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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調查目的 
 
本檢視調查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政府)教育局委託進行，以收集相關數據的方式探究學

校在資訊科技教育上的實踐及檢視在策略文件「適時適用科技 學教效能兼備」(第三個資訊科

技教育策略)中所訂定的各資訊科技教育計劃方針的進展。 
 
調查方法 
 
本調查採用橫斷面式的研究設計，分兩個階段──2010年 1月的檢視調查(一)[調查(一)]及 2012
年 2 月的檢視調查(二)[調查(二)]收集數據。此次研究以調查(一)所得的數據為基準數據，用以

系統性檢視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起始階段各計劃方針的進度。然後，在調查(二)所收集

到的橫斷面數據會與在調查(一)所收集到的作比較，以追蹤由 2009/10 至 2011/12 學年間資訊

科技教育的推行進展。 
 
是次研究包含七個檢視範疇，分別為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資源、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資

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意識、家長支援及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

的期望。以此七個範疇為基礎，研究小組設計了一套網上問卷並上載至教育局開發的學校資訊

科技教育自評系統(自評系統)。是次研究對所有的學校界別進行了完全普查。超過 7 成來自小

學、中學、主流及特殊課程特殊學校的學校代表在網上回應了是次調查。本研究除了揭視本港

在資訊科技教育上的發展進度，亦將本研究所得的結果與鄰近國家及其他已發展經濟體所得的

最新調查數據作比較，以為香港的進展定位及為未來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定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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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摘要 
 
接著的段落將摘錄頭六個檢視範疇的結果。而為了方便參閱，最後一個檢視範疇 —「學校對

於資訊科技教育的期望」中所收集到的學校意見已被分類及綜合在前六個檢視範疇的討論中。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資訊科技基建已在各學校得到完善的設立。近乎每一個課室及特別室裝置了至少一台電腦及投

影機，此容許了在一般課程中使用資訊科技。互聯網連接在學校普遍採用更高的頻寛後得到進

一步的提升，並位處於領先的亞洲國家之中。學校亦回應配備了更多的新興移動裝置，如電子

書閱讀器及平板電腦。這顯示了學校了解到新興科技的教學潛能，特別於運用更強的網絡及移

動學習裝置於一般課室的數碼化上。 
 
資源 
 
學校的人力資源普遍沒有明顯的轉變，但越趨複雜的學校資訊網絡需要到更多的提供技術支援

服務[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TSS)]人員。學校亦回應在資訊科技教育上支出有所增加，而比

率上佔學校總支出稍微高於 10%，與紐西蘭及南韓的相關數字相約。在各國之中，香港學校亦

擁有優良的數碼基建。所有學校均擁有自己的網頁，大部分學校擁有學習管理系統。電子系統

或機制亦被廣泛運用在促進持份者之間的溝通及管理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的資源上。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超過 80%學校擁有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大部份為一年計劃並較關注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

上。近乎所有學校均有開設電腦/資訊科技科作為一個獨立的科目。另外，香港也較為關注在

學與教上結合資訊科技並為此提供適合的指引。大部分學校有提供免費的學習資源，起過半數

學校亦有提供網上或離線的收費資源。接近 40 至 50%學校曾與其他機構合作開發或試用資訊

科技工具以促進學與教。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接近 80%教師在使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感到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在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中尤

為突出。約 80%教師曾在調查前的一個月使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此高比例可與歐洲教師的

相比。在各科中亦可見高程度的資訊科技使用。在新興技術(如博客、維基、Podcast 等的 Web2.0
技術)的使用上亦有可觀的增長，此亦可解釋傳統電子資源使用下降的情況。香港教師亦有更

多的機會接受專業訓練，同時聯校的分享會亦變得更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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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意識 
 
學生在運用資訊科技上的能力/意識的評分由教師經觀察而得出。學生使用新興科技設備的能

力有顯著的增長。而在其他的項目，學生均繼續具備能力並可與歐洲學生比對。學生在「搜尋

資訊」及「操作電腦」上有最高的評分，甚至較歐洲學生為高。一般而言，香港學生在資訊科

技技能的評分較其資訊素養的為高，而此情況以中學生較之小學生為明顯。 
 
家長支援 
 
學生在家中擁有電腦及互聯網連接的百分比進一步提升。回應指出 91%小學生、94%中學生及

超過 70%的特殊學校學生在家中配備了電腦。90%小學生、93%中學生及超過 70%特殊學校學

學生亦在家中擁有互聯網連接。這些百分比均可與世界領先的國家比對。此外，大部分學校持

續支援有需要的學生，並鼓勵學生參加過去的「電腦循環再用計劃」或向非政府機構或資訊科

技業界申請電腦。另外，各學校最常見以鼓勵家長瀏覽學校網頁或內聯網的方式令家長更理解

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主要建議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為完全利用資訊科技發展所引發的教學潛能，學校應該更著眼於更長遠的資訊科技教育投資，

例如無線網絡、伺服器及雲端運算技術。為了讓更創新及廣泛的電子學習計劃得以實現，學校

亦應該開始建立一定的移動學習裝置儲備，以令一般的教室可以轉化成可實踐以學生為中心及

探究為本的學習活動的電子教室。 
 
資源 
 
為協助長遠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常規的技術支援人員的支持實屬必須。除了考慮將技術支援

人員納入常規編制，亦需要提供相關的專業發展以裝備技術支援人員協助教學及推動資訊科技

教育發展。泛在學習的發展亦帶出了一些新的融資模式。為令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更具彈性，在

政府撥款以上，學校和家長亦可討論各種不同的財政支援模式以貼合各學校獨特的資訊科技教

育發展。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為更有效地制定校本資訊科技發展計劃，學校應該作更長遠(三至五年)的考慮並更全面的計

劃，將資訊科技融入於整個學校發展計劃的各部分。這會需要校長、資訊科技統籌及科主仼之

間的深入討論，亦應該為他們提供相關的專業發展。此外，亦應該建立更為廣泛及多功能的資

源共享機制。例如，現行的雲端運算技術可以在合理的成本下建設由部分學校共有的私人雲

端，到屬於更大的教育團體的公共運端，達至上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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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為協助教師理解新的電子學習資源及剪裁他們自己的教學資源，應該繼續提供由專上機構、其

他非政府組織或資訊科技業界所提供的專業發展課程。並應該鼓勵教師參與例如由優質教育基

金支持的聯校協作項目以鼓勵和推動應用雲端技術的教學法，並安排經驗分享活動以確定進展

及造就學校社群。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意識 
 
為發展學生的二十一世紀能力，首先，資訊科技課程的全面檢討是必須的以更貼合資訊科技的

高速發展及結合資訊科技的普遍使用於其他科目中，以提升學習成果。另外，這亦需要到一個

從以教師為中心到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範式轉移。藉著更廣泛的電子學習經驗，例如應用配合

適用電子平台的移動裝置實現泛在及無縫學習均令上述的成為可能。 
 
家長支援 
 
為完全消除電子隔閡，應該持續推動及實行如現在的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等的計劃，令所有學生

均能夠在家中進行電子學習。此外，應維持學校與家長之間的緊密及持續的溝通，特別是當學

校推行牽涉更廣、需要更多家校合作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時，以幫助家長理解學校的資訊

科技教育計劃。 
 
結論 
 
本調查顯示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在七個檢視範疇中有著顯著的進展，由此亦顯示學校已作

好預備朝向電子學習的範式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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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 

 

1.1 引言 

 
為裝備學生應付資訊世紀不斷更迭的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清晰地訂定了資訊科技教育相

關政策文件，以推行資訊科技教育(EMB，1998 及 2004)。同時，政府亦撥出大量資源予不同

的資訊科技教育相關項目及支援措施。  
 
1998 年至 2007 年間，全港共進行了三個主要的評估研究，以評估資訊科技教育的效能及進程

(EMB，2005；EDB，2007a 及 2007b)。有關的研究報告提供了全港性的數據圖表，除展示出

目前香港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的情況外，亦指出了推行上遇到的問題。根據第二期國際資訊科技

教育應用研究(SITES)(IEA，2006)，香港的學生與電腦比率為亞洲之冠；而全球的排名則在第

四位，而教師於教學上運用電腦的方法可以更為創新。上述研究所提供的寶貴建議，有助推動

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向前發展。因此，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第三個策略)，「適時適用科

技 學教效能兼備」於 2008 年展開，並著重提升學與教效能(EDB，2008)。 
 
為檢視第三個策略於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與教效能的進程，教育局委託香教育學院數學與資

訊科技學系進行《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進度檢視調查》(進度檢視調查)，是次調查於2009
年九月底展開，至2012年八月底完結。  
 

1.2 目標 

 
是次調查的目標為： 
 
(a) 進行調查，以更了解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推行；以及 
(b) 根據一些常用的資訊科技教育評估指標，檢視第三個策略的進程。 
 

1.3 研究範圍 

 
是次調查的研究範圍包括： 
 
(a) 為評估於第三個策略下，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及資訊科技的運用，識別一系列與資訊

科技教育相關的研究指標，指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i) 學校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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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資源； 
(iii)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iv)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v) 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能力； 
(vi) 家長支援；以及 
(vii) 學校於資訊科技教育上的期望； 

 
(b) 根據1.3(a)所得的研究指標建立研究工具，即問卷調查(按需要提供網上及離線中英文版問

卷)並對各界別學校[包括小學(政府、資助及直接資助學校)、中學(政府、津貼、按位津貼

及直接資助學校)及特殊學校]的問卷題目作出適當的修訂，以達到1.2所列的目標； 
 

(c) 為試驗調查建議取樣方法的細節，並確保樣本中包括公立及直接資助學校； 
 

(d) 建議管理研究工具的方法及特殊措施以在必要時促進、鼓勵及監察學校的回應情況，以及

提升數據的質素； 
 
(e) (i) 根據1.3(c)於2009年十一月對樣本學校進行試驗調查，以確認所設計的研究工具(包括

中英文版本)，同時改良1.3(a)、1.3(b)及1.3(d)；以及 
(ii) 根據1.3(b)以及試驗調查的結果對研究工具/流程作出必要的改良，分別於2010年一月

及2012年二至三月對所有學校進行進度檢視調查(一)及進度檢視調查(二)，以獲取學

校於資訊科技教育的概況，從而評估第三個策略的進展； 
 
(f) 按建議的方法進行數據清理及數據分析，除了描述性分析外，當中涉及深層分析 — 包括

但不限於跨界別及橫斷面式數據比較；同時，將學校規模、類型和種類的分佈納入考慮以

達到所訂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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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包括三個主要部份 — 闡述香港資訊科技育的發展，反映相關的關注範疇，以及為本

研究的目標找出一些共通指標。 
 

2.1  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 

 
文獻分析的第一部份為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概覽，集中探討與資訊科技教育有關的政策文

件及本地研究。 
 
(a) 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科技於二十世紀末到現在的二十一世紀發展迅速，獲取知識的方法及教學法均出現極大轉

變。為此，政府分別頒佈了三項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這些策略的最終目的是為香港的學生

作好準備，使用創新科技和相關應用程式加強學與教的效能，以應付不斷轉型的資訊年

代。以下列出三項由政府公佈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i) 第一個策略：與時並進 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1998/99 至 2002/03) 
這個策略重視學校內的基礎設施及教師的專業培訓。政府在學校投放大量資源，提供

硬件資源及其他相關的資訊科技設施。下一步採用的策略多著重於運用資訊科技，以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為達成目標，設立了一網上平台──香港教育城──為香港的學

校、家長及學生提供全面而具質素的電子學習資源。 
 

(ii) 第二個策略：善用資訊新科技 開拓教學新世紀  
這個策略的重點是配備足夠的基礎設施和已受訓的教師。文件中訂出了七項策略目

標，集中利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目標分別是： 
 利用資訊科技加強學習者的能力； 
 利用資訊科技加強教師的教學能力； 
 配合知識年代提升學校領導能力； 
 豐富數碼學習資源； 
 改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利用資訊科技創新教學法； 
 進行持續研究及發展；及 
 推動社區支援及社群建立。 
 

(iii) 第三個策略：適時適用科技 學教效能兼備 
這個策略的目的是將資訊科技融入學與教以提升學習成果。其理念指出資訊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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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師和學生如何有效利用科技來學習和教學，而不是僅僅

依靠提供資訊科技硬件或軟件；而忽略評估這些設備對學生學習成果的正面影響。因

此，這個策略著重以人為本，而非科技環境。 
 
為推動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以及適時適用科技，教育局在一系列措施以外

發展了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下稱資源庫)供教師使用。該資源庫是以課程為本並經

過規劃，希望能為教師提供合適的數碼資源及教學法建議，以減輕教師準備教材的負

擔。 
 
(b) 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研究 
 

為檢視第一及第二個政府發佈的資訊科技策略的進程，教育局過往進行了三個主要的全港

性調查。 
 

(i) 1998至2003年資訊科技教育計劃進度檢視及成效評鑑的整體研究 – 總結報告 
 
為回應第一個策略，整體研究檢視了資訊科技教育計劃的進程，評估資訊科技教育的

實際應用及成效，並就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建議策略和計劃。此研究共設六套研究問

題以了解以下六個範疇：接觸資訊科技、連接網絡及應用、教師培訓及支援、課程、

教學法及資源、學校及整體社會文化及學生學習。 
 
研究顯示於1998年至2003年的五年間，學校資科技設備的提升、教師專業培訓以及課

程與資源方面均有明顯的發展(EMB，2005)。每所學校的電腦平均數目均錄得顯著的

增加。所有學校皆設有互聯網連接，而超過百分之九十屬於寬頻網絡。大部份教師均

有接受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基本訓練，但小部份教師卻認為他們對於運用資訊科技於教

學上用仍是處於起步階段。此外，教師使用資訊科技，特別是用於資料搜集及課堂資

料準備上，也有上升的趨勢。 
 

(ii) 「善用資訊新科技 開拓教學新世紀」資訊科技教育策略(2004/2007)第一階段研究 [第
一階段研究] – 總結報告 

 
第一階段研究是對應於第二個策略的推行，它主要的目的是檢視不同持份者應用資訊

科技教育的情況、社會各界的參與情況、各項資訊科技教育計劃的進度及就各項推行

的計劃提出合適的調整建議。此研究識別出十一個評估領域(EV)，並釐定一系列的指

標，以反映每個評估領域的進度。 
 
第一階段研究的結果指出，措施有效改善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而大部份持份者對當

時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均感到滿意。此外，學生及教師在學習及教學上使用資訊

科技的能力皆有改善。一般而言，於第一階段研究中的十一個評估領域均錄得正面的

發展。但是，應用資訊科技以發展學生的高層次思維的情況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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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善用資訊新科技 開拓教學新世紀」資訊科技教育策略(2004/2007)第二階段研究 [第

二階段研究] – 總結報告 
 
第二階段研究同樣是為評估第二個策略的推行，目的是了解資訊科技對促進小學、

中學及特殊學校學生在學習某幾個學習領域科目的影響，以及總結第二個策略的整

體成效。為評估學生的資訊素養，研究設七個範疇：定義、獲取、管理、整合、創

建、交流及評估。每個範疇的定義詳列於表2.1。除了評估學生的資訊素養外，研究

還採用了四套問卷，以收集有關學生使用資訊通訊科技1的背景資料，以及其他對學

生運用資訊通訊科技學習有影響的因素。 
 
研究顯示，所有受訪級別的學生皆於「定義」及「獲取」兩個範疇上有較佳的表現；

而在「評估」這個範疇上則有進步的空間。當中一些例外的發現，是小五學生於中

國語文表現評估中的「獲取」範疇表現可以更好。此外，中學生的整體表現比小學

生較好。最後，研究發現學生的資訊素養與性別、使用電腦的年資、家中的電腦設

備及每天於家中使用電腦的時間等有一定的關係。 
 

表 2.1 第二階段研究中的資訊素養範疇 

範疇 定義 

定義  利用資訊通訊科技工具識別及恰當地表達對資訊的需求 

獲取 於電子環境中收集及/或檢索資訊 

管理  運用資訊通訊科技工具，對已存的資訊進行組織及分類 

整合 闡釋及陳述資訊，如利用資訊通訊科技工具來合成、歸納、比較和對比來自不同來源的資訊 

創建 於資訊通訊科技環境下適應、應用、設計及創造資訊 

交流 於資訊通訊科技環境下正確地傳遞資訊(觀眾及媒體) 

