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
中學資訊素養 ─ 全校參與模式（進階程度）第一節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加強教師透過全校參與模式擬訂、推行及檢討資訊素養的能力。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應能：
 透過課程檢視，擬訂全校參與模式資訊素養課程的計劃；
 落實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資訊素養；
 透過各科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能力，以：
 辨別取得資訊的需要；
 尋找、評鑑、提取、整理和表達資訊；
 創造新的意念；
 應付資訊世界的變化；及
 避免作出缺德的行為，如網絡欺凌和侵犯知識產權；

 推介相關支援服務、工具及資源，以推廣資訊素養。



課堂詳情

課程共分為兩節，每節三小時，有關課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節 (三小時)：
1) 了解資訊素養於全球及本港的重要性；

2)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三個類別、八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a) 教育局文件：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b) 教育局網站：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c) 電子學習資源套：「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



課堂詳情

第一節 (三小時) 
3) 科主任（課程領導） /科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

色

4)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
終身學習
a)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內容
b)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活動
c)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推行經驗分享
d) 介紹引入社區支援服務和資源，以促進學生健康地和合乎道德地使用資

訊 （例如：青協「Be NetWise 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

5) 講解課程習作



課堂詳情

第二節 (三小時)：
1) 習作分享及回饋；

2)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新意念

a)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內容
b)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活動
c)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推行經驗分享
d)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及 高階搜尋技巧



課堂詳情

第二節 (三小時)：

3)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三：資訊世界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立內容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例如圖書館、博物館、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a)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內容
b)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活動
c)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推行經驗分享
d)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的確保資訊的可靠及可信性



課堂詳情

課程共分為兩節，每節三小時，有關課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節 (三小時)：

1) 了解資訊素養於全球及本港的重要性；

2)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3) （課程領導）科主任/ 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4)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5) 講解課程習作



1) 了解資訊素養於全球及本港的重要性



• 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一詞最早於1974 年由 Paul G.
Zurkowski 擔任美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主席時所提出；

• 他將資訊素養定義為 「有能力利用各類的資訊工具和資源來塑造
解決資訊問題的技術和技能。」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

• TILT, a tutorial develop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 Digital Library
http://library.uno.edu/helpfiles/TILT/

• 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是一種知識
管理的策略。

•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的資訊素養指導 （Texas
Information Literacy Tutorial, TILT):
資訊素養是一種「使人能夠更有效地選擇、
尋找及評估傳統或網上資源的技巧」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確認資訊 理解問題所需要的資訊，並籌劃如何尋獲

尋獲資訊 如何利用圖書館內的分類目錄和網路上的檢索尋找
所需知識

評估資訊 辨別資訊的來源與真偽

應用資訊 對資訊版權的認知及理解



資訊素養

C.Doyle 對資訊素養定義：
為個人具有從龐大資源中收集、評估及利用資訊的能力。

1. 能認識資訊的需求
2. 能認識正確性與完整性的資訊是做明智決定的基礎
3. 基於資訊需求來陳述問題
4. 確認資訊的潛在來源
5. 發展成功的搜尋策略
6. 利用電腦與其他科技獲取資訊資源
7. 評估資訊
8. 組織資訊予以利用
9. 整合新資訊在已有的知識架構
10. 以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觀點來利用資訊

Doyle, C. (1992).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forum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ERIC No. ED 351 033).



示例

示例一：社會事件 –天氣變化

示例二：政治事件 –美國總統選舉

示例三：國際事件 –英國脫歐

示例四：本地事件 –英國脫歐



《經濟學人》：「後真相政治」

謊言的藝術：新媒體時代的後真相政治
（2016/09/11 經濟學人）

• 「後真相」，是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
說法。後真相政治是「事實勝於雄辯」的相反，
即是「雄辯勝於事實」，意見重於事實，立場
決定是非；人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
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政治
人物說謊，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鞏固目標群
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

• 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
任媒體的報道，是造成後真相政治出現的主因。



2016 年度詞彙

《牛津英語詞典》定義：
• 後真相（Post-truth）是指「客觀事實較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對輿

論影響更少的情況。」
• 這個詞語在2016年被選為年度詞彙（Word of the Year 2016）

資料來源：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後真相政治」的源起
• 2010年由美國自由派博客所創，專指保守派漠視氣候變化事

實。
• 美國的保守主義者，特別是那些與能源業有關的既得利益者，

開始關注減排政策對能源業的影響，並且猜疑這些環保人士
是「綠皮紅底」的共產主義者。

• 為了阻止環保主義者，共和黨人倫茨（Frank Luntz）定下了
一個策略——質疑科學家對於全球暖化的共識，堅稱科學界
內部有人反對全球暖化的存在。

• 就這樣，全球暖化就由一個「真相」降格至一種「觀點」。
這就是「後真相政治」的起點。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美國選總統」事件
• 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被視為後真相政治的代表
• 他聲言總統奧巴馬並非在美國出生，最近又稱他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的「創辦人」，克林頓夫妻則是殺人犯
• 非黨派機構PolitiFact今年6月發表報告，檢視特朗普言論，發現六成屬

全錯，僅有3%完全是真的。
• 儘管其誑論毫無根據，但無損特朗普支持度，反被自感遭精英階層剝削

的民眾視為挺身抗爭的證據
• http://www.politifact.com/personalities/donald-trump/

http://www.politifact.com/personalities/donald-trump/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英國脫歐」事件
• 英國脫歐公投兩派亦存在以誇張說法誤導選民
• 英國脫歐公投後，針對脫歐派種種不實宣傳，英國論者亦用上這字眼
• 至於英國脫歐的成功，也是因很多選民烏龍地以為他們若不做，將立刻

