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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下的華德福教育：教學實踐中的挑戰與應對	
	

一、 前言	
	

華德福教育是由奧地利哲學與教育家魯道夫．史坦納（Rudolf Steiner，1861—

1925）提出的教育方法，其以人智學（Anthroposophy）為基礎，旨在打造一個

「以人為本」，注重人之身、心、靈平衡發展的全人教育。1華德福的教育理念為慢

活、慢學，鼓勵學生多親近大自然、不接觸 3C 產品，透過五感去感受這個世界、

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並藉由多元的藝術活動來學習。 

在華德福教育中，「靈性教育」被視為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種注重個體內

在靈性成長和發展的教育形式，強調讓教室與學校成為一個有靈性的生命體，不論

是師生之間的互動、課程安排與教學，都相互緊密締結且充滿能量。推崇靈性教育

之學校的學習活動通常是整合身體、心理、情感和靈性的全人學習，強調非語言行

為、校園環境、慶典儀式等，最重要的是，要學會傾聽自我，並且實現自己的生命

意義、價值觀和更高層次的自我認識，而這些學習活動皆非科技所能達成，科技的

介入甚至可能對孩子的學習發展造成危害。 

然而，隨著 AI 教育的興起，傳統的教學模式已逐漸改變，這些改變讓華德福

教育工作者之教學實踐受到了挑戰，因為在未來的世代，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於教

學的教育方法終將成為趨勢，它不但能減輕教學者的工作負擔，更能提升學習者的

學習成效。AI 提供了個性化的學習方案，能夠根據學生的程度、學習進度、個人

偏好和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學習支持和資源，且其形式和功能十分多元，例如：自動

智能輔導系統、自適應學習平台、自動評分系統等，它徹底打開了國內外教育的新

境界，為未來的教育帶來更多創新的可能與全新的挑戰。 

華德福教育在國外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而在台灣也發展了將近三十年，在這

段期間，有越來越多台灣學者投入華德福教育理論與教學實務相關的研究，根據薛

曉華的調查統計可得知，台灣華德福教育相關文獻數量自 2002年 1月到 2021年
12月共有 146篇，其中，敘事探究或生命故事之研究論文為最大宗，而「教師教

學、課程、學生學習」為學者最關注的三大議題2。 

雖然研究的主題類別相異，但大部分的內容皆會傳達出，使個體之身體、心

靈、精神三層面全面、和諧發展，並進一步達到善、美、真的理想之華德福教育
3，於教學現場的應用，或者擴大到整個社會和時代，其對人類文明所帶來的正面

 
1 吳方稜，〈什麼是華德福教育？華德福優點、缺點、學費一次看〉，《親子天下》，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2136，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29 日。 
2 薛曉華，〈臺灣華德福教育實徵研究之探析與展望〉，《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 18 卷，第 3 期 

（2022 年 9 月），頁 61-117。 
3 梁福鎮，〈斯泰納人智學教育學之探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 16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121-153。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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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與重要性。其中，為呼應這個時代的趨勢，王智弘4在研究中提到，當 AI時
代來臨，人工智慧可替代人類大部分的腦力工作，甚至能自己進化時，人類將會面

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此時，「靈性教育」將變得極為重要。 

綜觀國內研究華德福教育之相關論文，大多是環繞在人智學、靈性教育之理論

介紹，或者探討華德福體制下教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鮮少進一步探討當 AI時
代來臨，智慧機器人逐漸普及化，人類的工作、生活都需要仰賴 AI時，華德福教

育將面臨怎麼樣的挑戰，而面對此挑戰又有何解決之道。大多數學者在論文的結尾

處皆是認同華德福的教育理念，並樂見其未來的發展，卻較少有學者實際去教學現

場考察、訪談後，印證該理念是否能確實應用在現在以科技為貴的現在社會中。  

華德福學者強調靈性的教育，需超脫物質的慾望，並對科技的發展趨勢有所提

防，然而，現代人卻很少關注或重視這項議題，要如何推廣這樣的教育理念、喚醒

人類對於靈性的重視，以及如何在不被外在的物質世界影響的情況下，於教學現場

實踐華德福的教育理想，乃是現今華德福學術研究界仍可以努力的方向。 

另外，綜合當今教育政策的推行和日常所聞，如：程式設計在中小學課程中越

來越受重視、體制內之偏鄉國小的低年級學生已有自己的手機、教育部於 111年起

連續 4年投入 200億元推動「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之「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

