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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教育工具：探索 ChatGPT 
在輕度障礙學童教育中的潛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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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ChatGPT 上線後衝擊全世界各個領域，在教育領域中期

待它能成為一股助力，對輕度障礙學童應可利用其具個別化學習風格的特徵、更為

即時且跨領域的知識、可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自信、增加溝通與社交能力及讓教育

涵蓋範圍更加廣泛。然而，使用人工智慧模型仍無法替代教師的角色，教師和家長

需要有系統的監督學生使用歷程，在網路的隱私管理也是重要議題。雖然 ChatGPT

的應用多元，但實際應用的研究結果則需要時間，期待 ChatGPT 能夠成為輕度障礙

學童學習的利器，並做為教師的優良教學工具。

關鍵字：ChatGPT、輕度障礙、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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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教育工具的

想像力和需求也逐漸增加。尤其是特殊

需求學童，教育人員需要更專業、更富

有創新潛力的工具來幫助學生學習。在

這個趨勢下，生成式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模型（如 ChatGPT）在

輕度障礙學童教育中的潛在價值變得更

加重要。 

輕度障礙學童在融合教育環境系統

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他們經常面臨特

定學習和社交障礙，因此需要個別化和

適應性的支持。雖然在過去幾十年中，

特殊教育專家們一直努力尋找有效方法

來改善輕度障礙學童的學習成效和社交

參與，但如何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獨立

性仍具挑戰。近年來，隨著電腦硬體和

AI 技術的發展為這一群學童帶來了新希

望。 

使用 ChatGPT 作為輔助工具，能為

輕度障礙學童提供個別化和互動式的教

育 支 持 。 ChatGPT 是 一 種 基 於 GP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架

構的語言模型，具備了強大的自然語言

理解和生成能力。這使得 ChatGPT 能與

輕度障礙學童進行對話互動、回答問

題、提供解釋及指導，以幫助他們克服

學習困難。 

本文的撰寫動機是基於輕度障礙學

童教育的關注，並且認識到傳統教育方

法在個別化支持的限制。ChatGPT 作為

一種 AI 輔助工具，具有適應性、即時

性，以及豐富的知識庫，可能為輕度障

礙學童提供獨特的學習體驗與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輕度障礙學童的學習特質 

輕度障礙學童的教育需求一直受到

教育學者和研究者的關注。許多研究聚

焦 於 輕 度 的 學 習 障 礙 （ learning 

disability）（Mazher, 2020）、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蔡浩軒、孟瑛如，

2020 ） 及 自 閉 症 類 群 障 礙 （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Desideri et al., 