被迫從土耳其接收一大群中東難民。
• 脫歐派不斷聲稱英國平均每周向歐盟「進貢」3.5 億鎊（約40 億港元）

的謊言，
• 民調顯示近六成選民投票時傾向根據直覺而非事實判斷。

資料來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2016/06/160624_8_reasons_brexit_won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疫苗注射」事件
• 反疫苗人士，甚至未來一國之首特朗普

Donald Trump，均指控疫苗會引致自閉症或

者會危害健康（沒有證據支持）。

• 即使是科學家和傳媒多番驗證，及多次指出當

中的證據其實是虛構 ，都不影響他們繼續無

的放矢。

• 這類投機人士不會認真求證，為達到目的，會

不惜以謊言包裝，由此向大眾「販賣恐懼」；

並從出版書籍、銷售「自然產品」或者是從講

座中獲利。

• 其中，美國反疫苗運動已引致原來 4 種已受控

疾病捲土重來，威脅所有人的生命。

資料來源：https://lihkg.com/thread/485794/page/1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 理想的政治應建基事實在過去無論是普通的謊言還是只為搗亂的「後真
相」謊言，都會有擁有公信力的傳統媒體公開糾正。

• 《經濟學人》稱，後真相政治源於民眾對主流傳媒、精英階層甚至專家
等建制失去信任。

• Ipsos MORI 新近民調指出，英國人認為髮型師甚至路人較商業領袖、記
者、政府官員等可信多一倍，無人再對「真相」有專利。

• 社交網絡冒起，網民藉以接收及分享資訊，大量未經考證消息迅速散播；
社交網絡傾向將類近想法者結集，令資訊變得單一封閉

資料來源：https://www.hk01.com/%E7%BE%8E%E5%9C%8B%E5%A4%A7%E9%81%B82016/44995/%E5%BE%8C%E7%9C%9F%E7%9B%B8%E6%94%BF%E6%B2%BB-%E4%BE%86%E8%87%A8-
%E6%98%AF%E5%A4%A7%E7%9C%BE%E7%9B%B2%E4%BF%A1%E7%85%BD%E5%8B%95%E5%AE%B6-%E9%82%84%E6%98%AF%E7%B2%BE%E8%8B%B1%E6%80%95%E5%A4%B1%E8%A9%B1%E8%AA%9E%E6%AC%8A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 但隨著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的興起，慢慢成為市民汲取新聞
資訊的主要渠道，「圍爐取暖」（Homophilous Sorting）現象十分常
見，甚至成了常態。

• 網上的交友圈通常由相近價值觀的人所組成，舉目所見都是同聲同氣的
人。隨著社會愈加撕裂，一言不合就「Unfriend」的情況十分常見，令
「圍爐取暖」的情況愈加嚴重。

•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同意見的網絡群體，就只會聽到對自己觀點有利的
資訊，從而認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對方看到的就是「謊言」。
在這種網絡環境下，自然難以談起「社會共同相信的真相」。

資料來源：https://www.hk01.com/%E7%BE%8E%E5%9C%8B%E5%A4%A7%E9%81%B82016/44995/%E5%BE%8C%E7%9C%9F%E7%9B%B8%E6%94%BF%E6%B2%BB-%E4%BE%86%E8%87%A8-
%E6%98%AF%E5%A4%A7%E7%9C%BE%E7%9B%B2%E4%BF%A1%E7%85%BD%E5%8B%95%E5%AE%B6-%E9%82%84%E6%98%AF%E7%B2%BE%E8%8B%B1%E6%80%95%E5%A4%B1%E8%A9%B1%E8%AA%9E%E6%AC%8A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 Google和Facebook等使用演算法決定放什麼新聞給用戶瀏覽，亦令
「圍爐取暖」的情況更為嚴重。

• 由於Google及Facebook使用的演算法根據用戶之前瀏覽的網頁及新聞
決定將會向用戶投放什麼新聞資訊，Facebook和Google最後變成了一
面回音牆。

• 更嚴重的是經過幾次爭議後，Google和Facebook拒絕再承擔審查新聞
真偽的責任。新時代的人將社交媒體視為傳媒，但社交媒體卻拒絕承擔
傳媒的責任。

資料來源：https://www.hk01.com/%E7%BE%8E%E5%9C%8B%E5%A4%A7%E9%81%B82016/44995/%E5%BE%8C%E7%9C%9F%E7%9B%B8%E6%94%BF%E6%B2%BB-%E4%BE%86%E8%87%A8-
%E6%98%AF%E5%A4%A7%E7%9C%BE%E7%9B%B2%E4%BF%A1%E7%85%BD%E5%8B%95%E5%AE%B6-%E9%82%84%E6%98%AF%E7%B2%BE%E8%8B%B1%E6%80%95%E5%A4%B1%E8%A9%B1%E8%AA%9E%E6%AC%8A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 《華盛頓郵報》主編巴倫（Martin Baron）17年5

月演說曾談及民眾拒絕接受相反資料的現象，指出

人們輕易便將主流傳媒傳播令他們感到不舒服的事

實視作詭計，「謊話被視為真實，陰謀論在大量的

謊言中紮根……當我們連最基本的事實也無法有一致

看法，我們如何能擁有有效的民主制度？」

• 《經濟學人》稱，跟專制國家相比，民主國家雖能
依靠獨立司法制度、教育等工具抗衡謊言，有關
「後真相政治」的論述，本身就反映了「後真相政
治」這個概念的特徵——真相與觀點，不應混為一
談，但有時又似乎真的很難輕易定分界。

資料來源：https://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499920/73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香港科技大學
• 科大校長陳繁昌：時下年青人在互聯網世代要保持個人資訊素養的重要性。
• 他認為學生應該具備批判思維，小心唾手可得的互聯網資訊，不應只接受單一