方案」5等，可得知中小學的科技教育已是勢在必行。 

在未來的世界，人人都需要擁有充足的資訊科技能力，並且懂得運用 AI，而

國內的教育政策開始向下扎根，從國小階段就開始培養學生對於資訊科技的興趣，

讓學生有許多接觸電子產品機會，甚至希望學生能夠利用 AI 來培養自學能力，那

麼，華德福的學生是否會因為禁用電子產品的規定，而在未來的世代失去競爭力？

特別是將來 AI普及化後，第一線的華德福老師該如何應對或調適？而專家又抱持

著何種態度，是否有具體的方針可以讓華德福教育在新的世代依舊能發揮其價值？ 

本文將以半結構式訪談為研究方法，了解學者與華德福的師生在面對 AI時代

的來臨所抱持的態度，並探討華德福教育在 AI時代下可能會碰到的挑戰與解決之

道。雖然此研究在受訪對象的數量和背景多樣性皆有所限制，但仍希望能透過對教

學現場實踐者及專業理論的研究者的訪談，促成國內華德福界對於 AI 興起之際的

華德福教育有所關注與討論。 

 

 

 

 

 
4 王智弘，《華德福靈性教育的時代意義》（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 
5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全面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9F7133D453CC16F2 

，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28 日。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9F7133D453CC16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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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識AI與華德福教育	
	
（一）AI是什麼？——AI在教育界扮演的角色與影響	

AI 是一種以機器為基礎的系統，可做出足以影響現實或虛擬環境的預測、建

議或決定，以達成人為定義的一系列目的。6若將這樣的技術應用在教育界，不僅

能協助教師備課，還能提供學生個性化的學習，如：針對教學單元生成題庫、提供

教學指南、預測師生的問答、評估學生程度、剖析學習盲點、提供學習指引和大量

習題等。 

然而，AI進入教育界也引發了許多問題，首先，這項技術過於新穎，尚有許

多操作的細節、背後的原理和最終成效眾人都不夠熟悉，且現今的課綱未規定教科

書需編入 AI 相關的使用規範和操作方式供師生參考；再來，這個工具無需付費且

容易取得（如：ChatGPT），使得大多數人在還沒有充足的先備知識時，便開始使

用它，這很可能造成孩童思想發展上無法挽回的後果。 

AI 對教育的影響會是一個未知的、負面的衝擊，因為我們都不了解它。就

好像你手上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工具，但我們還不瞭解它對知識、對社會、對

道德…等各個層面，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7	

AI 的出現確實帶來了許多的便利，對於成年人來說，這或許就是一個現今流

行的新技術，應抱持著開放的心去認識它、學習如何使用它，好以跟上時代的腳

步；然而這對於尚未充分了解自己、他人與世界的孩童來說，卻可能是一個阻礙他

發展的兇器，它不但會限縮一個人的想像力、求知慾，也可能徹底改變人類對於學

習的認知和認識世界的途徑。 

AI 它當然可以是一個工具，工具都應該是中性的，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比方說AI 生成圖片、文章和影片，它看起來是創造性的工作，但它不是，

它是大量機械性的算力累計出來的結果，所以那並不是真正的創造性，它跟

人是不太一樣的，所以如果我們用這樣的工具來替代人本身的創造性，那我

們就要去想我們得到什麼、我們又失去什麼。8	

因此，綜合學者的觀點，如何「有意識」地運用這項工具，並且保護好人類的

創造性，乃是 AI 在教育界中應當被重視且需要不停反思的事情。 

 

	

 
6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官方網站，〈OECD「人工智慧建議」相關資訊〉，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67043，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14 日。 
7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8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6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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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個不碰 3C 的教育？——華德福學校避免學生太早接觸電子產品的用意	

華德福教育重視感官體驗的品質，希望以「真實」與「藝術」滋養孩子的感

官，透過順應自然來保護孩子的想像世界，3C 產品往往具有過度刺激的效果，容

易鈍化孩子的情感、學習與專注力。9因此，華德福學校通常在小學階段都會全面

禁用手機，除非有特殊的作業或聯絡需求，否則到了國中階段仍不鼓勵使用。 

以手機為例，你今天就給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小朋友一支 iPhone，還有吃到

