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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1998年推出首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標誌著
香港首次制訂官方政策，不單視資訊及通訊科技為	
一個獨立科目，更着重把科技教育融入課程以支援	
學與教。政府於2003年推出了第二個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強調資訊科技教育對支援前一年公布的整體課程	
改革目標的主要角色。在2011年，教育局資助了21個電子	
學習先導計劃，其中不少是由多間學校聯手參與的計劃，	
藉以推廣電子學習的良好做法，及促進以學生為中心的變革性教學	
模式。過去20年來，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的重點逐漸轉向電子	
學習，即是用數碼技術支援學生學習。在這段期間，學校建立了	
不同的數碼基礎設施、課程優先次序和支援電子學習的架構。	
這些為電子學習而設的設施及經驗，於新冠肺炎疫情	
導致停課期間，成為了學校進行電子學習的基礎。	
在本研究中，我們收集了有關學校電子學習策略和
實踐的數據，研究影響構成「網上學習準備度」的
關鍵因素。

https://hku.hk/
https://www.ust.hk/
https://www.ecitizen.hk/
https://jcstem.cite.hku.hk/
https://www.ecitizen.hk/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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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和家長的努力下，停課不停學取得成果 

  學校在停課前為電子學習作好策略性準備對過渡至網上學習有莫大幫助 

  必須正視社經鴻溝和數碼鴻溝對弱勢家庭學生的疊加負面效應 

1 在停課期間，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與學生的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有甚麼相互關係?  

2 學校的電子學習策略性安排中，有哪些重點措施最能提升學生的網上學習效能? 

3 有沒有措施可以緩解低社經地位學生所面對的網上學習鴻溝? 

停課不停學的成果與挑戰
在第一期簡報中，我們報告了以下三項研究結果：

哪些因素對「網上教學準備度」最為重要？
在第二期簡報，我們會以學校為單位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研究設計
關於學生學習的研究，無論是否與使用數碼技術有關，都強調老師在教學和支援上的角色。為了回答上述的
第一個研究問題，我們首先根據老師的問卷調查數據，計算出老師在停課前電子學習準備度，及他們在停課
期間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指標，然後以每間學校所有老師的總平均值，作為多層次模型中的預測因子，並以該
學校的學生問卷調查數據為因變量，探討這些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變量與學生報告的經歷和觀感之間的
關聯。

另一個影響學生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的重要學校準備度因素，是與學校如何計劃校本電子學習措施有
關。有賴各參與學校的資訊科技統籌員	(ITC)	在	ITC	問卷調查中給予了詳細的答覆，讓我們能夠得知每所參
與學校的資訊科技實踐指標。與回答第一條研究問題的設計類似，我們進行了多層次模型分析，以探索學校
的措施與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此外，我們還研究了這些資訊科技措施如何影響了老
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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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本簡報的研究設計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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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第三條研究問題時，我們使用每位受訪學生的社經地位	(SES)	分數。分數按學生背景特徵計算出，計算
方法在第一期簡報中已詳細列出，並列於本簡報第三項主要發現的表七中。在本簡報中所有與學生學習成果
的變數都透過使用這些SES分數，將學生歸類並分為三個SES組別：高	SES	(最高30%)、中等	SES	(其次40%)
和低	SES	(最低30%)，分別進行三次多層次模型分析。在回應第一及第二個研究問題時，我們用學校整體數
據做比對。而在回答第三個研究問題時，我們集中檢視三個	SES	群組的學生之間的差異（如有的話），及不同
因素對不同	SES	組別學生的影響。

學校如何實施電子學習和網上教學？
在本期簡報中，我們從廣義上定義「電子學習」一詞，包括使用數碼技術的面授課堂、混合模式以及全面網
上教學的學習。為推行電子學習，學校需要安排人手負責執行一系列電子學習措施；而這些措施的成效以及
便利程度取決於負責執行的同事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和決策能力。圖二正展示了學校為順利實踐不同模式的
電子學習所需要的三種主要職能。

A 類別職能主要涉及學校層面的整體策略性規劃，涉及數碼基礎設施和資源，對學校的整體發展和預算也
有重大影響。因此， A 類別的工作其實需要校長、副校長以及學務/課程主任等學校高層參與。此外，這些
工作亦需要具備技術和電子學習教學法的知識的同事負責。