觀點或立場，更不應盲從附和，以免被人錯誤引導，甚至刻意煽動。

哈佛大學
•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旗下的Visible Thinking計劃提出了「紅燈、黃燈—真相警

示」（Red Light, Yellow Light for Truth）的教學活動設計幫助學生增強對判
別資訊真偽的敏感度，培養他們的傳媒素養（Media Literacy）。

• 首先在課堂中著學生閱讀一篇評論文章、新聞報導、廣告、或整頁報紙，圈出
對其真偽有懷疑的部分，用R字代表極度懷疑，用Y字表示一般懷疑（R代表亮
起紅燈，Y代表亮起黃燈）



後真相年代/政治（Post-truth era/ politics）

哈佛大學
• 然後比較學生標示相同和相異的段落，著學生解釋為甚麼作出這樣的標示。最

後綜合分析學生的答案並介紹常見的謬誤。

• http://www.visiblethinkingpz.org/VisibleThinking_html_files/03_ThinkingRoutines/0
3f_TruthRoutines/RedLightYellowLight/RedLightYellowLight_Routine.html

本地大學
• https://course.keep.edu.hk/course/172891

http://www.visiblethinkingpz.org/VisibleThinking_html_files/03_ThinkingRoutines/03f_TruthRoutines/RedLightYellowLight/RedLightYellowLight_Routine.html
https://course.keep.edu.hk/course/172891


課堂詳情

課程共分為兩節，每節三小時，有關課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節 (三小時)：

1) 了解資訊素養於全球及本港的重要性；

2)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3) （課程領導）科主任/ 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4)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5) 講解課程習作



2)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三個類別、八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教育局文件：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教育局網站：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電子學習資源套：「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a) 教育局文件：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05/2018
（三個類別、八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中文：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
edu/Information-Literacy/IL20180516C.pdf

英文：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
edu/Information-Literacy/IL20180516E.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20180516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20180516E.pdf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六個建議行動

資訊素養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的發展
1998 制訂了一系列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00 制訂了資訊科技學習目標
2005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架構
2010 香港大學 (CITE)

「發展課堂活動及評估工具通過科學科/
常識科提昇學生資訊素養」研究計劃

2013 國際計算機與資訊素養水平研究 (ICILS)
2016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2016
2018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05/2018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更新版《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七個學習目標/宗旨
資訊素養是其中一個
學生能有道德、有效及靈活地使用資訊和資訊科技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 資訊素養作為學習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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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資訊素養」旨在讓學生能夠：
 辨識對資訊的需要
 尋找、評鑑、提取、整理和表達訊息
 創造新的意念
 應付資訊世界的變化
 避免作出缺德的行為，如網絡欺凌和侵犯知識產權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
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新意念

資訊世界

6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立內容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例如圖書館、 博物館、

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
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
資訊

資訊使用者

資訊提供者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資訊需要

找出資訊

評鑑資訊

組織及創造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

可靠性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新意念

資訊世界

6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立內容 資訊科技技能加強媒體
素養：
1. 資訊提供者
2. 可靠資訊的條件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例如圖書館、
博物館、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
用資訊，以達致終身
學習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
任地使用、提供和
互通資訊

• 尊重知識產權，包括版權及共享創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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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適當的情況下，恰當地作資訊交流
• 提供資訊時，應考慮不同的觀點及表

述，認識編輯手法對視覺媒體及其所
發放訊息的意義（例如刪減相異的見
解、篩選或暗示特定觀點、強調某類
想法等）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一般的資訊素養
能力

2 識別和定義
對資訊的需
求

• 確定和清晰表達對資訊的需求，以及評估所需資訊
的性質和範圍。

• 了解不同資訊來源的取向、範圍及恰當性（例如網
站、紀錄片、廣告、新聞節目），作出決定前要參
考多項資訊來源作為基礎。

3 找出和獲取
相關資訊

• 選擇正確的方法或工具尋找資訊。
• 建立和實行有效的搜尋策略，如識別關鍵字詞及相

關 詞彙，以獲取所需資訊，及辨別多種資訊來源的
不同 類型和形式。

• 緊貼最新的資訊來源、資訊科技、接觸資訊的工具
及 鑽研的方法。

• 闡述作出決定及選擇的準則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

供者的權威、公信

力及可靠性

• 判斷有關資訊能否滿足所需
• 能夠審查及比較不同的資訊來源，以評估其可靠性、 有

效性、準確性、權威性、時間性及是否有所偏頗
• 使用多重準則（例如清晰度、準確度、有效性、是否及

時或有所偏頗、與事實是否相符）以評估資訊來源 （例
如網站、紀錄片、廣告、新聞節目）

• 辨別資訊內容有否含偏見、欺詐或捏造成份
• 識別資訊產生時的文化、社會或其他背境，並了解有關

背境如何影響對資訊的詮釋
• 比較新意念與已有知識，以確認資訊是否有所增值、 出

現相互矛盾之處或含有其他的特性
• 使用一系列的策略詮釋資訊（例如就已閱覽的資料作 出

總結、概述及整合，參照視覺媒體發放的圖像或資訊，
以支持觀點；解構視覺媒體的圖像或資訊以洞悉潛在的
偏見及揣測其言外之意）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

產生新意念

• 提取相關及合適的資訊以滿足所需
• 闡述、管理及理解組織資訊的關鍵

（例如使用分類法）
• 詮釋及表達資訊，作合併、綜合、概

述、比較及對照多個資訊來源
• 運用從資訊內容中所提取的意念
• 產生新意念以作資源增值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資訊世界