飽的網路，這樣他會發生什麼事？會造成一些發展上、身心上，後續無法回

復的後果。10	

學者表示，華德福教育相當重視生命的發展歷程，我們應當在哪個階段學習哪

樣事物，都是有特別安排過的。然而「科技」對於小學生來說，其實並不是這麼迫

切需要去認識的領域，我們更應該先去認識現實世界的人、事、物，了解社會的運

作方式、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相處，再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科技的演變過程，逐步帶

到如今 AI 技術的原理與應用。這些都是要循序漸進的，需要先訓練好學生的思考

力、道德判斷能力和對於自身、對於社會的認識，再讓他們去認識新興的科技。	

如果我們已經預料到這個威力這麼強大的工具將來到我們面前，我們能不能

選擇不用？或晚一點再用？或者訓練好之後再用？就像如果你沒有考過駕

照，我就給你一台保時捷開，會出事對不對？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高科技就

像是那台保時捷，然後生生有保時捷、班班有保時捷，你覺得這對一個生命

是好的嗎？難道不需要經過更多交通規則的學習，倫理、道德的培養，還有

判斷能力、自學能力等各式各樣的能力，都訓練好之後，再給你駕照，然後

你才可以使用這個工具，以此類推。11	

另外，華德福的教師有分享到，當時在體制內國民中學的校園內成立華德福部

門時，就有特別和校長商討華德福的教室一律不裝電子設備，因為希望可以保護孩

童的身、心、靈免於受到 3C 的刺激，這部分校方是支持的，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

華德福的教室幾乎都不會有電子設備，教師的教學至今仍是以大量的黑板畫為主。 

我們（華德福學校教師）其實是蠻有自己的堅持，所以教室裡面並沒有裝這

些設備（電腦），就希望不要擴散到我們這邊來，而校長其實和我們花很多

時間溝通，所以他也理解，並沒有強制我們一定要裝。12	

為了實踐這個不碰 3C 的政策，目前任教於華德福九年級班級的導師分享道，

在七年級接手班級時，他有在班親會特別和家長宣導這件事，並且分享書籍希望家

長多閱讀、了解電子產品對孩子的影響。當然，這不代表完全禁用，如果學生有必

 
9 善美真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官方網站，https://smzwaldorf.com/?page_id=92，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17 日。 
10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11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12 華德福九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https://smzwaldorf.com/?page_i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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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聯繫家長，可以簽同意書，但老師會要求學生帶來學校要放到老師的抽屜，放學

