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輔導中心 
青年工作幹事  

陳英杰 

媒體素養教育的挑戰與實踐 



• 國際太空站的 facebook直
播影片引全球逾600萬人次
觀看 
 

• 影片並非真正直播，而是重
用舊片加以剪輯，以吸引多
人點擊從而賺錢。 

  

謠言瘋傳 



• 警誡下被告直認半年前
開始在網店購入涉案手
機殼，再放到網上轉 

 
• 她不知是翻版貨，以為
是廠貨；海關同日到其
家，搜到另外十三個同
類手機殼。 

  

誤墮法網 



• 自殺女子可能曾遭
網路欺凌而想不開 

• 帖文 :「你永遠記
得，你怎麼敲敲打
打幾個字害死一條
人命」 
 
 

欺凌危機 



青少年的網絡素養現況 
《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 



      網絡侵害 
 

• 主要研究結果 

– 17.6% 受訪者曾把別人的相片移花接木，以達羞辱或恥笑效果  

– 14.6% 受訪者曾在網上不停地用使人生厭或含粗言穢語的言辭惡

意中傷別人，或無中生有地散播謠言  

– 10.7% 受訪者曾利用假資料開假帳戶捉弄別人  

– 6.8% 受訪者曾未得他人同意，登入他人帳戶並更改其個人資料 

– 6.3% 受訪者曾偷過別人的遊戲幣、虛擬寶物或錢幣 

 

《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結果, 2018 

 



     網絡違規行為 
• 主要研究結果 

– 30.3% 受訪者曾在網上虛報自己的性別或歲數 

– 20% 受訪者曾在聊天時或在討論區上使用粗言穢語 

– 10%  受訪者曾下載非法軟件 

 

 

 

《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結果, 2018 

 

 



     缺乏網絡安全意識 
• 研究發現超過五成受訪者的網絡安全意識一般 

• 只有約40%受訪者表示 

– 不會  毫不猶豫地使用公眾場所附近最強的 Wi-Fi 上網  

– 不會  在手機快沒電時於公共場所使用任何免費的充電器  

– 不會  立刻安裝使用任何最新的手機軟件或手機遊戲  

 

 

《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結果, 2018 

 

 

 



     網絡安全預防措施 
• 研究發現約75%受訪者並不太重視網絡安全預防

措施 

• 只有約20%受訪者肯定表示 
– 會  在加入社交網站前閱讀了其政策指引 

– 會  定期更新登入手機的密碼 

– 會  立刻下載更新手機的作業系統 

 

《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結果, 2018 

 

 



     網絡罪行及法例的知識 
• 研究結果 
受訪者對各種網絡罪

行及法例的知識比較

參差 

75.7％ 受訪者認為黑客入侵是犯法的 

54.7% 受訪者認為製作或發佈淫穢物品是犯法

的 

約70%受訪者並不清

晰是否有法例處理網

絡欺凌 
 

20.6% 受訪者認為對本港未有專門處理網絡欺

凌的法例 

33.6 % 受訪者認為在網上發佈他人的黑材料有

機會被告誹謗 

33.0% 受訪者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遇到網上被

攻擊時，我們可向警方舉報網絡受害 

《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結果, 2018 

 



     道德疏離感 
• 主要研究結果 

– 24.8% 受訪者認為有些人應該被當作禽獸(畜牲)看待 

– 24.2% 受訪者認為當身邊的朋友都在說粗言穢語時，他們不應因為

說髒話而被怪責 

– 16.4% 受訪者認為即使惡劣地對待「衰人」也不成問題 

– 10.3% 受訪者認為被欺負的人通常都是咎由自取的 

– 10.1% 受訪者認為攻擊那些中傷他們家人的人是沒問題的 

 

 

《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結果, 2018 

 

 



媒體素養與網絡違規及侵害 
• 愈缺乏網絡安全意識、道德疏離感愈高、攻擊他
人的信念愈高、主動攻擊指數愈高，同時自我控
制能力愈低者，愈大機會出現網絡違規及違法行
為 

