象」 非常重要， 「AI如果教不
好，就會變成很難的東西，讓學
生產生AI焦慮」 。

她指出，一般認為初中低年
級是學生學習思維變化的分水嶺
──中四以上的學生抽象邏輯能
力已經較強，但小學生需要更具
象、簡化的教學方法，強調通過
遊戲或動手操作進行適合他們年
齡段、也較為有趣的教學。例
如，她便曾用遊戲和簡單計算的
方法，教導學生推薦系統的運轉
邏輯。

至於本港AI教育現狀，戴韻
認為，現時香港AI普及教育以初
中為主，主要由兩個途徑推進：

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賽馬會合作
推行的AI課程項目，提供課程、
師資培訓及專家講座；還有教育
局在2023年時推出的 「初中人工
智能課程單元」 增潤課程，建議
學校安排10至14小時教授人工智
能課程。她續說，在高中階段，
AI相關教育或會變得更專業，更
多與編程結合；至於小學及幼稚
園，主要是大學機構跟零星的學
校在合作嘗試。

小學已推行計算編程教育
在戴韻看來，目前香港整體

的AI普及教育並不落後，老師們
的AI普及意識準備不差。教育局
已於2017年起在小學及初中階段
推行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她相信
這可成為未來AI教育推動的基
礎。

現在的小學生，十年後要面
臨的就業環境是什麼樣的？戴韻
表示， 「社會的轉型可能是會由
技術推動的」 ，因此建議家長及
學生要有意識上的改變，指未來
社會對單一型人才的需求或下
降，即便是醫學金融法律等傳統
行業未來也會出現迭代及與AI科
技的整合， 「你能不能成為駕馭
這個技術的人？用技術為
自己原本的專業加成？
可能就會決定你的個
人競爭力。」

除此之外，
大學的STEM專
業常面臨性別不
平衡的困境，她
亦說道，有研究發
現這與孩子起初接觸
到學科的第一觀感有
關，且社會刻板印象也可
能令長輩習慣將更多STEM資源
匹配給男孩子，導致過往STEM
學科高度性別化。她提醒，未來
許多行業都會有AI加入，如果女
性一直被排除在外，或會是很嚴
重的問題。

「生成式AI對
東亞教育體系的衝

擊會非常大。」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
學助理教授戴韻指出，東亞教育體系以
考試為導向，強調通過反覆練習，在標
準化測試中提高學業成績，關注對概念
知識的理解和記憶， 「但人們看再多的
書，能學得過AI嗎？」 在她看來，未來
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面對未知的能
力。

問好問題 才會獲滿意答案
戴韻說，現時學校進行AI普及教育

的方式，是將其以模塊方式塞入學校電
腦課或常識科等課程中。但這或會導致
課程過度擁擠，尤其香港每隔幾年便會
有新興主題教育來幫助學生面對不斷出
現的挑戰，如編程、職業教育、生命教

育等。若只按照做加法的思路
把新模塊塞進去，再加上學校本
身的核心課程，最終效果或有
限，亦會給學生帶來較大壓
力。

而去年，OpenAI發
文稱，GPT-4在專業
和學術基準測試上已達
到和人類相同的水平。
她指出，若教育依然注重
學生對知識的背誦記憶，這
其實是 「機器學習」 模式，學
生培養的能力在未來肯定會貶
值、甚至被AI替代。

「教育一直以來最大的困難是什
麼？培養學生面對未知的能力。」 她指
出，機器學習能非常輕鬆掌握已知的知
識，但現實世界是未知的，小到今天出
門會遇到誰、大到研究開發出新的科學
成果，都屬於未知。學生若有足夠的見
識和能力做出合理科學的決策，才能幫
助他們在社會化場景中面對未知複雜的
世界。

對此，嶺南大學
副校長（研究及創新）

姚新亦認為，駕馭人工智
能系統的關鍵能力之一是

給出合適的提示詞， 「同樣
一個系統，給出不同的提示詞，會得到
完全不同的結果」 。因此需要培養學生
的批判性思維，問出更好的問題、得到
滿意的答案，在他看來這正是教育的本
質，但相信這對老師和學生的要求都會
較高。

而對於部分人會擔憂自己被人工智
能替代，姚新指出， 「自動化以後不會
替換你這個人，而是替換你正在做的事
情，這是極其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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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作為
新技術，亦

具有一定使用成本門檻，這會否加重
現有社會貧富差距？香港中文大學課程

與教學助理教授戴韻發現，經濟貧困的孩
子在接觸電子產品時或更需良好引導，但若
能對其進行良好的早期AI教育，提高其
STEM領域擇業興趣，有望助其打破貧

困循環、促進社會流動。
此前，戴韻和團隊曾為經濟較為貧困的

孩子們進行AI普及教育。據她觀察，經濟較貧
困的家庭有時亦會伴隨別的問題，如父母受教
育程度不高，對孩子電子產品的使用管理較
為寬鬆，導致孩子屏幕使用時間偏長，容
易出現成癮現象。為令家長對孩子使用電

子產品有較好的引導管控，她亦建議家長善用
AI公開座談講座等資源，了解更多相關信息。

不過，AI使用也存在設備門檻，新技術或
會帶來新的數碼鴻溝。她感慨，進行了三年針
對低收入基層的孩子夏令營，團隊一方面希望
幫助解決孩子們的實際困境，幫助他們面對電
子產品成癮等問題， 「還有很重要的，是希望
培養這些基層家庭的孩子從小能對AI產生一些
興趣，甚至是職業上的興趣。」

戴韻說道，STEM領域提供大量工作機
會，薪水亦很高，未來這一趨勢會更明顯，她
希望幫助經濟貧困的學生了解相關領域， 「通
過早期接觸，增加選擇這些職業的可能性，幫
助他們打破貧困循環」 ，相信有望促進社會流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