出校之後再使用；升上八年級要製作專題報告時，老師也會鼓勵學生用手寫的方式

紀錄並繪製海報，最終上台發表也是現場投影自己的手寫報告書，而非電子簡報；

到了九年級才會有電腦相關課程，學生因為是第一次接觸，都會在聯絡簿上回饋覺

得很有趣、很新奇，不過沒辦法在短時間內完全吸收，但是會很想要把它學會。 

我一直覺得華德福的教育是要培養健康的身心靈，所以我覺得至少要保護到

九年級。我其實也會跟家長說，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讓他們用手機？至少在

國中階段還可以守住那條線。但現在的家長其實也沒有真的認為這件事情很

重要，就是 3C 對孩子的影響。13	

另外，就讀於華德福九年級的在校生也坦言，小學階段在校園內雖然不能使用

手機，但離開校園後就可能會接觸到已經擁有自己的手機的同儕，其中一人認為自

己對於手機的內容不感興趣，並不覺得自己當時不使用會落伍；另一人則表示，自

己在升國中時曾經一度很想使用，不過之後也漸漸明白校方限制 3C 的用意，認為

在國小階段應當保護學生，等到擁有一定的知識背景、生活經驗與自我判斷能力

後，再開始使用 3C。 

小學的時候，我所接觸到的人除了學校同學以外，幾乎都是體制內的學生，

他們都有手機，但是我覺得當時的心理落差沒有太大，因為感覺他們從手機

得知的資訊內容其實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14	

我個人是到八年級之前都沒有手機，特別六、七年級的那段吧，我會覺得很

想用手機，因為我跟另一位同學一樣，就是除了在華德福裡面外的交流群都

有手機。15	

在這樣的限制下，學生的心理是否會有反彈？是否會擔心自己跟校外的同儕沒

話題、難以融入，又或者是敗在家長的不積極配合，偷偷給學生用手機？綜合學

者、教師和學生三方的意見可得知，這樣的問題其實只佔了少數，更重要的問題

是，要如何堅持這樣的理念，建立一個完善、健全的社群，讓大家都跟著效法，讓

全體人類能不被科技綁架，能夠擁有自主、快樂且身心靈皆健康的人生。	

我們永遠都可以有選擇，我們不需要因為跟別人不一樣而害怕。16	

當你是一個自由的健康快樂的人的時候，別人就會受到你的影響，你的朋

友、你的家人，也會比較健康、比較快樂。17	

真的要擔心的是，我如何維持健康、不被影響，這件事是難的，所以我們唯

一能做的就是幫助更多的人健康分享交流，我們一起努力看看，當他們也嚐

 
13 華德福九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14 華德福九年級男同學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三訪綱） 
15 華德福九年級女同學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三訪綱） 
16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17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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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甜頭之後，就會成為一起健康的夥伴。18	

綜上所述，華德福學校設置學生使用3C的規範，乃是希望讓學生了解為何而

使用，待熟悉其背後的理論、培養出自我判斷能力後，再來使用這些科技產品。這

並不代表是反科技，而是根據兒童之身心發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帶他認識不同的

事物。 

就如華德福的課程設計，國小都是在介紹寓言、神話、古文明、動物學、植物

學等，到了國中，會開始講到性教育、生理學，從生命的奧秘談起，當學生的心智

年齡已經足夠成熟，再帶領他們去認識「科技」的議題。如果太早就接觸科技，可

能會過度依賴機器，而失去創造性，使得學生對於這個世界擁有先入為主的成見，

這些都是不可逆的、一輩子的傷害。 

因此，華德福校方認為，在國小階段保護學生是很重要的，不需要擔心其他人

都在使用，自己會跟不上，因為那並不是一件值得積極效法的事情，應當堅定自己

認為真正「好」的理念，並且將這樣的美好感化他人，喚起更多人的自覺。 

 

三、 AI科技與華德福教育的關係	
	
（一）華德福校園內會談論AI嗎？——華德福師生對AI的認識與應用	

由上一章節得知，華德福的學生從一年級至九年級皆被嚴格控管電子產品的使

用，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學生對於AI應該不會有太多的認識；但實際上，在

校生表示他們升上國中後會有一些作業需求，可能是來自老師的口述，或者是自己

上網找資料，就會認識到AI，也會將AI當作工具協助自己算數學或輔助音樂編

曲。以下是兩位在校生認識AI的歷程與使用AI的用途： 

	

例一	九年級男學生：	

藉由手機、新聞和家長口中得知。做報告時會用 ChatGPT 來查資料、算數學

會拍照上傳給AI 協助解題。19	

例二	九年級女學生：	

八年級的課堂上，老師有講到相關的文章才知道AI，了解AI 背後運作的原

理。會運用AI 輔助音樂編曲，家人們支持使用，但不鼓勵拿來查課業上的資

料，應當運用Google 搜尋或是翻書找答案；語文學習方面，會拿來練習英文

口說和背單字。20	

 
18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19 華德福九年級男同學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三訪綱） 
20 華德福九年級女同學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三訪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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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端對於AI則有更多不同的見解，首先是華德福九年級的班導，他表示自

