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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研究報告發佈

了解新常態下反覆停課的積累影響：
為學生、家長、學校和社區的積極行動提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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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鐘榮博士，副教授，教育政策與社會學部,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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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數碼素養 360 (eCitizen Education 360)
• 首輪e360 研究於2020 年 6 月進行，旨在了解長期停課（2020 年 2 月至 6 月初）
對學生、家長和學校的影響。

• e360 (2022) 建基於2020年e360的研究概念和方法，是一項360 度全方位、以行
動為導向的調查研究。

• 旨在了解反覆的長期停課帶來的影響，並向教育持份者提供基於實證的建議。

• 目標：促進人人享有平等的優質教育

• 致謝：(1) 學校、教育專業人士、家長、學術界及社區團體的廣泛支持； (2) 本計
劃之發展夥伴及捐助機構 - 陳廷驊基金會； (3) 所有參與學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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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相關研究的發展
研究結果：
•學生一般只具有初級的數碼素養能力（digital literacy; DL）
•學校內部和校際之間有巨大的DL鴻溝
•家中擁有大屏幕設備 (Large Screen Devices; LSD) 對 DL 發展至關重要
•DL 能預測學生的數碼福祉（上網成癮、網絡欺凌經歷）
•SES 會影響學生的 DL 表現

由於wave-1結果反映出嚴重的數碼鴻溝，團隊進行了一項「以行動為本
的應急研究」，以了解學校突然停課如何影響學生、教師、學校和家庭。

Wave-2 是一項縱向跟進研究，旨在跟踪學生數碼能力發
展與其影響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學生的福祉。

兩年半間的反覆停課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有哪些
有效策略可幫助收窄學習差距？

RGC TRS      wave-1 
(2019年1月至6月)

第一、二波疫情
e360 (2020)

(2020年6月至7月)

RGC TRS       wave-2 
(2021年4月至7月) 

第五波疫情

e360 (2022) 
(2022年7月至9月)

圖示日期為數據收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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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60 (2020) 的主要研究結果已於 6 個簡報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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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60 (2020) 的主要研究結果已於 6 個簡報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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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報告將回應的關鍵問題
1. 反覆停課後學生的學習和福祉狀況如何？

2. 新冠疫情爆發兩年半後，香港的學校和家長面臨哪些挑戰？

3. 學校和家長如何適應新常態下的教與學？

有哪些啟示能幫助不同教育持份者和政策制定者
採取積極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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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設計及數據收集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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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向每所參與學校發放 5 類調查問卷
學校領導層問卷（包括所有參與學校決策的教職員）
校長、副校長、學術主任/課程負責人、KLA/科目小組主席、 資訊科技 (ICT) 負責人、STEM負責人、德育/公
民教育負責人、輔導和指導小組負責人、訓導主任、全方位學習/課外活動負責人）

電子學習統籌員問卷
負責校內電子學習協調工作的教職員

教師問卷
僅負責教學而沒有正式擔當決策角色的教師

學生問卷
小學 3 至 6 年級、中學 1 至 6 年級的學生

家長問卷
參與學生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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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及參與方式
● 全港所有學校均獲邀參加，包括參加過 2020 年研究的學校。

● 參與屬自願性質，參與研究的具體年級和班別亦由各校自行決定。

● 參與學校的所有教師和學校領導，均會獲邀參與作答相應的問卷。

● 所有參與研究的學生的家長，均會經由參與學校安排，獲邀參與作答家長問卷。

● 數據收集：2022 年 7 月至 9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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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助類型和受訪學生年級分佈

中一
28%

中二
23%

中三
21%

中四
15%

中五
13%

中六
0.03% 沒有回應

0.17%

中學生 6014人

小三
23%

小四
33%

小五
32%

小六
12%

小學生 2014人

津貼學校
84%

直資學校
12%

官立學校
4%

參與學校共5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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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2022年調查的小學

參與2020年及2022年調查的小學

參與2022年調查的中學

參與2020年及2022年調查的中學

參與學校的地區分布

部分學校未能參與的主要原因：
● 校歷因特別假期而有所改動

● 學校在夏季事務比較繁忙

● 數據收集可能與考試或暑期活動撞期

感謝所有參與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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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2020年和/或2022年調查的學校數目