評估 判斷在何種程度上資訊能滿足資訊通訊科技環境下工作的需求，包括決定權威、偏見和材料

的及時性 

 
除了以上由政府委託進行的研究，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亦進行了一項名為SITES 2006的國際性研究，

以探討香港及其他二十一個教育體系在學與教運用資訊通訊科技的情況及有關的教學法。

SITES 2006的主要目的是尋找及識別不同教育體系的學校及教師如何於教學運用資訊通訊科

技(IEA，2006)。 
 
為了更深入了解情況，研究共設計了四套問卷，從系統、學校(校長問卷及技術問卷)及教師層

面收集資料。學校層面的問卷可以回應以下六個主要概念：(1)資訊科技設備、(2)教學法、(3)
願景、(4)員工發展、(5)支援及(6)組織和管理。根據以上六個概念，識別出一些相關指標，並

發展成超過一百項可供實際測量的問卷題目。表2.2列出部份SITES 2006有關香港的主要發現

1 於內文 / 報告中，資訊通訊科技與資訊科技可互相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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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Pelgrum & Plomp, 2008)。 

 

表 2.2 SITES 2006有關香港的主要發現 

指標 百份比/比例 
平均學生對電腦比率 6:1 
有提供電腦予學生於課後使用的學校 98 
設有多於五台投映機作電子資料匯報的學校 94 
使用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gement System(LMS)]的學校 91 
大部份課室均設有電腦的學校 69 
設有智能白板的學校 26 
設有流動電子器材的學校 20 
提供互聯網及一般電腦應用的基礎課程予教師參與的學校 90 
提供有關把資訊通訊科技融入學與教的課程予教師參與的學校 77 
安排與資訊通訊科技有關的活動予家長的學校 87 
曾使用資訊通訊科技於目標班級的學與教活動的科學科教師 82 
曾使用資訊通訊科技於目標班級的學與教活動的數學科教師 70 

 

除了集中於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數碼資源的研究外，亦有部份研究著眼於學生的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IL)]及教師把資訊素養融入學科的技巧。此外，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

技發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CITE)]進行了名為「為提升學

生的資訊素養而發展的資訊素養評估工具」(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Tools for Assessing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Promo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mong Students) 
(CITE，2010) 的一年計劃，以學生在常識科/科學科的資訊素養為主。整個計劃包括發展一套

讓教師評估學生資訊素養表現的工具，同時亦為教師舉辦一連串有關資訊素養概念的工作坊。

計劃分別有五所小學及五所中學參與，而比較前測及後測結果可見，學生的資訊素養技能有明

顯提升。除此之外，教師訪談中亦顯示了教師的教學方法及課程設計方面均有進步。 
 

2.2 資訊科技教育的關注範疇 

 
文獻分析的第三部份主要探討本地及國際性研究提出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的關注範疇，即第一階

段研究及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教科文組織) (UNESCO)]研究。 
  
第一階段研究全面檢視數個主要的框架，包括：Lemke & Coughlin (1998)、Newhouse (2002)
及DEPICTS (引用EDB，2007a)。Lemke & Coughlin (1998)的框架中七個互相關連的範疇為：(1)
學習者、(2)學習環境、(3)專業能力、(4)系統能力、(5)社會聯繫、(6)科技能力及(7)責任承擔。 
 
Newhouse研究的框架採用了五個範疇，分別是：(1)學生、(2)學習環境屬性、(3)教師的資訊科

技屬性、(4)學校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能力及(5)學校環境。DEPICT的框架使用七個評量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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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全校性資訊通訊科技的影響，它們是：(1)領導與遠景、(2)課程、(3) 學與教、(4)評量、(5)
持續專業發展、(6)資源及(7)學生成果。 
 
除了上述三個框架外，本文亦會分析美國發展的教育科技應用標準(ISTE，2007，2008 及 2009)。 
 
為教師訂定的教育科技標準的五個範疇： 
 促進及啟發學生的學習及創意； 
 設計並發展數碼世紀的學習經驗及評估； 
 作為數碼世紀工作與學習的模範； 
 推動數碼公民身份及責任並作模範；以及 
 投入專業發展及領導。 

 
為學生訂定的科技基礎標準的六個範疇： 
 創意及創新； 
 溝通及協作； 
 研究及純熟運用資訊； 
 批判思考、解難及制定決策； 
 數碼公民身份；以及 
 對科技的操作及概念。 

 
為學校訂定的科技標準五個範疇： 
 具備遠見的領導； 
 數碼世紀學習文化； 
 優秀的專業運用； 
 有系統的進步；以及 
 數碼公民身份。 

 
從以上的標準，可見進行資訊科技教育評估有共同的範疇，所以研究組嘗試從第一階段研究的

關注範疇選取一些評估領域。表2.3總結及比較了第一階段研究的關注範圍、三個框架及以上

所提及的三個科技標準。 
 
除了從第一個階段研究界定的關注範疇外，本研究也檢視了教科文組織研究的指標。為回應「資

訊通訊科技教育的角色、價值及影響帶來的挑戰」(UNESCO，n.d.)，教科文組織曼谷辦事處

訂定了一套名為「亞太地區資訊通訊科技運用表現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ICT U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這套指標是透過全面檢視相關問卷發展而成的，而相關的問卷曾

用於以下的國家：澳洲、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獨立國家聯合體國

家、加拿大、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南

非、泰國、英國、美國、烏茲別克斯坦、越南及其他西歐國家。 
 
教科文組織研究的指標是為檢視以下各項而設：(1)資訊通訊科技資源的種類及其可用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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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的程度及性質、(3)教學/學習實務的改變、(4)改善學生的學習所得、及(5)科技運用與

教育改革、加強教師的能力、教學與學習過程的改變及學生學習之間的關係(UNESCO，n.d.)。
這些指標歸納在以下五個指標成分內：(1)資訊通訊科技為本政策及策略、(2)資訊通訊科技設

備及使用(包括有利的環境、互聯網連接、及系統與硬件)、(3)課程/課本、(4)教員的運用及教

學、及(5)學生的運用及學習。 
 
以上的文獻分析為發展是次進度檢視調查的理論架構及以後的數據分析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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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在評估資訊科技教育時，第一階段研究與其他文獻資料中的研究所採用的關注範疇比較 

資訊科技教育評估的關注範疇 
美國的架構 

(Lemke & Coughlin，1998) 
澳洲的架構 

(Newhouse，2002b) 
英國的架構 

(DEPICTS，2004) 
美國的標準          

(ISTE，2007，2008及2009) 

輸入範疇 

1 學生對運用資訊科技學習的看法 學習者範疇 
學生範疇（結合於學習環境範疇

的學生資訊科技能力及科技 
素養） 

領域：教與學 學生：對科技的操作及概念 

2 
教師的資訊科技能力及 

教師和校長對資訊科技教育的看法 
專業能力範疇 教師的資訊科技屬性範疇 領域：教與學 教師：投入專業發展及領導 

3 社區支援及家長參與 社會聯繫範疇 學校環境範疇 領域：資源 學校行政：有系統的進步 

情境範疇 

4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課程 學校課程範疇 學校環境範疇 領域：課程 
教師：設計並發展數碼世紀的

學習經驗及評估 

5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專業發展 系統能力範疇 教師的資訊科技屬性範疇 領域：專業發展 
學校行政：優秀的專業運用 
教師：投入專業發展及領導 

6 學校領導 系統能力範疇 學校環境範疇 領域：領導與遠景 學校行政：具備遠見的領導 
7 數碼資源及基建 科技能力範疇 學校的資訊科技能力範疇 領域：資源 學校行政：有系統的進步 

8 
學校使用科技的文化及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科技能力範疇 學校的資訊科技能力範疇 領域：資源 

學校行政：具備遠見的領導、 
數碼世紀學習文化 

過程範疇 
9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學習活動 學習者範疇 學校環境範疇 領域：教學與評量 

學生：溝通及協作、研究及純

熟運用資訊、 
批判思考、解難及制定決策 

10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教學常規 學習者範疇 學校環境範疇 領域：教與學 
教師：設計並發展數碼世紀

的學習經驗及評估 

成果範疇 11 
學生在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習成果， 
以及資訊科技素養和共通能力的發展 

責任承擔範疇 
學生學習、資訊科技在學校裏的

影響 
領域：學習標準 

教師、學生、學校行政： 
數碼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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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定問卷並完成檢視調查(一)後，一些國家級機構亦對於教育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進行研

究，當中包括歐盟執行委員會的聯合研究中心[European Commission，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及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雖然不同研究設有不同指

標，但它們均包含共通的綱領。 
 
為了解現時於教育方面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情況，JRC 以下列三項為目標進行研究：(1)提
高教育質素及效能、(2)讓學生有更多渠道接受教育以及(3)提升教育至國際水平(Scheuermann，
2009)。基於以上三項目標，該研究的理論架構包含了六大範疇：(1)政策、(2)資源、(3)課程、

(4)架構、(5)教導以及(6)學習。如表 2.4 所示，再以三種不同程度 — 宏觀、中觀以及微觀，

對此六大範疇作進一步研究。 
 
表2.4 JRC運用以監測資訊及通訊科技於制訂教育政策的影響的指標 

範疇 
指標 

宏觀 中觀 微觀 

政策 
推行資訊及通訊科技

的國家政策 
學校的電子學習策略 

課堂中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的目的 

資源 
資訊及通訊科技於教

育的深入程度 
學校/課室有否提供局

部區域網路 
私人使用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程 課程融入的程度 
提供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相關課程 
在學與教方面，對資訊及通

訊科技程度的要求 

架構 
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作行政架構上的用途 
運用課程管理系統作班

級管理 
以互聯網傳送作業 

教導 
於學校教育推廣資訊

及通訊科技 
於課室運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的教學法 
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作

教學 

學習 
學生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使用 
課堂上以資訊及通訊科

技促進學習 
家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學

習活動 
 
為提供一系列標準的指標以評估教育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運用，IDB(Severin，2010)檢視了不

同的量度方法，並制訂出一系列指標。他們以五方面考慮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投入：(1)基礎設

施：設備、(2)內容：課程內容及支援工具、(3)人力資源：教師培訓及社區投入、(4)管理：行

政及檢視以及(5)政策：撥款、架構及完整計劃。這五方面詳細描述了學校於課堂中推行資訊

及通訊科技運用所需要考慮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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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的海外研究 

 
為更有效定位香港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進程及成果，本文亦分析了其他國家有關學生表現及推

動資訊科技教育的文獻。以下的章節分成兩部分，包括學生在2009-2010年的「學生能力國際

評估計劃」(PISA)的表現和其他國家最近期的資訊科技教育研究。共通的指標和結果會被列

出，而詳細的比較可見於第五章。 
 

2.3.1 學生於 2009-2010 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表現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簡

稱經合組織) 在1997年展開了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旨在以考核各個國家15歲學生的基本技能和知識所得的結果，對世界各

教育體系作評估。這個國際性研究至目前為止涵蓋70個國家和經濟體，代表了約九成世界經濟

體系。自2000年起，各個國家隨機抽樣得出的15歲組別會參與不同主要科目的考核，包括閱讀、

數學和科學等，每三年轉換一次評核科目。而為獲取更多的背景資料，參與的學生和其學校校

長需要另外填寫有關學生家庭背景和學校運作的問卷。 
 
而2009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 2009) 的重點為學生的閱讀能力，另外特設了關於數碼

閱讀能力的項目。此研究的結果刊載於其報告的第六冊：學生在線：數碼科技與表現 (Students 
on Line：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Performance) (OECD，2011)。此研究的目的為探究學生利

用資訊科技的情況和應用於學習上的能力，以及上述與其家庭及學校背景的關係，背景資料涵

蓋如學生在家中或校內接觸及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以及其對資訊科技的取態。 
 
此報告顯示香港的學生在數碼閱讀的平均分數排行第五（515分），在參加了此項目的19個國

家及經濟體2之中位列於南韓（568分）、紐西蘭（537）、澳洲（537）及日本（519）之後。

報告亦顯示香港學生的分數與日本和冰島、瑞典及愛爾蘭這些歐洲國家相約。 
 
另外，報告內45個國家的背景調查顯示，香港學生在亞州國家中有著最高的家庭電腦配置比

率，有99.0%學生回應擁有至少一部電腦。在全部45個國家之中，香港則排行第十，而經合組

織成員3的平均值為為93.8%。相似的情況亦見於學生家中擁有互聯網連接的比率。98.0%香港

學生在家中擁有互聯網連接，在亞州國家位列第一，在世界則排行在歐洲國家之後位列第九，

而經合組織成員的平均值為88.7%。至於學生與電腦的比例上，香港在亞州國家中排行第三

（8.33名學生相對1部電腦），在日本（5.56:1）和南韓（7.14:1）之後，而在整個調查中則排

行第十四。經合組織成員平均值為7.69個學生相對1部電腦。而在學校使用手提電腦的百分比

上，7.4%受訪香港學生回應曾經在學校使用手提電腦，在亞州國家排行第五，位列於南韓

2 按平均分數，由高至低為：南韓、紐西蘭、澳洲、日本、香港、冰島、瑞典、愛爾蘭、比利時、挪威、法國、

澳門、丹麥、西班牙、匈牙利、波蘭、奧地利、智利和哥倫比亞。 
3 此平均值包含了 34 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數據，大部分為歐洲國家，另外亦包括加拿大、智利、以色列、日本、

南韓、墨西哥、紐西蘭、土耳其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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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新加波（17%）、泰國（13.1%）和日本（12.1%）之後。而經合組織成員平均值

為18.5%。更多的資料可見於表2.5。 
 
從以上資料可見香港在資訊及通訊科技和資訊科技教育上皆排名亞州以至世界地區中的前

列。本章後半將展示近期歐盟、澳洲、紐西蘭、日本及南韓的有關調查結果，以比較和揭視現

在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的進程。 
 
表 2.5 PISA 2009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 

共通指標 經合組織平均值 香港 排名第一國家 

數碼閱讀評核成績 499 515 568 (南韓) 

家中電腦配置 93.8% 99.0% 99.9% (荷蘭) 

家中互聯網連接 88.7% 98.0% 99.1% (荷蘭) 

學生與電腦比率 7.69:1 8.33:1 4.35:1 (奧地利) 

曾在學校使用手提電腦 18.5% 7.4% 73.5% (挪威) 

學校電腦使用指數4 0 0.13 0.74 (挪威) 

電腦取向指數4 0 -0.07 0.43 (萄葡牙) 

高層次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 
指數4 5 

0 0.16 0.56 (萄葡牙) 

 
在檢視調查(一)，即此研究的中期報告中(EDB，2010)亦提供了英國在資訊科技教育上的有關

數據並與2010年在香港所得的數據對照，藉以對此兩個教育體系作整體性的比較，為香港的資

訊科技教育定位。有關的研究如下： 
 
英國國家教育研究基金會(NFER)代表英國教育通訊與科技局(Becta)進行了一項全國研究 — 
善用科技檢視2008(Harnessing Technology Review 2008)。此研究源於英國政府推出的《善用

