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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我們日常生活的許多領域造成影響，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崛起，並在許多產業中蓬勃發展，提高效率以及生產率。機器學習

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其他面向開始影響了高等教育，導入了智慧代理人機制，像是聊

天機器人，以及將人力招募與動向追蹤等方式設計的更加精確等。但是，這些發展對

於學業有什麼影響呢？而這過程有多少比例應該使用 AI？多少比例仍需要人們親自執

行？研究顯示，學生繼續留在該校的關鍵因素之一，便是與機構中的重要人物(例如：

導師)進行聯繫。 

    蘋果的 Siri，亞馬遜的 Alexa 和 Netflix 都具有人類智慧行為的特徵，此為真正

AI 的核心觀點。通過每次與這些平台的互動，可以瞭解使用者的偏好、品味以及興趣

的相關資訊，以不間斷地提供客戶更好的客製化體驗。在這樣的情況下，不一定需要

真正的人際互動，人工智慧在上述情境中大獲全勝。但如果應用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線

上教育)的各方面，也會產生相同的效果嗎？線上學習者會從機器模仿導師的角色中受

益嗎？抑或需要機器模仿不來的人類行為-例如同理心以及情感？是否有可能兩全其

美呢？ 



    毫無疑問地，人工智慧已經跨入了高等教育領域，並有許多人看到了節省大量時

間的潛力與優點。雖然目前大多數高等教育的 AI 應用與設計還在起步階段，因此較

難斷定這些措施是否成功，但建議大專院校可思考使用 AI 的方法，特別是針對導

師，因為它們處於前線，並且承擔非常大的工作量。 

    有鑑於學業引導對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性，學校必須提供這些導師必要的工具，

協助他們管理工作量，將花費在影響力較小的事務上的時間減到最少，並將主力花費

在影響力較大的業務上，例如學生聯繫和支持。相關文獻中針對提高學生留校率之幾

點建議如下： 

 學生需要融入學校和課程中 

 學生在學校與現有家庭以及工作之間取得平衡的過程可能需要幫助 

 學生與學校之間的互動情形會影響學生留校的決定 

 對學校環境滿意的學生比不滿意的學生更容易留校 

 學生在學校時，需要至少一人的支持關係 

    在上述領域中，導師們皆有機會將 AI 的元素整合至他們的工具箱中，使他們得

以騰出時間與學生建立個人關係。舉例來說，人工智慧可以為導師找到與學生建立人

際關係的機會，例如可能代表學生流失的徵象(如作業缺交或反復的出現低分)；人工

智慧可以幫助導師瞭解學生潛在的風險因素，使其能夠在情況變得無法收拾前主動與

學生合作給予協助；人工智慧可與輕推理論(註 2)相結合，如學生有偏離尋常者的動

作，可能是導師需伸出援手的警訊；亦可將人工智慧應用至程序追蹤和排程系統中，

可適度提供學生自我服務的機會。 



    高等教育面臨需善用科技使學生經驗現代化的壓力，人工智慧肯定可以做到，並

可協助將學術界的未來以及導師的工作重新進行構思。但人工智慧亦有他的限制，儘

管它可以反映人類行為的各面向，但它並非人類，故沒有情感。因此，儘管各大專院

校目的在藉由科技提升學生的體驗，但同時也必須保持平衡，確保不會在途中失去有

關人類的經驗。 

註 1：Academic Adviser，在此翻譯成「導師」，由於美國大學此職務為專職，協助學生在校學業

之引導及資源之協助，在台灣類似導師一職，多為老師兼任。 

註 2：「輕推理論」(Nudge Theory)，Nudge 的原意是「用手肘輕推」，輕推理論就是運用適度誘

因或鼓勵、提醒等方式，在不限制個人選擇自由的情況下改變人的決定。(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家

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1/1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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