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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施政報告相關
政策措施

我們會在中小學以普及化、
趣味化、多元化的方式，大
力推動 STEAM 教育，為學
生打好基礎，配合香港未來
發展創科的大方向。

(Para. 117)





資訊素養
和

網絡安全

極為重要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是一組能力，

具慎思明辨思維及有效率地尋找、認識、分析、使用和創造媒

體訊息和資訊的能力。

• 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夠處理來自不同來源的資訊。

他們具備

• 尋找媒體和資訊的能力

• 認識、分析和整合媒體和資訊的能力

• 使用和創造媒體和資訊的能力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 (2022年更新版)

•資訊素養促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

進一步加強了有關資訊評估、預防網絡欺凌、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和預防沉迷上網。

•資訊素養向學生提供學習經歷，讓其應用共通能力（例如慎思明

辨能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資訊素養推廣價值觀教育，幫助學生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

如誠信、尊重他人、守法和同理心）。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2022)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 (2022年更新版)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 (2022年更新版)

加強

資訊評估
預防網絡欺凌
保障個人私隱
預防沉迷上網

新增範疇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2022)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 (2022年更新版)

創新科技



• ……

•新編訂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根據學生的成長特質和需要，在現
行基礎上參照以下重點，於不同學
習階段，更新及增添相應的學習期
望建議。
• ……

• 培養學生媒體及資訊素養，

能以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

處理不同媒體的資訊

• ……

資訊素養和價值觀教育

Src: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e_curriculum_framework2021.html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e_curriculum_framework2021.html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2022）

加強媒體和資訊素養隨著科技不斷發展，學生每天透過互聯網和社交媒

體，時隨地都能接觸到大量未經過濾的資訊。愈趨常見的失實報道、兩

極化觀點、網絡欺凌、色情資訊、網絡罪行等，都對學生的態度、行為、

價值觀和人際關係造成不良的影響。學生容易受到網絡世界不同來源資

訊的誤導，亦容易誤以為網絡世界的行為不受規範，而墮入危險陷阱。

因此，學校教育必須以全校參與方式，在課堂內外進行價值觀教育，進

一步加強媒體和資訊素養，培養他們有效、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

及資訊科技的態度和能力，在生活中實踐慎思明辨，不隨意轉發未經核

實的訊息，對社會盡責任；並讓他們知道在有需要時，盡早尋求教師和

學校社工的協助。



小學課程持續更新的三大方向及七大重點

資料來源：《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17）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在發展學生資訊素養方面發揮作用。

資訊素養，已融入小學常識科課程、初中科技教育學

習領域課程及高中科技教育選修科目內。相關科目提

供真確情境，讓學生應用在科技教育所獲取的能力和

經驗，為培養他們成為現代世界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

民做好準備。資訊素養是科技教育的重點，學生在運

用資訊科技去解決計算問題時，可學會獲取、處理及

分析資料，使之成為有意義的資訊。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17）
科技的影響

• 學習「科技的影響」讓學生意識到科技的發展及應用所帶

來的影響。學生將會理解個人及群體的信念、社會價值觀

及倫理道德與科技發展之間如何相互影響。

• 學生應有機會了解科技如何改善生活，評估科技對個人、

家庭、社會及人類的影響，以培養追求創新科技發展的世

界觀。

• 然而，學生不應盲目追求新科技。他們應有機會實踐價值

觀和態度，決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科技，並能從顧客、

市民、僱員、設計師或工程師的角度審視科技發展對社會

帶來的影響。



《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小學課程補充文件》（2020）

• 為普及創新科技學習，教育局在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加

入更多創科學習元素，包括引入「高小增潤編程教育課

程單元」，從小培養學生學習創科的興趣和能力。

• 配合2020年更新的「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小學課程補充

文件」，聚焦於加強學生對計算思維的理解，內容涵蓋

計算思維的基本概念與實踐，包括抽象化、算法和自動

化，課程單元亦教授學生實物編程，讓學生掌握編程的

技巧，並將編程技巧應用到不同的情境解決問題。

• 課程單元包含延伸活動，增加學生對新興科技，例如人

工智能和物聯網等的初步認識。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curriculum-doc/CT_Supplement_Chi%20_2020.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curriculum-doc/CT_Supplement_Chi%20_2020.pdf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7）

學校宜繼續通過專題研習、探究學習、電子學習等策略，

讓學生有效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包括︰認識資訊世

界，並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立內容；學習如何運

用資訊科技找出、評估、提取、整理和表達資訊，以創

建新的想法；保護個人私隱及避免作出如網絡欺凌或侵

犯知識產權等傷害他人或侵犯他人權益的行為）。學生

在發展自理能力與個人健康和安全方面，須作出適當的

考慮和抉擇（例如：保護眼睛健康、不沉迷上網等）。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7）
參考資料

小一 小四

小五

小六



支援措施
•學與教資源冊

• 將開發單元包括：
保護個人私隱、網絡欺凌／網上起底、網絡安全及資訊安全風險等

•教學演示檔

•舉辦講座／研討會

•參觀及工作坊

請瀏覽網址： https://www.edb.gov.hk/cyber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