6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

和建立內容

• 以資訊科技的技術認識及定義對
資訊的需求，找出和獲取相關資
訊，評估、提取及組織資訊，並
產生新意念

• 發展使用網上及圖書館資源作學
習工具的技能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例

如圖書館、 博物館、互聯

網）的角色和功能

• 識別不同的資訊提供者，及描述
他們的社會功能

• 詮釋及闡述資訊素養與作為二十
一世紀公民的關係

• 描述使用資訊的操守，及能夠辨
別出有違道德之處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資訊世界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

件

• 詮釋資訊及相關情境，及識别資
訊提供者所投射的價值觀

• 觀察提供者有否於資訊內標籤或
定型某些現象或對象 （例如能識
別視覺媒體有否利用某些技巧去
營造標籤 及定型）

• 探索提供者表達資訊的手法，判
別其資訊是否具誤導性質或欠缺
代表性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學習階段目標—例：素養範疇1

學習階段 1 小一至小三 2 小四至小六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六
素養範疇 1： 道德
地及負責任 地使用、
提供和 互通資訊

• 對知識產權有基本
的認識，例如明白
何謂版權

• 開始注意如何安全、
正確和健康地使用
互聯網

• 明白及實踐知識產
權和數據私隱的守
則

• 開始認識引述及引
用參考資料的做法

• 了解有在互聯網上
保護自己的需要

• 開始注意使用資訊
科技時的法律、社
會及道德責任，包
括知識產權（例如
版權和抄襲）及數
據私隱

• 當應用資訊科技於
資料處理 時，要有
良好的認知、實踐
及 道德操守

• 能夠在相關的學習
活動中引述及引用
參考資料

• 了解使用資訊科技時
的法律、社 會及道德
責任，包括知識產權
（例如版權和抄襲）
及數據私隱

• 認識及利用不同媒體
的平台（例如網誌）

• 明白如何在不侵犯他
人的權利下分享資訊
（例如在引用、引述
及 重述他人資訊時，
使用正確的學術規格）

• 認識、實踐、反思如
何有道德地 運用資訊
科技去處理資料



42

素養範疇 1: 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

學習階段3

• 開始注意使用資訊科技時的法律、
社會及道德責任，包括知識產權
（例如版權和抄襲）及數據私隱

• 適當應用資訊科技於資料處理時，
要有良好的認知、實踐及道德操守

• 能夠在相關的學習活動中引述及引
用參考資料

學習階段4

• 了解使用資訊科技時的法律、社會及道
德責任，包括知識產權（例如版權和抄
襲）及數據私隱

• 認識及利用不同媒體的平台（例如網誌）

• 明白如何在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下分享資
訊（例如在引用、引述及重述他人資訊
時，使用正確的學術規格）

• 認識、實踐、反思如何有道德地運用資
訊科技去處理資料

S1 – S3 S4 – S6



43

素養範疇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學習階段3

• 能夠清楚確認所需的資訊為何

• 開始注意資訊來源的多樣性

• 訓練辨別不同資訊來源及形式的能力

•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能從不
同角度作出考慮

學習階段4

• 能夠清楚定義所需資訊為何，並使用
適當的資訊來源

• 了解不同資訊來源的取向、資訊範圍
及恰當性

• 在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會就
不同情況作出考慮

S1 – S3 S4 – S6



44

素養範疇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學習階段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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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找出屬不同類型和形式的資訊

• 開始注意到資訊的及時性與搜尋策略
是非常重要的

• 能夠選擇獲取相關資訊的方法

學習階段4

• 能夠闡述在不同策略下，會以甚麼準
則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 熟悉多種即時搜尋策略，以找出和獲
取相關的及時資訊

• 能夠選擇適當的方法獲取相關資訊

S1 – S3 S4 – S6



45

素養範疇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學習階段3

• 能夠判別資訊中是否存有偏見、欺詐或
捏造的成分

• 能夠識別建構資訊時的相關背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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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顯示有能力透過考慮所需資料的社會及
文化背景，從而驗證及評鑑其準確性及
可靠性

學習階段4

• 能夠確認資訊是否有所增值、出現相互
矛盾或存有其他的特性

• 根據結論、概述等，掌握詮釋資訊的技
巧

• 能夠使用多重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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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慮多方面的情境，掌握基本技巧，以
驗證及評核資料的準確性及可靠性

S1 – S3 S4 – S6



46

素養範疇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產生新知識

學習階段3

• 能夠從多個來源提取和整理資訊

• 能夠合併、綜合、撮寫、比較及對照
已提取的資訊

• 發展管理現有的資訊及開創新意念的
能力

學習階段4

• 熟悉如何從多個來源取得資訊，將其
整合成為有意義的信息，以待進一步
處理

• 能夠處理資訊，並重整新意念以便利
與其他資訊接受者分享

S1 – S3 S4 – S6



47 素養範疇 6: 
使用者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提供新增的內容

學習階段3

•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 從一系列的資訊來源搜尋不同類型的
資訊

• 以不同形式創造及表達資訊和意念時
(包括文本、圖表、圖像和聲音檔案)，
會注意能否有效傳遞給資訊接收者

學習階段4

•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作終身學習的能力

• 能夠從不同的來源選擇資訊作特定用
途

• 就使用資訊接收者的需要，運用來源
不同的資訊，去處理和表達用途有別
的訊息及意念

S1 – S3 S4 – S6



48 素養範疇 7: 認識社會上不同資訊提供者
（例如圖書館、博物館、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學習階段3

• 認識資訊提供者是國家之內和各國之
間的文化傳遞及文化凝聚的工具

• 了解資訊提供者的行為應符合道德及
法律的規範，所提供的資訊應有證據
支持

• 認識社會上有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
有違正規

• 開始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
視其資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學習階段4