• 被訪者網絡欺凌經驗愈豐富，他們的網絡違規及
侵害行為就會愈多 

• 若只集中改善親子關係、處理抑鬱的症狀，以及
提高身同感受能力，並不足以減低青少年網絡違
規及侵害行為。 
 
 
 
 
 
 
 



Project NET 提升青少年的 
新媒體素養 

N : Netiquette  
網絡禮儀 

T : Think Critically 

明辨思維 

E : Ethics 

網絡道德 





資訊創建者(Prosumer)的角色  
 





計劃特色 

系統
為本 

探究
為本 

價值
為本 

實證
為本 

科技
為本 



 

題目 

初
中 
課
程 

基礎課節 
新媒體解碼 

新媒體真相 

核心課節 

網絡形象篇 
網絡自保篇 
網絡言行篇 
網絡交友篇 
網絡法義篇 

專題工作坊 
網絡欺「零」 互動劇場 

媒體創意 

教師培訓 
校本備課會議 
教育培訓工作坊 

家長培訓 家長工作坊 



素養教育的主要價值觀 
 
素養教育元素： 
   
 知識 

 批判思考 

 價值建立 

 
應用處理資訊不同步驟：  
  
 接收新媒體訊息 

 分析新媒體訊息 

 回應新媒體訊息 

 創造/轉發新媒體內容 
  

 
具備以下正向價值觀 : 
 
 明辨真偽 
 自我探索 
 謹言慎行 
 同理關愛 
 尊重私隱 
 謹慎交友 
 明法達義 





 



 





課題精要 



教案及工作紙 

http://medialiteracy.hk/teacher/%E6%96%B0%E5%AA%92%E9%AB%94%E7%9C%9F%E7%9B%B8/


互動教材 
 



  

URL : http://medialiteracy.hk/ 



教師協作項目 
• 撰寫教案 
• 教材翻譯 
• 備課會議 
• 課程調適(SEN) 
• 學習評核 
• 教學展示 

 
 

 



 

屯門崇真書院葛蔭南老師 : 「課程設計貼
近生活，我校將該課程引入下學年的
中一課程，持續進行素養教育。」 

青協李兆基書院陳浩文老師 : 「課程內
容切合所需並緊貼學生生活，成
功透過學生已有的知識及體驗。
跟社工保持良好溝通，共同翻譯英
文課程內容。」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俞老師 : 「運用
nearpod, 視覺效果強 , 增加互動
性、即時收集意見 ICT課程主
授知識，媒體素養教導生活
應用 ，課程貼身到位。」 

賽馬會毅智書院李老師: 「社工熟悉
新媒體文化，於課程檢討反映中一
及中二之學生素養水平明顯提
升，希望持續進行素養教育。」 

課程獲得教育界支持 



• 獲教育局多次邀請分享
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 

• 提升教師對新媒體素養
教育的掌握 

• 100% 中小學老師同意
進行資訊及媒體素養教
學的重要性 
 
 

課程獲得教育界支持 



德育課 

資
訊
科
技
課 

全人教育 

多
元
智
能
課 



顯著提升 : 
 
1. Function 

Consuming 
Media Literacy 

      (理解力、使用能力) 
 
2. Critical 

Consuming  
       Media Literacy 
       (評估能力、分析力   
       、   轉化能力) 
 
3.   Critical Prosuming    
       Media Literacy 
       (創作力、參與程度) 

 
 The Effects of BeNetWise Program on Youth Media Literacy: A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hu,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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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费、明辨性消费、明辨性创造消费及整体媒体素养水平 
的平均值有显着上升(0.01水平)。 
 

測試前 測試後 測試結果 

結果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差 

功能性消費素養 3.53 3.72 +0.19 

明辨性消費素養 3.52 3.73 +0.21 

功能性製作素養 3.83 3.78 -0.05 

明辨性製作素養 3.32 3.65 +0.33 

整體媒體素養水準 
(Overall media 

literacy) 
3.54 3.72 +0.18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e means for functional consumption（功能性消费）, critical consumption（明辨性消费）, and critical prosumption（明辨性创造消费） after undergoing the BeNetWise program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spective means before joining the program. Somehow the students dropped a little bit in their average rating regarding their functional prosumption（功能性创造消费）





