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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電腦硬體科技的技術快速提升，使得 AI 人

工智慧的技術也邁入真正的實用領域，因此台灣與中國大陸

目前都積極開發 AI 人工智慧教育的高中教材，期待在這波 AI

人工智慧的浪潮下，不只是高端研發技術人員能夠了解，也

讓學生能夠更了解 AI 人工智慧在生活中的應用。我們藉由分

析與比較兩岸現有的高中教科書，從而希望能夠窺探出兩岸

地區如何在高中進行人工智慧的教育課程。 

關鍵字(key words)—AI；人工智慧；人工智能；科技教
育 

 

I.  前言 

自從艾倫．圖靈（Alan Turing）在 1950 年提出稱為

「圖靈測試（Turing Test）」的一種智慧問答系統解決
方案，便開啟了人工智慧的開端。到了 1956 年，有

「人工智慧之父」稱譽的美國科學家麥卡錫（ John 

McCarthy）更對人工智慧提出一個具影響力的定義。到
了 1969 年，在美國華盛頓所舉辦的第一屆國際電腦科

學 聯 合 會 ， 提 出 「 人 工 智 慧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一詞[6]。截至目前，人工智慧的已經
涉及電腦科學、工程、教育、語言、醫學、倫理等不同
領域[4]。在 2019 年，人工智慧的晶片大廠 NVIDIA

（輝達）就有在官方網站上展現其電腦運算速度的驚人
發展，在 2015 年時，將原本需要 43 天的圖形訓練時
間，大幅縮短為 2 天，2017 年時，系統需要整整一個工
作日 - 8 小時 - 來訓練圖像識別模型。如今，使用相
同的訓練基礎，僅需 80 秒即可完成任務[10]。因此，
現今的人工智慧是真正有用的，也被成熟的商業模式接
受，開始在產業界發揮真正價值[1]。 

人工智慧的目的是要建構具備推理、學習、規劃、
問題解決及感知智能，以達成任務的機器。在日常生活
經驗中，我們最常接觸到的人工智慧就是 iPhone 的
Siri，它是結合軟體及複雜演算法的代表作[9]；Tesla, 
Volvo, Mercedes 與 Google 等大公司投入汽車的自動駕
駛科技，也是藉由人工智慧的發展而有卓越的進步

[11]；另外，網路心理治療公司 Talkspace 與 IBM 的
Watson 將人工智慧應用於心理治療，更是應用上的一大
進步。過去是誰擁有最多的土地或人力，誰就擁有財
富，而今「人工智慧」改變了關鍵資源，看誰的「硬體
+軟體」最厲害，誰的素養（能力+態度、價值）較好，
誰就可能擁有財富與權力[2]。既然人工智慧能夠提供
很多我們想要的資訊，意味著具備知識不再是必要，在
人才培育上，所要具備的能力應該變成如何運用知識的
能力[3]。 

人工智慧不再只是展現在高端的科技領域，而是已
經普遍的存在於我們日常的生活空間，我們無法視而不
見，但是很多人仍然不太了解，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哪
些是人工智慧的應用，因此有必要讓具有足夠理解能力
的年輕族群，真正了解人工智慧的基本原理與應用。大
陸地區搶先在 108 年初時，出版第一本高中課本，台灣
地區適逢 108 新課綱實施，也不落人後的出版了電子教
材，而新教材的設計是否能夠培養出蔡清田在《國民核
心素養：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的 DNA》一書所指的出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之核心素養[5]，因此本文針
對新課程教材進行分析與比較。 

 

II. AI人工智慧教材的分析 

目前 AI 人工智慧高中版的課本共有三本，分別是台
灣地區有二本，大陸地區有一本，教材內容分析如下： 

A. 台灣版（李建樹 主編，2019年 8月初版） 

1) 書名：和 AI做朋友 相知篇 從 0開始學 AI。 
2) 教材簡介 
本冊教材共分為六章，分別為第一章 人工智慧簡

介、第二章 背景知識、第三章 監督式學習、第四章 
非監督式學習、第五章 增強式學習、第六章 深度學
習，章節編排以「機器學習」為主軸，延伸介紹機器學
習的四種類型。目前本教材只有電子書，尚未正式印刷
初出版。 