• 知道每位公民都可成為負責任的資訊提
供者，以建設更美好的社會。我們都是
社會的一分子，可以為個人及社會發展
作出貢獻

• 解釋資訊提供者的行為如何符合道德及
法律的規範

• 知道社會上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有違
正途

• 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視其資
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S1 – S3 S4 –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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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範疇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學習階段3

• 認識某些形象或表達方式會影響我們
對世界的理解，尤其是當我們未有機
會身歷其境。

• 認識資訊提供者所投射的價值觀，以
及觀察資訊提供者有否對 某些特定對
象標籤或定型。

• 能夠檢視形象及表述，以判別資 訊內
有否誤導成分或欠缺代表性。

• 認識資訊內能潛藏不同的觀點。

學習階段4

• 認識某些形象或表達方式會影響 我們
對世界的理解，尤其是當我們未有機
會身歷其境。

• 能夠分析資訊提供者所投射的價值觀，
以及觀察資訊提供者有否對某些特定
對象標籤或定型。

• 能夠檢視形象及表述，以判別資訊 內
有否誤導成分或欠缺代表性。

• 開始注意資訊的使用會對社會帶來影
響。

S1 – S3 S4 – S6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何時開展資訊素養教育？
學校可按校本情況逐步開展

如何開展資訊素養教育？
從不同學科的日常教學中滲透
由課程主任規劃統籌
由個別科目開始，如：圖書館、通識、電腦等

其他如何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透過不同學科的評估



2)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教育局文件：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教育局網站：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電子學習資源套：「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1. 教育局網站：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www.edb.gov.hk/il/chi/

2.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電子學習資源套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3.「健康網絡由你創」短片系列 - 家長篇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ict/page_5b0cfb54903
4436f70000000

http://www.edb.gov.hk/il/chi/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ict/page_5b0cfb549034436f70000000


課堂詳情

課程共分為兩節，每節三小時，有關課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節 (三小時)：

1) 了解資訊素養於全球及本港的重要性；

2)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3) （課程領導）科主任/ 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4)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5) 講解課程習作



3)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學校行政領導 ( Leadership )

• 釐清資訊素養概念

• 推行前應先取得學校教師的一致共識

• 實施資訊素養並非單一科目責任

• 把資訊素養及相關策略融入課程規劃，以配合不同科目的應用

• 鼓勵學校管理人員 ，包括課程規劃教師、各科主任，以及教師

參與資訊素養工作坊

• 啟發家長認識此項重要措施



圖書館主任

學校圖書館服務
推動閱讀、提升資訊素養：學校圖書館示例

資料來源：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sch-lib-
services/teaching-resources/fostering-the-culture-of-reading-and-enhancing-info-
literacy/index.html

• 嘉諾撒小學
•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 北角協同中學
•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 屯門天主教中學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圖書館主任
http://www.hkedcity.net/ttv/mod/ttvvideo/view.php?id=1507

• 圖書館提供多元與豐富資訊資源，包括館藏、典藏圖書、期
刊、小冊子、各類印刷資料，以及視聽資料待。可支援個人
與團體學習資訊素養所需的教材和資料

• 圖書館可從 “資訊提供者” 轉換成 “資訊素養教育者”，
透過與教師相互合作，幫助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資訊素養能力
的人
（王梅玲 謝寶煖(2014)：圖書資訊學導論）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http://www.hkedcity.net/ttv/mod/ttvvideo/view.php?id=1507


圖書館主任

透過學校圖書館提升小學生的資訊素養

優質教基金計劃「透過Web 2.0推動高小程度探究式專題研習的協作教學模式」

(朱啟華等, 2012 ) ，透過常識科、圖書科、中文科及電腦科各學科教師的協作教

學，訓練學生做專題研習需要的各種能力。

研究發現協作式教學，能更有效推行探究式教學模式。學校圖書館主任主要負責

增強學生的資訊素養，例如：搜索圖書館目錄及網上新聞資料庫。

學科教師和學校圖書館主任的協作，是有效推行資訊素養教學活動的關鍵。學校

宜創設機會提供如專題探究等真實的情景，讓學生應用所學。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圖書館主任

角色 職責 例子

統籌者 • 圖書館為校內一重要的資
源中心，有助培養學生辨
別、搜尋及使用資源能力

• 統籌跨學科學習，與他科
老師進行協作教育

• 由學校圖書館主任作統籌，與他科老師合作設立閱讀
組，成員包括中文科、英文科、數理科及人文學科代
表。)

• 閱讀組負責推廣閱讀，擔當學校圖書館主任、學務組
和科任教師協作之間的橋樑，讓大家有討論交流的平
台，促進了解和溝通。

(例子來源：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教育者 •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能力及
技巧，培養學生的自學能
力和良好的閱讀習慣

• 藉圖書課教授學生如何引用資料來源，尊重知識版權
• 教導基本的圖書分類法、閱讀策略及媒體教育等
• 教育學生如何從互聯網或訂閱數據庫中，評估電子信

息
• 評估印刷書籍，期刊和雜誌等傳統媒介的資料來源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圖書館主任

角色 職責 例子

支援者 • 與課程發展主任和各科主任協
作，了解各科發展目標。配合
校本課程發展，發揮學習支援
角色

• 向不同科組老師推介合適書籍用教學用途。例如四大
名著閱讀、英文書閱讀計劃等。

• 與他科進行協作，避免重覆教授相同的知識
• 電腦科負責教授同學使用 Google Sites 各種工具，圖

書館課則專注於網上搜尋技巧及媒體教育等知識。
(例子來源：嘉諾撒小學)