科技：下一代的學習2009-14》(Harnessing Technology：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2009-14)，主

要目的是「收集資料以協助Becta評估經修訂的《善用科技》政策及兒童發展計劃(Children’s Plan)
邁向目標的進程，以及基於學校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最新發展，制訂未來的政策決定」(Becta，
2008，p.11)。 
 
由此政策識別出五個系統成果：(1)改善個人學習經歷；(2)對系統領導及創新有信心；(3)對運

用科技有信心及有效的教育人士；(4)投入及有能力的學習者；以及(5)有利的設備及過程。根

據五個系統成果，發展出一些指標以量度此策略的影響，例如：學習平台的可用度、人力及財

政資源以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供學與教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資源。 
 

4 指數越高代表其代表的項目相對於經合組織的平均值（指數值定為 0）有更正面的結果。 
5 報告亦顯示香港學生回應「能夠建立多媒體簡報」及「能夠使用試算表繪製圖表」的比例分別位列第二和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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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跟進計劃的進度，另一次的檢視調查 — 善用科技檢視2009 (Harnessing Technology Review 
2009) 於2009年初完成。學校按預期擁有更多設備，而教師亦更常於課堂上使用科技教學。 
 
比較上述研究與在本港同期的檢視調查(一)所得，可見香港的學校更常使用數碼資源如學校網

頁、電子學習平台和內聯網。所有香港學校均有學校網頁，並有超過九成香港學校設有內聯網。

就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而言，英國的學校比香港擁有更多的電子白板和電腦，在英國亦有更多的

學校擁有1Gbps以上的網絡速度。香港學校的資訊科技支出佔學校總支出比例（在各學校界別

均超過10%）比英國學校的（在各學校界別均低於10%）較高。兩地的報告也有闡述學校的資

訊科技計劃，並顯示兩地的情況相似，皆表示其資訊科技計劃是全校發展計劃的第一部分的學

校較設有獨立資訊科技計劃的學校多。兩個報告的共通指標亦顯示此兩個教育體系在使用資訊

科技的信心及程度上亦有相似的表現。（表2.6） 
 
表2.6  Becta2008及2009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與檢視調查(一)相關結果的比較 

共通指標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Becta 

2008 

檢視調查

(一) 

Becta 

2008 

檢視調查

(一) 

Becta 

2008 

檢視調查

(一)  

(主流) 

檢視調查

(一)  

(特殊) 

供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使用的電子白板 

數目 
9 2.68 28 1.44 9 2.36 3.13 

學生與電腦比率 6.3 8.57:1 3.6 8.09:1 2.6 2.23:1 3.46:1 

使用網絡速度高於 1Gbps 的學校 29% N/A 8% 0.31% 11% 0.00% 0.00% 

設有學校網頁 78% 100.00% 90% 100.00% 75% 100.00% 100.00% 

設有內聯網 14% 93.00% 65% 99.38% 39% 100.00% 100.00% 

設有學習平台 
22% 

40%6 
85.42% 

63% 

79%6 
94.44% N/A 100.00% 66.67% 

每年用於資訊通訊科技的平均支出(佔學校

每年平均支出的百分比) 
6% 12.23% 8% 11.26% 5% 13.54% 12.10% 

校長表示運用科技促進與家長的溝通為

「高」的優先次序 

33% 

21%6 
72.55%7 

48% 

43%6 
65.45%7 26% 75.00%7 66.67%7 

學校的資訊通訊科技策略或計劃納入全校

發展計劃中 
70% 60.64% 62% 52.78% 71% 57.14% 60.00% 

學校有一個獨立的資訊通訊科技策略或 

計劃 
22% 28.57% 23% 32.10% 22% 28.57% 36.67% 

與其他學校合作發展課程及資源 
16% 

26%6 
48.40% 

33% 

48%6 
50.00% N/A 35.71% 63.33% 

6 Becta 2009 
7 此數值包含選擇「重要」及「非常重要」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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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於課堂上有效使用科技感到「頗」或

「非常」有信心 
88%6 82% 78%6 77% N/A 70% 83% 

教師於課堂上運用資訊通訊科技資源 
86%6 88% 73%6 84% N/A 66% 88% 

學生每星期最少一次運用電腦完成功課 
46%6 48% 83%6 51% N/A 25% 11% 

教師為學生提供安全使用電子工具建議 
73% 86.88% 64% 89.78% N/A 85.71% 53.33% 

 

2.3.2 部份國家最近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的文獻 

 
此部分包括此調查所參考並用作比較的其他文獻數據。詳細的比較分析會在第五章作主題釋

述。 
 
澳洲不同省份亦各自為學校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運用進行研究，部份較重視硬數據，而部份集中

探討教師如何於學與教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新南威爾士省的數碼教育改革 [Digital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New South Wales (DER-NSW)]針對就讀9至12年級的學生(Howard & 
Carceller，2010)，計劃的目的是為每名學生配備一台專門的無線手提電腦。為量度使用手提電

腦所帶來的影響，由2010至2012進行了一個為期三年的調查。此調查讓教師及學生自行填寫問

卷，以量度教師對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於學與教方面的情況及取態；同時亦量度學生對不同學

科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觀感。而維多利亞省亦於每年進行一次學校普查(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2012)，提供平台讓所有官立學校到網上登記校內

的所有電腦。普查結果得出學生對電腦比率於近年維持在約2:1的水平。為貼近全球邁向1:1學
生與支援無線網絡電腦比率的趨勢，維多利亞省政府正在進行「筆記簿型電腦計劃」(The 
Netbook Project)，以一年52澳元，相等於一星期1澳元的價格，向參與家庭租賃一台支援無線

上網，並已安裝超過28個教育軟件程式的電腦。 
 
表2.7 澳洲新南威爾士省研究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 

共通指標 
新南威爾士省數據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教師對有效地於課堂中運用手提電腦有信心 7.6% 22.7% 48.1% 21.6% 

教師具備運用手提電腦作日常教學的技能 6.0% 23.3% 44.3% 26.4% 

教師有機會接受有關運用桌上電腦軟件的培訓 11.4% 22.1% 49.2% 17.2% 

 否 是 不清楚 

學生能在家使用電腦 4.6% 95.4% 0.0% 

家中的電腦與互聯網連接 5.5% 9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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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學校普查2012(澳洲維多利亞省)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 

共通指標 
維多利亞省數據 

小學 中學 

學生對電腦比率 2.16:1 1.09:1 

 
紐西蘭學校資訊及通訊科技報告 2011 (The New Zealand ICT in Schools Report 2011) (2020 
Communication Trust，2011) 由 2020 通訊信託與紐西蘭教育部合作進行，並得到其他政府部

門及商業伙伴的協助。這是一個全面的報告，涵蓋學校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基礎建設、電腦網絡

使用、軟件、教學應用程式、互聯網連接和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計劃和撥款、電子學習發展、

專業發展和社交軟件應用等發展結果。由於政府在推行市區快速寛頻(UFB)及鄉郊寛頻計劃

(RBI)中優先處理學校的網絡連接，因此報告其中一個重點是了解學校對 UFB 的預備情況。調

查表示，至 2012 年底，將有 31%小學及 36%中學擁有 UFB 或 RBI，令他們能享有最少 100Mbps
的頻寛。部分可作比較的數據摘錄於下表。 
 
表 2.9 2020 Communication Trust (2011)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 

共通指標 小學 中學 

總學生與電腦比率
8 3 3 

淨學生與電腦比率
9 5 4 

過半數課室設置了數據 

投影機 
56% 68% 

過半數課室設置了互動 

電子白板 
34% 8% 

過半數學生家中擁有電腦

配置 
74% 75% 

過半數學生家中擁有 

互聯網連接 
69% 72% 

已購買或租賃室內視像 

會議設備 
1% 45% 

學校擁有學習管理系統 50% 78% 

學校擁有 100Mbps 或以上 

頻寛
10 

2011 年 

8 月 

2011 年 

12 月前 

2012 年

12 月前 

2011 年 

8 月 

2011 年 

12 月前 

2012 年

12 月前 

9% 21% 31% 10% 23% 36% 

學校擁有無線網絡 66% 39% 

學校表示職員每天最少使
99% 99% 

8 包括學校內所有電腦。 
9 不包括主要供教學或文書職員使用的電腦。 
10 這些數據計算了快速寛頻(UFB)及鄉郊寛頻(R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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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子郵件一次 

學校表示職員每月最少使

用社交軟件
11
作教學用途 

一次 

82% 90% 

學校擁有資訊及通訊科技

策略計劃 
76% 80% 

資訊及通訊科技策略計劃

年期 

1 年 2 年 3-5 年 1 年 2 年 3-5 年 

52% 14% 32% 42% 31% 25% 

用於教育上的資訊及通訊

科技預算（紐西蘭元）
12 

35,122.5 125,280 

資訊通訊科技支出佔總營

運支出百分比 
10.5% 11.6% 

職員曾在本地或國際層面

分享優良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應用 

本地性 國際性 本地性 國際性 

58% 14% 72% 37% 

學校容許學生攜帶流動 

電話/手提電腦/筆記簿型 

電腦/平板電腦 

流動電

話 

手提

電腦 

筆記簿

型電腦 

平板

電腦 

流動

電話 

手提

電腦 

筆記簿

型電腦 

平板

電腦 

47% 64% 36% 38% 77% 87% 68% 62% 

學生所攜帶的上述裝置用

於教學用途 

流動 

電話 

手提

電腦 

筆記簿

型電腦 

平板

電腦 

流動

電話 

手提

電腦 

筆記簿

型電腦 

平板

電腦 

6% 85% 32% 23% 47% 97% 71% 56% 

電腦或互聯網於各學科的

使用頻率 

 「經常」 「有時」 「從未」 

英文 60% 37% 2% 

數學 59% 37% 2% 

社會科學 29% 58% 10% 

科學 25% 66% 6% 

 
 

11 社交軟件指涉包括網誌、維基及 RSS feeds 等。 
12  這些數據以報告第 80 頁的區間數據計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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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跟進教育上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度，韓國教育學術情報院 [Kore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 (KERIS)]每年均會發表一份白皮書，以總結全年資訊及通訊科

技教育的情況及成果(KERIS，2011)。表 2.10 顯示了南韓不同的學校界別的學生與電腦比率。

另外，南韓政府在 2009 年的國家預算中投放了 450 億圜為全部學校進行互聯網提升工程。直

至 2011 年 3 月，70%學校擁有 100Mbps 或以上的互聯網連線速度。 

 

表2.10 KERIS白皮書2011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 

共通指標 小學 中學 高中 特殊學校 

學生與電腦比例 4.5 5.0 3.7 1.5 
學校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教

育的支出（百萬圜） 
31 33 46 N/A 

學校用於資訊科技教育的支

出佔每年總支出的百分比 
5.33% 5.02% 4.05% N/A 

平均每名學生所得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教育預算 
168,481 128,625 86,545 N/A 

 
 
日本文部科學省 [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每年均會對資訊通訊科技在教育上的應用進行多次調查，以評估學校的資訊通訊科技使用環境

和制定資訊通訊科技教育的政策。在 2009 年的增補預算及 2011 年制定的新課程指引下，資訊

及通訊科技在學校的應用得到廣泛的推動。下表展示了學校教育數碼化調查 2011 [Survey on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at school 2011 (MEXT，2012)] 中可比較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 

 

表 2.11 學校教育數碼化調查 2011 的共通指標及相關結果 

共通指標 小學 初中 高中 13 特殊學校 

學生與電腦比例 7.5 6.5 5.1 3.5 

教師日常校務用電腦配置率 100.1% 97.8% 118.6% 94.4% 

課室已配置 
電腦 36.1% 23.5% 23.6% 27.7% 

無線網絡 26.8% 26.2% 13.2% 15.8% 

投影機和實物投

影機的設置數目 

課室 0.28 0.11 0.11 0.07 

特別室 0.11 0.11 0.12 0.10 

學校可供學生在課室使用的可攜式

電腦 14數目 
7.55 7.50 16.35 12 

13 包括升學及職業訓練高中。 
14 包括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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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設置數目 
電腦室 29.93 36.47 37.36 11.40 

特別室 0.22 0.21 0.91 0.23 

學校平板電腦數目 0.77 0.43 1.36 1.26 

學校電子白板數目 2.1 1.9 2.2 1.6 

擁有網頁的學校數目 86.4% 85.5% 99.0% 98.6% 

擁有電子課本的學校數目 29.4% 17.3% 3.0% 6.9% 

擁有電子系統的學校數目 65.1% 65.8% 88.8% 82.2% 

上述電子 

系統包含的 

功能 

行政 84.7% 85.7% 79.8% 77.8% 

學校職員之間的通訊 88.4% 88.5% 84.9% 94.8% 

學校與學生監護人 

之間的通訊 
47.7% 44.9% 45.2% 46.7% 

設施預約 37.4% 37.0% 34.0% 39.4% 

雲端 

運算 

公共雲端 3.0% 3.4% 1.3% 0.6% 

私人雲端 24.0% 21.8% 28.0% 33.6% 

總和 27.0% 25.3% 29.3% 34.2% 

互聯網 

頻寛 

< 1Mbps 1.7% 1.5% 1.5% 1.4% 

1 – 30Mbps 26.9% 25.4% 32.1% 29.5% 

≥ 30Mbps 71.4% 73.1% 66.5% 69.1% 

有信心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的 

教師百分比 
67.4% 60.8% 66.1% 60.8% 

曾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培訓的 

教師百分比 
26.5% 18.1% 16.9% 24.4% 

 

歐洲學校調查：資訊通訊科技與教育 [The European Survey of Schools：ICT and Education 
(ESSIE)] 是歐盟跨界別基準評核調查的其中一環，用以比較各成員國在歐盟所訂的目標上的

進展。這是在 2002 年和 2005 年的調查之後，六年以來首次的全歐洲學校資訊通訊科技調查（調

查涵蓋歐盟 27 國，不包括英國和荷蘭但另外包括挪威、克羅地亞和土耳其）。此研究的重點

為發展一套共通指標和收集並分析學生在資訊及通訊科技上的使用、能力和觀感等數據。對於

教師及學校層面因素，它們對學生的影響亦包括在調查裏。調查的主要部分為： 
 

 學生的數碼能力和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觀感 
 學生在課室內和課室外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使用 
 教師在課室內和課室外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專業使用 
 教師對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教學法的觀感 
 學校的基礎建設、網絡連接性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接點 
 學校在資訊及通訊科技上的領導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教學法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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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關的結果和共通指標詳列在表 2.12 以作進一步比較。(European Commissio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2011 quoted in Digital Agenda Score board，2012)15 
 
表 2.12 歐洲學校調查：資訊通訊科技與教育(ESSIE)的有關結果和共通指標 

共通指標 
ESSIE 2011 的平均值 

小學 初中 一般高中 職業高中 

學生與電腦比例 16 7.14 5.26 4.76 3.23 
寛頻覆蓋 90% 95% 96% 93% 
擁有虛擬學習環境(VLE)或學習平台 ~33% 56% 61% 63% 
學校領導層與教學職員會定時討論在 
學與教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 