2020）等輕度障礙學童的教育需求和支

援策略。這些研究旨在改善學童的學習

成效、社交參與及自信心，並促進他們

身心的全面發展。 

近年使用情境教學影片對學習障礙

學生教學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多元情

境與活動、遊戲式的軟體教學可有效提

升學習動機和注意力（吳慕萱、連倖誼，

2021 ）。在使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 結 合 教 學 的 研 究 中

（McMahon et al., 2016），可發現透過沈

浸互動式軟體的學習過程，讓自閉症與



◎通訊作者：孫逢佑 shuhui@gms.ndhu.edu.tw  
東華特教  民 112 年 12 月 第七十期 3 

智能障礙學生對於學習新詞彙有顯著成

效。更進一步沈浸式虛擬實境教學對國

小自閉症學生能夠提升社會技巧（孟瑛

如、葉佳琪，2020）。這類軟體應用教學，

雖透過沈浸式的類真實情境體驗、可重

複練習及較高趣味性等特質，讓輕度障

礙學生得以進步，但教師需具備較高門

檻的科技素養，且製作這類教學媒介，

往往需要科技專業團隊支持以及龐大的

經費挹注。 

在輕度障礙學童教育需求，一些研

究關注於個別化教學方法的應用。這些

方法強調應根據學童的能力和需求提供

客製化的教學和支持，例如：個別教學

計畫（Hott et al., 2021）和差異化教學策

略（Griful-Freixenet et al., 2020）。這些

方法的研究表明，個別化教學能夠提高

輕度障礙學童的學習成果和自信心。 

二、ChatGPT 之探討 

ChatGPT 是 OpenAI 開發的一種先

進語言模型，它擁有令人驚訝的能力，

可以生成與人類語言相似的文字和句

子。不論是回答問題、寫作或是與人進

行自然對話，ChatGPT 都能做得游刃有

餘。"GPT"是其名稱的核心部分，全稱為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這

裡面包含了這個模型的三個重要特性： 

•"Generative"（生成式）：這個詞

描述的是模型基本功能，即生成

或創建新的內容。對 ChatGPT 來

說，它的主要產出就是人類語言。 

•"Pretrained"（預訓）：這個詞說明

了模型訓練的一種方式。在用來

進行特定任務之前，這種模型已

經在大量的文本資料上接受過訓

練。透過這種訓練方式，模型學

會了人類語言的基本結構、詞彙

及一些語境理解的能力。 

•"Transformer"（轉換器）：這是一

種特殊的神經網路架構，專門用

於處理語言資料。Transformer 模

型能夠捕捉到文本中的長距離依

賴關係，並且能夠同時處理所有

的輸入資料，這使得它在處理大

量的文本資料時，能表現出高效

能力。 

綜 上 所 述 ，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或 "GPT" 是 一 種 使 用

Transformer 架構，先在大量文本數據上

進行預訓，然後用來生成人類語言的人

工智慧模型。而 ChatGPT 就是這種模型

的一個具體實現，並且已經在各種自然

語言處理任務中表現出非凡的能力。 

三、ChatGPT 在教育之應用 

在廣大教育的領域中，ChatGPT 展

現出了無限的可能性和創意。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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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可以應用於個別化學習中，它

就如同一位聰明的教練，會依據每個學

生的學習風格、興趣及能力來提供適當

的學習支持。無論是回答學生的問題，

提供學習資源，還是設計針對性的練

習，ChatGPT 都能在教師或家長的監督

下處理得當。其次，ChatGPT 也是一位

家庭作業的好幫手。學生在遇到困難的

家庭作業時，可以尋求 ChatGPT 的幫

助，找到問題的解答或是獲得實用的建

議。這不僅為學生學習提供了額外的支

持，還讓學生在家庭作業中體驗到更多

自 主 學 習 的 機 會 。 在 語 言 學 習 上 ，

ChatGPT 也是一位有能力的教練（Ali et 

al., 2023）。學生可以透過與 ChatGPT 對

話來練習聽、說、讀、寫（葉惠婷，2023）

的能力。而且，由於 ChatGPT 可以使用

多種語言，學生可以利用它來學習第二

語言或外語。在科技教育領域，ChatGPT

可說是一位出色的教學助理，它能夠解

釋程式概念，提供程式碼範例，甚至還

能幫助學生找出並修正他們程式碼中的

錯誤。對需要重複練習或針對不同情境

或 實 例 學 習 的 輕 度 障 礙 學 童 而 言 ，

ChatGPT 可以說是一個最佳的陪伴者。 

參、ChatGPT 在輕度障礙學童教育中的

潛在價值 

有關 ChatGPT 在輕度障礙學童教育

中的潛在價值，筆者提出的看法如下： 

一、輕度障礙學童需要個別化教學與學

習策略 

對於一個處在特殊教育環境中的教

師來說，要滿足每個學生的需求和適應

他們各自的學習風格是一個巨大挑戰。

以下會更深入地探討 ChatGPT 如何協助

教師實現個別化的教學與學習策略。 

1.針對學生的學習速度：每個學生

學習的節奏都不太一樣，尤其對

輕度障礙學童，可能需要更多的

時間來練習、消化及理解新資

訊。ChatGPT 可以耐心地和無私

地回答學生的問題，並能根據學

生的進步調整教學節奏，不會因

為時間壓力或其他學生的進度而

忽視他們的需求。例如：閱讀教

學時，透過教師預先引導學生在

既有文章架構下設定不同的「關

鍵字」來提問，學生得以用同樣

練習找出相同文章結構中的不同

關鍵元素，以達到閱讀理解。 

2.個別化學習風格：有些學生可能

善於視覺學習，有些則更善於聽

覺或觸覺學習（Griful-Freixenet et 

al., 2020）。ChatGPT 可依據學生

的需求和反饋來調整其教學方

式，進而提供學生個別化的學習

體驗。例如：對偏好視覺學習的

學生，ChatGPT 可以提供相關的

圖像或影像學習資源；對偏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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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學習的學生，則可以利用語音

