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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研究報告發佈

學校多層領導建立同工互信、協作和創新文化
「新常態」網上學習和教學準備成功關鍵

2021年1月19日 數碼素養360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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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於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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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角色對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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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於去年8月25日發表第二期研究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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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於去年11月3日發表第三期研究報告

第三次發佈主題:

「積極創新型教師」的特
質和網上教學準備



第四次研究報告主題:

那些學校領導決策最影響「校內網上教學準備度」?

研究問題:

❖ 有哪些領導因素會影響學校在網上教學的準備程度？

❖ 學校領導的決策如何影響教師對網上教學的採用？

❖ 學校領導層中的不同領導角色，對他們所在學校的領導效
能的看法是否相似？



受訪學校領導層背景資料



從學校領導問卷收集的11項校內情況指標

總體領導方向

電子學習策略

校園文化

領導規劃



各項校內情況指標對
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的影響



第三期簡報
(從老師問卷數據):

最影響老師
網上教學準備度的因素



協作、互信、創新
的校園文化

重視教師專業發展
的總體領導方向

低效能的
電子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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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簡報
(從老師問卷數據):

最影響老師
網上教學準備度的因素



各項校內情況指標對學校
電子學習準備度的影響



停課前的情況如何影響:

* 停課期間網上學習準備度

* 為準備下學年的有關規劃



停課前:

對停課後
* 加強網上學習準備度

* 學校總體領導方向

* 校園文化

對停課期間
* 教師士氣

最重要影響因素:



領導層對以學生為中心
的學習模式是最主要單
一因素



停課前
• 電子學習計劃的成效

影響網上教學準備度的
電子教學因素

• 電子學習實踐程度

• 實踐電子學習所遇到困難



強者越強

從失敗中學習，仍不足以改善學校的電子學習準備度



學校多層領導角色對校內
總體領導及電子學習策略
實施狀況的評估:LCA分析



0 = 中立

不同角色領導層對停課前校內各項情況的評分

對校內總體領導狀況的評價
校園協作文化
狀況的評價 對校內電子學習策略實施的評價



LCA分析結果:根據對校內總體領導狀況的評估分為兩組



LCA分析結果:根據對校內電子學習策略實施的評估分為三組



LCA分析結果:
根據對校內總體領導及電子學習策略實施狀況的評估分為六組

電子學習策略實施狀況

總體領導狀況 電教成熟型 電教發展型 電教起步型

樂觀堅定進取型 161人 101人 11人

務實穩妥型 68人 142人 53人

每個分組中的受訪領導層人數



不同領導層角色在六個對校內領導狀況評估的組別之分佈不盡相同



中學領導層在變革中遇到的挑戰較小學多



總結:三項主要發現:

• 校園內協作、互信及勇於創新的文化氛圍，是「新常態」達至有

效網上教學準備度的關鍵。

• 學校領導對總體學校發展安排的優次及策略，是造就學校正面文

化氛圍及開展2020-21學年網上教學準備工作的最強因素。

• 學校高層領導及中層非學術領導面對挑戰更為樂觀及有信心，常視

失敗為『有進步空間』。



建議:
• 學校須靠外力提高學校的網上教學準備度，不能僅靠“從失敗經驗中學

習”來實現。參與促進創新文化、提升校園積極協作互信的校本專業發

展項目，最為有效。

• 學術及非學術領導及支援，對於在新常態下，網上教與學及學生的學習

經歷和學習成果，同樣重要。並鼓勵多層領導參與有關以學生為中心的

聯校創新教學項目。

• 高層領導須支持中層領導解決改革創新中遇到的問題，從了解校內學與

教(包括網上教與學)的具體實踐情況, 加強高、中層領導間溝通和共識

, 以提升學校的領導力。



簡報主題

❖ 總結停課不停學的成果與挑戰：為新常態做好數碼化準備

❖ 學校需為網上教學做好準備

❖ 「積極創新型教師的特質和網上教學準備」

❖ 學校多層領導 - 促進同工互信、協作和創新的電子學習文化

❖ 逆境中的情緒和壓力:建立學校和社區的抗逆適應力

❖ 為推動優質教育,提升數碼公民素養,建設全方位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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