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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中) 人工智慧倫理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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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學時數          2/2 

領域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技 

優質課程類別 

■一般課程、□智慧財產權、□內涵式服務學習課程、□性別平等、□綠色課程 

■創新、創意課程、□工作（職場）倫理課程、□工具機技術研發 

創新、創意課程定義：課程目標為「激發學生獨特的想像與創意思考，透過企劃與執

行以創新模式解決實際問題。」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知識統整能力 30  % ■創意思維能力 35  % ■溝通表達能力  35  %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 □倫理關懷能力     %  

(核心能力定義請參見附件一，請選擇 2~3 項相關程度較高之核心能力) 

科目屬性 

□核心課程   □跨領域課程(須符合附件二定義，並請勾選下一欄) ■生活性課程 

□學術性課程 ■通論性課程                                   □經典性課程 

 (屬性定義請參見附件二，可複選) 

跨領域課程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100% 

(以上總和百分比須達 100%) 

教科書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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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在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應該能夠: 

1. 認識人工智慧倫理與治理的概念和意義。 

2. 瞭解人工智慧倫理治理的核心與原則、挑戰和發展。 

3. 理解人工智慧的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與透明度(transparency) 

4. 嚴謹評估 AI 治理策略，批判性地評估其起源、應用及有效性 

5. 利用上課所學知識與技能，完成一個 AI倫理或 AI治理專題報告 

 

評量方式 

課程參與(40%) 期中報告(30%) 期末報告(30%) 

學生將被要求積極參與作業相關的討論。課堂參與度的評分將根據學生討論表現來評

量。 

內容綱要 

這門課程旨在深入探討人工智慧（AI）技術所引發的倫理困境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

治理需求。通過結合理論框架與實際案例分析，課程將幫助學生理解 AI 對社會、經

濟、法律等各方面的深遠影響。學習重點包括如何尊重人類的自主權、預防潛在傷害、

維護公平性與可解釋性等基本倫理原則。此外，課程將挑戰學生思考如何將道德決策

內建於人工智慧系統中，並剖析這一過程中的倫理障礙。學生還將學習一套符合公

平、透明、問責且尊重人權的原則，並針對未來在 AI 領域可能面臨的倫理與社會挑

戰，進行深入探討與分析。 

教學方式 講授與互動式討論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若有的話，請敘述本科目融入那些創新的教學活動設計) 

https://doi.org/10.6464/TJSSTM.202310_(37).0004


科目進度與內容 

(勿只填寫單元名稱，請簡述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申請跨領域課程時，將特別針對教學內容細 

  節審核，請詳細說明，以作為審核依據 

備註 (課程活動與

作業) 

※請務必填寫 

※若勾選「跨領域課 

  程」請標註每週次 

  涵蓋領域，可複選 

1 

課程介紹與基本概念 

1. 課程簡介與評估方式 

2. 人工智慧（AI）的基礎知識與應用範疇 

討論AI倫理現狀

並課後繳交上課

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2 

AI倫理的核心 

1. 尊重人類自主性原則 

2. 預防傷害原則 

3. 公平原則 

4. 可解釋性原則 

批判性分析AI倫

理的核心並課後

繳交上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3 

公平性 (FAIRNESS) 

1. AI技術效率與公平性之間的取捨 

2. AI部署中出現偏見的道德義務 

批判性分析AI公

平性並課後繳交

上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4 

透明性 (TRANSPARENCY) 

1. AI所具備的能力與製造目的必須經過公開

的協商 

2. 可 解 釋 性 原 則 （ The Principle of 

Explicability） 

批判性分析AI透

明性並課後繳交

上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5 

當責 (ACCOUNTABILITY) 

1.將道德決策編入機器的倫理挑戰 

2.當這些決策導致傷害時的法律與倫理當責架

構。 

批判性分析AI當

責並課後繳交上

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6 

人工智慧幻覺 (AI Hallucination) 

1. AI偏見與歧視及虛構引用 

2. AI真假難辨的隱憂 

互動式討論AI幻

覺並課後繳交上

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7 

AI責任歸屬 

1.當AI出錯時，誰該負責？ 

2.AI 造成傷害時責任如何歸屬? 