~60% 

擁有特定為學與教上使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而撰寫的指引 

34-38% 

擁有在特定科目的學與教上推行資訊及

通訊科技使用的政策 
45-56% 

擁有規範負責任互聯網行為的政策 61-69% 
擁有鼓勵教師協作及/或預定出時間進行

協作的政策 
47-57% 

教師曾在過去 12 個月於課堂上使用電腦

及/或互聯網作教學用途 
86% 81% 84% 87% 

教師曾使用具地位的教育組織的線上 
資源 

75-89% 

教師回應於過半數的課堂上使用電腦及/
或互聯網 

13% N/A 15% 31% 

教師在操作技能上的信心 17 ~3 ~3 ~3 3-3.5 
教師在社交媒體技能上的信心 17 2-2.5 2-2.5 2-2.5 ~2.5 
學生在操作技能上的信心 17 N/A 2.63 2.88 2.78 
學生在社交媒體技能上的信心 17 N/A 2.41 2.78 ~2.5 
學生在能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上的信心 17 N/A 2.58 2.93 2.75 
學生在能安全使用互聯網上的信心 17 N/A 2.98 3.16 ~3 
學生每天均會在課堂上使用手提電話作

學習用途 
N/A 21% 27% 36% 

家中擁有電腦配置 77% 
家中擁有互聯網連接 73% 

 

15 在撰寫本報告時，歐盟正式的最後報告仍未發表，但重要結果已摘錄在 Digital Agenda Scoreboard 2012。 
16 包括教學用的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及平板電腦。 
17 所列出的分數是按 1 分至 4 分的基準，1 分代表「完全沒有」，4 分代表「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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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文獻分析，識別出一些資訊科技教育的共通指標，並已列於本章的表內供將來比

較。香港在一些共通指標，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資訊科技設施、學生與電腦比率、互

聯網連接及學與教資源的表現，將會與其他國家(例如：歐盟國家、澳洲省份、日本、紐西蘭

及南韓)的表現作出比較。同時，本報告較後的章節會比較香港的早期研究，如第一階段研究。 
 

2.4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國家資訊科技教育的最新發展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收集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國家的資訊科技教育資料網站

連結並列於其網站內(http://www.unescobkk.org/fr/education/ict/countries/country-information/)。
本節將會集中討論亞太區國家，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及紐西蘭。 
 
在這個資訊科技不斷更迭的年代，為使國民具備所需的資訊科技知識，日本政府例出三個資訊

科技教育需要達成的目標，分別為提升人民的資訊素養、加強資訊科技推動的教育系統以及增

加於高等教育選修資訊科技相關科系的人數(IT Strategy Council，2000)。為達成上述目標，日

本政府提出需要於學校以及其他校外地方，如：圖書館及社區中心提供互聯網連線服務。同時，

亦鼓勵日本境內境外的跨校協作，並注重為教師提供專業培訓，及訓練更多資訊科技技術專才。 
 
韓國採取 U-Learning 概念，讓學生按其興趣及方便進行學習(KERIS，2010)，政府亦在尋找方

案，以使學校能配合未來學生的需要。所以，政府集中推行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於六大範疇上：

為學校提供一教學支援系統，讓教師及學生能獲得更多教學資源；為教師提供資訊及通訊科技

培訓(包括一線上培訓系統)；同時亦提供電腦/移動學習裝置、高速互聯網連接和資訊及通訊科

技設備的定期維修服務。 
 
新加坡教育部最先於 1997 提出首個資訊及通訊科技計劃，現時已在推行第三個計劃(2009-2014) 
(MOE，2008)。現行計劃強調以下四個範疇：「1) 加強於課程、評估及教學法融入資訊及通

訊科技；2) 分門別類的專業發展；3) 增加優良及成功創新的教學法分享；4) 提供更多資訊及

通訊科技」，以提升學習環境，協助學生迎合未來社會的需求。 
 
鑑於現時對資訊及通訊科技技能需求增加，為讓學生更純熟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紐西蘭教育

部推出不同計劃以協助學校(Ministry of Education New Zealand，2008)。教育部提出應該為學校

提供撥款；以添置電腦、軟件及互聯網連接。此外，為使資訊及通訊科技能更有效地融入教育，

以提升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的效能，教育部亦為教師提供相關的專業發展，例如遙距及到校技

術支援。 
 
以上的研究及報告揭視了國際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發展情況，有助於為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

發展定位和決定最合適的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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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理論架構 

 
為進一步推動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教育局規劃出第三個策略(EDB，2007b)及八項工作(有
關策略的演化曾在第2.1節介紹)；而圖2.1則為其流程圖。鑑於第三個策略由第二個策略演化而

來，在檢視第三個策略的進程發展架構時，會以第一階段研究的架構作指引。過程中亦有考慮

一個相關的國際性研究，即第2.2節提及的教科文化組織研究所採用的指標。 
 
圖2.1  進度檢視調查指標的發展 

 

* 第二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善用資訊新科技 開拓教學新世紀 (2004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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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進度檢視調查之理論架構 

 
由於第二及第三個策略均著眼於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所以檢視第三個策略進度

時，採用了評估第二個策略的第一階段研究理論架構，此架構經分析不同研究的理論架構而得

出 (表2.3)。鑑於第一階段研究的架構發展完善且信度高 [大部份問卷的克隆巴赫系數

(Cronbach’s Alpha)均大於0.8]，故第一階段研究的十一個評估範疇成為識別主要檢視範疇及合

適的研究指標之準則。如圖2.1所示，教科文組織研究中的五個指標成分與評估範疇配對及比

較後，亦納入是次研究的架構，以豐富所得的資料。故是次研究所得的結果將有較高的效度，

並能與過往於本港或外地(例如美國及英國)進行的調查作比較。 
 
在發展進度檢視調查的架構時，配對及比較了第一階段研究及教科文組織研究，而比較主要基

於兩項研究的範圍及主要檢視範疇的相似度，以及問卷的內容。然後，再以第三個策略為主，

比較及再配對這兩項研究的方面/範疇，共得出以下七個檢視範疇：(1)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2)資源、(3)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4)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5)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意識、(6)家長支援及(7)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期望(表2.13)。 
 
表 2.13 比較不同研究的檢視範疇 

第一階段研究 
評估範疇 

教科文組織研究 
指標成分 

進度檢視調查 
檢視範疇 

1. 輸入範疇 i. EV1 學生對運用資訊科技

學習的看法   

ii. EV2 教師的資訊科技能力

水平及教師和校長對資訊

科技教育的看法 
教員的運用及教學 

資源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iii. 
EV3 社區支援及家長參與 學生的運用及學習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家長支援 

2. 情境範疇 i. 
EV4 學習資訊科技教育 
課程 課程/課本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ii. 

EV5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 
專業發展 教員的運用及教學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 
期望(專業支援) 

iii. 

EV6 學校領導 資訊通訊科技為本政策

及策略 

資源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 
期望(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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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V7 數碼資源及基建 

課程/課本 
 
資訊通訊科技設備及 
使用： 
I. 有利的環境 
II. 互聯網連接 
III. 系統與硬件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資源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 
期望(資源支援) 

v. EV8 學校使用科技的文化

及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3. 過程範疇 i. 

EV9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

學習活動 

學生的運用及學習 
 
資訊通訊科技設備及 
使用： 
I. 有利的環境 
II. 網絡連線 
III. 系統與硬件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意識 

ii. 

EV10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

的教學常規 

教員的運用及教學 
 
資訊通訊科技設備及 
使用： 
I. 有利的環境 
II. 網絡連線 
III. 系統與硬件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4. 成果範疇 i. EV11 學生在不同學習領

域的學習成果，以及資訊 
科技素養和共通能力的發

展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意識 

 

2.5.2   評估指標 

 
根據第一階段研究的十一個評估範疇，配對、重組及修改第一階段研究及教科文組織研究採用

的相關指標後，組成了「進度檢視調查概念圖」(附錄一)。為配合是次研究的目標，經考慮第

三個策略的相關工作及七個檢視範疇後，並無包括上述兩項研究的部份指標。 
 
其後，根據七個檢視範疇，篩選及進一步配對由第一階段研究及教科文組織研究選取的合適/
經修改的指標，並輔以第三個策略的八個行動，得出了「進度檢視調查指標的發展」(附錄二)
以檢視第三個策略的進程。例如，修改及合併第一階段研究的「教師/治療師認為他們於資訊

科技教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教科文組織研究的「負責推行主要計劃的組織結構」，便得

出屬於檢視範疇「資源」的「人力資源」(即附錄二的識別指標2.1)。表2.14臚列出最終於進度

檢視調查中採用的一系列識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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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進度檢視調查的識別指標 
進度檢視調查 

問卷題號 
檢視範疇 識別指標 

1.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

用性 

1.1 學生對電腦比率 

1.1.1 校內電腦數目 

a. 總數 

b. 按學生數目計 

 

2a 

2a/1b 

1.1.2 校內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不包括教員室及校務處的電腦) 

a. 總數 

b. 按學生數目計 

 

2b 

2b/1b 

1.2 圖書館中供學生使用的電腦可用度 1.2.1 圖書館中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 2f 

1.3 電腦及數碼投映機的可用度  
1.3.1 於所有課室(不包括特別室及實驗室) 2c 

1.3.2 於所有特別室 18(包括實驗室) 2d 

1.4 作教學用途的電子器材的可用度及類型 

1.4.1 數碼投映機數目(流動及非流動) 2c+2d+2k 

1.4.2 電子白板數目 2j 

1.4.3 其他電子器材數目 2l 

1.5 互聯網連接的可用度 
1.5.1 無線網絡 3h 

1.5.2 互聯網的連接速率 4 

1.6 供學生於課後使用的電腦室可用度 
1.6.1 以每星期計算，電腦室於課後開放供學生使用的時數 2g 

1.6.2 電腦室 19 於課後開放給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 2e 

1.7 課後電腦室的學生使用率 
1.7.1 以每天計算，於課後在電腦室內使用電腦的學生人數 2h 

1.7.2 以每天計算，電腦室內平均每名學生使用電腦的時數 2i 

2. 資源 

 
2.1 人力資源 

2.1.1 負責協調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職員數目 2m 

2.1.2 提供資訊科技支援服務的職員 20 數目 2n 

18  特別室是主要用作教學的房間。每一「功課輔導室」應被計算為一特別室。 
19  例如多媒體學習中心[Multi-media Learning Centre (MMLC)]、資訊科技學習中心[IT Learning Centre (ITLC)]及電腦實驗室[Computer Laboratory(CL)]。 
20  聘請作技術支援的非教學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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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檢視調查 
問卷題號 

檢視範疇 識別指標 
 

2. 資源(續) 

2.1.3 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數目 2o 

2.2 財政資源 

2.2.1 每年用於資訊科技教育上的平均 21 支出 22 

a. 總數 

b. 佔全校平均支出的百分比 23 

 

2p 

2q 

2.3 電子資源的可用度(包括電子系統及機制) 

2.3.1 個人空間 

a. 學校網頁 

b. 教師網頁 

c. 學生網頁 

 

3a 

3d 

3e 

2.3.2 互動平台 

a. 內聯網 

b. 電子學習平台 24/學習管理系統 (LMS) 

c. 校園電視台 

d. 其他 

 

3b 

3c 

3f 

3g 

3.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

署 

3.1 校本資訊科技教育計劃 

3.1.1 基本資料 

a. 類別 

b. 平均持續期間 

c. 評估機制的可用度 

 

5a 

5b 

5c 

3.1.2 制訂資訊科技教育計劃的考慮因素/標準 6 

21 參考過去兩年的學校紀錄。 
22  包括用於 1) 聘請技術支援人員/購買技術支援服務；2) 連接互聯網及互聯網保安服務費用，包括防毒軟件及防火牆的續期年費、註冊域名年費/續期費等；3) 購買學與教數碼資源，

包括軟件及版權的年費/續期費，及有關網上學習資源的其他費用；4) 提升和更換學校資訊科技設施；5) 為政府撥款購置的校內資訊科技設施安排保養維修服務；6) 延長開放校內

資訊科技設施；7) 購買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 8) 其他資訊科技教學相關的項目開支。 
23 不包括教職員薪酬。 
24 電子學習平台是建立於互聯網/內聯網的學習系統，它能提供不同的學習工具，如：下載學習材料、遞交習作、網上測驗及學習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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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檢視調查 
問卷題號 

檢視範疇 識別指標 
3.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

署(續)  

3.2 措施/機制的可用度及類型  

3.2.1 電子系統/機制用以促進  

a. 工作流程 

b. 溝通 

c. 其他方面 

 

7a,b,d,e 及 f 

7c 

7g 

3.2.2 措施/計劃用以 

a.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b. 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IL) 

c. 減少學生間的數碼隔閡 

d. 鼓勵家長參與資訊科技教育 

 

8 

9 

2f 至 i 及 10 

19 

3.3 關於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課程 25 

3.3.1 提供模式 

a. 作為獨立科目 

b. 融入學校不同學科 

c. 融入課外活動 

d. 其他模式 

 

15a 

9,15b 及 16(第 8 列) 

15c 

15d 

3.4 教師資訊科技教育專業發展 3.4.1 措施/計劃的類型 
11 

 

3.5 學校舉辦的協作項目/活動 3.5.1 類型 
13 

 

4.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

的應用 

4.1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信心 4.1.1 表示有信心/非常有信心的教師(按每學科/主要學習領域計)百分比 16(第 3 列) 

4.2 運用資訊科技的方法 4.2.1 運用新興科技 16(第 4 至 7 列) 

25 「資訊科技教育課程」代表於及主要學習領域(KLA) (包括電腦/資訊科技課說)中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 
   a) 以發展資訊科技技能；及 

b) 促進資訊素養(資訊處理技能及態度)的發展以及共通能力(協作技能、溝通技能、創意、批判性思考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學習能力、資訊科技技能及運算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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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檢視調查 
問卷題號 

檢視範疇 識別指標 
4.2.2 運用免費資源 

4.2.3 運用收費資源 

a. 線上 

b. 離線 

4.2.4 指派學生於課後使用資訊科技完成課業 16(第 8 列)  

4.3 運用資訊科技的程度 4.3.1 頻率(以描述詞語表示) 17 

5.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

的能力/意識 
5.1 校長對學生能力的評價 

5.1.1 資訊素養方面 18a 至 d 及 i 

5.1.2 電腦操作技能方面 18f 至 i 

5.2 正確運用資訊科技 5.2.1 指引 9c, d 及 18e 

6. 家長支援 
6.1 家中 26 提供電腦及互聯網連接 

6.1.1 可供使用的電腦 10b,c,d,f 及 20a 

6.1.2 互聯網連接 10e 及 20b 

6.2 家長參與 6.2.1 活動的種類 9b 及 19 

7. 學校對於資訊科技

教育的期望 

7.1 對學校現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滿意程度 7.1.1 滿意程度 23 

7.2 專業支援 27 
7.2.1 教師專業發展的主題 22a 及 24 

7.2.2 教師專業發展的類型 22b 及 24 

7.3 技術支援 7.3.1 需要的技術支援類型 24 

7.4 資源支援 7.4.1 需要的資源類型 21 及 24 

26  數字代表了於公立學校(即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包括直接資助學校中就讀的學生(小一至中六/中七)。 
27  例如：提升教師的資訊科技教學技能、促進學校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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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有別於先前兩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研究，其焦點將由檢視學校、教師及學生的使用

及社區的參與轉移至收集校內使用資訊科技的資料及一些硬件資料，以調查於不同學校環境

中，資訊科技教育的整體推行情況。 
 

2.5.3   研究工具 

 
為簡化數據收集過程，以及減低學校的工作量，取得識別指標後，是次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模式。