B 類別職能涉及課程、教學法和專業發展，因此需要學校內具有此類專業知識的人參與，如不同學科的負
責人以及科主任。由於這些教學支援和發展的目標對象主要是對電子學習經驗較淺的老師，在決策過程中亦
需要設法了解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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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層管理層、
學術主任、資訊科技科主任、

資訊科技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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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訊科技科主任、資訊科技技術員

AA BBBB C CCA BA B A B C

A B C

沒有教學⼯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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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科⽼師 資訊科技統籌員科⽼師學務/課程主任 科主任 資訊科技科主任

圖⼆. 有效推⾏電⼦學習所需要的不同職能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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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類別職能與日常運作和維護工作有關，因此最好包括擁有這方面專長和主要負責技術支援的同事，例如
是沒有教學工作的資訊科技技術員	(TSS)。這些服務的對象是老師和學生，要決定如何執行這些工作，亦應
該安排能充分了解學校電子學習優次需要，以及明白學生和老師背景及專長的同事負責。

所有受訪學校都表示，學校至少有兩位同事負責資訊科技和電子學習相關的工作。從這個角度來說，所有受
訪學校都算有資訊科技統籌/電子學習統籌組。但事實上，部分學校其實有不同的小組負責上述不同的工作，
而使用的名稱亦可能各有不同。因此，為免誤會，ITC	問卷只問及有誰參與負責這些不同的職能，而非問到不
同小組的組成。問卷又問到以下哪類學校職員負責這十六項職能：資訊科技統籌、資訊科技技術員、資訊科
技科老師/科主任、其他科老師、教務主任、外判支援人員或其他未列明的人。為方便起見，本簡報將之統稱作
「資訊科技統籌組」，泛指報告中具備這些職能的所有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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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發
現

⼀

教師對網上教學的準備程度與 
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有正面關係

不論停課前後，老師對運用科技作教學用途的知識、技能和態度都會直接影響他們有多願意採用電子學習及
網上教學。因此我們能夠預計得到，老師在停課前及停課期間的網上教學實踐和準備程度，將影響學生的網
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在討論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前，我們首先闡述從學生問卷中，顯示學生停課期間的學
習經歷和學習成果的一些重要指標。

1. 停課期間學生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
我們收集了學生在停課期間參加網上學術和非學術活動的情況、數碼技能提升的程度、學習新的數碼技能的
程度，以及他們的學習自我效能感等方面的數據。數據的平均值和標準差詳列於表一：

中學⽣ ⼩學⽣停課期間學⽣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網上學習活動 �.�� (�.��) �.�� (�.��)

網上社交及遊戲活動 �.�� (�.��) �.�� (�.��)

提升了數碼技能 �.�� (�.��) �.�� (�.��)

發展新的數碼技能 �.�� (�.��) �.�� (�.��)

具備學習⾃我效能感 �.�� (�.��) �.�� (�.��)

網上活動(參與頻率)�

學習成果(同意程度)�

� 同意程度 � 極不同意 � 不同意 �無所謂同意或不同意 � 同意 � 極為同意

� 參與頻率 � 從沒參與 � 每周�次 � 每周�-�次 � 每周�-�次 � 每周多於�次

表⼀. 停課期間學⽣的網上活動和學習成果

學生問卷調查詢問了學生參與九種不同類型網上教學活動的頻率。表一的結果顯示，中小學生參與度的平均
數相若，平均每週參與不同活動的次數約為	2-3	次。小學生和中學生都認為自己的數碼技能在停課期間有所
提高，但小學生的同意度更高。當被問及是否同意學習了新的數碼技能時，中小學生的同意度都同屬中等，
但小學生認為學習到更多。平均來說，小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感較為正面，而中學生則有所保留。學生還被
問及每天使用數碼設備與朋友聊天、瀏覽或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或參與遊戲活動的頻率；小學進行網上社交
或娛樂的頻率較低（每類活動平均每天約2至3次），而中學生的使用頻率則較高（每類活動平均每天約	4	次）
，這個結果相信並不意外。	