2020 2022 兩年均參加 (%)
小學 20 20 9 (45%)
中學 32 31 14 (45%)
特殊學校 1 0 0
總數 53 51 2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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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 學生 家長 教師 學校領導 電子學習負責人

小學 20 (39%) 2014 (25%) 1125 (35%) 383 (43%) 125 (46%) 19 (39%)

中學 31 (61%) 6014 (75%) 2093 (65%) 503 (57%) 146 (54%) 30 (61%)

總數 51 8028 3218 886 271 49

參與學校、學生、家長、教師、學校領導、電子學習負責人的數目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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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研究報告發佈內容

1. 學生的網上學習和福祉

2. 新常態下的家長及其對子女的教養

3. 學校如何適應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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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1. 學生的網上學習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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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網上學習

1. 網上學習活動

2. 網上自我調節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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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不同種類網上學習的頻率百分比 (2020年 vs 2022年)

4. 觀看老師預先錄影
的課堂

5. 完成網上功課

8.利用數碼工具與同學
協作完成小組習作

稍有增加

20

增加

減少

 中小學差不多

減少  

中學增加

-  這些問題未包含在2020  年的小學生問卷中



小學 中學

2020 3.61 3.09

2022 3.71 3.24

小學 中學
尋求幫助 3.43 3.30
自我評估 3.48 3.26
時間管理 3.48 3.16

學生網上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平均水平 (2020年 vs 2022年)

增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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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極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  同意, 5 =  極為同意

2022  年學生使用網上自我調節學習策略的平均水平

1 =  極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  同意, 5 =  極為同意



學生的福祉

1. 認知情緒調節策略

2. 網絡欺凌

3. 學業方面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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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策略 小學 中學
重新調整計劃 3.29 3.20
積極的重新評估 3.28 3.16

災難化 2.77 2.76
責備他人 2.54 2.54

學生稱曾使用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2022 年）

1 = 從不, 2 = 很少, 3 = 間中, 4 = 經常, 5 = 總是

• 小學生（在過去六個月內）經歷負面事件時，往往比中學生更頻繁地使用積極的策略。
• 學生更常使用積極而非消極的策略來應對消極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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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網絡欺凌經歷（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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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同策略應對網絡欺凌事件的百分比(%)

52%

30%

41%

56%

46%

28%

8%

32%
35%

38%

60%

45%

33%

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小學

中學

與成年人討論
該如何做

與朋輩討論該
如何做

請求對方停止
發送騷擾訊息

或照片

保留欺凌的
證據

刪除或者屏蔽
該聯絡人

無視他們 不知所措

注：共有小學生862人，中學生2655人回應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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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學生擔憂的壓力來源 (2020年 vs 2022年)

1 = 極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 同意, 5 = 極為同意; - :  小學生未被問到此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小學生 中學生

2020 2022 2020 2022
1. 適應復課後的生活作息 2.54 (1.27) 2.63 (1.35) 2.73 (1.08) 2.80 (1.04) 
2. 跟上學習進度 2.27 (1.11) 2.38 (1.24) 2.94 (1.08) 2.81 (1.00)
3. 在課堂集中精力學習 2.43 (1.25) 2.70 (0.98) 2.81 (1.00) 

4. 情緒壓力 2.28 (1.17) 2.60 (1.37) 2.90 (1.13) 2.96 (1.09)
5. 準備未來就業 - - 3.32 (1.05) 3.15 (1.08) 

在2020年，小學生感受的
壓力普遍低於中學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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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學生擔憂的壓力來源 (2020年 vs 2022年)
平均數 (標準差)

小學生 中學生

2020 2022 2020 2022
1. 適應復課後的生活作息 2.54 (1.27) 2.63 (1.35) 2.73 (1.08) 2.80 (1.04) 
2. 跟上學習進度 2.27 (1.11) 2.38 (1.24) 2.94 (1.08) 2.81 (1.00)
3. 在課堂集中精力學習 2.43 (1.25) 2.70 (0.98) 2.81 (1.00) 

4. 情緒壓力 2.28 (1.17) 2.60 (1.37) 2.90 (1.13) 2.96 (1.09)
5. 準備未來就業 - - 3.32 (1.05) 3.15 (1.08) 
1 = 極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 同意, 5 = 極為同意; - :  小學生未被問到此題目

中學生在2020 年與 2022 年的擔憂程度
沒有多少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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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在  2022  年有更多的情緒壓力。