3) 教材分析 



a) 教材結構嚴謹，層次分明，編排方式由簡介-概

念-主題為主軸線，進行知識的傳遞。 

b) 教材內容偏重核心技術面的知識學習。 

c) 各章節均有範例說明，範例之後會緊接有課堂任

務，藉由互動性教具，讓學習者能夠在課堂上直接練

習，培養學習者問題解決能力。 

B. 大陸版（湯曉鷗、陳玉琨 主編，2018年 4月初

版） 

1) 書名：人工智能基礎（高中版） 
2) 教材簡介 
本冊教材共分為九章，分別為第一章 人工智能：新

時代的開啟、第二章 牛刀小試：察異辨花、第三章 別
具慧眼：識圖認物、第四章 耳聽八方：析音賞樂、第
五章 冰雪聰明：看懂視頻、第六章 無師自通：分門別
類、第七章 識文斷字：理解文本、第八章 神來之筆：
創作圖畫、第九章 運籌帷幄：圍棋高手，章節編排以
人工智慧的實際應用為主軸，分別針對各種運用方式加
以說明。目前本教材已經正式印刷出版，到 2018 年 7
月時已經第 5刷了。 

3) 教材分析 

a) 內容呈現形式多樣，圖文結合，從形象來介紹各

應用面的內容。 

b) 教材內容偏重實務應用的知識學習。 

c) 在各章節的基礎知識學習後，可以使用電腦配合

工具包，實際進行實驗操作學習。 

d) 每一章結束時均會以小結的方式，統整該章節的

知識內容。 

C. 鴻海版（陳信希、郭大維、李傑 主編，2019年 4

月初版） 

1) 書名：人工智慧導論 
2) 教材簡介 
本冊教材共分為十章，分別為第一章 AI 不過就是問

個好問題：認識 AI、第二章 從頭說起：基本的神經網
路架構、第三章 看圖說故事：圖像辨識、第四章 現代
福爾摩斯：視頻辨識、第五章 洗耳恭聽的時代：語音
識別、第六章 字裡行間的秘密：自然語言處理、第七
章 發現潛規則：知識發現、第八章 源源不絕的創造
力：創作 AI、第九章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強化學習、
第十章 未來世界，章節編排以生活案例導入人工智慧
的實際應用為主軸，再針對運用方式加以說明。目前本
教材已經正式印刷出版。 

3) 教材分析 

a) 內容呈現以生活案例來引發興趣，培養人工智慧

基礎觀念。 

b) 教材內容偏重生活應用的知識學習。 

c) 每一章節都會以模擬情境導入問題，再詳述基礎

知識後，並結合互動平台進行操作。 

d) 每一章的結尾以小結的方式，指導學習者後續的

延伸學習方向。 

 

III. AI人工智慧教材的比較 

根據前述發行的高中版 AI 人工智慧教科書，本文從
「出版緣起」、「內容選擇」、「章節編排」、「課程
實施」四個面向對現行的人工智慧教材進行比較。 

A. 出版緣起 

當 AI 人工智慧從高端研究中心，走進我們的日常生
活，成為不可忽略的生活必需之後，我們確實應該要更
了解它，因此人工智慧的教科書的誕生原因如表 1 所整
理。 

表 1. 各教材的出版緣起 

版本 出版緣起 

台灣版 

由教育部籌組學者專家團隊，團隊成員由大學教授及高

中現場教師組成，以執行「人工智慧技術應用與人才培

育計畫—中小學分項：中小學推廣教育計畫」，發展中

小學人工智慧教材教案示範例。 

大陸版 

由商湯科技和華東師範大學慕課中心合作，並與上海市

六所重點中學的老師共同編寫人工智能基礎教材(高中

版) 

鴻海版 

由鴻海教育基金會發起編撰本書，並邀請人工智慧領域

的教授及專家組成編輯團隊，本教材由基金出版且捐贈

合作學校及老師。 

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所整理的出版緣起可知，台灣地區是由政府
部門主導，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來編輯教
材，而另外兩個版本則是由企業團隊結合學界共同發展
出人工智慧的高中版教材。 