2. 老師對混合模式及全面網上教學的準備度
以資訊科技為媒介的教學工作，無論是使用數碼技術進行面對面教學、在混合學習模式下進行以學生為主導
的教學或者是全面網上教學，對老師來說都是一種挑戰。他們不僅需要學習新的資訊科技技能，還需要發展
相應的教學法、教學安排和評估模式。因此，要讓老師應用和實踐學習到的新方法，學校需要提供教學及技
術支援。雖然轉換新的工作方式無可避免地會有一定困難，利用數碼技術支援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如同
儕協作、探究以及解難活動等對老師來說亦更具挑戰性，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些都對發展	21	世紀所需技
能起關鍵作用。而有共同協作的學校文化亦有助促使老師踏出第一步。

表二總結了停課期間老師對網上教學準備度的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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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

� 準備程度 � 完全不適⽤ � 很少適⽤ � 頗適⽤ � ⾮常適⽤

中學⽼師 ⼩學⽼師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使⽤不同電⼦學習⼯具 �.�� (�.��) �.�� (�.��)

⽼師對不同網上教學⽅法的效能評價 �.�� (�.��) �.�� (�.��)

⽼師在網上教學⽅⾯互相協作 �.�� (�.��) �.�� (�.��)

網上教學的教學⽅法⽀援 �.�� (�.��) �.�� (�.��)

網上教學的⼀般技術性⽀援 �.�� (�.��) �.�� (�.��)

表⼆. 停課期間⽼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指標

停課期間⽼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指標

表二顯示，中小學老師的看法和經驗非常相似。當老師被問及對九種電子學習工具的使用習慣時，結果顯
示，老師對這些工具的平均使用程度為中等。從四種網絡教學法的成效看來，整體評價為普遍有效。受訪老
師還表示，與同事在網上教學相關事宜上有著適度合作，小學老師的合作程度的平均數則比較高。而在網上
教學的教學支援和技術支援的適用性看來，兩類支援的適用度相近，中小學的兩類支援有相近的適度水平。

老師對網上教學的經歷和認知，反映了老師在停課期間對網上教學的準備程度，我們將這些特點稱為老師的
網上教學準備度。

3. 老師在學校層面的準備度對學生的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有很大影響
雖然我們收集了來自同一所學校老師和學生的調查數據，但我們並沒有收集某位老師是否有教授受訪班別
學生的資料。因此，我們無法將每位受訪老師與受訪學生作連結，以確定老師的準備度和學生學習經歷和學
習成果之間的直接關係。然而，我們計算了每所學校老師準備程度的平均數，並將其作為學校層面的預測變
數進行多層次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三個老師準備度指標，和三個學生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顯示出統計
學上的顯著相關性。其關係如圖三所示。

如圖三所示，老師對各種網上教學法的成效的看法對學
生的學習影響層面最廣，對學生表示的網課參與程度、
學習數碼技能以及學習自我效能都有正面幫助。調查報
告中列舉出的網上教學方法包括：使用老師製作的短片
供學生學習之用、採用網上高質的學習材料、通過視像會
議進行全班教學、通過視像會議與學生進行小組或個別
討論、學生透過小組通訊平台或論壇進行網上討論。因
此，老師認為的成效平均埴越高，代表老師採用了越多樣
化的網上教學法，並能夠達到這些活動的預期成效。

另一個重要的老師準備程度指標，是老師對不同電子學
習工具的使用度。使用度越高，預示著學生對網上教學
活動的參與程度亦越高。當老師能夠使用各種不同的電
子學習工具，而不是只使用幾種工具時，他們就更能夠為
學生提供不同的網上學習經歷。

第三個重要的老師準備程度指標是學校是否有為網上教
學而設的一般技術支援。當老師獲得越多支援時，學生
的學習自我效能水平則越高。這方面的準備情況與學校
網上教學的準備度有關，這將在第二項主要發現討論。

網上
教學⽅法的
成效

網上
教學⼯具的
使⽤

有關網上教學的
基礎⽀援

參與網上學習

學習新的
數碼技能

學習的
⾃我效能

學⽣的
網上學習經驗

⽼師的
網上教學經驗

圖三. ⽼師準備度與學⽣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的相互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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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