己並不熟悉如何使用AI，因此不會用AI來備課或輔助教學，而是利用傳統方式上

網找資料或閱讀書籍。在華德福的校園，很少聽到有人在探討AI，教師在聽到現

在一般體制的學生在課堂中或撰寫課後作業時，都會大量使用AI來輔助學習而感

到震驚不已；另一位在華德福學校服務多年的六年級班導則認為，AI並不符合華

德福教育的精神，它無法體現生命內在的價值，更無法開啟靈性的門扉。因此，

AI對華德福來說確實是一種阻礙，但教師們對這個工具已有初步的認識，同時也

有所提防，現階段仍能夠有效控管，避免其過度滲透到學生的學習環境中。 

AI 不符合兒童的發展，因為它應該在孩子的感官都已經長大到一定程度

了、孩子已經進入到高中了再使用。無論未來這個世代怎麼轉變，或者無論

體制內怎麼推廣這件事情，華德福基本上最早就是要到八年級、九年級。21	

我認識你這個人，我可以講出你身高多少、描述你的外表，可是我講不出你

真實的那種內在特質。22	

最後，教師總結道，即使AI能理解並解釋大部分的理論，它也很難翻譯出華

德福創始人史坦納博士的文章，因為他的理論不易理解，往往需要經過實際的教學

經驗和用心感受，才能慢慢掌握人智學和靈性教育的精髓。正如華德福的課程，沒

有制式化的課本供教師「照本宣科」，完全需要依靠教師的自我詮釋，去看見每個

孩子的特別、了解孩子的需要，並將知識與個人生命經驗相結合，以藝術為媒介，

將這些事物帶入孩子的世界中，這才是教育的真諦。 

	

（二）科技挑戰人性？——華德福學者與師長對AI科技的看法	

學者認為，AI雖然能夠解放部分的勞力，增進生產效能和學習進程，但它未

必能夠帶給人類更大的幸福與滿足；相反地，我們可能會因為運用了科技而更加痛

苦、徬徨，使得這個社會充滿更多的衝突與紛爭。 

如果科技這麼棒，科技可以解放人的某些勞力，那照理說我們應該會有更多

的餘裕去從事更幸福的工作、獲得更多的喜悅跟滿足，但其實並沒有，你會

發現科技越進步，人類越痛苦，我們並沒有因此更更喜悅、更平靜，沒有，

我們反而產生了更多的紛擾、更多的衝突、更多的戰爭。23	

此外，華德福教師也有提到關於 AI 的誠實性問題，AI往往不會主動告知資料

來源為何、答案是否正確，而我們也會逐漸因為惰性，不願意耗費多餘的時間和心

力去求證。這是相當危險的，濫用科技將導致我們的思維被操控，失去自我判斷和

對世界真實的認識。因此，我們應當對 AI 技術保持警惕，在追求科技便利的同

時，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獨立的思考能力。最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明白教育的本

 
21 華德福六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22 華德福六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23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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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以「人」為本，我們須認識並培養自己內在的靈性。 

AI 說謊是臉不紅氣不喘的，所以我們要擁有足夠的自覺去抵制、去分辨它

哪些講的是真的。24	

不可否認的是，AI 在這個講求速度、效率的世代具有非常大的優勢，但它會

犧牲掉學生去體驗一個以年為單位的生命養成能力，就如同華德福的泥塑課程，每

一件作品都是需要經過長時間塑形、著色、燒製而成，而砸破則是一秒鐘的事情。

一旦我們都用 AI 來學習，那便淪為了形式主義，與生命無法產生關聯，我們可以

把 AI適度運用在生命工程上，但當一味求快這件事開始干擾到以年為單位來計算

的生命工程時，就等同於揠苗助長，我們必須學會拒絕它。	

面對 AI 浪潮的來襲，我們反而應該稍微抵抗它一下，把安全的空間撐出

來、把人性的時間撐出來。25	

簡而言之，華德福的學者與師長一致認為，儘管 AI 能帶來生產上的效率和便

利，但它無法取代人類生命經驗的養成和靈性的成長。面對 AI 的挑戰，我們應該

保持警惕、抵制其對人性的侵蝕，保護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的真實體驗和內在價值，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科技進步的同時，維護人類的幸福與福祉。 

 

（三）擔心跟不上時代？——華德福教育制衡科技的方法	

面對外界對於華德福為保護學生不受科技影響而制定規範的質疑，華德福學者

和教師提出了一些應對方案和堅守的理念，並以國外現況作為佐證，以制衡科技入

侵校園。 

首先是針對學生的意見，以九年級在校生的訪談為例，學生表示在國小的課程

中，科技對他們來說確實不是必須，反而是在課業上比較會擔心落後體制內的同

儕。然而，到了中學時期，他們認為教師應當儘早開始教導他們基本的打字、簡報

製作與word檔的運用。 

我覺得我們九年級才開始上電腦課有點晚，而且好像很難學，對我來講有點

太趕，因為高中說不定也會用到，就覺得太慢開始。26	

教師針對這點做出回應，他認為這其實只是個「跟上潮流」的假象，因為科技

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看到了最新的技術，就會產生一種迫切感，認為自己有

必要儘早補足這方面的知識並精熟這些技術，才不會被這個世代淘汰；然而，學習

這些技術對於一個未成年人來說，真的有這麼急迫嗎？當我們先學習好基礎的學科

知識，並培養良好的邏輯思考、道德判斷能力後，再入手基本的科技工具也不遲，

即便是從頭開始學，我們還是能很快就趕上其他很早就開始使用的人。 

 
24 華德福六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25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26 華德福九年級男同學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三訪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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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看相關的報導，就是在國外其實很多學校他們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