由於大部份識別指標由合併或修改第一階段研究及教科文組織研究採用的相關指標而來，發展

研究工具時，亦曾參考兩項研究的問卷題目。惟因第一階段研究的問卷於數年前開發，而教科

文組織研究於香港以外地方完成，為確保問卷題目適合香港的學校及教育環境，有必要對題目

作出修改。 
 
為平衡數據深度及問卷長度，每個指標中只選取了重點問題納入問卷中。表 2.14 列出與各識

別指標對應的問卷題號，有助顯示從問卷中可以取得的資料。於研究初段，曾計劃於進度檢視

調查中使用差距評估模型(Provus，1969)，但使用此模型需於研究工具中加入自我評估題目供

相關持份者回答，而有關題目將會令研究工具變得冗長，因而增加學校代表的工作量，並影響

回應率，因此，是次研究並沒有採用差距評估模型。最終問卷包含 22 道題目，包括於卷末的

一道開放式題目，用以收集受訪者對問卷整體的意見。   
 
上述問卷經修改並分為四份問卷，以迎合不同學校類別[即小學、中學、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的課程及所需資訊科技設施上的差異。四份問卷均包括相同的核心題

目，以及為不同類別學校而設的題目。有關的修改細節將會於下一章詳述。 
 

2.5.4   對檢視調查(二)所用問卷修正 

 
為了解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的改變，需對問卷作出修改以更有效地了解教師如何運用資訊科技。

近年，教育局開發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供教師使用，亦提供工作坊以推廣該資源庫。為了解

教師使用資源庫的情況，第 15 題中加入一項「於受訪前一個月，曾使用由教育局開發的課程

為本學與教資源庫於學與教」。 
 
而鑑於檢視調查(一)收集問卷時所遇到的困難，研究組建議第 2p 題應由開放式問題轉為多項

選擇題。所以，題目不再要求教師提供一實際數目，而是讓教師從一些選項中選出一個範圍。

而基於學校於資訊科技教育方面的開支相近，若供選擇的範圍採用相同間距，則可能出現答案

集中於某一兩個選項的問題。為避免此情況發生，選項採用了較小的範圍，但過多的選項可能

引起混亂。因此，根據檢視調查(一)所得數據設定了 7 個不同範圍不一的選項，分別為： 
0-200,000 、 201,000-250,000 、 251,000-300,000 、 301,000-400,000 、 401,000-600,000 、

601,000-800,000 及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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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及方法 

 
此研究計劃共分三階段進行：試驗調查、檢視調查(一)及檢視調查(二)，而當中包括兩次資料

收集[檢視調查(一)及檢視調查(二)]。於2009年十一月，進行了試驗調查以確認研究工具、流程

安排以及測試網上問卷系統，同時亦會蒐集由學校代表及顧問提出的意見以改善調查工具。經

改良的研究工具用於2010年一月進行的檢視調查(一)中，收集所有公營學校的數據。檢視調查

(一)完成後，如第2.5.4章所述，問卷再經修改以用於2012年二月進行的檢視調查(二)。 
 

3.1 取樣方法 

 
是次調查採用全面調查，當中包括所有學校界別。因此，並不需要進行取樣。根據教育局提供

的學校名單，本研究向公營學校中所有小學、中學以及特殊學校分發邀請參與調查信函，檢視

調查(一)中包括490所小學、462所中學及60所特殊學校，而檢視調查(二)則包括482所小學、463
所中學及60所特殊學校。 
 
四個學校界別的整體回應率以及其他描述性分析將分別於附錄三、四、五及六中匯報。 
 

3.2 研究方法 ── 問卷調查 

 
(a) 系統部署 
 
檢視調查(一)以網上量性問卷調查方式收集資料，此方法亦會用於檢視調查(二)。由於可同時

處理大量問卷，而且不少研究報告如 Kaplowitz，Hadlock & Levine (2004)及 Perkins (2004)均指

出，網上調查的信度與傳統手寫問卷無異，故選用網上方式。網上問卷上載於由教育局提供的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自評系統」[Self-evaluation Platform on ITEd for Schools (SEP)]，而伺服器

由研究組特別設立以處理網上問卷和收集數據。 
 
由於系統的設計揉合了不同措施以促進調查的準備及推行、監察調查回覆，以及在對學校造成

最少影響下維持數據質素，故選擇使用SEP。就技術方面而言，SEP採取封閉調查策略，以防

止由未知用戶及受訪者雙重輸入造成的干擾。本研究為受訪者預備了SEP用戶戶口以及操作指

引，故受訪者可於任何地點、時間完成調查。此系統亦容許受訪者隨時暫存未完成的問卷，

以便處理其他緊急事務，或收集進一步的資料以回答某些調查項目。  
 
填寫網上問卷時，如受訪者遇上任何技術問題，可以立刻透過 SEP 界面的網上支援功能得到

幫助。調查期間亦設熱線以助解決受訪者遇到的困難。為鼓勵受訪者對問卷項目提供「真實」

37 



回應，調查資料以及受訪者身份均嚴格保密，任何識別資料(如學校編號)只供計算回應率/跟進

之用。相關措施使回應率的計算變得容易，同時亦可以作出跟進以提升回應率。 
 
(b) 問卷設計 
 
如第 2.5.3 節所述，經考慮問卷的長度，只保留有關識別指標(表 2.14)的關鍵題目。問卷中共

包含 22 個項目，主要為「單項選擇」(11)、「多項選擇」(2)、「封閉式題目」(4)及「李克特

量表 (Likert Scale)」(4)，以及卷末的一道開放式題目(第 22 題)。第 22 題收集受訪者對校內資

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期望。開放式題目容許受訪者不受限制地充份發表己見，同時，因為此題型

減少該題所需的一列可能答案，故有助縮減問卷長度。 
 
為迎合不同學校類別 — 小學(P)、中學(S)、採用主流課程的特殊學校(SpM)及採用特殊課程的

特殊學校(SpSp) — 的不同需要及課程差異，問卷第 14 及 15 題經修改並轉化成四套問卷，以

涵蓋不同學科/學習領域。表 3.1 詳細列出各學校類別中， 第 14 及 15 題所包含之學科/學習領

域。除了第 22 題供校長或學校代表回應的問題外，第 14 及 15 題需要學科/學習領域成員回應

在學與教運用資訊科技的情況，而學校代表需於收集其他學習領域成員的資料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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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 14 及 15 題的學科/學習領域 
題號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14 & 15 表格標題：學科/學習領域 表格標題：學科/學習領域 表格標題：學科/學習領域 表格標題：學科/學習領域/學習範圍  

 中國語文教育(包括普通話)  中國語文教育(包括普通話)  中國語文教育(包括普通話)  語文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數學教育  數學教育  數學 

 常識(不包括電腦相關學科)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不包括電腦相關學科) 

 常識 /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不包括電腦相關學科) 

 常識 

 電腦相關學科  電腦相關學科  電腦相關學科  電腦相關學科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藝術教育(包括視覺藝術及音樂)  藝術教育(包括視覺藝術及音樂)  藝術教育(包括視覺藝術及音樂)  藝術教育(包括視覺藝術及音樂) 

 體育  體育  體育  體育 

  高中通識教育  高中通識教育(包括獨立生活技
能) 

 高中通識教育(包括獨立生活技
能) 

   實用技能(包括生活技能訓練)  實用技能(包括自理及感知肌能
訓練) 

 其他(例如：圖書館課、宗教等)  其他(例如：圖書館課、宗教等)  其他(例如：圖書館課、宗教等)  其他(例如：圖書館課、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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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收集 

 
檢視調查(一)定於2010年頭進行，並寄出了邀請信予全港1 012間學校，內包含教育局及香港教

育學院的邀請信、收集學校代表聯絡資料的回條及以下三項附件： 
 附件一：問卷(用以收集網上完成的問卷資料)； 
 附件二：問卷第十四及十五題的資料收集表格(用以收集各學科/學習領域主任或代表

資料的獨立表格)；及 
 附件三：學校資訊科技教育自評系統(SEP)操作指引(每間學校均有獨立指引提供系統

的使用步驟)，包括登入戶口及密碼。 
 
檢視調查(二)於 2012 年頭進行，並採用與檢視調查(一)相同的策略。 
 

3.4 數據清理 

 
利用系統性數據清理及人手數據清理以偵測及改正所有無效或錯誤的數據。 
 

3.5 數據分析 

 
本章節會介紹於此研究中用以分析量性及質性資料的方法。 
 

3.5.1 量性數據分析 

 
量性數據即由問卷調查收集得的數據，而本節會描述所運用的統計方法。問卷調查所收集得的

資料會根據學校界別[即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主流及特殊課程)]作出分析。為對應研究問題，

問卷題目是根據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分為以下七個檢視範疇： 
 
1.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2. 資源 
3.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4.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5.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意識 
6. 家長支援 
7. 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期望 
 
數據分析將會根據不同題型運用不同的描述性分析。對於封閉式題目，本研究會計算出回應總

數(n)、平均數、標準差(SD)、第25百分位數、第75百分位數、最小值、最大值；單項選擇題會

計算頻次、回應總數(n)及百分比；而第15題則只計算頻次及百分比。 

40 



3.5.2 質性數據分析 

 
問卷調查亦收集了文字回覆(第22題)，所收集得的回覆被分成五大類別(即提供/津貼電腦器材

及週邊設備、財政支援、培訓與講座、提供電子資源及其他)。從各學校界別所收集得的數據

均會由兩名評分員分類。文字回覆中，每個類別的出現次數均歸納並顯示於表格中，詳細結果

列於第4章。 
 

3.6 與其他調查的比較 

 
檢視調查(一) 所收集得的資料將會與第一階段調查及其他最近的海外調查，包括第2.3節所列

的澳洲、紐西蘭、南韓、日本及歐盟國家等地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以闡明香港資訊科技教

育的進展和成就。詳情請參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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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及分析 

簡介 
 

本章展示了兩次進度檢視調查的結果，藉以揭視在 2009/10 至 2011/12 學年期間各學校界別推

行資訊科技教育的主要進展和趨勢。接下來的部份將會按照第 2.5 章提及的 7 個檢視範疇逐一

作出分析和討論。為精簡數據的報告，本章會展示比較新的 2011/12 學年檢視調查(二)的數未

字，而其中較重要的結果會與 2009/10 學年的檢視調查(一)作比對和分析，以顯示此三年間的

轉變和趨勢。為方便參閱，各學校界別的數據將會在段落中按「小學、中學、特殊學校(主流

課程)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的順序列出。較重要的統計數值和結果會以括號和粗體標示。 
 
進度檢視調查(一)邀請了 490 間小學、462 間中學、18 間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 42 間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參與調查，分別有 343、324、14 及 30 間學校回覆，達到約 70.00%、70.13%、77.78%
及 71.43%的回覆率。 
 
進度檢視調查(二)邀請了 482 間小學、463 間中學、18 間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 42 間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參與調查，分別有 348、337、14 及 37 間學校回覆，達到約 72.20%、72.79%、77.78%
及 88.10%的回覆率，比調查(一)的略高 (+2.2%, +2.66%, ±0%, +16.67%)。以下將會展示由兩

次調查結果所得，現時全港學校在資訊科技教育的普遍情況及在這三個學年間的變化。 
 

4.1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香港的學校一直致力給予學生一個擁有充足而可用的資訊科技配套的學習環境。面對資訊科技

網絡的蓬勃發展，各學校界別的平均校園網絡頻寛有顯著的提升，讓學生在強化的網絡頻速下

得以接觸其廣泛的多媒體資訊和資源。學校亦添置了更多的電子器材，包括一些流行的先進電

子裝置(如平板電腦)。至於傳統的電腦設備方面，各界別的學生相對其可用電腦的比例均有輕

微的上升，而電腦室使用率也有所提升。此或是由於學校改變新舊模式資訊科技設備比例的結

果(即更多學校選擇添置平板電腦而非傳統桌上電腦)。 
 

4.1.1 學生對電腦比率 

 
在調查(二)中，每所學校分別擁有的電腦總平均數目(包括桌面電腦及筆記簿型電腦)為： 小學 
138、中學 248、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125 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98 台電腦。而當中可供學生

使用的電腦平均數目為：小學 80、中學 137、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60 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45。從調查(一)與調查(二)的比較可見，電腦的平均數目於小學並沒有太大的轉變，而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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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殊課程)則有所上升。至於中學及特殊學校(主流課程)電腦的平均數目有所減少，當中

可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的跌幅均大於總電腦數目的跌幅，並以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內可供

學生使用電腦數目有較大的跌幅(由 82 下降至 60)。由於移動科技的進步和移動電子裝置（例

如平板電腦和電子課本閱讀器）所能提供的廣泛互動功能，很多學校都配置了移動電子裝置供

學生在課室使用，並用以取代較為傳統的桌上電腦。這個趨勢或為在中學及特殊學校（主流課

程）界別可供學生使用電腦平均數目下降的其中一個說明。 
 
以全校學生數目除以學校電腦總數，可得出學生對電腦的總比率，分別為：小學  4.54:1、中

學 4.21:1、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1.46:1 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1.36:1。採用供學生使用的電腦

數目，並以類似方式計算可得出學生對可用電腦的比率則為：小學 8.71:1、中學 8.87:1、特殊

學校(主流課程) 3.31:1 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3.55:1。在以上的數據中，只有小學的學生對電

腦的總比率有所下降。但基於在上一段已說明，總電腦數量在小學並沒有明顯轉變，此比率下

降應為受訪小學就讀人數減少的結果 28。而因為在小學可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平均地有輕微

的下跌，也令小學的學生對可用電腦的淨比率出現輕微的上升。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亦有

類似的情況，可能是由於這些學校逐步以新興的移動電子裝置取代傳統的桌上電腦，而移動電

子裝置並不計算在此調查的電腦數目內，因此得出可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出現下跌的情況。 
 
而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的界別，雖然其電腦數目平均地有所上升，但因為同時其學生數目有

較大的升幅，所以學生對電腦的比率與其他界別一樣增加。而中學以及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
別學生對電腦比率的增幅則較其他組別明顯，以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的增幅最大，與其電腦數

目有較大跌幅脗合。 
 

4.1.2 電腦及投映機的可用度 

 
各學校界別所擁有的電子器材平均數目列於表 4.1。 
 
在兩次調查中，平均每所小學的所有課室內裝有合共 25 台電腦及 21 台投映機，而所有特別室

中則設有 33 台電腦及 6 台投映機。由學校代表填寫的課室及特別室數目，可計算出電腦與投

映機對課室比率[分別為 1.13:1 及 0.99:1]及電腦與投映機對特別室比率[分別為 4.74:1 及

0.88:1]。這些比率都反映幾乎所有學校都已於全部課室及特別室安裝電腦及投映機，而在此三

年間比率並沒有明顯的轉變。此外，87%受訪學校擁有移動數碼投映機。這些移動數碼投映機

可於沒有安裝投映機的課室及特別室使用。 
 
在兩次調查中，每所中學的所有課室內平均裝有 27 台電腦及 28 台投映機；而特別室則有 56
台電腦及 13 台投映機。或因為中學有較多課室及特別室，以上的數據均比小學界別取得的數

據為高。電腦及投映機對課室比率分別為 0.96:1 及 0.96:1；電腦及投映機對特別室比率分別為

3.87:1 及 0.92:1，反映大部份中學的每間課室及特別室均最少有一台電腦及一台投映機。數據

上以電腦對特別室的比率跌幅較大(-0.27:1)，其餘的比率沒有突出的轉變。在此界別，擁有最

28 受訪小學的平均學生總人數由調查(一)的 617 人下降至調查(二)的 592 人，跌幅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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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部移動投映機的比率為 88%。而在擁有移動投映機的學校當中，擁有多於一台移動投映機