甚麼因素影響學校有效推行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統籌組的組成、角色、基礎設施優先次序及提供
教師專業發展

ITC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	很少受訪學校會將圖二提及的	16	項資訊科技職能外判；
2.	各受訪學校的資訊科技統籌組的成員和不同職能角色數目都有很大的差異。
3.	對於學校有沒有提供這些職能及如何作出安排，也有很大的差異。

受訪學校的資訊科技統籌組，其成員的組成與職能，以及推行時各種不同的特點的多樣性，為我們提供了在
實踐方面有助學校電子教學準備的豐富數據。

通過多層次模型，我們發現，在停課期間，學校採用的電子學習措施有四方面是對老師的網上教學經歷和實
踐有較為顯著的影響：電子學習統籌組的組成、技術基礎設施、提供給老師專業學習機會、以及是否有整合
課程，以取得與網絡健康福祉課題有關的學習成果。圖四顯示了它們之間的顯著關係。從圖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學校電子學習的實踐有四個方面對學生和老師在停課期間的網上教學和教學體驗有顯著的影響，其中
三個方面與電子學習統籌組的三類職能相關聯，第四個方面則與學校如何安排將網絡健康福祉融入課程有
關。此外，圖四還顯示，對老師和學生體驗影響最大的兩個方面，分別是資訊科技統籌組的組成，和於	2019-
20	學年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安排。

各學科
⽼師的
參與

課室是否有
串流設備

基礎設備

學習管理系統
(LMS)的設置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學校層⾯的資訊科技實踐

資訊科技統籌組的組成

資訊科技
統籌組成員
職能⾓⾊的
數量

網絡健康福祉
課程

由資訊科技
統籌組
主辦的

⼯作坊種類

由
資訊科技
統籌組
主辦的

TPD⼯作坊
的次數

學⽣的
網上學習經驗

網上教學⽅法
的成效

停課期間的網上
教學⼯具使⽤

有關
網上教學的
教學法⽀援

有關網上教學的
基礎⽀援

⽼師合作進⾏
網上教學

學校對學⽣
瀏覽互聯網的

⽀援

學校對學⽣
數碼技能發展的

⽀援

參與網上學習

提升數碼技能

學習新的
數碼技能

學習的
⾃我效能

將數碼⼯具⽤於
⾮學術⽬的

⽼師的
網上教學經驗

圖四. 學校資訊科技的實踐與教師和學⽣教與學經歷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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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統籌組的組成
從統籌組的組成來看，電子學習統籌組中職能角色越多，正面影響越大；特別是對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方
面，他們表示參與網上教學活動的程度較高，數碼技能有更大的提升，更有可能學習到新的數碼技能，以及
有更高的學習效能。在老師方面，職能種類越多，老師越認同學校在停課期間有為學生網上學習支援作出特
別安排。因此，資訊科技統籌組若是越多職能種類，似乎更有助學校發展能照顧學生網上學習需要的做法和
支援系統。

資訊科技統籌組的組成

成員數⽬ �-� �-� �-� �-�� ��-�� >��

受訪學校數⽬ � � �� �� � �

表三. 受訪學校資訊科技統籌組的成員數⽬

資訊科技統籌組成員的職能⾓⾊

職能⾓⾊數⽬ � � � � � �

受訪學校數⽬ � � � �� �� ��

表四. 受訪學校資訊科技統籌組的職能⾓⾊

統籌組組成的另一個顯著影響是其他學科老師是否有參與日常運作和維護的安排或決策。有其他學科老師
參與統籌組的學校，其學生回饋的數碼技能提升幅度明顯較大，老師同時認為學校在停課期間對學生連線
上網的支援力度也明顯較大。這可能是因為不同學科學習所需的數碼素養技能和支援可能不同，學科教師
的參與將有助於學校發展不同的支援，以滿足更多樣化的網上教學需要。

沒有教學⼯作的
資訊科技技術員

(TSS)

