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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諮詢回應 

香港中學校長會執委會 

2014 年 7 月 6 日 

前言： 

政府自 1998 年發表《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 1998/99 至 2002/03》開始，便有

計劃及有系統地展開了為期十多年的資訊科技教育計劃。期間政府先後發表資訊科技教育策

略一、二、三，在計劃完成後，均作詳細檢討及為下一期計劃改進提供建議。首個五年策略

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為經、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為緯；第二個五年計劃則以課程及學習資

源發展為重心，以提升學生及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的能力；第三個五年計劃更是聚

焦於學生資訊素養的培養，建議將資訊科技融入學與教當中，並提供支援以協助學校運用合

適的數碼學習資源及適切的教學方法。而綜觀三個五年計劃，香港各類學校資訊科技基建，

與及教師和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均見長足進步，惟第二與第三個資訊科技策略的目標，

特別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成績卻仍強差人意。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14 年 5 月發表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諮詢文件，主題為：發揮 IT 潛能，釋放學習能

量，以學生學習作為重點，並透過資訊科技協助學生學會學習、邁向卓越；更提出結合現時

的科技和各項社會資源，為學校各持分者提供支援，構建學習社群。 

對於新一期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香港中學校長會認同其基本方向，更希望學校、政府及社

會各界能同心協力，善用機會，讓學生可以學會學習，各展所長。惟諮詢文件內提出的五個

行動及多項諮詢問題，本會希望結合前三次策略文件及檢討報告，作出綜合性建議，讓當局

在調整政策方向及推行重點時，能有所參考。 

 

建議一 

五個建議行動，須以學與教及專業發展為本，制訂發展策略，配合教育現況 

諮詢文件提出五項建議，包括 1. 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2. 提升電

子學習資源的質素、3. 更新學校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4. 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力量、及

5.建立實踐社群，讓家長、持分者及社區齊參與等五項。根據文件內的構想圖，五者同等重

要，故此在推行時，難分輕重。回顧前三個策略文件及報告，均明確地指出，資訊科技教育

的重點是課程及教學，故此若不重整及釐清五項建議之間的關係及優次，學與教及專業領導

和教師發展便不能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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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圖： 

 

 

我們建議重劃構想圖，以同心圓為本，按重要性及推行優次將五個行動分別放在同心圓外圍、

中間及核心。然而，學校應按校本實況，決定推行的優次。第五項（家長、持分者及社區齊

參與）為支援措施，雖對學生學習有其作用，但影響力不及其他各項直接，因此我們建議將

第五項放在同心圓外圍位置。第一（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及第二項（提

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行動，與學與教的成效息息相關，故應放在同心圓中間位置，由政

府主力承擔，作出研究及提供可行建議，讓學校按校情選擇。學校應盡量避免投放人力於此，

集中力量發展及實踐學與教計劃。最後，教育局調撥資源及人力，各部門互相配合，邀請學

術機構參與，集合學校力量進行第三項（更新學校課程 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及第四項（提

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建立實踐社群）行動。我們期望教育局能協助不同類型的學校，試行

不同的發展方案，以收百川匯海之效。故此第三及第四項行動，應放於同心圓的核心位置。

新的構想圖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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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 

配合整體教育政策、緊密結合學習目標與學習內容、明確資訊科技與評估關係 

 

諮詢文件明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核心是學生的學習」，期望能透過優化資訊科技

環境，「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簡簡單單不足二十字的描繪，但學

校可以如何實現此理想？單單透過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無論策略如何完善，配套如何充足，

若沒有全盤的教育政策配合，我們相信仍難以達至培養能自主、具創意、樂協助、善解難的

新一代。我們建議教育局在推行新一期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同時，能檢視整體教育現況，讓

不同時期推出的政策，能相互配合，達至理想效果。 

 

根據前三個策略文件，學校及教師均指出在推行資訊科技教育時，希望當局提供支援，如教

學設計及學習內容，各資訊科技策略報告亦指出，推動資訊科技教育不能讓學校各自為政，

製作及發展過多校本教材將會令教師勞而少功。諮詢文件中鼓勵教師「共享創意」的授權，或

有助推動及加強電子教案的分享。但具體如何推行？會否走進「家家煉鋼」的死胡同？實在必 

須小心處理。我們認為教育當局應擔任統籌角色，結合學術機構及學校和教師專業能量，製



 