計劃目的 

(i) 培養學生素養能力、明辨思維及正向
價值觀，運用新媒體發揮所長、貢獻社
會 
(ii) 建立有系統及全面的新媒體素養課程，
支援學校及教師推行持續性新媒體教育 
(iii) 讓家長認識新媒體文化及所需素養，
學會教育子女新媒體素養的方法 素養 

提升 

網絡  
禮儀 

明辨  
思維 

網絡  
道德 



配合資訊素養教育政策 



計劃特色 
課前評估、因材施教 

重視價值教育 

素養及共通能力
相輔發展 

教案共享平台 

新媒體教學     
(電子教學) 

扎根學校、漸進式參與、
可持續素養教育 



八項核心網絡操守 

同理關愛 自律節制 言論責任 

自我保護 謹慎交友 明辨真偽 

誠信守法 尊重創意 



小學課程 
課節種類 課節名稱 課節數目 

必修課 
新媒體小主人 

2 節 
健康智NET人 

選修課 

網民說甚麼 ? 

4選2節 
童言無「欺」 

人講你就信？  

網絡小作者  

體驗課 

網絡寶庫 –  
桌遊體驗 

2選1節 
福爾摩斯的邀請 – 

解謎遊戲 



健康智NET人 

 



健康智NET人 

 



健康智NET人 

 



人講你就信? 

 

健康智NET人 健康智NET人 



人講你就信? 

 



體驗課 

 



中學課程 

課節種類 課節名稱 課節數目 

必修課 
新媒體世代 

2 節 
有圖有真相? 

選修課 

網絡有迴音? 「你」想的你？ 

8選4節 
解密起底組 欺「零」網絡 

抄襲與創作 網上有法 

Po文很簡單? Be friend, ok? 

體驗課 

人人做法官 
3選1節 做個KOL 

網絡有心人 



網絡有迴音? 



解密起底組 

 



抄襲與創作 



Po 文很簡單? 

 



家長工作坊 



學校的漸進式參與 
學校種類 學校參與程度 

服務學校   本中心協助推行新媒體素養教育服務的學校 
  學校將負責安排課節、協助籌劃 
  第二年繼續參與計劃，將可提升至種籽學校 

種籽學校  對推行是項計劃已有概念， 
 本中心為種籽學校提供備課會議以及推行體驗活動 
 第二年繼續參與計劃，將可提升至資源學校 
 

資源學校  老師能獨立教授新媒體素養教育課程 
 本中心負責推行互動體驗活動、提供校本教師培訓

服務及諮詢服務 
 成為「素養教育智庫」，支援其他學校持續進行新

媒體素養教育，提供觀課、教材分享等支持服務 



預計成果 

年份/學校種類 服務學校* 種籽學校# 資源學校^ 參與學校總數 

2017/2018 服務學校* 種籽學校# ／ 13間學校 

55學校 2018/2019 服務學校* 種籽學校# 資源學校^ 19間學校 

2019/2020 服務學校* 種籽學校# 資源學校^ 23間學校 

*  本中心協助推行新媒體素養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的學校 
# 本中心提供備課會議、推行部分課程及體驗活動 
^ 老師獨立教授新媒體素養教育課程，本中心提供校本教師培訓服務及諮詢服
務 



預期實質產品 

高小及初中完整的 
新媒體素養教育課程 

新媒體素養教育電子教材套 

「素養教學資源庫」 
(媒體素養教育大獎 

的得獎教案) 

素養教育智庫  
(提供諮詢、觀課及教案分

享) 

新媒體素養教學資源網頁 

新媒體素養桌上遊戲 



媒體素養教育的挑戰 

• 學生使用媒體文化差異 
• 教師對資訊媒體素養的理解不全 
• 課時不足 
• 未能融入科目 
• 教師的統籌角色 
• 媒體素養未能持續發展 
• 本計劃的人力資源有限 

 



香港青年協會 媒體輔導中心 
電話: 2788 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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