在，所以他們很希望回到原來的狀態。國外現在已經開始在管控，反而臺灣

是因為覺得資訊要跟得上國外，所以才會變成今天這樣。他們（國外學校）

現在已經開始自我反省，比方說它（從國小階段開始讓學生接觸電子產品）

的問題在哪裡，想要修正一下，像學生去學校要收手機。27	

這是他們（現今的中小學生）的世代，他們其實在這個時間出現，很多東西

就像是有天線，可以接得上，所以他們一摸到就上手了，並不是說要花時間

去熟悉。而且人家很早學，他很早就會沉迷在那裡面，並不是把它拿來當工

具使用。28	

學者指出，真正明智的家長，其實都不會讓孩子太早接觸科技的產品。以美國

矽谷為例，即使是科技業界的工程師和企業老闆，他們也都清楚科技和網路對孩童

的潛在危害，視科技為一種「毒藥」，因此，他們選擇不讓自己的孩子過早接觸科

技產品和網路。同樣地，法國議會在2018年也通過法案，全面禁止十五歲以下的學

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機，這反映了一種人類的自覺性，即使是科技領先的國家，也清

楚地意識到應該如何善用科技，而不是為了跟上潮流而造成濫用。 

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在操控科技，科技也綁架了科學，而教育正是唯一的出

路。因此，我們應當堅守好的理念，並分享這樣的美好、點醒更多的人，而不是擔

心自己跟不上時代，盲目地去做那些會對身心靈健康造成危害的事情。 
 
我們（支持中小學階段禁用AI 的人）應該想的是，如何去追求、創造這些

好的價值，而不是用一種擔心說跟人家不一樣，所以我就放棄好的價值。29	

	

這種恐懼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剛好反過來，如果沒有開車，我難道不能用腳

走路嗎？我走得時間比較長，我比較晚才學開車，過幾年之後，誰會比較健

康？30	

	
華德福教育的精神，正是現今這個資訊氾濫的時代最需要的，它強調回歸人的

本質，去做那些人類真正應當學習、體驗和感受的事情。而針對如何制衡科技，學

者表示，華德福並非不教科技、反對科技，而是希望在將這些強大到不可思議的工

具交到學生手上之前，要先讓學生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意義。 

那麼，作為一個人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學者解釋說，這意味著要了解自己的

身體健康、生命力的完整、良好的情緒、自我生命的意義與目的。當這些核心理念

已經穩固地建構在學生的心中後，教師再把科技的技術交付給學生，才能讓這些工

 
27 華德福九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28 華德福九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29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30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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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幫助學生完成人生目的。 

這樣的教育理念，不僅能夠讓學生妥善地運用科技，更重要的是，它能夠讓學

生在使用科技的同時，始終保有對自我本質清晰的認識，避免被科技所操控，這正

是華德福教育在追求的美善。 

 
四、 華德福教育面對AI世代之應對與未來展望	
	
面對 AI 世代的來臨，華德福學者和師長堅信，他們保護孩童避免使用 3C，或

延遲孩童去認識最新的科技（例如：AI）的政策，是立意良善且值得被妥善保護

及效法的，他們希望能喚起大眾的自覺，強調先培養孩子的感官體驗和思考能力，

再來使用科技之重要性。	

面對外界的質疑，華德福教師以生活實例提供不同的思考面向，當時疫情席捲

全球，台灣宣佈三級警戒，全台皆改成線上遠距教學，科技、線上課程在那時蓬勃

發展，照理來說，當我們都認為這是一個相對便利、有效能的教學方式，那為什麼

當疫情趨緩後，大家還是會傾向實體上課？ 

由此可知，教育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知識上的傳授，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正如華德福六年級班導在訪談中所傳達的理念：「教育就是人跟人的關係、生命影