頁 4 / 5 

 

作適合不同學校的資訊科技學習內容，教師的主要工作在於妥善運用資訊科技學習資源，按

學生特性加以調適，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讓學生學會學習、追求卓越。 

 

部份學校及教師對資訊科技教育有所保留，因現時的公開評估，均以紙筆書寫為主。當局須

提供不同學科善用資訊科技作有效評估的方法，有關方法應既可運用於持續性評估，亦可處

理總結性評估。能善用資訊科技於學習評估上，將能為學生學習作出更即時的回饋，對學與

教的進展更有禆益。 

 

建議三 

學習範式轉移，照顧學習差異，推動自主學習 

 

學習範式改變是過去多個策略文件提出的關鍵想法，惜成效一般，這實與教師發展及專業領

導未能與學習範式轉變同步有關。諮詢文件提出多項建議，唯主要與資訊科技教學執行方法

有關，對如何讓校長及教師具範式轉變的想法與能量，未必有所幫助。在過去兩年，本會積

極推動自主學習網絡。總結經驗，我們深切感受到要學與教範式轉移至以學生為本，學校領

導模式應以教學領導取向為主、教師發展應取多元學習方式，並開展教師專業綜合能力，推

廣課堂研究及建立網絡發展路徑 (文章見 2013 年深港校長論壇文集匯編)。 

 

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讓教師可以按實際學與教的需要，更靈活更適切地綜合運用在線或離

線、同步或異步、個人或小組、有組織或沒組織等不同的學與教模式。在面對學生學習差異

不斷擴大的今天，透過有效的資訊科技教學以照顧不同學習能力和興趣的學生，更顯得重要

和迫切。在本會推動自主學習的過程中，我們相信自主學習與電子學習將逐步滙流和融合，

無論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抑或混合學習 (Blended learning)，都能促進個性化的學

習，讓學生按個人步伐及興趣發展，達至真正的自主教學。因此，我們認為任何資訊科技策

略都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教學法的範式轉變，比單單提升科技的設備更為關鍵  

 

對諮詢文件內一些諮詢問題的回應： 

1. 學校各有校本特色，在過去十數年間各校已發展的資訊科技教育配套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差異極大，踏進第四個資訊科技發展策略，需要接納這差異，容讓學校起步點稍有不同，

惟大前提仍以不影響學生學習至為重要，後進學校更須訂好路線圖，趕上整體的發展。 

 

2. 採用租賃服務、雲端科技等，能減輕支援人員的「硬件支援」工作，但當教師更大量地應用

電子科技於教學及評估，「軟件支援」工作包括協助及支援老師拍攝及剪接「微課」、系統地

儲存電子教學資源、維繫電子教學平台、發展在線或離線學習評估工具等工作，只會是更

花時間及對支援人員的能力要求更高。以目前一校一技術支援人員的撥款計算，學校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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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支右絀地發展新一階段的資訊科技教育。至於新一階段電子教學對老師在時間、技術及

心力上的要求，又將是學校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困難。 

 

3. 有關電子教科書的發展，即使政府推行「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至今所見成功獲批的

電子教科書質素參差，其所能發揮的教育成效與教師們的期望仍有差距，互動及即時性不

足，未能發揮資訊科技教育的長處。 

 

結語： 

我們深信任何資訊科技策略都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能協助學生在學習動機、行為、策略及

元認知等方面有所提昇。要真正落實這種變革，教育當局必須擔當具遠景方向及行動策略的

領導角色，更須造就一個理想的環境，給予學校更大專業空間，增加支援，鼓勵及安排學校

進行本地及境外協作交流，探索課堂改革最佳校本策略。深切期望在各方努力下，第四個資

訊科技策略能讓我們的學生主動和自主學習，不同類型的學校均能為學生營造合適的學習環

境，讓他們各展所長，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