2.30 (1.11)



本部分小結
• 從2020年到2022年，學生在一定程度上越來越習慣網上學習。他們較經常
透過數碼工具與同學合作和完成網上作業。

• 教師採用了更多具互動性和涉及探索討論的教學法，減少了依賴網上課堂中
的單向教學模式。

• 值得注意的是，與中學生相比，小學生有更高水平的網上學習自我效能感，
並使用了更多網上自我調節學習策略。

• 中學生遇到更多有關數碼健康的問題（例如在遇到網絡欺凌時，他們較不願
意與成年人討論該怎麼做，並有更大機會成為網絡欺凌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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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2. 新常態下的家長及其對子女的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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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的家長與子女教養
1. 家長面對的挑戰

2. 家長管教行為

3. 數碼育兒

4. 家長自我效能感

5. 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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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家長在支援子女學習方面所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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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總是

2020 2022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家長協助子女網上學習 3.21 2.40 3.16 2.57
家長監管子女網上活動行爲 3.51 2.46 3.40 2.42

親子交流 3.36 2.89 3.29 2.85

家長家中管教參與度的平均水平

• 2020年和2022年中、小學生家長的家中管教行為模式沒有顯著差異。

• 中學生的家長在 2020 年和 2022 年的家中管教行為顯著較小學生家長為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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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總是

2020 2022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1.65 1.49 1.96 1.79

家長教師互動 2.63 1.89 2.63 2.20

家長與學校的互動及參與度平均水平

• 整體而言，家長對學校事務的管教參與度偏低。
• 中學生家長在 2020年和 2022年的學校參與度顯著較低。
• 與 2020年相比，2022年中小學生家長的學校參與度有所上升。
• 家長教師互動的頻率高於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頻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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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育兒的平均水平
學校類型 數碼育兒水平

小學 3.45
中學 3.19

1 = 極其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無所謂同意或不同意, 4 =同意, 5 = 極其同意

● 懂得數碼育兒可以使孩子成為優秀的數碼公民，讓他們在數字世界裏最大限度地
降低風險並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

● 與中學生家長相比，小學生家長更常在育兒過程中應用數碼科技，並更常限制子
女的媒體使用。

數碼育兒衡量父母有多大程度有嘗試：

(1)了解何謂良好的數碼實踐，例如如何有
建設性地使用網上資源並降低網上風險；

(2)訂立上網和媒體使用方面的家規並以身
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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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行為種類 小學 中學
一般育兒 3.87 3.72
數碼育兒 3.52 3.28

家長在一般育兒和數碼育兒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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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極其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無所謂同意或不同意, 4 =同意, 5 =  極其同意

•  家長在一般育兒方面的自我效能感較數碼育兒方面高。

•  小學生家長在（關於行為和學習的）一般和數碼育兒方面，自我效能感比中學生家長較強。



子女就讀學校 親子關係

小學 4.32

中學 4.02

親子關係的平均水平

1 = 完全不適用, 2 = 不適用, 3 = 中立, 不確定, 4 = 有時適用, 5 = 完全適用

• 家長與子女（在溝通、支持和理解方面）的關係普遍積極。
• 小學生家長與子女的親子關係明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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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小結

與 2020 年相比，2022 年結果顯示：
• 家長更加擔憂學校停課對子女學習成果的影響。
• 家校或家長教師的互動有所增加，可能反映了家長更加投入並更常使用數碼科技
來互動。

中學家長（與小學家長相比）一般：
• 較少參與子女的學習和生活
• 育兒自我效能感較低

對新常態的啟示：
• 小學家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
• 須幫助家長(特別是中學家長)提升對青少年問題的了解及其數碼能力
• 須加強支援數碼育兒，以提高家長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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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3. 學校如何適應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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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如何適應新常態

1. 學校面對的挑戰和影響

2. 改善學校運作和學生學習的策略

3. 教學中的數碼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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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影響學校運作和學生學習的重大事件 (教師角度)

1. 從社區得到
的支援

2. 政府在第五
波疫情末尾放
寬防疫措施

3. 學校實施適
應新常態的策

略

4. 給予學校按
本校需要實施
特別假期的靈

活性

5. 教師和學生
移民至其他國

家

6. 停課導致的
學生學業成績
差距擴大

7. 新冠肺炎相
關的公共衛生

政策
8. 反覆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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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影響學校運作和學生學習的重大事件 (學校領導層角度)