• 支援學生通識發展，以銜接初
中課程

• 搜購時事資源及相關館藏，為學生銜接初中通識課程
做好準備

• 支援探究式專題研習 • 於館藏方面作出支援，為常識科提供合適材料，如書
目清單等，以供學生專題研習使用。

推動者 • 主動了解學科教師的需要，再準備有助學科教師授課的資源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課程領導）科主任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課程領導）科主任

（課程領導）科主任/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例子：通識教育科內資訊素養相關內容 （包括獨立專題探究）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LS%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例子：通識教育科內資訊素養相關內容 （包括獨立專題探究）

資訊素養主要範疇 相關的議題探究過程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頁 70

相關的通識考評目標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頁 96-98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

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

新意念

議題探究 階段 (I): 

掌握事實、
理解現象、
澄清概念

學生須表現下列能力

對科目的主要意念、概念和詞
彙有充分 認識；

在探究議題時，透過掌握資料
作概念性 的觀察；

搜集、處理、分析數據和作出
結論，以 促進達到探究的目
標



例子：通識教育科內資訊素養相關內容 （包括獨立專題探究）

資訊素養主要範疇 相關的議題探究過程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頁 70

相關的通識考評目標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頁 96-98

資訊世界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
建立內容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
者（例如圖書館、 博物館、
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議題探究階段(II):

明白有關的分歧和衝突

學生須表現下列能力

識別對個人和社會議題的不同
意見背後的價值取向，並在個
人和社會層面的議題和問題上，
運用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
和從多角度考慮作出判斷和決
定



例子：通識教育科內資訊素養相關內容 （包括獨立專題探究）

資訊素養主要範疇 相關的議題探究過程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頁 70

相關的通識考評目標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頁 96-98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
以達致終身學習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
提供和互通資訊

資訊使用者 資訊提供者

議題探究階段(III)

進行反思、
作出評鑑、判斷、
探求出路、付諸實踐

學生須表現下列能力

在探究學習過程的不同階段中，
在時 間、資源和實踐探究目
標方面能發揮自我管理和反思
的能力

能清楚和準確地以簡明、合乎
邏輯和具系統的方式來表達

搜集、處理、分析數據和作出
結論，以促進達到探究的目標



a)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內容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活動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的推行經驗分享
介紹引入社區支援服務和資源，以促進學生健康地和合乎道德地使
用資訊 （例如：青協「Be NetWise 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 的內容

•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 的活動

• 相關全校參與模式 的推行經驗分享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 介紹引入社區支援服務和資源，以促進學生健康地和合乎道德地

使用資訊 （例如：青協「Be NetWise 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

• Project Net 新媒體素養計劃中學課程:

• http://medialiteracy.hk/

http://medialiteracy.hk/


課堂詳情

課程共分為兩節，每節三小時，有關課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節 (三小時)：

1) 了解資訊素養於全球及本港的重要性；

2)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3) （課程領導）科主任/ 科任老師/ 圖書館主任/ 於推動資訊素養教育的角色
4)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5) 課程習作講解



5) 講解課程習作



講解課程習作

就 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一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設計一個以全校參與為本的教學設計，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參考習作工作紙）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
用資訊，以達致終身
學習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
任地使用、提供和
互通資訊

• 尊重知識產權，包括版權及共享創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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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適當的情況下，恰當地作資訊交流
• 提供資訊時，應考慮不同的觀點及表

述，認識編輯手法對視覺媒體及其所
發放訊息的意義（例如刪減相異的見
解、篩選或暗示特定觀點、強調某類
想法等）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 EI0020180211：
中學資訊素養 ─ 全校參與模式（進階程度）

第二節



1) 習作分享及回饋

http://powerpoint.sage-fox.com/


講解課程習作

習作回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HookHPUqSf9tCyg

vhYXr-PRpxALkRG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HookHPUqSf9tCygvhYXr-PRpxALkRGU?usp=sharing


2)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新意念

相關通識教育科內容
相關通識教育科活動
相關通識教育科經驗分享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及 高階搜尋技巧

http://powerpoint.sage-fox.com/


•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新意念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一般的資訊素
養能力

2 識別和定義對
資訊的需求

• 確定和清晰表達對資訊的需求，以及評估所需資訊的性
質和範圍。

• 了解不同資訊來源的取向、範圍及恰當性（例如網站、
紀錄片、廣告、新聞節目），作出決定前要參考多項資
訊來源作為基礎。

3 找出和獲取相
關資訊

• 選擇正確的方法或工具尋找資訊。
• 建立和實行有效的搜尋策略，如識別關鍵字詞及相關 詞

彙，以獲取所需資訊，及辨別多種資訊來源的不同 類型
和形式。

• 緊貼最新的資訊來源、資訊科技、接觸資訊的工具及 鑽
研的方法。

• 闡述作出決定及選擇的準則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

供者的權威、公信

力及可靠性

• 判斷有關資訊能否滿足所需
• 能夠審查及比較不同的資訊來源，以評估其可靠性、 有

效性、準確性、權威性、時間性及是否有所偏頗
• 使用多重準則（例如清晰度、準確度、有效性、是否 及

時或有所偏頗、與事實是否相符）以評估資訊來源 （例
如網站、紀錄片、廣告、新聞節目）

• 辨別資訊內容有否含偏見、欺詐或捏造成份
• 識別資訊產生時的文化、社會或其他背境，並了解有關

背境如何影響對資訊的詮釋
• 比較新意念與已有知識，以確認資訊是否有所增值、 出

現相互矛盾之處或含有其他的特性
• 使用一系列的策略詮釋資訊（例如就已閱覽的資料作 出

總結、概述及整合，參照視覺媒體發放的圖像或資 訊，
以支持觀點；解構視覺媒體的圖像或資訊以洞悉 潛在的
偏見及揣測其言外之意）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