的比率為 71%。 
  
至於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平均而言，在兩次調查中，每所受訪學校在所有課室裝設了 14 台

電腦及 12 台投映機；而在特別室裝設了平均 15 台電腦及 6 台投映機。電腦及投映機對課室比

率分別為 1.04:1 及 0.80:1，而電腦及投映機對特別室比率分別為 2.25:1 及 0.74:1。數據反映大

部份學校均在課室及特別室裝設最少一台電腦及一台數碼投映機。但以特別室的電腦比率有較

大的下降 (-0.46:1)。擁有移動投映機的學校比率則由 86%上升至 93%。 
 
在兩次調查中，平均每所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在課室中安裝了 17 台電腦及 11 台投映機，而特

別室中則有 25 台電腦及 6 台投映機。電腦及投映機對課室比率分別為 1.35:1 及 0.85:1，顯示

出每間課室最少裝設有一台電腦。而大部份課室亦已裝設投映機。電腦及投映機對特別室比率

分別為 2.97:1 及 0.69:1。電腦與投影機對課室及特別室的比率均有所增長，尤以電腦對特別室

比率的增長較為可觀(+0.94:1)。而擁有移動投映機的比率則相對由 93%下降至 81%。  
 
表 4.1 電腦、投映機及其他數碼設備的數量(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a, b, c, d, k)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資訊科技設備 平均 SD N 平均 SD N 平均 SD N 平均 SD N 

a. 
電腦數目  – 桌上

電腦 122.83 48.71 348 214.05 71.39 337 94.64 58.37 14 83.35 31.96 37 

 
電腦數目  – 筆記

簿型電腦 15.06 25.13 348 34.39 33.23 337 30.43 33.44 14 14.27 14.65 37 

b. 
供學生使用的電腦

數目 – 桌上電腦 72.76 34.90 348 127.76 50.81 337 43.86 16.15 14 40.41 24.83 37 

. 
供學生使用的電腦

數目  – 筆記簿型

電腦 
6.89 18.00 348 8.87 19.35 337 15.57 34.24 14 4.68 5.68 37 

c. 
所有課室合共的電

腦數目 24.57 14.57 348 27.47 18.92 337 14.14 9.65 14 16.89 14.32 37 

 
所有課室合共的投

映機數目 21.48 8.43 348 27.84 8.20 337 12.07 7.28 14 10.68 5.71 37 

d. 
所有特別室及實驗

室合共的電腦數目 32.98 36.78 348 56.42 66.95 337 14.57 16.53 14 25.24 17.49 37 

 
所有特別室及實驗

室合共的投映機數

目 
6.46 3.58 348 13.05 5.65 337 5.55 4.60 14 5.86 3.67 37 

k. 
移動數碼投映機數

目 1.75 1.93 348 2.12 1.98 337 2.00 1.57 14 1.27 1.0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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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互聯網連接的可用度 

 
所有回應的學校都有互聯網連接。而針對互聯網速度，在最低的頻寛組別，即頻寛低於 25Mb
的比率，在小學界別為 21%、中學界別為 11%、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為 43%，而特殊學校(特
殊課程)則為 51% (表 4.2)。各學校界別均逐步選用更高的頻寛，其中以小學及中學的提升較為

明顯。此兩界別在 25Mb 至 50Mb 的組別比率均比調查(一)時所錄得的有所下調，而在更高頻

寛的 3 個組別(即 50Mb 至高於 100Mb)的比率則錄得增長。而此兩個學校界別最普遍使用

100Mb 頻寛，比率分別為 33%和 44%。 
 
此外，各界別均有接近或高於九成的學校擁有校園無線網絡(表 4.3)，但對比三年前的調查則

有所下降[除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在此研究，受訪學校只需要回答學校內是否擁有無線

網絡連接，而並沒有指明是否所有課室均有無線網絡連接。 
 
表 4.2 學校互聯網頻寬的分佈(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4)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互聯網連接 頻次 百分比 (%) 
(N=348) 

頻次 百分比 (%) 
(N=337) 

頻次 百分比(%) 
(N=14) 

頻次 百分比(%) 
(N=37) 

<25Mb 73 20.98 37 10.98 6 42.86 19 51.35 
25-<50Mb 112 32.18 92 27.30 3 21.43 11 29.73 
50-<100Mb 41 11.78 51 15.13 1 7.14 0 0.00 
100Mb 116 33.33 147 43.62 4 28.57 7 18.92 
>100Mb 6 1.72 10 2.97 0 0.00 0 0.00 
 
表 4.3 校園無線網絡的可用度(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3h)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項目 頻次 百分比 (%) N 頻次 百分比(%) N 頻次 百分比(%) N 頻次 百分比(%) N 

 無線網絡 311 89.37 348 312 92.58 337 14 100 14 35 94.59 37 

 

4.1.4 學校圖書館及電腦室供學生於課後使用的電腦可用度 

 
大部份學校均於圖書館及/或電腦室為學生提供電腦。分別約 89%、97%、79%及 84%受訪小學、

中學、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於圖書館有裝設電腦，平均電腦安裝數目分

別為 5、9、4 及 3 台。在受訪學校中，91%小學、95%中學、71%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及 68%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設有電腦室，平均每間電腦室分別有 39、48、14 及 12 台電腦(表 4.4)。各

界別[除了特殊學校(特殊課程)]電腦室裏電腦的數目均有下降；而使用電腦室的人數在中小學

均錄得下跌，在特殊學校界別則沒有明顯轉變。下跌的情況可能是由於學生家中擁有電腦及互

聯網連接愈趨普及，不再需要留在學校電腦室使用電腦。每天分別大約有 16、23、8 及 5 名

學生使用電腦室，使用時數分別為 0.7、1、0.7 及 0.5 小時，在過去三年學生使用電腦室的時

間沒有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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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室的使用率 29 為：小學 31.72%、中學 35.30、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46.15%及特殊學校(特
殊課程) 44.66%。各界別的電腦室使用率都有所增長，這可能是由於電腦室的電腦數目及開放

時間較學生的使用情況有較大的下調，但各界別的電腦室使用率仍低於五成。 
 
表4.4 圖書館及電腦室供學生使用的電腦及學生使用電腦室的情況(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e, f, 

g, h, i)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以下地點的電腦數目以及學

生使用電腦室情況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e. 圖書館 4.94 6.96 348 8.87 10.31 337 3.71 3.85 14 2.73 3.00 37 
f. 電腦室數目 1.14 0.79 348 1.35 0.85 337 0.93 0.73 14 1.05 1.51 37 
 可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 38.99 20.39 348 47.84 25.66 337 13.71 10.78 14 11.51 10.80 37 

g. 
以每星期平均計算，電腦室於

課後開放給學生使用的時數 3.41 2.53 348 5.34 2.95 337 3.07 2.85 14 1.78 2.39 37 

h. 
以每天平均計算，於課後在電

腦室中使用電腦的學生人數 15.88 18.09 348 23.07 17.96 337 8.07 7.84 14 5.14 7.85 37 

i. 
以每天平均計算，每名學生於

課後在電腦室中使用電腦的

時數 
0.69 0.61 348 0.94 0.57 337 0.71 0.58 14 0.45 0.61 37 

 

4.1.5 作教學用途的電子器材的可用度 
 
除電腦外，學校亦擁有其他電子器材(如平板電腦，實物投影機等)。表 4.5 顯示受訪學校擁有

的電子器材數量。各界別學校所擁有作學習用途的電子器材均有可觀的增長。這亦可能是各學

校平均電腦數目減少的原因，顯示學校以新興電子器材取代一部分較為傳統的電子器材(如桌

上電腦)。 
 
表 4.5 其他電子器材的數量(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j, l)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資訊科技設備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j. 電子白板數目 4.67 8.84 348 2.17 6.58 337 4.86 8.38 14 4.70 5.70 37 
l. 其他電子器材數目 6.91 17.41 348 6.77 15.06 337 5.29 7.38 14 4.65 5.78 37 
 

29 此比率在進度檢視調查(一)的計算原本由 得出。但經覆核後，應用在學校更合適的常數應為 “5” 而

非 “5.5”，故新的計算方法為 。調查(一)的電腦室使用率已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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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資源 

 
本部分會將資源劃分為人力資源、財政資源及電子資源作分析。在推行資訊科技教育計劃上的

人力資源大致上維持不變。受訪學校平均維持有約三名教師負責協調資訊科技教育發展並協助

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並繼續有一至二名職員提供技術支援服務(TSS)以協助其他職員

使用資訊科技。同時，學校亦平均有四至五名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財政資源上，學校花費在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資源平均佔學校全年開支10%至13%，比率與調查(一)相約，惟各學校在

最低支出組別($0 - $200,000)的比率均較調查(一)有所減少。此外，各學校界別亦繼續廣泛地進

行數碼建設，例如學校網頁及內聯網。某些學校亦嘗試運用一些近年流行的創新電子資源以促

進學與教，例如移動裝置或平板電腦上的應用程式(Apps)的使用、虛擬私人網絡(VPN)及網絡

硬碟。 
 

4.2.1 人力資源 

 
表 4.6 列出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有關的平均職員數目。平均而言，各範疇的教師及/或職員人數並

沒有明顯的轉變(所有轉變均不足±0.5 人)。受訪學校中，小學、中學、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分別維持有 3、3、4 及 3 名職員負責協調資訊科技教育發展。他們的工作

涵蓋了規劃資訊科技設備、採購資訊科技教育相關設施、規劃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設計資訊科

技教育課程等。除了兩間小學，所有受訪學校亦最少有一名 TSS 職員。每所受訪特殊學校(特
殊課程)平均有 4 名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而其他受訪學校則平均有 5 名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 
 
表 4.6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上的人力資源(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m, n, o)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資訊科技設備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m. 負責協調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教師人數 3.09 2.49 348 3.15 2.04 337 3.50 2.98 14 3.16 1.77 37 

n. 
提供資訊科技技術支援服務(TSS)的職員

數目 1.67 0.87 348 2.29 2.23 337 1.21 0.43 14 1.27 0.61 37 

o. 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數目 4.52 2.45 348 4.85 2.33 337 4.71 3.02 14 4.08 2.35 37 

 

4.2.2 財政資源 

 
本調查按各學校的每年資訊科技教育支出多小分成七個組別(表 4.7)。除了小學維持在一樣的

支出組別以外，其他學校界別的最大支出組別(按所佔比率)均提升至較高的組別。在中學最大

組別由$301,000-$400,000 升至$401,000-$600,000。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則由最低的兩個組

別(即$0-$200,000 及$201,000-$250,000)升至$251,000-$300,00030。而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則由最

低的組別升至兩個較高的組別 31。小學界別的最大組別則維持在$301,000-$400,000，但比率由

30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在調查(一)的兩個最低組別比率相同。 
31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在調查(二)最低的第二及第三組別比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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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 升至 25% 。各界別普遍有大約一半的受訪學校處於中等的支出組別 ( 即 
$251,000-$300,000 及 $301,000-$400,000)。 
 
另外，支出屬最低組別的學校，在各個界別所佔的比率均有下跌。小學由 17.5%降至 9.77%，

中學由 10.93%降至 7.12%，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由 28.57%降至 7.14%，而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則由 30%降至 21.62%。除了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其他界別的最高支出組別所佔比率亦有下

降。與上述最低支出組別比率變動結合分析，可見各學校在資訊科技教育支出的差異有所縮窄。 
 
而上述的支出佔學校全年開支的比例，除特殊教育(主流課程)界別外，在其他界別均沒有太大

的變動(表 4.7)。小學維持在 12-13%，中學維持在 11%，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則維持在 8%。

而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則由 14%下降至 10%。 
 
表 4.7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上的財政資源(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p, q) 

學校每年用於資訊科技

教育上的支出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頻次 百分比 
(%) N 頻次 百分比 

(%) N 頻次 百分比 
(%) N 頻次 百分比 

(%) N 

0-200,000 34 9.77 348 24 7.12 337 1 7.14 14 8 21.62 37 
201,000-250,000 80 22.99 348 24 7.12 337 2 14.29 14 12 32.43 37 
251,000-300,000 80 22.99 348 28 8.31 337 8 57.14 14 12 32.43 37 
301,000-400,000 87 25 348 81 24.04 337 2 14.29 14 5 13.51 37 
401,000-600,000 45 12.93 348 102 30.27 337 1 7.14 14 0 0 37 
601,000-800,000 16 4.6 348 59 17.51 337 0 0 14 0 0 37 
>800,000 6 1.72 348 19 5.64 337 0 0 14 0 0 37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佔全校支出的百分比 13.08 8.09 311 11.19 7.34 276 9.83 5.11 12 11.85 8.4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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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不同種類的電子資源於學校層面愈趨普及，包括學校網頁及內聯網。表 4.8 顯示，學校網頁、

學校內聯網及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LMS)是被最多受訪學校使用的電子資源，學校使

用的比率並沒有明顯的轉變。而擁有學生或教師個人網頁的比率則普遍有較顯著的下降。至於

其他電子資源，例如討論區及其他網上學習材料、WiseNews、ftp 及網誌也有學校使用。調查

也發現一些學校開始使用近年發展的手提電話或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於學與教上(Apps)。 
 
表 4.8 學校提供的數碼資源(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3a-g)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項目 頻次 
百分比

(%) 
(N=348) 

頻次 
百分比

(%) 
(N=343) 

頻次 
百分比

(%) 
(N=337) 

頻次 
百分比

(%) 
(N=324) 

a. 學校網頁 348 100.00 337 100.00 14 100.00 37 100.00 
b. 學校內聯網 329 94.54 333 98.81 13 92.86 37 100.00 

c. 電子學習平台/學習
管理系統(LMS) 296 85.06 318 94.36 13 92.86 25 67.57 

d. 教師個人網頁 42 12.07 145 43.03 0 0.00 4 10.81 
e. 學生個人網頁 37 10.63 114 33.83 4 28.57 4 10.81 
f. 校園電視台 218 62.64 175 51.93 1 7.14 10 27.03 
g. 其他 74 21.26 112 33.23 4 28.57 13 35.14 
 

4.3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在調查中，82%小學、78%中學、86%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 89%特殊學校(特殊課程)有資訊

科技教育發展計劃。在問卷所列出的目標當中，「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繼續是學校制訂計劃

時最重要的目標。而普遍學校亦有在多方面應用資訊科技，例如利用各種電子網絡平台以促進

有關持分者之間的溝通。各學校亦有為學生提供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以培養其資訊素養(IL)及電

腦/資訊科技技能。同時，各學校也有舉辦協作項目，如訓練課程、研討會、工作坊及分享會。

亦有更多學校參與學校間的教師分享會以互相交流經驗。 
 

4.3.1 校本資訊科技教育計劃 

 
表 4.9 顯示了各學校界別其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的情況。結果顯示大部份小學(82%)、中學

(78%)、特殊學校(主流課程)(86%)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89%)均有制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

劃。其中，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計劃為獨立的資訊科技教育計劃，大部份計劃為期一年[小
學 61%、中學 61%、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100%、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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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關於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的基本資料(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5)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計劃 頻次 百分比(%) 頻次 百分比(%) 頻次 百分比(%) 頻次 百分比(%) 

 
設有資訊科技教育

發展計劃 284 81.61 
(N=348) 263 78.04 

(N=337) 12 85.71 (N=14) 33 89.19 
(N=37) 

a. 
規劃為一個獨立的

計劃 85 29.93 
(N=284) 103 39.16 

(N=263) 3 25.00 
(N=12) 11 33.33 

(N=33) 

b. 一年 52 61.18 
(N=85) 63 61.17 

(N=103) 3 100.00 
(N=3) 8 72.73 

(N=11) 