B. 內容選擇 

人工智慧涵蓋的面向與應用非常廣泛，教科書的內
容將影響學生未來的學習，以及其未來發展方向。研究
者將這三個版本的教材內容選擇整理如表 2。 

表 2. 各教材的內容選擇 

版本 內容選擇 

台灣版 

以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兩大主題，挑選具代表性的機器

學習主題發展教材教案，預計在下個階段再發展搜尋演

算法籍資料探勘等主題。 

大陸版 

以人工智慧的應用面向作為教材章節之選擇，從圖像分

類、音頻區分、視頻識別、文字辨識等，主要仍著重於

以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兩大主題。 

鴻海版 

內容規劃由人工智慧的基本技術到最新的深度學習技

術，以及在圖像、視頻、語音、音樂、文字等面向上的

生活應用。 

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所整理的內容選擇可知，目前這三個版本的
人工智慧教科書，均以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為主要的編
撰範疇。 



C. 章節編排 

教科書是高中學生在課堂上學習的主要知識來源，
因此章節編排的順序及呈現方式對學生的學習會有很大
的影響，而這三個版本的教材對知識的呈現安排整理如
表 3。 

表 3. 各教材的章節編排 

版本 章節編排 

台灣版 
人工智慧簡介→背景知識→監督式學習→非監督式學習

→增強式學習→深度學習。 

大陸版 
新時代的開啟→察異辨花→視圖認物→析音賞樂→看懂

視頻→分門別類→理解文本→創作圖像→圍棋高手。 

鴻海版 

認識 AI→神經網路架構→圖像識別→視頻識別→語音識

別→自然語言處理→知識發現→生成模型與創作→強化

學習→未來世界。 

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所整理的章節編排可知，台灣版的編排方式
較另外兩者有所不同，是以知識結構的方式進行編排，
而大陸版的編排方式則與鴻海版多有相似之處，但是鴻
海版在最後的章節有延伸出生活應用及未來發展，這又
是台灣版與大陸版所沒有的。 

D. 課程實施 

課程實施是知識傳遞的重要途徑，學習者將透過教
學活動學習到新的知識。以下針對這三個版本教材的教
學實施方式整理如表 4。 

表 4. 各教材的課程實施 

版本 課程實施 

台灣版 

為電子書型式，提供師生下載使用。依據編輯團隊建

議，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資訊科技」為高中必修 2

學分的科目，可融入課程進行教學，或是另外列入多元

選修課程進行教學。 

大陸版 為實驗性質教材，在上海、北京等 40所中學率先採用。 

鴻海版 

以學校圖書館為公益捐贈對象，作為「資訊科技」或相

關課程之參考補充教材。公益捐贈數量以高中學校單班

共讀本數 38本計算，以 2個班級、76本為單校申請數

量上限，以郵戳日期為憑來函順序前 200 所學校進行公

益捐贈。 

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所整理的課程實施可知，目前在台灣及大陸
地區的課程實施都還沒有列為正式課程，而是以實驗性
質或是融入教學課程的方式進行。 

 

IV. 結論 

當人工智慧科技從象牙塔走進日常生活後，就代表
資訊科技又將是另一個里程碑的開始，通過分析台灣及

大陸地區的現有人工智慧教科書，並且比較「出版緣
起」、「內容選擇」、「章節編排」、「課程實施」四
個面向的異同，可以發現，其實兩岸地區對人工智慧課
程的內容取向是大同小異的，只是內容的展現方式是不
同，但是都強調實際動手操作，也因此各自有發展互動
平台或教具，以強化學生的創意思考能力。 

因為人工智慧的學理探究其實是要非常深入的，但
是高中學生的學理基礎仍然不足，因此在高中版的教科
書中，並不強調公式及原理，而是定位在讓學生能夠了
解及掌握人工智慧的基本思想、基礎知識以及常用的演
算法與工具，讓學生能夠提早適應未來的生活型態，因
為大多數的學生在未來的職業，並非成為人工智慧的研
究者或工程師，但是在未來的行業上，都將可能在不同
程度上受益於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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