產生新意念

• 提取相關及合適的資訊以滿足所需
• 闡述、管理及理解組織資訊的關鍵

（例如使用分類法）
• 詮釋及表達資訊，作合併、綜合、概

述、比較及對照多個資訊來源
• 運用從資訊內容中所提取的意念
• 產生新意念以作資源增值



81

素養範疇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學習階段3

• 能夠清楚確認所需的資訊為何

• 開始注意資訊來源的多樣性

• 訓練辨別不同資訊來源及形式的能力

•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能從不
同角度作出考慮

學習階段4

• 能夠清楚定義所需資訊為何，並使用
適當的資訊來源

• 了解不同資訊來源的取向、資訊範圍
及恰當性

• 在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會就
不同情況作出考慮

S1 – S3 S4 –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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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範疇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學習階段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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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找出屬不同類型和形式的資訊

• 開始注意到資訊的及時性與搜尋策略
是非常重要的

• 能夠選擇獲取相關資訊的方法

學習階段4

• 能夠闡述在不同策略下，會以甚麼準
則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 熟悉多種即時搜尋策略，以找出和獲
取相關的及時資訊

• 能夠選擇適當的方法獲取相關資訊

S1 – S3 S4 –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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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範疇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學習階段3

• 能夠判別資訊中是否存有偏見、欺詐或
捏造的成分

• 能夠識別建構資訊時的相關背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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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顯示有能力透過考慮所需資料的社會及
文化背景，從而驗證及評鑑其準確性及
可靠性

學習階段4

• 能夠確認資訊是否有所增值、出現相互
矛盾或存有其他的特性

• 根據結論、概述等，掌握詮釋資訊的技
巧

• 能夠使用多重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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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慮多方面的情境，掌握基本技巧，以
驗證及評核資料的準確性及可靠性

S1 – S3 S4 –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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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範疇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產生新知識

學習階段3

• 能夠從多個來源提取和整理資訊

• 能夠合併、綜合、撮寫、比較及對照
已提取的資訊

• 發展管理現有的資訊及開創新意念的
能力

學習階段4

• 熟悉如何從多個來源取得資訊，將其
整合成為有意義的信息，以待進一步
處理

• 能夠處理資訊，並重整新意念以便利
與其他資訊接受者分享

S1 – S3 S4 – S6



• 相關通識教育科內容

• 相關通識教育科活動

• 相關通識教育科經驗分享

•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及 高階搜尋技巧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Google for Education

https://edu.google.com

Microsoft o365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HKEdcity VLE
https://vle.hkedcity.net/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Google for Education ： https://edu.google.com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Google for Education ： https://edu.google.com

TASKS:
• Google Drive : Shared File

• Google Form : Online Questionnaire

• Google Docs：Coop-Learning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Microsoft o365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Microsoft o365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ASKS:
• One Drive : Shared Files

• Teams: CSCL Coop Learning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https://vle.hkedcity.net/
虛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簡稱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vle.hkedcity.net/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利用雲端、開放式標準的虛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VLE），學校可融

合並整全地管理教學、學習、評估、協作、回饋以至學習數據分析，深化電子學習。

開放式標準學習管理系統

• 專為學界設計的網上系統，助學校融合並整全地管理教學、學習、評估

• 學校可於系統建構課程和內容，系統化於全校推展電子學習

• 開放式VLE系統使教師不受平台限制，可靈活匯入／出多方教學資源（如校內外教師資源、

第三方應用程式及教材）作教學用途

• 學生於系統內完成課業、評估、協作等學習活動並取得回饋，所有學習歷程和數據由系統完

整記錄，供學校分析及參考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TASK:
1. Login VLE

2. Upload Files 

3. Add First Module 

4. Add Contents to the First Module

• Add a video

• Method A – by URL 

• Method B – by external tool 

 Add GIS Map 

 Add Discussion

 Preview Modu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TASK:

5. Add Second Module 

• Add an Assignment 

• Add a Quiz 

6. Enroll Students 

7. Publish Modules 

8. Publish Course 

9. Student View 

10.SpeedGrader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Basic Information 

a. VLE website URL: https://www.hkedcity.net/vle 
b. This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about HKEdCity VLE pilot scheme 

https://www.hkedcity.net/vle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URL: https://canvas.hkedcity.net
In VLE website, click “Go to VLE” to access the VLE platform
To access the platform, please login your School Teacher account 

https://canvas.hkedcity.net/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Dashboard 儀表板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Dashboard 儀表板

• Global Navigation – access global features 
• 語言設定 Language button – to change language 

preference 
• 儀表板 Dashboard – List of current courses 
• 側邊欄 Sidebar 

• 要進行To Do – all items that require grading
• 即將推出 Coming Up – assignments and events 

coming due in the 
next 7 days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Dashboard 儀表板

• Global Navigation – access global features 
• 語言設定 Language button – to change language 

preference 
• 儀表板 Dashboard – List of current courses 
• 側邊欄 Sidebar 

• 要進行To Do – all items that require grading
• 即將推出 Coming Up – assignments and events 

coming due in the 
next 7 days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學習管理系統 HKEdcity VL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Dashboard 儀表板

參考資料 Reference: 
Overview: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community/answers/guides/canvas-guide/overview 

Course view: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63-4152719653

Sidebar: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94-4152719658

Dashboard: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80-4152719656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community/answers/guides/canvas-guide/overview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63-4152719653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94-4152719658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80-4152719656


VLE Platform – Course 課程

課程主頁 Course Homepage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Course 課程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參考 Reference: 

Course: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28-415263275

Navigation: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86-415257079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28-415263275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86-415257079


