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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不但是社會的縮影，也是世代交替 常⾒的地⽅。每⼀年六⽉送
走⼀批社會新鮮⼈，九⽉⼜迎接⼀群⼤學新鮮⼈。然後⼤學教授們，必須
思考如何使出渾⾝解數來吸引台下年輕⼈的⽬光，以便激起學習的熱情與
好奇⼼。當這群擅⽤⽂字抽象思考的X世代（戰後嬰兒潮之後），遇到長年
活躍在鍵盤與社交媒體的Z世代（⼀九九七——⼆○⼀○年間出⽣），兩代
間互動，形成⼤學校園中有趣的畫⾯，值得⼀窺究竟。 
      近年來，筆者教授教育史課程，嘗試讓Z世代透過“我要上學”主題，去
了解不同世代的教育觀。過程中以翻轉教育理念，設計學習活動，比較古
今中外教育理念、學校制度、⼈才選拔，課程教學與女⼦受教等議題。值
得⼀提的是，透過⼀次期中作業，要求學⽣去訪問⼀位比⾃⼰⼤五⼗歲的
長輩，與比⾃⼰⼩五⼗歲晚輩的上學經驗。評分標準包含：訪談題⽬的設
計，長輩的歷史背景與⼈物描寫，晚輩⼈物的想像⼒，是否符合教育史的
脈絡等。透過訪談主題、訪談題⽬與回答、受訪者的歷史時間軸、訪談⼼
得、與教育史的連結，以及參考資料或圖片等撰寫規範，完成⼀段世紀教
育之旅。過程中，年輕⼈必須主動尋找家中的長輩，甚⾄拜託久未聯繫的
中學老師、海外的年長親友、同學的⽗⺟等的⽀援。透過視訊或親⾃訪
談，許多⾼齡長者如祖⽗⺟、失聯的老校長等受邀參與這份作業，在共同
的話題中，兩代間重新有了連結：長輩們有機會分享過往上學的⽢苦記
憶，細數昔⽇的家庭、學校與師⽣情誼。透過長者的時光隧道，這些Z世代
們，間接體驗到平常只有教科書或電影中才有的珍貴歷史紀錄與畫⾯！從
這群七⼗歲到⼀百○⼆歲受訪長輩的⼝述歷史中，可以看出：不同世代雖
然成長環境有所差異，但對於上學這件事，依然寄予厚望，甚⾄因為上學
⽽改變⾃⼰的⼈⽣！ 
      如果說長輩的訪談是感性的世代對話，那麼晚輩的上學情景，則必須
參考更多對未來世界的推測，與個⼈豐富的想像⼒！以下摘錄Z世代對於⼆
○七○年我要上學的預測： 
      這⼀年的⼤⼀新⽣，早已進入強⼈⼯智慧時代，所有的事情都可經由
⼈⼯智慧(AI)⾃動完成。相對於⼆○⼆○年的弱⼈⼯智慧時代，AI雖能處理
⾼速運算，但需要⼈類提供資料來運作，⼈類依然有掌握權，現在已經進
入強⼈⼯智慧時代，電腦發展出⾃⼰的意識，能夠累積經驗，⾃⾏決定⾏
動。此時⼈類已經發展出與機器和諧相處的模式，其中的關鍵是⾼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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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這個年代的⼤學，早已將重點擺在學⽣的⾃學⽅式上，透過AI⾼速組
織能⼒的協助，為每個學⽣規劃出專屬的學習計劃，校際間（包括國內
外）更是充滿各種跨域學習機會，此時多數教授會開放AI資料庫給修課同
學，讓選修者從中⾃⾏安排各⾃的學習需求與進度， 後通過教授的多元
評核，完成修課認證。例如，某系或某領域的⼤⼀新⽣，可以先與指導教
授討論未來四年或數年的學習⽅向，在A校規劃基礎學的課程，到B校規劃
通識課程，在C合作公司進⾏觀摩實習等。經過⼀定期間的課程組合學習，
通過原學校的畢業條件（如：考試、專題製作、實習等），拿到⽂憑。 
      如果，未來的⼤學強調透過AI⾃學為主，那麼傳統的師⽣關係、校園
⽂化等是否也將全然改觀？從這些Z世代的想像中，顯然有所保留。許多⼈
認為，未來個⼈可以透過AI，充分取得各種學習資源，並能隨時隨地與各
地⼈⼠進⾏聯繫交談。為此，⼤學將重新賦予嶄新的任務，轉變成提供師
⽣交流、運動競技、藝術創作、操作實驗等⼈際互動場域。校園中透過⾃
動清潔系統，營造舒適空間。課堂上， AI從旁輔助，如完成演講便立即投
射影像，讓學⽣可以即時透過立體畫⾯完成學習。 
      在上述橫跨⼀個世紀的教育探索中，多數⼈認同學校 重要的任務依
舊是培養學⽣“欣賞”、“創意”、“合作”與“內在感受”等特質。這些都是世
代間珍貴的經驗交流。 
原⽂網址: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1-07/05/
content_15276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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