資訊科技科⽼師 資訊科技統籌員科⽼師學務/課程主任 科主任 資訊科技科主任

圖五. 資訊科技統籌組的職能⾓⾊

資訊科技統籌組的職能

資訊科技統籌組的組成 基礎設備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網絡健康福祉
課程

學校層⾯的資訊科技實踐

學習管理系統
(LMS)的設置

資訊科技統籌組
成員職能
⾓⾊的數量

由
資訊科技統籌組
主辦的TPD
⼯作坊的次數

由資訊科技
統籌組主辦的
⼯作坊種類

課室是否有
串流設備各學科⽼師

的參與

圖六. 學校層⾯資訊科技實踐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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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師專業發展(TPD)機會
學校是否有為老師提供	TPD	活動影響著老師的網上教學經驗，而且影響的層面十分廣，這結果也不足為奇。
在	TPD	指標中具有最顯著而正面影響力的，是學校在	2019-20	學年舉辦與電子學習相關的	TPD	活動次數。透
過	ITC	問卷調查發現，TPD	活動越多，學生使用數碼科技作非學術用途（如社交和娛樂）的情況越少。這種反
向關係代表有較好準備度的教師或者更有能力讓學生願意花時間和注意力投入到網上學習活動。

����-��學年內舉辦過有關電⼦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次數

TPD活動數⽬ � �-� �-� �-� >� �

受訪學校數⽬ � �� �� �� �

表五. 受訪學校於����-��學年有關電⼦學習的TPD活動次數

� 其中⼀間學校共舉辦過��次相關活動

教學相關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學校之間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存在很大差異，包括數碼設備（電腦和平板電腦）與教職員和學生人數的比
例、每個課室的投影機和電子白板的數量、以及校內是否有足夠的無線網絡連接等。然而，在所有與基礎設
施相關的指標中，只有兩項指標與學生和老師在停課期間的電子學習經驗有較為明顯關係。其中一項是課室
配備串流設備（如	Apple	TV）的百分比。百分比越高，學生學習到新的數碼技能以及老師有使用電子教學工
具的比例也越高。課室配備串流設備與其他基礎設備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只有當學生在課堂時要透過平
板電腦向全班分享他們的習作時，才需要使用串流設備。因此，串流設備這項基礎設施背後其實有著很重要
的教學意義――學校重視透過數碼技術來加強學生之間的協作和互動學習，而這正正就是以學生為本作教
學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

另一個與基礎設施相關的重要指標，是學校的學習管理系統	(LMS)	對不同持份者的重要性：老師、學生、學
校管理人員和家長。從	ITC	問卷調查中發現，LMS	的重要性越高，學生的網上學習參與程度亦會越高。

網絡健康福祉課題融入學校課程
ITC問卷問及學校有沒有、以及如何把數碼能力、防止網絡欺凌和數據安全有關的課題納入課程中。對於這三
個有關網絡健康福祉的問題，ITC	在回答時可以選擇以下選項：(1)	這沒有包括在課程中，(2)	這會編排於某個
科目中教授（如資訊科技科），(3)	這是融合在其他科目中，或	(4)	這是融合在其他課程活動中，如德育及公民
教育、課外活動或全方位學習活動。ITC	可以選擇所有適用的答案。由於我們沒有實際評估學生在這三個網絡
健康福祉方面的能力，所以我們不知道這些課程安排對學生學習的實際影響。但是，根據分析顯示，越多把
網絡健康福祉課題融合在不同的學習機會中，老師認為學校對學生使用網絡有更大支援。我們認為這並非單
純是因果關係，而是反映出學校在教學上越重視網絡健康福祉，越會顧及學生對於網上學習的需要。

在分析學校推行電子學習對學生的影響時，我們考慮到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	(SES)	對學生學習經歷和學習成
果的影響。因此，本節提到與學生學習經歷相關的研究結果只是整體概況。下一節將匯報不同	SES	背景的學
生對於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上的差異。

不同的數碼健康福祉議題 數碼能⼒ 反網上欺淩 數據安全

沒有融⼊課程 � 間學校 � 間學校 � 間學校

有⼀種⽅式融⼊課程 �� 間學校 �� 間學校 � 間學校

有兩種⽅式融⼊課程 �� 間學校 �� 間學校 �� 間學校

有三種⽅式融⼊課程 � 間學校 �� 間學校 �� 間學校

*融⼊⽅式：
作為獨⽴學科教授（如資訊科技科） 及/或
融⼊其他科⽬ 及/或
融⼊其他活動（如德育活動、其他課外活動或全⽅位學習活動）

表六. 學校把不同的數碼健康福祉議題融⼊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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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三