VLE Platform – Course 課程

課程設定- 瀏覽 Course Navigation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Modules 單元

Modules Listing 單元列表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Modules 單元

Add New Module 新增單元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參考 Reference: 

Modules Index Page: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28-415263275

Add Module: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66-415241424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28-415263275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66-415241424


VLE Platform – Add Quiz 

Add Quiz 新增測驗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Add Quiz 

Edit Quiz  編輯測驗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參考 Reference: 

Add module items: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87-415241427

Options of a quiz: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52-415241475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87-415241427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152-415241475


VLE Platform – Discussion 

討論列表 Discussion Listing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Discussion 

新增討論 Add Discussion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參考 Reference: 

Discussion Index Page: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25-415276774 

Add discussion: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9937-4152724374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25-415276774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9937-4152724374


VLE Platform – Grade 評鑑

評鑑表 Gradebook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參考 Reference: 

Gradebook: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41-4152220009 

SpeedGrader: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75-415255021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241-4152220009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075-415255021


VLE Platform – Android & iOS Apps 

Canvas App 
Android iOS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Android & iOS Apps 

Teacher App 

•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nstructure.tea

cher&hl=zh_HK

• iOS: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canvas-

teacher/id1257834464?l=zh&mt=8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VLE Platform – Android & iOS Apps 

• After opened the app, input hkedcity.instructure.com in Find 
your school or district and click next 

• Login with your HKEdCity account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高階搜尋技巧
GOOGLE 高級搜索 : https://www.google.com/advanced_search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www.google.com/advanced_search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高階搜尋技巧

• GOOGLE高級圖片搜索 : https://www.google.com/advanced_image_search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www.google.com/advanced_image_search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高階搜尋技巧

• GOOGLE高級視頻搜索: https://www.google.com/advanced_video_search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高階搜尋技巧

• GOOGLE高級圖書搜索 : https://books.google.com/advanced_book_search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books.google.com/advanced_book_search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高階搜尋技巧

• GOOGLE 學術搜索 : https://scholar.google.com/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scholar.google.com/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高階搜尋技巧

• Google Patents Advanced Search : https://patents.google.com/advanced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二：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https://patents.google.com/advanced


3)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三：資訊世界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立內容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例如圖書館、博物館、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相關通識教育科內容
相關通識教育科活動
相關通識教育科經驗分享
相關網絡平台及工具，確保資訊的可靠及可信性

http://powerpoint.sage-fox.com/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三：資訊世界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資訊世界

6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

訊和建立內容

• 以資訊科技的技術認識及定義
對資訊的需求，找出和 獲取
相關資訊，評估、提取及組織
資訊，並產生新意念

• 發展使用網上及圖書館資源作
學習工具的技能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

（例如圖書館、 博物館、

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 識別不同的資訊提供者，及描
述他們的社會功能

• 詮釋及闡述資訊素養與作為二
十一世紀公民的關係

• 描述使用資訊的操守，及能夠
辨別出有違道德之處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資訊世界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

訊的條件

• 詮釋資訊及相關情境，及識别資
訊提供者所投射的價值觀

• 觀察提供者有否於資訊內標籤或
定型某些現象或對象 （例如能識
別視覺媒體有否利用某些技巧去
營造標籤 及定型）

• 探索提供者表達資訊的手法，判
別其資訊是否具誤導性質或欠缺
代表性

探討：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類別三：資訊世界



128 素養範疇 6: 
使用者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提供新增的內容

學習階段3

•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 從一系列的資訊來源搜尋不同類型的
資訊

• 以不同形式創造及表達資訊和意念時
(包括文本、圖表、圖像和聲音檔案)，
會注意能否有效傳遞給資訊接收者

學習階段4

•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作終身學習的能力

• 能夠從不同的來源選擇資訊作特定用
途

• 就使用資訊接收者的需要，運用來源
不同的資訊，去處理和表達用途有別
的訊息及意念

S1 – S3 S4 – S6



129 素養範疇 7: 認識社會上不同資訊提供者
（例如圖書館、博物館、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學習階段3

• 認識資訊提供者是國家之內和各國之
間的文化傳遞及文化凝聚的工具

• 了解資訊提供者的行為應符合道德及
法律的規範，所提供的資訊應有證據
支持

• 認識社會上有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
有違正規

• 開始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
視其資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學習階段4

• 知道每位公民都可成為負責任的資訊提
供者，以建設更美好的社會。我們都是
社會的一分子，可以為個人及社會發展
作出貢獻

• 解釋資訊提供者的行為如何符合道德及
法律的規範

• 知道社會上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有違
正途

• 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視其資
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S1 – S3 S4 – S6



130

素養範疇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學習階段3

• 認識資訊提供者是國家之內和各國之
間的文化傳遞及文化凝聚的工具

• 了解資訊提供者的行為應符合道德及
法律的規範，所提供的資訊應有證據
支持

• 認識社會上有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
有違正規

• 開始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
視其資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學習階段4

• 知道每位公民都可成為負責任的資訊提
供者，以建設更美好的社會。我們都是
社會的一分子，可以為個人及社會發展
作出貢獻

• 解釋資訊提供者的行為如何符合道德及
法律的規範

• 知道社會上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有違
正途

• 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視其資
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S1 – S3 S4 – S6



4) 教育局支援學校推動資訊素養相關資源

http://powerpoint.sage-fox.com/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
literacy/il-support.html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中學資訊素養（進階）—培養正向思維發展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中學資訊素養（進階）—通識科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中學學生資訊素養

教育局支援學校推動資訊素養相關資源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support.html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透過參觀明報推動資訊素養

•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 可以通過“經驗學習”處理, 參觀明報是其中一個可以
參考的活動

教育局支援學校推動資訊素養相關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