響生命。」31這句話足以說明華德福教育所重視的價值觀，作為一位師長，除了把

知識和經驗傳授給學生，更重要的是要能走進每個孩子的內心，這是科技始終無法

協助或成為的角色。因此，無論將來的世代如何改變，華德福的學者和校方不會輕

易妥協，而是會用時間和熱情去證明其教育理念的可行性。 

為防範科技對人類造成的危害和挑戰，華德福現階段正在做的就是努力凝聚學

者、教師和家長的力量，建立一個健康、共好的社群，這麼一來，當學生發現身邊

的人都遵循著這樣良好的理念、實踐著身而為人的真正意義，他們自然也會朝著這

個方向去學習和成長，也就不會有所謂「別人都在用科技，我現在不用就代表我落

伍了」的想法，而是會把重心放在如何提升自己身、心、靈的健康，成為一個生活

和情感上皆獨立的個體。 

論及未來展望，華德福學者曾說：「沒有人會阻止一件好事的發生，只是每個

人所定義的『好』可能不太一樣。」32因此，要如何讓世界看見華德福教育對於

「人」、對於「社會」的關懷，將每個人心中認為的「好」加以統合、達成共識，

正是華德福界持續耕耘的目標——為一個更大、更美好的圖像努力，讓它被世界看

見。 

 

 
31 華德福六年級班導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4 月 3 日。（詳見附錄二訪綱） 
32 王智弘教授訪談稿，訪談日期：2024 年 5 月 14 日。（詳見附錄一訪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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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華德福各方的意見，本文歸納以下四個面向，說明華德福學校因應

AI時代來臨可採取的作法： 

1. 呼籲家長共同參與	

家長的參與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環，在體制內學校，家長多半是把學生

送進學校就認為事不關己了，無法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但在華德福學

校，家長的參與至關重要，無論是課後的陪伴或學期間的慶典活動，都能看

到家長的身影，甚至有些家長也會參與課堂的共備，擔任協同老師。由此可

知，由教師和家長共同參與學校事務的方式，才能建構出一個健康而安全的

環境，讓孩童能帶著正確的心態學習與成長。 

2. 充實課程的內容 

華德福的在校生曾表示，他們更擔心課業進度落後於體制內的同儕，而

非科技應用上的不足。因此，教師可以加強規劃如何在以藝術為媒介的前提

下，仍保持知識的深度，進行主題式引導與教學，讓每堂主課程都能滿足學

生的求知欲，並根據不同學生的程度和需求，提供相應的任務和挑戰。如此

一來，學生不僅能在思考上和情感上得到滿足，還會因為課程的充實而不再

過度關注電子產品，藉此達到制衡科技的目的。 

3. 建構完善的社群 

如前文的論述，建構一個完善的社群一直都是華德福界的人們共同努力

的目標，舉例來說，若今天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學生皆在使用 AI，那麼其他

學生就會想跟著使用，但如果有八、九成的學生皆未使用，那這樣的環境也

就不會讓學生產生迫切需要學習這項技術的想法。同理可推，當社群擴大到

整座校園、整個地區時，若大家對於科技的使用都擁有正確的態度，那麼這

個社群就能帶給孩子健康、正向的影響。 

4. 喚起全民的自覺 

俗話說：「物極必反」。在現今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許多科技先進的

國家紛紛開始禁止學生在校園內使用電子產品，因為他們也開始意識到，科

技的過度使用會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學習能力產生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就

此面向而言，華德福可說是時代的先鋒，很早就洞察科技對人類潛在的危

害，進而嚴禁孩童使用 3C。因此，現在要做的，正是堅守我們認為「好」

的事物，並將這樣的理念具體實踐，最終擴展成整個社會的公民行動。 

綜合以上四點，華德福教育在 AI時代下不僅能良好生存，還能夠為這個時代

帶來獨特的觀點和覺醒的機會，讓全天下的孩子，在這多變的世界中依舊能健康、

快樂地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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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本研究藉由訪談華德福學者、師長及學生三方的觀點，歸納出華德福教育面