 兩年 5 5.88 
(N=85) 9 8.74 

(N=103) 0 0.00 
(N=3) 0 0.00 

(N=11) 

 三年 27 31.76 
(N=85) 29 28.16 

(N=103) 0 0.00 
(N=3) 3 27.27 

(N=11) 

 多於三年 1 1.18 
(N=85) 2 1.94 

(N=103) 0 0.00 
(N=3) 0 0.00 

(N=11) 

c. 設有評估機制 241 84.86 
(N=284) 198 75.29 

(N=263) 10 83.33 
(N=12) 24 72.73 

(N=33) 
 
研究問卷問及學校制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時考慮的因素及標準。在小學界別，兩次調查最

重要的兩項目標依次均為「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及「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IL)」，平均分為

4.56 (SD: 0.53)及 4.44 (SD: 0.57) (表 4.10a) [分數範圍由「完全不重要」(1)至「非常重要」(5)]，
分數與調查(一)的接近。其餘各項的分數與調查(一)的亦沒有明顯差異，顯示小學界別對發展

計劃的考慮因素及標準沒有明顯的轉變。 
 
表 4.10a 制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時，各項目標的重要性 (小學) (RS2PE Q6) 

 目標 平均值 SD N 
a.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 4.56 0.53 284 
k.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IL) 4.44 0.57 284 
b. 加深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 4.38 0.56 284 
d. 加強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獨立性和責任感 4.25 0.59 284 
e. 加強/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分析力、創作力和合作能力) 4.20 0.61 284 
c. 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 4.15 0.61 284 
j. 鼓勵跨學科協作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4.13 0.64 284 
l. 以評估促進學習 3.98 0.67 284 
h. 改善學校、家長和社會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3.70 0.72 284 
g. 滿足社會的期望 3.62 0.71 284 
f. 滿足家長的期望 3.49 0.72 284 
i. 提供升學/就業的輔導/簡介會，為學生作準備 3.27 0.88 284 
m. 其他 2.64 1.6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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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界別，兩次調查中最重要的兩項目標依次均為「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平均值：4.47 (SD: 
0.54)]及「加深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平均值：4.29 (SD: 0.58)] (表 4.10b)，分數與調查(一)
的接近。其餘各項的分數與調查(一)的亦沒有明顯差異，顯示中學界別對發展計劃的考慮因素

及標準沒有明顯的轉變。 
 
表 4.10b 制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時，各項目標的重要性 (中學) (RS2SE Q6) 

 目標 平均值 SD N 
a.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 4.47 0.54 263 
b. 加深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 4.29 0.58 263 
k.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IL) 4.20 0.62 263 
e. 加強/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分析力、創作力和合作能力) 4.14 0.64 263 
d. 加強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獨立性和責任感 4.13 0.62 263 
c. 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 4.01 0.62 263 
j. 鼓勵跨學科協作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3.99 0.70 263 
l. 以評估促進學習 3.97 0.65 263 
h. 改善學校、家長和社會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3.76 0.77 262 
i. 提供升學/就業的輔導/簡介會，為學生作準備 3.71 0.72 262 
g. 滿足社會的期望 3.45 0.71 263 
f. 滿足家長的期望 3.36 0.72 263 
m. 其他 2.54 1.57 37 

 
在 12 項選擇中，「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在兩次調查中均是特殊學校(主流課程)評為最重要

的目標(表 4.10c)，平均值為 4.67 (SD:0.45)。第二重要的目標在調查(一)為「因應個別學生的需

要，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在調查(二)轉變為「加深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平均值：4.42 
(SD:0.67)]。而在「滿足社會的期望」及「提供升學/就業的輔導/簡介會，為學生作準備」兩項

目標，其評分有較顯著的提升。 
 
表 4.10c 制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時，各項目標的重要性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RS2EME Q6) 

 目標 平均值 SD N 
a.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 4.67 0.45 12 
b. 加深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 4.42 0.67 12 
c. 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 4.33 0.65 12 
d. 加強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獨立性和責任感 4.33 0.65 12 
k.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IL) 4.25 0.75 12 
e. 加強/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分析力、創作力和合作能力)  4.08 0.67 12 
j. 鼓勵跨學科協作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4.08 0.67 12 
h. 改善學校、家長和社會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3.92 0.79 12 
g. 滿足社會的期望 3.92 0.79 12 
i. 提供升學/就業的輔導/簡介會，為學生作準備 3.83 0.83 12 
l. 以評估促進學習 3.83 0.72 12 
f. 滿足家長的期望 3.58 0.90 12 
m. 其他 1.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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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0d 所示，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兩次調查中最重要兩項目標依次均為「提高學

生的學習成果」及「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平均分分別為 4.58 (SD: 0.56)
及 4.36 (SD: 0.55)。分數與調查(一)的相約。其餘各項的分數與調查(一)的亦沒有明顯差異，顯

示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對發展計劃的考慮因素及標準沒有明顯的轉變。 
 
表 4.10d 制訂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時，各項目標的重要性[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6) 

 目標 平均值 SD N 
a.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 4.58 0.56 33 
c. 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 4.36 0.55 33 
l. 以評估促進學習 4.30 0.47 33 
b. 加深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 4.30 0.64 33 
d. 加強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獨立性和責任感 4.24 0.61 33 
j. 鼓勵跨學科協作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4.09 0.58 33 
e. 加強/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分析力、創作力和合作能力) 4.00 0.66 33 
k.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IL) 4.00 0.66 33 
h. 改善學校、家長和社會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3.88 0.55 33 
f. 滿足家長的期望 3.58 0.71 33 
g. 滿足社會的期望 3.48 0.62 33 
i. 提供升學/就業的輔導/簡介會，為學生作準備 3.39 0.86 33 
m. 其他 3.00 1.73 3 

 

4.3.2 機制/措施的可用度及類型 

 
為促進日常行政工作，學校採取不同的電子系統/機制。在小學界別的調查中，電子系統/機制

均最常用於促進持分者之間的溝通(81%)以及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資源(78%)，兩次的

比率沒有明顯的差別。另外，應用在「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的比率由 25%上升至 35% (+10%)，
增幅顯著。表 4.11a 顯示小學界別於不同範疇運用資訊科技的百分比，以及採用的電子系統/
機制。 
 
表 4.11a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工作流程的百分比及採用的電子系統/機制 (小學) (RS2PE Q7) 

 範圍 頻次 百分比(%) 
(N=348) 

使用的電子系統/機制 

c. 促進有關持分者之間的溝通 281 80.75 電郵、短訊、內聯網、學習管理系統 
d. 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資源 272 78.16 內聯網、學習管理系統、伺服器 
a. 記錄學生出席人數 206 59.20 SmartCard、八達通、學習管理系統 
b. 處理金錢交易 136 39.08 學習管理系統、PPS 
e. 管理預訂資訊科技教育資源的流程 127 36.49 學習管理系統、其他系統 
f. 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包括其他學習經歷 121 34.77 學習管理系統、內聯網、其他系統 

g. 其他 10 9.43 
(N=106) 圖書館系統、電子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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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學界別的情況相似，在中學界別，電子系統/機制最常用於促進有關持分者之間的溝通

(89%)以及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資源(85%)。此外，部份學校更使用開放資源自行開發

電子系統/機制處理行政工作。應用在「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的比率亦由 70%增加至 80% 
(+10%)，增幅顯著。表 4.11b 列出學校運用資訊科技於不同範疇的百分比，同時亦列出所採用

的電子系統/機制。 
 
表 4.11b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工作流程的百分比及採用的電子系統/機制 (中學) (RS2SE Q7) 

 範圍 頻次 百分比(%) 
(N=337) 

使用的電子系統/機制 

c. 促進有關持分者之間的溝通 299 88.72 電郵、短訊、學習管理系統 
d. 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資源 286 84.87 內聯網、學習管理系統、伺服器 
f. 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包括其他學習經歷 271 80.42 學習管理系統、自行開發的系統 
e. 管理預訂資訊科技教育資源的流程 221 65.58 學習管理系統、內聯網 
a. 記錄學生出席人數 210 62.31 學習管理系統 
b. 處理金錢交易 152 45.10 學習管理系統、PPS 

g. 其他 23 19.33 
(N=119) 多項選擇題核對系統、獎懲記錄系統 

 
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的調查中，資訊科技同樣地最常用於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資

源(86%)，比率上沒有明顯的轉變。應用在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的比率由 50%增加至 64%，

成為第二常用的項目。而原來在調查(一)為第二常用的應用資訊科技以促進有關持分者之間的

溝通的比率由 71%下降至 57% (-14%)。至於應用在記錄學生出席人數的比率則由 29%上升至

43% (+14%)。表 4.11c 顯示學校運用資訊科技於不同方面的百分比，同時亦顯示了所採用的電

子系統/機制。 
 
表 4.11c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工作流程的百分比及採用的電子系統 /機制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7) 

 範圍 頻次 百分比(%) 
(N=14) 

使用的電子系統/機制 

c. 促進有關持分者之間的溝通 12 85.71 內聯網、學習管理系統 
f. 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包括其他學習經歷 9 64.29 學習管理系統、內聯網 
d. 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資源 8 57.14 電郵、內聯網、短訊 
a. 記錄學生出席人數 6 42.86 Smart card、學習管理系統 
e. 管理預訂資訊科技教育資源的流程 4 28.57 內聯網 
b. 處理金錢交易 1 7.14 / 

g. 其他 1 20.00 
(N=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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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在兩次調查中都最常運用資訊科技以協助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

的資源(95%)，比率相約。此外，應用資訊科技於促進有關持分者之間的溝通和應用於管理學

生的學習記錄均有接近九成的比率。而最常運用的系統/機制為內聯網和學習管理系統。表

4.11d 顯示學校運用資訊科技於不同方面的百分比，同時亦顯示了所採用的電子系統/機制。 
 
表 4.11d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工作流程的百分比及採用的電子系統 /機制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7) 

 範圍 頻次 百分比(%) 
(N=37) 

使用的電子系統/機制 

d. 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資源 35 94.59 內聯網、伺服器  
c. 促進有關持分者之間的溝通 33 89.19 電郵、學習管理系統、內聯網 
f. 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包括其他學習經歷 33 89.19 內聯網、學習管理系統、自行開發的系統 
e. 管理預訂資訊科技教育資源的流程 14 37.84 內聯網 
a. 記錄學生出席人數 13 35.14 Smart card、學習管理系統、自行開發的系統 
b. 處理金錢交易 3 8.11 自行開發的系統 

g. 其他 2 22.22 
(N=9) 教職員進修系統 

 

學校亦有實行不同種類的資訊科技措施/計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在小學界別的兩次調查

中，均有超過九成學校有提供免費學習資源(95%)和要求教師於學科/學習領域為本計劃(94%)
及學習活動(91%)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兩次的比率相約。免費學習資源主要仍然由出版社或

香港教育城提供，或由教師製作。另一方面，繼續有超過一半受訪小學(59%)使用付費資源，

並以主要科目為主，例如：中文、英文及數學。接近八成學校為學生提供線上練習及測驗。大

部份學校(84%)為師生間溝通提供方法，包括電郵、內聯網、電子學習平台、討論區及網誌。

而學校要求學生以網上途徑遞交習作的比率則由 76%下降至 70%，轉變較其他項目明顯。表

4.12a 顯示小學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的百分比。 
 
表 4.12a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小學) (RS2PE Q8)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348) 

a. 提供免費學習資源 331 95.11 
e. 要求教師於學科/學習領域為本計劃中適當地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326 93.68 
f. 要求教師在學習活動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317 91.09 
d. 提供溝通平台/工具以促進學生及教師之間的交流 293 84.20 
c. 提供線上練習/測驗資料庫或題目庫 271 77.87 
g. 要求學生以網上途徑遞交習作 241 69.25 
b. 提供線上或離線收費資源 206 59.20 

h. 其他 12 12.24 
(N=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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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界別，繼續有超過九成學校有提供溝通平台/工具以促進學生及教師之間的互動(92%)
及要求學生以網上途徑遞交習作(92%)，比率沒有明顯轉變。最常用的溝通平台/工具仍然是電

郵、學習管理系統及討論區。維持有約八成受訪中學有提供線上練習/測驗(84%)及免費學習資

源(82%)，而這些免費資源主要由出版社或香港教育城提供。而提供離線或線上收費資源的比

率在過去的三年有較明顯的下降，比率由 65%下降至 56%，而科目維持以中文、英文及通識

科為主。表 4.12b 顯示中學採用這些措施/計劃的百分比。 
 
表 4.12b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中學) (RS2SE Q8)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337) 

d. 提供溝通平台/工具以促進學生及教師之間的交流 310 91.99 
g. 要求學生以網上途徑遞交習作 309 91.69 
e. 要求教師於學科/學習領域為本計劃中適當地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287 85.16 
c. 提供線上練習/測驗資料庫或題目庫 283 83.98 
a. 提供免費學習資源 278 82.49 
f. 要求教師在學習活動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267 79.23 
b. 提供線上或離線收費資源 188 55.79 
h. 其他 13 11.82 (N=110) 

 
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提供免費及收費學習資源的比率均比調查(一)的上升。提供免費

學習資源的比率由 64%上升至 79% (+15%)，為最高比率的項目。收費資源的比率則由 21%上

升至 50% (+29%)。此外，繼續有 64%學校要求教師在學習活動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至於其

餘項目的比率則都錄得下跌。在「提供溝通平台/工具」方面比率跌幅較大。這個現象的一個

可能原因是由於就讀特殊學校的學生人數遠低於主流學校(即小學和中學)，因此能更多採取面

對面的教學溝通模式，亦是此界別的教師與學生之間較為適切的溝通方法。表 4.12c 顯示採取

這些措施/計劃的百分比。 
 
表 4.12c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8)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14) 

a. 提供免費學習資源 11 78.57 
d. 提供溝通平台/工具以促進學生及教師之間的交流 10 71.43 
e. 要求教師於學科/學習領域為本計劃中適當地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10 71.43 
f. 要求教師在學習活動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9 64.29 
g. 要求學生以網上途徑遞交習作 7 50.00 
b. 提供線上或離線收費資源 7 50.00 
c. 提供線上練習/測驗資料庫或題目庫 5 35.71 
h. 其他 0 0.00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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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接近所有學校(97.3%)有要求教師於學科/學習領域為本計劃中適

當地加入資訊科技元素，增長 7.3%。亦有超過九成學校有提供免費學習資源。其餘項目的比

率均與調查(一)的相約。(表 4.12d) 
 
表 4.12d 學校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特殊學校(特殊課程)](RS2ESE Q8)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37) 

e. 要求教師於學科/學習領域為本計劃中適當地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36 97.30 
a. 提供免費學習資源 34 91.89 
f. 要求教師在學習活動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32 86.49 
d. 提供溝通平台/工具以促進學生及教師之間的交流 17 45.95 
c. 提供線上練習/測驗資料庫或題目庫 12 32.43 
g. 要求學生以網上途徑遞交習作 12 32.43 
b. 提供線上或離線收費資源 3 8.11 
h. 其他 0 0.00 (N=9) 

 
如表 4.13 所示，學校亦實行協助有需要的學生的措施/計劃。各學校界別均最常鼓勵學生參與

教育局的「電腦循環再用計劃」，比率分別是 82%、71%、71%及 65%，但比率普遍正在下降。

這是因為政府另一個支援項目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一家一網 e 學習」取替方案的開

展。此項目幫助合資格家庭購置價格相宜的電腦設施及上網服務。自 2011 年起，此支援項目

已為約 48 000 個家庭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同時，各學校界別鼓勵有需要的學生向其他機構

申請電腦的比率均有顯著的上升 [小學 52%，78% (+26%)、中學 51%，70% (+19%)、特殊學

校(主流課程) 57%，71% (+14%)、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53%，81% (+28%)]。 
 
表 4.13 協助有需要的學生的措施/計劃(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10) 

 措施/計劃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頻次 
百分比

(%) 
(N=348) 

頻次 
百分比

(%) 
(N=336) 

頻次 
百分比

(%) 
(N=14) 

頻次 
百分比

(%) 
(N=37) 

c. 
鼓勵有需要的學生申

請參與教育局的「電

腦循環再用計劃」 
285 81.90 239 71.13 10 71.43 24 64.86 

d. 
鼓勵有需要的學生向

其他機構申請電腦 271 77.87 236 70.24 10 71.43 30 81.08 

a. 

