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會書院梁俊傑老師

學校中的資訊素養分享



在中小學推行
「自攜裝置」



你有沒有遇過？

 被偷拍上課

 2015年12月4日 - 【明報專訊】

 29％受訪者指曾有學生在課堂
上偷錄教師的教學情况

 有達72%受訪者擔憂在學校內會
被偷錄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貪玩

 不尊重他人

 沒有同理心

 老師沒有說「不要做」



香港學生的資訊素養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學校概況

 學生普遍有智能電話

 中一及中二級設電腦認知科

 一周約一小時

 在2018/19開展BYOD



推行策略

為每個年級選擇一至兩個範疇重點培

訓。

以初中電腦認知科為發展主軸

實施資訊素養並非單一科目責任，相

關的課堂調配及校本內容需共同協調



中一級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
提供和互通資訊。

 保護自己及他人的私隱權。

 提防互聯網上的潛在危險及風
險。



教材節錄：中一級「你和我的秘密」
手提電話內的個人資料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8-hlVlKJGc6L_0bS4JhgHGN9XFuwtqvJBbFBedNNLug/edit#slide=id.g4aa8ba8679_0_23


教材節錄：中一級「你和我的秘密」
安裝Apps時它要求的權限



教材節錄：中一級「你和
我的秘密」
如何保護自己的個人資訊

 安裝前了解軟件權限

 切勿在未了解軟件權限前安裝軟件

 拒絕不合理的權限請求



教材節錄：中二級
媒體素養短劇本創作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
和互通資訊

 能夠在相關的學習活動中引述及引
用參考資料。

 學生作品（001及002）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能夠確定及優化不同搜尋策略的準
則，以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立
內容

 學生作品（00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L0fDI6T6D0OaQPRU10oTIy_hJ2eQP1R/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elYybvY55eKK0OehZNNbVBJUOrdHoNu/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78Ml7Mc6ekGprV7cShgaQCFN1VlBOv6/view


教材節錄：中三級
難分真與假

 漢堡包是誰人發明的？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72239-北韓大學生：金正日發明漢堡包


有圖有真相？
行足100公里玩POKEMON GO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ersonal/行足100公里玩pokemon-go-90-網民感嘆-太勵志/


行足100公里
玩POKEMON 

GO（續）



漢堡包是誰人發
明的？

 【深夜食堂】飲食的文化交流：漢
堡的歷史

 漢堡在美國

 將碎牛肉餅包在麵包之中的吃法，
究竟在美國何地開始則有不同的說
法。威斯康辛的「Hamburger 

Charlie」據說在 1885 年賣出第一
個麵包夾肉丸的漢堡，而康乃狄克、
俄亥俄州、德州……都有人宣稱在同
一時期製造出了「第一個漢堡」。



漢堡包是誰人發明的？ （續）

 當年歐洲人大批移民北美的時候，經營移民業務的郵輪中有一艘叫做漢堡阿美利
加號，在從歐洲橫渡大西洋去北美的途中，船主貪便宜，把劣等碎牛肉剁成末，
攙着麵包渣和洋蔥，再加上辛辣料煎成肉餅賣給乘客。省事方便味道也還行，後
來人們就用船名命名這種食物，稱為漢堡肉餅。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food/z538q6p.html （每日頭條）

 1901年，由丹麥移民路易斯·拉森峰在康州紐黑文市的路易斯餐廳發明。[3]對手
查理·納格林、弗蘭克與查理·門徹思、奧斯卡·韋伯·比爾比、弗萊徹·大衛都聲稱
自己才是原創。

 原文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漢堡包 （維基百科）

https://kknews.cc/food/z538q6p.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漢堡包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不保證其內容正確無誤

 內容開放的線上的百科全書

 允許任何人通過網路連接修改其內容

 不一定由任何相關領域的專家和專業人員審查過

 無法保證給你提供完善、正確、可靠的資訊。



中三級目標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
公信力及可靠性

 能夠使用多項準則（例如資訊的
清晰度、準確度、有效性、觀念
正確、關聯性等）以評估資訊。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產生新知識

 能夠從多個來源提取和整理資訊。



辨別資訊真偽
Fact Check

 從「漢堡包是誰發明的故事」帶出「能夠從
多個來源提取和整理資訊」的重要性。

 虛假資訊帶來的後果



假新聞：影響深遠



有圖有真相？

 影片參考（連結）

 新聞報道（連結）

 2019/09/22 經濟日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54GDm1eL0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457153/Deepfake%E6%8A%80%E8%A1%93%E9%80%B2%E6%AD%A5%E5%BF%AB%E3%80%80%E5%B0%88%E5%AE%B6%EF%BC%9A%E4%B8%80%E5%B9%B4%E5%85%A7%E5%B0%87%E9%9B%A3%E8%BE%A8%E7%9C%9F%E5%81%87


慎閱使用條款

 經濟日報 2020/06/25

 若用戶未於試用期結束前至
少 24 小時取消訂閱，系統
就會為用戶自動續訂，並以
App內購買機制扣款。



資訊素養的網上
資源



教育局 - 資訊科技教育組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https://www.edb.gov.hk/il/chi


教育局 -家長教育之電子學習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arent-Education/pe-index.html


香港教育城
「聰明e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b28a46b32c8bf8d553c9869


總結：目標

 資訊素養是促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
力及態度。

 學生能將資訊素養應用於相關的主要學習領域 / 科目 / 學
校圖書館活動



總結：推行策略

 實施資訊素養並非單一科目責任，相關的課堂調配及校本內容需共同協調。

 閱讀科

 分辨第一手及二手資料

 評估資料來源 (包括公眾傳媒、各類印刷及電子文本) 的可信及客觀性資訊科技

 德育及公民教育

 探討版權問題及網絡欺凌等問題

 建立正確價值觀

 語文科

 引述資訊來源

 校對、編輯、修訂草稿等技巧及注意事項



總結：  終身學習；與時並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