功能進行教學。至於偏好觸覺學

習的學生，雖然 ChatGPT 無法直

接提供觸覺體驗，但它可以引導

學生進行實際動手做的實驗或活

動，並透過實作來加深學習印象。 

3.注意力調整：對有注意力維持困

難的學生，ChatGPT 能提供分段

式學習和定時提醒功能，幫助學

生管理學習時間，並保持專注

力。此外，它也可以用各種互動

的方式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例

如：透過教師事先提供素材訓練

之模型來製作問答遊戲或情境模

擬活動等。 

4.回應個別學習問題：ChatGPT 可

理解並回答學生問題，這意味著

每個學生都可以得到直接且個別

化的回應（Firat, 2023）。例如：

若學生對某一個數學概念有困惑

時，ChatGPT 可以透過詳細的解

釋、提供實例或進行問題演練等

方式來幫助他理解概念，並提供

類似題目進行重複練習。 

透過上述的個別化教學與學習策

略，ChatGPT 提供了一種新的實踐方

式，特別適合那些需要在學習速度、學

習風格、專注力等方面進行調整的輕度

障礙學童。然而，如同所有的教育工具，

最重要的是要如何使用它。教師和家長

需要與學生一起探索這種新的教學方

式，並持續調整和優化它，以達到最佳

的學習效果。 

二、提供持續且及時的學習支持 

教育的最佳實踐證明，學習並不僅

僅限於學校的圍牆內或在特定的時間。

對所有學生，特別是輕度障礙學生而

言，能夠隨時獲得學習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這就是 ChatGPT 在教育中的一個重

要價值所在。以下將會詳細地討論這個

議題。 

1.即時性支持：ChatGPT 的一個最

大優勢就是它能夠全天候提供學

習支持，學生可以隨時提問，並

可獲得即時的回答（Baidoo-Anu 

& Ansah, 2023）。這種靈活性，對

那些可能需要在非傳統學習時間

內的學生尤其有利。傳統的教育

模式下，學生可能需要等待教師

的回饋，而這可能需要幾個小時

甚至幾天的時間。然而，ChatGPT

可以提供即時的反饋（Su & Yang, 

2023），幫助學生立即了解他們的

理解是否正確，並及時修正錯誤

（Rahman & Watanobe, 2023）。這

種即時反饋可以加強學習效果，

並提高學生的自信心。 

2.個別化學習環境：有時，學生可

能會在家中或其他非學校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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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學習問題。在這種情況下，