學校與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對於較低社經
背景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尤關重要

在第一期簡報中，我們匯報了社經和數碼鴻溝對弱勢學生造成的疊加負面影響。我們特別指出低	SES	的學生
對各方面的憂慮都高於高	SES	的學生。在本期簡報中，我們進一步探討停課期間社經鴻溝對學生的學習經歷
和學習成果的影響。表七總結了四項學生反饋的學習成果的平均值和標準差。根據這些結果，有幾個重要的
觀察。

1.	低	SES	的學生在以下四個學習成果得到最低的平均分：數碼技能的提升、學習新的數碼技能、以及分別在
停課前和停課期間的學習自我效能；而高	SES	的學生則四項的得分都是最高的。

2.	比較學生在停課前和停課期間的學習自我效能，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在停課期間的學習自我效能都
有所提高，而低收入家庭學生反而有所下降。

學⽣反饋的學習成果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數碼技能的提升 -�.�� (�.��) �.�� (�.��) �.�� (�.��)

停課期間 學習新的數碼技能 -�.�� (�.��) �.�� (�.��) �.�� (�.��)

學業⾃我效能感 -�.�� (�.��) �.�� (�.��) �.�� (�.��)

停課前 學業⾃我效能感 -�.�� (�.��) �.�� (�.��) �.�� (�.��)

� 社經地位分數的計算⽅法為：有書桌學習、有個⼈房間、家中有安靜的地⽅學習、家中有多少本書、家⻑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得分前��%
的學⽣是為⾼社經地位背景的學⽣，得分在最低��%的學⽣為低社經地位背景的學⽣，其餘��%為中等社經地位背景的學⽣。

� 這些分數已經標準化⾄平均數為�，標準差為�。

表七. 學⽣反饋的學習成果

這些結果反映出，低	SES	的學生在學業上正處於劣勢，而且有證據證明，這種情況正因為停課而加劇。

在本簡報的第一項主要發現中，我們指出老師和學校的網上教學準備度都對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
果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在本章節中，我們進一步探討在停課期間，學校和老師的準備度有否對	SES	不同的
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有著不同的影響。而在第一項主要發現中，我們匯報了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
度對學生網上學習的整體情況。表八則是針對三個社經地位組別分別進行的多層次模型建立的結果。

⽼師的網上教學準備程度

網上教與學的⼀般技術⽀援的可⽤度

⽼師使⽤不同電⼦學習⼯具的程度

⽼師使⽤不同電⼦學習⼯具

參與網上學習活動 學習新的數碼技能

停課期間學⽣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
迴歸系數 (p值)�

學業⾃我效能感

�.�� (p=�.��)

�.�� (p=�.��)-�.�� (p=�.��)
�.�� (p=�.��)�.� (p=�.��)

�.�� (p=�.��)
�.� (p=�.��)
�.�� (p=�.��)

低社經地位的學⽣ 中社經地位的學⽣ ⾼社經地位的學⽣� 迴歸系數和p值僅顯⽰在�.��⽔平上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結果。

表⼋. 以⽼師準備程度指標預測學⽣經歷和成果的多層次模型結果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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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三

從表八可以看得到三個不同的	SES	組別中，老師使用不同電子學習工具的程度增加，與學生參與網上學習活
動的增加程度相似；然而，這個準備度指標與其他兩類學習成果的相關性就不盡相同。而無論是哪個老師準
備度指標，對於高	SES	的學生學習新的數碼技能或學習自我效能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對於低	SES	的學生來
說，老師的網上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新的數碼技能和學習自我效能都有正面關係。至於中	SES	的學生，沒有
任何一個教師準備度指標可以在統計學上進行一個比較明顯的預測，來知道學生學習新數碼技能的程度的
關係，但教師準備程度越高，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感便越高。

在本期簡報的第二項主要發現中，我們報告了學校透過資訊科技統籌組推行電子學習，如何促進了學生的學
習成效。表九是我們分別對不同的	SES	學生做同樣的多層次分析的結果。