批判性分析AI責

任歸屬問題並課

後繳交上課參與

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8 

期中回顧與專題報告預備 

1. 期中報告預備 

2. 小組互動式專題討論 

選擇一個AI倫理

或AI治理待解決

問題，提出可能的

解決方案並課後

提交上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9 

期中研討與專題報告 

1. 期中報告 

2. 小組互動式專題討論 

專題計劃書撰寫

與上課學習反思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0 

人工智慧治理（AI Governance） 

1. 制定公平、透明、問責和尊重人權的原則 

2. 建立AI法規框架以規範AI的開發和使用 

互動式討論AI治

理並課後繳交上

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1 

人工智慧對使用者隱私的威脅 

1. 如何減少對使用者資料隱私的侵犯並且價

值最大化 

2. 如何保護AI使用者資料隱私 

批判性分析AI對

隱私之威脅並課

後繳交上課參與

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2 

人工智慧控制 (CONTROL) 

1. AI治理與潛在風險之間的平衡 

2. AI演算法偏差 

互動式討論AI控

制並課後繳交上

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3 

AI 資料倫理 

1. AI技術應用的倫理挑戰 

2. 探討AI系統資料的管理和保護，包括資料

隱私和安全問題 

互動式討論AI資

料倫理並課後繳

交上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4 

人工智慧強化倫理衝突的緊急決策 

1. 人類如何借助AI做出較佳的倫理決策 

1. 從資料驅動到AI驅動 

互動式討論並課

後繳交上課參與

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5 

人工智慧開發過程的倫理權衡 

1. AI設計的倫理權衡問題 

2. AI 自動決策系統開發過程涉及倫理權衡 

互動式討論並課

後繳交上課參與

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6 

人工智慧的倫理與社會責任 

1. AI技術應用中的倫理挑戰 

2. AI倫理框架與社會參與 

互動式討論AI在

社會責任中的倫

理界限並課後繳

交上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7 

課程學期總結與反思 

1. 回顧整個課程的關鍵概念與學習重點 

2. AI在倫理與治理未來挑戰 

互動式討論AI倫

理與治理未來挑

戰並課後繳交上

課參與單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8 

期末評估與課程結束 

1. 期末專題研討 

2. 反思與課程回顧 

3. 總結與未來學習建議 

期末專題研討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附件一 核心能力定義 

核心能力 定義與說明 

A. 知識統整能力 
學生能在各種知識與文化脈絡中，尋得恆久不變的價值觀，並將此價值

觀融入其生活，進而認識、欣賞、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意義。 

B. 創意思維能力 
學生能認知各知識領域與多元文化間的差異處與鏈結點，進而具備跨領

域思維與評判能力，使其能在固有的架構中，呈現嶄新的創造力。 

C. 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能釐清自我思想，並藉由正確且清楚的語文表達理念，以建立與他

人良好的溝通。 

D. 美感鑑賞能力 
學生能認知、接收並傳達多元藝術美感，具備敏銳的鑑賞能力，並運用

在不同領域的統整中。 

E. 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能依據自身認知和客觀事實，運用邏輯分析與量化推理，進行反思

與論證，進而做出合理判斷。 

F. 法治思辨能力 
學生能正確認知人權、民主、與法治之互動關聯，進行獨立思辨與論辯

且基於人本關懷精神，以確立其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關係。 

G. 博通宏觀能力 
學生能以基礎知識為本，培養前瞻性的觀點並開拓宏博的視野，以建立

整全之人生觀。 

H. 倫理關懷能力 
學生能認知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進而願意以己身之力與專業知識

參與社會與環境的改造，提升正向能量。 

 

附件二 課程屬性定義 

核心課程：全校性共同必修之通識課程。 

跨領域課程：課程內容須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技三領域其中之二項以上。課程須有一主領

域，其授課內容須達 60%以上，上限為 70%以下。(依 110年 4月 7日 109-2博雅通識中

心第 1次教評會議決議) 

生活性課程：課程重點強調知識應用與人類生活相關之課程。 

學術性課程：課程重點偏重理論發展之脈絡、思想之沿革、與歷史文化背景之因素。 

通論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的知識與思想做綜觀性的介紹，與廣博性的探討。 

經典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典籍做較為深入之探討、剖析、或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