ChatGPT 可以提供即時的學習支

持，無需等待下一堂課或下一個

上學日。這種個人化的學習環

境，可以讓學生在自覺最舒適的

環境中學習，並可以在遇到問題

時 得 到 立 即 的 幫 助 （ Biswas, 

2023；Sok & Heng, 2023）。 

3.持續的學習過程：學習是一個連

續的過程，需要持續的實踐和反

思。在 ChatGPT 的持續性支持

下，可以幫助學生保持學習的動

力，並激勵他們持續進步（Biswas, 

2023）。它也可以記錄學生的學習

進度，並根據學生的進步提供適

當的學習材料和挑戰難度，以推

動學生的學習成長。 

4.跨越地理障礙：對偏遠地區的  

學生或是有交通困難的學生，

ChatGPT 亦可以提供網路學習。

學生可以在家中進行學習，並獲

得與在學校相同的學習支持。這

不僅提供了更多的學習機會，也

降低了因學習環境障礙，而無法

到校學習的窘境。 

以上的特點使 ChatGPT 成為一個強

大的學習工具，尤其適合輕度障礙的學

生。透過提供 24 小時的持續和即時學習

支持，ChatGPT 能夠有效地滿足這些學

生的學習需求，並提升他們的學習成

效。然而，也要注意，儘管 ChatGPT 具

有很高的可用性和靈活性，但它並無法

完全取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或者教師

對學生的專業指導（Chung, 2023）。因

此，這種工具最好作為傳統教學方法的

輔助，而不是替代。教師和家長也應監

督學生的使用過程，並與他們一起討論

和反思這種新的學習方式要如何幫助他

們解決學習所遭遇的問題。 

三、提高學生的自信和學習動機 

在傳統的教室環境中，輕度障礙學

生可能會因為與其他學生的學習進度不

同、或對某些課程的理解程度較低而感

到壓力。這可能導致他們對學習產生消

極情緒，甚至產生學習無力感。在這種

情況下，ChatGPT 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1.友善學習環境：ChatGPT 提供了

一個隱私良好、無同儕壓力的學

習環境。學生可以隨時提出問

題，而不需要擔心被同儕嘲笑或

被批判。這種環境鼓勵學生勇敢

提問，並嘗試解決問題，進而增

強他們的學習自信心。 

2.提高自信心：由於 ChatGPT 能提

供及時且合理的反饋，學生可立

即了解學習進度，並在必要時進

行調整。這種能力可以幫助學生

建 立 學 習 自 信 心 （ Ali et al., 

2023），並相信他們能夠掌握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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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技能。 

3.增加學習動機與主動性：ChatGPT

可依據學生的興趣和學習風格提

供個別化的學習資源和挑戰，學

生在互動中，能體驗到學習的樂

趣，並發現他們能夠成功地學習

和持續地進步（Ali et al., 2023）。

此外，學生需要主動提問，這種

主動性可以鼓勵他們更深入地參

與學習過程，而不僅僅是被動接

受知識。這種學習模式可以提  

升 學 生 的 主 動 性 和 學 習 動 機

（Biswas, 2023；Su & Yang, 2023），

並有助於在日常生活中學會解決

問題。 

4.自我引導學習：與傳統以教師為

中心學習模式不同，使用 Chat   

GPT 的學習更偏向於自我引導

（Qureshi, 2023）。學生可以依據

他們自己的節奏和方式進行學

習，這樣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他

們會感到更自在和自信。 

5.鼓勵試誤學習：在 ChatGPT 的學

習環境中，學生可以自由地嘗試

錯誤，並從中學習。因為 AI 不會

對學生的錯誤進行批評，所以學

生會更願意嘗試新事物，並從中

獲得經驗（Qureshi, 2023）。這種

試誤學習的方式有助於學生建立

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在過程中建

立自信心。 

從上述的說明中，ChatGPT 提供了

一個獨特的平台，讓輕度障礙學生能夠

在無壓力、無批判的環境中學習，並且

透過及時的反饋和個別化的學習經驗，

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 

四、資源有效率的配置 

在許多地區，特別是資源有限的地

區，教師經常面臨著如何在有限的時間

和資源下滿足所有學生的學習需求。而

對有輕度障礙的學生，他們可能需要更

多的個別化支持和指導，這對教師來說

可能會加重其工作壓力。在這種情況

下，ChatGPT 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解決

方案，其說明如下： 

1.資源有效分配：ChatGPT 可以提

供持續且即時的學習支持，並能

依據每個學生的學習風格和需求

提供個別化的學習資源。這意味

著教師可以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投入到那些需要他們專業知識和

個人關注的學生身上，而不是在

一對一的學習支持上，因為這會

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如此不僅提

高了教學的效率，也使得教育資

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2.減輕教師負擔：由於 ChatGPT 可

處理大量的問題和學習活動，教

師可以減少在處理學生日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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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供持續學習支持上的時間