學校電⼦學習準備程度

⾮資訊科技科⽼師參與
⽇常運作的決定

資訊科技統籌組成員
職能⾓⾊的多樣性

課室內有否設置串流裝置

學習管理系統對各持份者的重要性

提供與電⼦學習有關的
⽼師專業發展活動

參與網上
學習活動

學習新的
數碼技能提升數碼技能

停課期間學⽣的網上學習經歷和成果
迴歸系數 (p值)�

學業⾃我
效能感

使⽤數碼科技作
社交或娛樂⽤途

-�.�� (p=�.��)

-�.�� (p=�.��)

�.�� (p=�.��)

�.�� (p=�.��)

�.�� (p=�.��)

�.�� (p=�.��)
�.�� (p=�.��) �.�� (p=�.��) �.�� (p=�.��)

�.�� (p=�.��)

表九. 學校電⼦學習準備度指標預測學⽣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的多層次模形分析結果

低社經地位的學⽣ 中社經地位的學⽣ ⾼社經地位的學⽣� 迴歸系數和p值僅顯⽰在�.��⽔平上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結果。

與之前提及過的老師準備度如何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結果類似，學校透過資訊科技統籌組推行的電子學
習對高	SES	學生的網上學習成效的影響相對有限：只有兩個方面，就是學生參與網上學習活動的程度提高，
以及減少了使用數碼設備進行社交和遊戲娛樂的頻密程度。另一方面，電子學習準備程度較高的學校中，其
低	SES	學生和中	SES	學生都表示自己的數碼技能有所提高和學習到新的數碼技能。而中	SES	學生在學習自我
效能方面也隨著學校網上教學的準備度增加而有所提高。

至於為何高	SES	學生，縱使他們的數碼技能有所提升、學習到新的數碼技能並且有較高的學習自我效能，
但學校及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程度對他們而言影響仍是微不足道呢？反而低	SES	學生的情況剛好相反：與
高	SES	學生相比，他們的數碼技能和學業進步程度較低，但老師和學校的電子學習準備度對他們的影響十
分明顯。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不同的家庭背景因素，高	SES	學生除了獲得學校提供的學習支援，還可以從不同
渠道獲得更多額外的學習支援。因此，學校為低	SES	學生提供的學習支援顯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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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 立 具 規 模 及 多 元 角 色
的電子學習統籌組，協助 
調整以學生為本的決策和
行動
設立一個多元角色的校本電
子學習統籌組，除包括在資
訊科技老師和科技員外，亦
應包括具執行決策權力的學
校管理人員，如學務/課程主
任及非資訊科技科老師，以
協助設計、推行及發展全面
或混合模式的網上教學完整
策略。除此之外，學校亦需制
定機制，以確保團隊成員間
的緊密配合，這亦可成為學
校之間對於網上教學準備程
度經驗分享的重要主題。

2  加 強 學 習 管 理 系 統 以 
配合所有持份者的需要
在規劃學校的數碼基礎設
施時，不論是校內或網上應
用的技術配置，應優先考慮
以支援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方
法及學生之間的協作和互動
學習。而學習管理系統的角
色與功能，不應單是一個學
習資源庫，更應配合學生、
教師、家長和學校行政人員
不同的需要，以支援學生學
習、同儕互動和評估及意見 
回饋。

3  提 供 更 多 與 教 學 及 評 核 
有關的教師專業發展機會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 (TPD) 機
會對幫助教師作好網上教學
準備十分重要。這些 TPD 項
目必需以實踐為本，例如學
校課程中加入混合及網上教
學模式的元素。這些項目也
應該促進教師之間的協作及
建立學習型社群。

總結：電子學習規劃與實踐對學生網上學習成果的意義
1.	教師對網上教學的準備程度與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有正面關係。
2.	一所學校的電子學習統籌組的構成和職能，如何組織電子教學相關的老師作專業培訓，以及非資訊科技學
科的老師參與常規支援的規劃，對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以及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都有重要的
影響。

3.	在停課期間，所有促成準備的積極因素都對低社經地位背景的學生的網上學習成效有著較為突出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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