對 AI時代的來臨可能會碰到的挑戰與可行的解決方案。論述從認識華德福教育開

始，逐步探討校方不讓學生使用電子產品的原因，以及華德福教育之最終願景。在

前人的研究中，我們鮮少看到有人在探討有關 AI 對華德福教育之影響的相關議

題，反倒是對於課程內容或 3C 產品之限制較有研究，因此，本研究即是希冀能喚

起國內華德福師生對於 AI 的關注與討論。 

然而，本研究也有其限制。首先是受訪對象的樣本數量較少，無法全面收集華

德福界所有人對於 AI 的看法，其次是受訪者的年齡和背景限制較多，影響了研究

結果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因此，本研究的未來展望乃是增加受訪對象之多元性，並

將支持 AI 的相關人士之論點也納入考量，進行深入的討論與比較；此外，除了訪

問國中部的學生，也應考慮向下訪問國小部、向上訪問高中部的學生。論及成果的

呈現方式，則可考慮採用另類的形式呈現，如：拍攝紀錄片等，如此一來，不僅更

能有效地喚起大眾對於科技使用的自覺，也更能體現華德福教育在新世代中的價值

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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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錄	
	
附錄一、訪談大綱：學者（大學教授）	

1. 您對於 AI 的了解是什麼？您認為 AI 在現今和未來的世代將扮演何種角

色？對教育會有什麼影響？ 

2. AI浪潮的來襲，華德福的教學現場會面臨到什麼挑戰？ 

3. 華德福學校如何應對快速變遷的科技環境？ 

4. 華德福的教育理念與現代科技的發展是否存在著衝突？如果是，如何解決？

如果不是，又是為什麼呢？ 

5. 當未來的世界，人們都是透過 AI 來生活時（可能大部分工作已經被取代、

家庭智慧機器人已普及化等），華德福學校該如何應對？依舊會禁止學生使

用 3C嗎？ 

6. 華德福教育中如何培養學生的科技創新與研發能力？是否會有輸在起跑點的

問題？還是其實到九年級再上資訊課和科技史剛剛好？但體制內可能國小就

開始有相關的課程了，針對這點，老師有何看法？ 

7. 對於華德福教育在未來的發展，您有哪些建議或展望？ 

 

附錄二、訪談大綱：教師（華德福國小部、國中部班導）	

1. 面對 AI時代的來臨，您認為 AI 是否該走進中小學的校園中，如果是，它

又該以何種形式出現在課程中比較洽當？（可針對體制內、體制外學校進行

利弊分析） 

2. 目前您是否有用 AI輔助教學，或在課程中融入 AI 的基本觀念？或有聽過

華德福其他教師的相關經驗嗎？ 

3. 若有使用過 AI輔助備課、教學，或看到學生使用過的經驗，是否認為這會

產生問題？有什麼需要克服？ 

4. 有沒有發現學生在利用 AI？它是否形成誘惑？是否認知到使用 AI 的正確觀

念？ 

5. 當未來的世界，人們都是透過 AI 來生活時（可能大部分工作已經被取代、

家庭智慧機器人已普及化等），身為教學現場的老師該如何應對？依舊會禁

止學生使用 3C嗎？或有考慮跟校方討論放寬限制的可能嗎？ 

6. 華德福教育中如何培養學生的科技創新與研發能力？是否會有輸在起跑點的

問題？還是其實到九年級再上資訊課和科技史剛剛好？但體制內可能國小就

開始有相關的課程了，針對這點，老師有何看法？ 

7. 對於華德福教育在未來的發展，您有哪些建議或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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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大綱：學生（華德福國中部九年級學生）	

1. 你知道什麼是 AI嗎？如果知道，是如何得知的？如果不知道，會想要了解

更多嗎？ 

2. 你有使用過 AI嗎？有的話，是什麼情況下使用的，你覺得它對學習有幫助

嗎？沒有的話，會想要使用看看嗎？ 

3. 你認為華德福學校是否該引進 AI？老師是否該教你們 AI 相關的概念以因應

時代的趨勢？ 

4. 你認為華德福學生是否該有自由選擇使用電子產品和 AI 的權利？為什麼？

如果是，要到幾年級才適用？ 

5. 你是到什麼時候才有在課程中接觸到資訊科技的領域？會覺得那時候才開始

學會太晚嗎？你覺得你會因為太晚才開始學而擔心自己失去競爭力或跟不上

時代嗎？（可分享學習之前、後的心境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