（Su & Yang, 2023）。這可減輕教

師的工作負擔，並讓其能專注於

高品質的教學和專業的提升。 

3.提高教學品質：藉由 ChatGPT 的

支持，教師可有更多的時間和精

力來設計和實施高品質的教學活

動（Rahman & Watanobe, 2023）。

此外，也可以利用 ChatGPT 收集

的學生學習數據和資料，來了解

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問題，並根據

這些資訊調整他們的教學策略。 

4.增強教育公平性：在資源有限的

地區，ChatGPT 可以提供一種相

對經濟且效果良好的學習工具。

如此，即使是在資源匱乏的地

區，所有學生也都可以獲得高品

質和個別化的學習支持。此外，

對於那些因為肢體障礙、重大傷

病、有交通困難或其他原因無法

到校的學生，ChatGPT 也可以提

供一個可行的遠程學習解決方

案，從而增加教育涵蓋率。 

5.跨領域學習：ChatGPT 擁有廣泛

的知識庫，包括各種學科的知

識。這使得學生可以在一個平台

上進行跨學科的學習，而不需要

尋找各種不同的學習資源。 

以上特點，說明了 ChatGPT 在輕度

障礙學童教育中，不僅能夠提供個別化

的學習體驗，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與自

信心，更能有效地分配教育資源，提升

教學效率與品質，減輕教師的工作壓

力，並能擴大教育的覆蓋率。對未來的

教育模式，ChatGPT 顯然具有相當大的

潛在價值。 

五、提升社交能力 

對許多輕度障礙的學童來說，社交

能力的培養是一項重要的挑戰。在與他

人互動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會對某些社

交規則或習慣感到困惑。ChatGPT 可以

在這方面提供一定的幫助。 

1.安全的社交模擬環境：經過設計

的 ChatGPT 可以模擬各種社交情

境，提供學生一個安全，且無壓

力的環境來練習他們的社交技

巧。他們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進

行反覆嘗試和練習，而不必擔心

會受到現實生活中的壓力或負面

反饋。 

2.理解和學習社交規則：透過與

ChatGPT 的互動，學生可以更好

地理解和學習社交規則和期待，

再加上溝通條件的設定，可以提

供輕度障礙學生重複練習對話過

程，並得以逐步改變語境達到類

化不同語境的教學目標。例如：

他們可以學習如何禮貌地提問，

如何在對話中表達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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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何解讀其他人的語言意

圖。 

3.增強表達能力：透過與 ChatGPT

的對話，學生可以學習如何更有

效地表達其想法和感受。這不僅

可以提升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

也有助於在與人交際時能更好地

表達自己（Ali et al., 2023）。 

然而，儘管 ChatGPT 在許多方面都

有其價值和潛力，但也必須意識到它的

限制。AI 模型的理解能力和反應能力還

是無法達到人類處理事情的水準。它可

能無法完全理解或處理某些複雜或特定

的社交情況。此外，AI 模型無法取代專

業教育工作者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角

色。教育工作者不僅有專業的教學技能

和經驗，他們也可以提供人情味和關

懷，這是任何 AI 模型都無法替代的。 

因此，雖然 ChatGPT 可以作為一個

有價值的教育工具，但它應該被視為是

教育工作者工具箱中的一個協助工具，

而不是教育工作者的替代品。它可以在

某些特定的學習領域提供幫助，例如：

在社交技巧訓練或語言學習上。但在實

施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確保其正確性，

並始終保持對學生學習進程的監督和指

導。 

 

