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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深刻掌握 AI 的特質。對於一個中小學生而言，並不需要去編寫程

式碼來表達他/她心中的規則。所以，學習 AI 時，並不需要先學習編程邏輯。

換句話說，為了學習 AI，而主張先學習編程(如少兒編程)，極可能是教育界的

普遍迷思(Myth)。 

     在學習 AI 時，最常見的迷思是： 延續傳統 IT 思維，想把自己心中的規

則(Rules)輸入給電腦。例如，如何讓 AI 來計算二進位的 (011)和(011)相加呢? 

傳統 IT 是利用程式(如 Python)的<編程邏輯>來把心中的規則表達於 Python 程

式碼裡，經過編譯(Compile)、連結(Link)之後，載入到電腦裡。 

     例如，計算二進位的 (011)和(011)相加時： 

 

      
 

     學生們要學習二進位加法的基本規則是：個位數 1 和 1 相加，得到 0，且

進位 1。下一位則是：1 和 1 和進位 1 相加，得到 1，且進位 1。再下一位則

是：0 和 0 和進位 1 相加，得到 1。於是，得到結果是：二進位的 110。然後，

寫成 Python 程式碼來表達之： 

 

 
 

     這是傳統 IT 邏輯思維，不是 AI 的邏輯思維。AI 的邏輯思維是： 人類只

需要給它(電腦)答案，由它自己歸納出規則。例如， 



 

 

    人們只要給電腦考卷(即輸入值 011 和 011)，並且給予答案(即輸出值 110)

就可以了。AI 就能自己歸納出規則，並計算出非常接近正確的答案： 

 
     AI 計算出來的答案：[0.99, 0.95, 0.06]，只是非常接近正確答案：[1,1,0]。

AI 自己以權重來表達它自己歸納出來的規則。 

 

    傳統的 IT 邏輯編程，是讓人類表達其心中的規則，以程式碼敘述出來，植

入到電腦中，讓電腦替人類快速執行(規則)。所以，許多人要學習編程。 

    如今的 AI，並不需要人類去表達心中的規則，反而 AI 基於大數據而能歸納

出比人類更優質、可信的規則。 

    既然，AI 不需要人類的規則，AI 的學習則當然也不需要先花時間去苦學

Python 編程了，更不需要<少兒編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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