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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數碼素養360」?

●以360度全方位開展研究調查

●得到學術界、家長、業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
各社會團體的支持

●以行動為本的疫後研究

●推動全民優質教育



首次發佈主題:

● 在學校和家長的努力下，停課不停學取得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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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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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停課不停學的成果與挑戰: 
為新常態做好數碼化準備

團隊於今年7月20日發表第一期研究報告



第二次發佈主題:

● 多元化的電子教學團隊組成角色對學生學習成
果及教師網上教學準備程度有利

● 為老師提供與電子學習有關的專業發展機會對
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程度及學生的數碼技能提
升有正面作用

● 學校的網上教學準備度對社經背景較低的學生
尤為重要

學校應如何在新常態下為
九月線上開課做準備?

團隊於今年8月25日發表第二期研究報告



第三次發佈主題:

「積極創新型教師」的特質和網上教學準備

❖ 促進老師之間就網上教學法的討論和協作，培養

「積極創新型教師」

❖ 提升老師利用網上平台及數碼資源，為學生設計和

推行網上互動學習

❖ 老師專業學習着重高階思維能力，數碼評估與回饋



研究問題: 哪些因素影響老師的網上教學實踐和期望？

• 老師對網上教學成效和前景期望相關性有沒有形成一些典型類別?

• 哪些因素對老師的自我網上教學效度和期望有最大的影響?

• 教師專業發展應重點關注哪些項目?



研究設計: 
老師問卷中
相關的因素



Q1. 老師對網上教學成效和前景期望相關性
有沒有形成一些典型類別?



潛在類別分析 (LCA)



教師潛在類型
老師間分工協
作處理網上教
學的各樣安排

老師間就網上教
學法進行分享及

協作推動

利用網上學習
平台及資源安
排互動學習

利用即時通訊
軟件教學及溝

通

設計及實踐網
上教學的自我

效能感

積極創新型 3.41 (.56)* 3.33 (.75)* 3.46 (.28)* 3.66 (.47)* 3.40 (.51)*

謹慎探索型 3.21 (.43) 3.12 (.57)* 3.24 (.27)* 3.40 (.48) 3.09 (.41)

保守探索型 3.15 (.42) 3.03 (.53) 3.11 (.26)* 3.32 (.44) 3.06 (.40)

傳統型 2.92 (.63)* 2.74 (.80)* 3.15 (.40)* 3.37 (.55) 2.94 (.54)

潛在類別分析 (LCA)



❖ 老師在各潛在類別的分佈是否與他們的教學經驗相關?

❖ 沒有

❖ 老師在各潛在類別的分佈是否與他們的年齡相關?

❖ 年輕教師（年齡在30歲以下）中屬於「積極創新型」的比其他

年齡組別預期數量顯著為高 (觀察人數=42,預期人數=29)

❖ 中.小學老師在各潛在類別的分佈是否有所差距?

❖ 沒有

潛在類別分析 (LCA)



Q2. 哪些因素對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有最大的影響?



結構方程模型
(SEM)

Q2. 哪些因素對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有最大的影響?



哪些因素對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有最大的影響?

結構方程模型 (SEM)



Q3. 教師專業發展應該優先處理哪些項目?

⮚停課前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視程度

⮚停課前使用網上教學的程度

⮚停課期間設計及實踐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感

⮚停課期間使用不同的網上教學法的程度
* 利用網上學習平台及教學資源為學生安排互動學習
* 利用即時通訊軟件教學及溝通

• 老師在不同的題目分項上認同度有何分別？
• 有哪些項目老師的認同度相對較低(難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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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難度圖



大多數的老師均自認有基本能力:

• (Q7)  使用現有的網上教學資源進行網課

• (Q10) 上載自製的教學短片及利用Zoom上網課

• (Q16) 在停課前，利用數碼科技收集和分析學生數據以改善教學

• (Q19) 在停課前的課堂教學中設置小組學習任務及同儕互動

項目難度圖



大多數的老師均自認在停課前未能以資訊科技高效做到(Q16) :

• (1) 評估學生使用數碼科技作學習用途的能力。

• (3) 支援學生對自己的學習作出反思。

• (4) 促使學生作同儕評估及回饋。

• (2) 對學生提出回饋。

• (6) 收集及分析學生的數據以改善教學。

項目難度圖



➢ 「積極創新型」在網上教學、自我效能方面都明顯出色，在復課後期望利
用網上教學加強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活動，照顧學習差異

➢ 老師間就網上教學法進行分享及協作推動,最能促進校內「積極創新型」
老師的比例

➢ 只要校內有適當條件,所有老師都能成為「積極創新型」

➢ 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視程度、對設計及實踐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
感均為老師的「網上教學預備程度」的基礎

➢ 大部分老師均能夠進行基本網上教學；相對高難度的包括利用資訊科技進
行評估及回饋、讓學生參與學習的決策過程及使用數碼科技設計能訓練明
辨思維能力和創意能力的學習活動。

總結:



建議

1. 擴展校內外專業網絡，加強網上教學法方面的深度協
作，培養更多「積極創新型」老師

2. 集中提升老師利用網上平台及數碼資源設計和推行以
學生為中心的自主、互動學習，以提升高階思維及創
造力

3. 利用網上學習數據為學生進行評估、提供回饋及改善
學與教，提升在新常態下的學校「網上教學預備度」



建議

❖政策及系統層面：透過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或相關組織擴展老師
和學校之間的專業網絡，協助提升學校和老師層面的「網上教學預
備度」，促進利用網上學習數據評估學生及提供回饋，培養前線運
用學與教數據改善學與教的能力。

❖學校領導層層面：擴展校內外專業網絡，建立及加強校內電子學習
統籌組的專業發展職能和角色，加強老師之間就各種在線及混合教
學法作深度交流和協作，培養更多「積極創新型」老師。

❖老師個人層面：透過不同的專業和支援網絡提供的學習機會裝備自
己，集中提升以學生為中心、利用互動學習提升學生明辨思維及創
造力的電子教學法，建立應付教育新常態的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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