在應用 ChatGPT 於教學過程中，教

育人員應確保以下幾點： 

1.監督與指導：儘管 ChatGPT 能提

供大量資訊，但學生可能需要在

理解或應用這些資訊時得到幫

助。教育者應該定期檢查學生與

ChatGPT 的對話，確認學生是否

正確理解，有效地使用這個工具

（Halaweh, 2023； Su & Yang, 

2023；Tlili et al., 2023）。 

2.適宜時機的人工介入：AI 工具並

不能完全理解或適應所有的學習

情況（Sok & Heng, 2023）。在這

種情況下，教育人員的角色就變

得非常重要。他們需要在適當的

時機進行人工介入，以滿足學生

的學習需求。 

3.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作為一個

數位工具，使用 ChatGPT 可能涉

及 到 數 據 安 全 和 隱 私 問 題

（Baidoo-Anu & Ansah, 2023；Tlili 

et al., 2023）。教育人員需要確保

學生的資訊得到適當的保護（Su 

& Yang, 2023），並教導學生關於

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的知識。 

總體而言，ChatGPT 可作為一種創

新的教育工具，且在輕度障礙學童的教

育上具有無限的潛力。然而，我們也必

須認識到它的限制，並謹慎地進行使用

和監督。只有這樣，教師才能充分利用

這個工具的優點，並優化其教育方法，

以更好地滿足每一個學生的學習需求。 



◎通訊作者：蔡旻汶、林旆伃、洪語優  
10 東華特教  民 112 年 12 月 第七十期 

肆、研究建議 

ChatGPT 在正式上線後在各領域都

產生了大量的討論，一致認同的是對其

監督和保護隱私的態度。ChatGPT 的創

造確實讓人工智慧更逼近人類行為，但

無庸置疑的是，它目前仍無法取代人

類，在教育的立場上，要正確的使用教

材或教具，才會產生有成效的教學或學

習，教師和家長對 ChatGPT 的瞭解程度

更是如此。未來 AI 在教育上的應用勢必

是世界趨勢，各種獨特功能模型之間的

整合或許會帶來這領域另一次爆炸性成

長，AI 對話和繪圖模型在此時此刻已經

帶給各領域衝擊，唯有建立良好監督機

制和功能才可將其優點發揮到極致。 

教師使用 ChatGPT 除須累積自己使

用的經驗外，對提供模型的訓練素材也

是十分重要，雖付費版 ChatGPT 4.0 已

具備自我偵錯能力，ChatGPT 透過充分

的訓練後，能大幅提升符合教師設定所

需的內容並減少錯誤機率。此外，教師

事後檢視學生與 ChatGPT 的對話紀錄過

程，在目前的功能限制上仍為必要過

程，換句話說，ChatGPT 雖具備了教師

教學助手的角色，但仍無法完全替代教

師的角色。從學生的自學角度而言，教

師在提供適當訓練模型素材的前提下，

對學生的正確使用引導和規範，應能大

幅減少產生錯誤資訊的機會，且訓練完

整的模型能夠提供的練習題型是符合教

師規範下的產物，讓學生能充分練習

下，提升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熟悉度，無

論在閱讀、溝通對話、數學題目等領域，

應可獲得相關益處。 

筆者試著針對三類輕度障礙學生之

學習需求特性，提出初步應用 ChatGPT

教學或自學的方向。然而，有同樣學習

需求之其他學生，教師應視實際情況予

以調整。 

一、學習障礙學生：教師可利用 ChatGPT

進行閱讀教學，在透過教師引導學

生固定指令程序，生成不同字數的

文本，讓學生能夠從中抓取文章大

意，或進一步從文本中生成不同文

意測驗。對數學運算也可利用同樣

方法生成相似題型，讓學生進行練

習。 

二、自閉症學生：教師可預先設計規劃

好之語境，讓 ChatGPT 與學生進行

開啟對話、適宜的表達方式與結束

對話的練習，利用對話記錄功能要

求學生回家重複練習數次，並分段

增加語境的複雜程度，以達到對話

練習的目標。在利用社會故事進行

教學時，也可採用類似的方法，同時

搭配 AI 繪圖工具（例如：Midjourney）

產生圖片，可有效增加教師產出故

事圖文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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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輕度智能障礙學生：教師可利用

ChatGPT 的重複特性，在預先規劃

好固定題庫的前提下，讓學生練習

直到對某些學習內容達到精熟，並

可依據教師規劃好要提供 ChatGPT

指令之關鍵字，增加題目的變化程

度。 

ChatGPT 上線已屆一年，目前大多

數研究偏向探討其應用價值或對其的使

用態度，尚未發現實際應用在各領域（如

教育）上的研究發表，未來的研究者可

參考這個方向，將其實際應用在教育教

學場域，本文針對輕度障礙學童進行探

討，也是希望落實在融合教育現場，讓

特殊需求學生能夠在學習支持上尋求另

一項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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