1. 從社區得到
的支援

2. 政府在第五
波疫情末尾放
寬防疫措施

3. 學校實施適
應新常態的策

略

4. 給予學校按
本校需要實施
特別假期的靈

活性

5. 教師和學生
移民至其他國

家

7. 新冠肺炎相
關的公共衛生

政策

6. 停課導致的
學生學業成績
差距擴大

8. 反覆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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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領導層反映因新冠疫情受影響的班別數目（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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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停課產生的累積負面影響（學校領導觀點）

對學生的負面影響

小學 中學

2020 3.26 3.43

2022 3.91 4.11

1 = 非常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無所謂同意或不同意, 4 = 同意, 5 = 非常同意

• 學校領導層反映的負面影響從 2020 年到 2022 年間顯著增加
• 中學的學校領導層感受到的負面影響水平較高

負面影響包括：
• 至少在接下來兩年裡學生的學業表現會下降
• 學生長期缺乏既定時間表而出現紀律問題
• 由於學生的成績差異而難以安排教學
• 學生需要社會情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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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改善學校運作和學生學習策略的有效程度（教師角度）

T1. 為教師提
供網上教學的
專業培訓

T2. 鼓勵教師
合作開展網上

課程

T3. 調整課程
安排以包含混
合教學模式

T4. 為學生提
供心理健康相
關的計劃

T5. 學校提供
教學助理以支
援教師網上課

程.   

T6. 組織網上
興趣小組以因
應學生的個人
學習需要

T7. 邀請義工
為學生提供網
上輔導以幫助
有學習困難的

學生

T8. 提供線上
平台與家長互

動

T9. 在特別假
期期間提供網

課

T10. 實施員工
關懷計劃以改
善教師福祉

T11. 讓不同
持份者（家
長、社區、
教師等）參
與決策

T12. 縮短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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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改善學校運作和學生學習策略的有效程度（學校領導層角度）

L1. 為教師和學
生提供網課技

術支援

L2. 制定更靈活
的教學計劃

T1. 為教師提供
網上教學的專

業培訓

L3. 開發自己的
學習管理系統
以支援網上教

學

T3. 調整課程安
排以包含混合
教學模式

T9. 在特別假期
期間提供網課

T4. 為學生提供
心理健康相關

的計劃

T8. 提供線上平
台與家長互動

T10. 實施員工
關懷計劃以改
善教師福祉

T11. 讓不同持
份者（家長、
社區、教師等）

參與決策

T12. 縮短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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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領導和教師的數碼科技應用頻率的平均水平

1 =從不, 2= 很少, 3 = 有時, 4 = 總是

• 從2020年到2022年，中小學領導層和教師的水平均有所增加，表示他們在
2022年使用數碼科技的頻率高於2020年。

• 教師使用數碼科技的頻率增幅比學校領導層大。

小學 中學

學校領導 教師 學校領導 教師

2020 2.87 2.87 2.85 2.90

2022 3.09 3.27 3.10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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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2020 年相比，學校領導和教師在 2022 年均更多使用數碼技術；這
表明在教與學及學校管理方面，數碼科技的應用範圍擴大了。

• 從學校和教師的角度來看，反覆停課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校的運作；
學生的學業成績也可能因學校停課而受到嚴重影響。

• 在新常態下，學校制定了多種策略來支援教師和學生。教師們認爲提
供網上教學的專業發展和校內教師合作最為有效。

• 學校領導和教師均認為來自社區的支持對學校產生了最積極的影響。

本部分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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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
對於學生：

- 提供更多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網絡健康和社交情緒健康。

- 需要更多地關注對中學生支援。

- 需要進一步研究調查長時間停課對學生學業成績的累積影響。

對於家長：

- 提供更多的育兒支援，猶其是在數碼育兒方面，以支援兒童的學習和福祉。

- 應特別注意對中學生家長的育兒教育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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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

- 應更加注重提供專業學習機會，以增強有效的網上和混合式教學，促進學校
協作文化 , 以支援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和福祉。

- 加大力度利用社區資源以支援學校發展。

對於社區以及政策制定者：

- 學校領導層與教師在加强網上學習和促進與家長溝通方面的措施和努力值得
被贊賞和肯定。

- 當前的社區支援工作應繼續並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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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校：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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