在校內提供電腦 /設
備 (不包括電腦室內

的設備 )予學生於課

後使用 

187 53.74 230 68.45 10 71.43 18 48.65 

f. 
向學生 /家長呼籲捐

贈/回收電腦 58 16.67 70 20.83 3 21.43 6 16.22 

e. 
經濟上支援有需要的

學生在家上網 50 14.37 65 19.35 1 7.14 4 10.81 

b. 
借出手提電腦予有需

要的學生在家使用 12 3.45 80 23.81 7 50.00 3 8.11 

g. 其他 17 17.71 
(N=96) 9 8.11 

(N=111) 0 0.00 (N=6) 1 11.11 
(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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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引導學生正確使用資訊科技，各學校界別均採取了不同措施/計劃以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小學維持有 96%(-1%)受訪學校把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同時繼續有超過八成的

學校有給予學生和教師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並舉辦有助學生提升資訊素養的研討會/課
程。但有舉辦有助家長提升子女資訊素養的家長研討會/課程的學校比率則由 77%下降至

66%。表 4.14a 顯示學校所採用的措施/計劃。 
 
表 4.14a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的措施/計劃(小學) (RS2PE Q9)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348) 

g. 把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 335 96.26 
a. 有助學生提升資訊素養的研討會/課程 294 84.48 
d. 給予學生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291 83.62 
c. 給予教師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290 83.33 
e. 把資訊素養滲透在不同學科的教學活動中 276 79.31 
b. 有助家長提升子女資訊素養的家長研討會/課程 230 66.09 
f. 以一獨立科目教授資訊素養  91 26.15 
h. 其他 12 12.90 (N=93) 

 
在中學界別兩次調查中，近乎所有(98%)受訪學校都把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大

部份學校亦繼續提供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予教師(82%)及學生(87%)。但舉辦家長的研討會/課
程比率則由 64%下降至 51%。部份學校採用其他措施/計劃，比率與調查(一)相約，有關的百分

比詳見於表 4.14b。 
 
表 4.14b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的措施/計劃(中學) (RS2SE Q9)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337) 

g. 把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 329 97.63 
d. 給予學生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293 86.94 
c. 給予教師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279 82.79 
e. 把資訊素養滲透在不同學科的教學活動中 247 73.29 
a. 有助學生提升資訊素養的研討會/課程 232 69.05(N=336) 
b. 有助家長提升子女資訊素養的家長研討會/課程 171 50.89(N=336) 
f. 以一獨立科目教授資訊素養  77 22.92(N=336) 
h. 其他 4 4.08 (N=98) 

 
有超過八成的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回應有把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但比率較調查

(一)有所下降 [100%，86% (-14%)]。有超過七成的學校有為教師及學生提供使用資訊科技的

指引，並把資訊素養滲透在不同學科中。而有為學生舉辦研討會/課程的比率則由 64%升至

79%，上升 15%。有關的百分比詳見於表 4.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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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c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的措施/計劃[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9)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14) 

g. 把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 12 85.71 
c. 給予教師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12 85.71 
a. 有助學生提升資訊素養的研討會/課程 11 78.57 
e. 把資訊素養滲透在不同學科的教學活動中 10 71.43 
d. 給予學生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10 71.43 
b. 有助家長提升子女資訊素養的家長研討會/課程 7 50.00 
f. 以一獨立科目教授資訊素養  4 28.57 
h. 其他 0 0.00 (N=5) 

 
大部份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繼續將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89%)，舉辦有助學生提

升資訊素養的研討會/課程比率亦由 47%上升至 54% (+7%)，而其餘的比率均沒有明顯的轉變。

有關的百分比詳見表 4.14d。 
 
表 4.14d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的措施/計劃[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9) 

 措施/計劃 頻次 百分比(%) 
(N=37) 

g. 把資訊素養融入電腦/資訊科技課程中 33 89.19 
e. 把資訊素養滲透在不同學科的教學活動中 29 78.38 
c. 給予教師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29 78.38 
d. 給予學生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 21 56.76 
a. 有助學生提升資訊素養的研討會/課程 20 54.05 
b. 有助家長提升子女資訊素養的家長研討會/課程 19 51.35 
f. 以一獨立科目教授資訊素養  6 16.22 
h. 其他 0 0.00 (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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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課程 

 
接近所有受訪小學(98%)、中學(97%)及主流課程和特殊課程特殊學校繼續以電腦/資訊科技作

為獨立科目，而仍可見資訊科技融入於不同學科或課外活動。表 4.15a-4.15d 顯示受訪學校採

用的不同電腦/資訊科技技能教學模式。 
 
表 4.15a 學校教授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教學模式(小學) (RS2PE Q13) 

 教學模式 頻次 百分比(%) 
(N=348) 

a. 電腦/資訊科技作為獨立科目 342 98.28 
c.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課外活動中 274 78.74 
b.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學校不同學科的課程中 268 77.01 
d. 其他 4 4.21 (N=95) 

 
表 4.15b 學校教授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教學模式(中學) (RS2PE Q13) 

 教學模式 頻次 百分比(%) 
(N=337) 

a. 電腦/資訊科技作為獨立科目 328 97.33 
b.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學校不同學科的課程中 247 73.29 
c.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課外活動中 239 70.92 
d. 其他 6 5.36 (N=112) 

 
表 4.15c 學校教授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教學模式[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13) 

 教學模式 頻次 百分比(%) 
(N=14) 

a. 電腦/資訊科技作為獨立科目 14 100.00 
b.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學校不同學科的課程中 12 85.71 
c.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課外活動中 8 57.14 
d. 其他 0 0.00 (N=7) 

 
表 4.15d 學校教授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教學模式[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13) 

 教學模式 頻次 百分比(%) 
(N=37) 

a. 電腦/資訊科技作為獨立科目 32 86.49 
b.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學校不同學科的課程中 28 75.68 
c. 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已融入課外活動中 23 62.16 
d. 其他 2 20.00 (N=10) 

 

59 



4.3.4 教師資訊科技教育專業發展   

 
學校以不同途徑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機會(表 4.16)，當中在各界別最普遍的為校內分享會[小學 
74%、中學 66%、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71%、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95%]。而透過學校網絡活動

與其他學校合辦的教師分享會在各界別都變得更普遍[小學 15%，48% (+33%)、中學 12%，

44% (+32%)、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14%，57% (+43%)、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7%，19% (+12%)]。
相對地，由專上院校/非政府機構/資訊科技業界為教師舉辦的研討會/課程/工作坊以及學校探訪

的比率則均較調查(一)的數字下降。詳細的數據請見表 4.16。 
 
表 4.16 曾於上學年推行專業發展措施 /計劃以促進普遍的資訊科技教育能力的比率(RS2PE, RS2SE , 

RS2EME, RS2ESE Q11) 

 措施/計劃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頻次 百分比(%) 
(N=348) 

頻次 百分比(%) 
(N=337) 

頻次 百分比(%) 
(N=14) 

頻次 百分比(%) 
(N=37) 

a. 校內教師分享會 257 73.85 223 66.17 10 71.43 35 94.59 

b. 
與其他學校合辦的教師

分享會  166 47.70 149 44.21 8 57.14 7 18.92 

c. 
由專上院校/非政府機構/
資訊科技業界為教師舉

辦的研討會/課程/工作坊 
84 24.14 73 21.66 3 21.43 17 45.95 

d. 
教育局提供的到校專業

發展課程 55 15.80 60 17.80 3 21.43 5 13.51 

e. 學校探訪 52 14.94 46 13.65 3 21.43 9 24.32 
f. 獎勵計劃 24 6.90 12 3.56 1 7.14 0 0.00 

g. 其他 4 3.23 
(N=124) 5 3.88 

(N=129) 0 0.00 0 0.00 
(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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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學校舉辦的協作項目/活動 

 
協作活動讓學校互相分享經驗。過半受訪學校都曾參與協作項目/活動(表 4.17)。當中，除了特

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外，最常見的協作活動在兩次調查均為「訓練課程/研討會/工作坊/分享

會」。而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在各項發展資訊科技工具/系統/電子學習資源等的比率

均有顯著的上升，並比上述的活動更為普遍。 
 
表 4.17 有關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協作項目/活動(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12) 

 計劃/活動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頻次 百分比(%) 
(N=348) 

頻次 百分比(%) 
(N=337) 

頻次 百分比(%) 
(N=14) 

頻次 百分比(%) 
(N=37) 

a. 
訓練課程/研討會/工作坊/
分享會 209 60.06 178 52.82 6 42.86 23 62.16 

d. 
發展及/或試用電子學習資

源 185 53.16 165 48.96 9 64.29 18 48.65 

e. 
發展資訊科技工具/系統以

促進學與教 155 44.54 135 40.06 9 64.29 19 51.35 

f. 
發展資訊科技工具/系統以

促進行政/管理工作 138 39.66 141 41.84 5 35.71 18 48.65 

g. 
發展創新科技裝置供學與

教使用 130 37.36 95 28.19 8 57.14 16 43.24 

b. 學校探訪 80 22.99 90 26.71 3 21.43 13 35.14 
c. 刊物協作 42 12.07 34 10.09 2 14.29 2 5.41 

h. 其他 3 2.94 
(N=102) 4 3.45 

(N=116) 0 0.00 (N=6) 3 27.27 
(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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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數據顯示大部份受訪學校的教師均對在學與教上運用資訊科技愈來愈具信心。而有更多的教師

曾使用新興科技(例如：Web 2.0 技術，包括網誌、維基及 Podcast)於教學上。總括而言，電子

學習的趨勢已經成形。 
 

4.4.1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信心 

 
為深入了解教師對於運用資訊科技的信心以及在學與教中運用資訊科技的情況，是次研究亦收

集了各學科主任的意見以作補充。 
 
在小學界別，整合各科而言，約有 78%受訪教師表示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

教。除了體育科以外，所有學科均有超過七成教師對於在學與教應用資訊科技感到有信心或非

常有信心，而絕大部份電腦相關學科教師(90%)對運用資訊科技感到有信心。(表 4.18a) 
 
在中學界別，整合各科而言，約有 77%受訪教師表示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

教。除了英國語文教育的教師(69%)外，其他學科的教師對於在學與教上運用資訊科技感到有

信心或非常有信心的比率均超過七成。而任教電腦相關學科的教師則有較多表示對運用資訊科

技有信心，百分比維持在 96%。以上的各科比率並沒有明顯的轉變。(表 4.18b)  
 
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整合各科而言，79%受訪教師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於學與教應用

資訊科技。在十一個學習領域中，任教電腦相關學科的教師對於在教學中運用資訊科技最有信

心(96%)。而任教美術科的教師回應有信心的比率有最大的增幅，由 56%升至 81%。(表 4.18c)  
 
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超過 70%教師對使用資訊科技感到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普遍而

言，大部份教授電腦相關學科(84%)的教師對於在學與教上使用資訊科技感到有信心。(表 4.18d) 
 

4.4.2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方法 

 
在小學界別，85%教師曾於受訪前一個月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另外，有更多的老師回應曾

於教學中應用新興科技，整合各科的總應用比率由 27%上升至 41% (+14%)，而各科分別的應

用比率均有超過一成的增長，其中應用比率最高的為電腦相關學科，有 57%。 
 
教師亦更多地使用電子學習資源，如第 2.1 章提及由教育局開發的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調

查發現有接近三分之一教師曾使用此資源庫於學與教。而調查(二)顯示，教師在使用其他免費

資源的比率由 76%下降至 59%。這些數據反映更多老師選擇使用符合本地課程的開放資源以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而曾使用收費資源的比率則維持在 20%。同樣地維持有近半數教師曾指派

學生於課後使用資訊科技完成課業。(表 4.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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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a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 (小學) (RS2PE Q15) 
學科/學習

領域 
N= 教師百分比(%) 

有信心或

非常有信

心於學與

教應用資

訊科技 

曾使用新興

科技(例如：

Web 2.0 技術

包括網誌、維

基及 Podcast)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應用

資訊科技於

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個

月，曾使用由

教育局開發的

課程為本學與

教資源庫於學

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用

免費資源於

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用

線上或離線

的收費資源

於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指派

學生於課後

使用資訊科

技完成課業 

 整體 2804032 22000  
(78) 

11469  
(41) 

23793  
(85) 

8720  
(31) 

16646  
(59) 

5668  
(20) 

13164  
(47) 

a.  中國語文

教育 4912 3779  
(77) 

1984  
(40) 

4423  
(90) 

1858  
(38) 

3174  
(65) 

1083  
(22) 

2629  
(54) 

b. 英國語文

教育 4058 3159  
(78) 

1594  
(39) 

3682  
(91) 

1129  
(28) 

2647  
(65) 

1209  
(30) 

2255  
(56) 

c. 數學教育 4140 3306  
(80) 

1574  
(38) 

3673  
(89) 

1832  
(44) 

2661  
(64) 

877  
(21) 

2000  
(48) 

d. 常識 4850 3877  
(80) 

2306  
(48) 

4388  
(90) 

1883  
(39) 

3192  
(66) 

1048  
(22) 

2804  
(58) 

e. 電腦相關

學科 2590 2333  
(90) 

1467  
(57) 

2405  
(93) 

779  
(30) 

1747  
(67) 

726  
(28) 

1859  
(72) 

f. 藝術教育 3441 2634  
(77) 

1324  
(38) 

2839  
(83) 

679  
(20) 

1767  
(51) 

324  
(9) 

1037  
(30) 

g. 體育 1845 1264  
(69) 

554  
(30) 

765  
(41) 

238  
(13) 

497  
(27) 

117  
(6) 

232  
(13) 

h. 其他 2204 1648  
(75) 

666  
(30) 

1618  
(73) 

322  
(15) 

961  
(44) 

284  
(13) 

348  
(16) 

 

32  此數字並非所有作答教師的數目，因部份教師或教授多於一個學科而被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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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界別，超過 82%教師曾於受訪前一個月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除數學及體育科，其他

科目均有超過 80%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各科的使用比率與檢視調查(一)的相約。然而，

各科目曾使用新興科技作教學用途的比率在調查(二)均顯著地有一成的增長。有約四分之一教

師曾使用教育局開發的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而教師曾使用其他免費資源的比率則由 74%
下降至 62% (-12%)。運用收費資源的比率則下降了 7%。這些統計數據顯示更多教師已開始應

用對應本地課程的新興科技和開放資源以提升學與教效能。接近一半受訪教師曾指派學生於課

後使用資訊科技完成課業。(表 4.18b) 
 
表 4.18b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 (中學) (RS2SE Q15) 
學科/學習

領域 
N= 教師百分比(%) 

有信心或非

常有信心於

學與教應用

資訊科技 

曾使用新興

科技(例如：

Web 2.0 技術

包括網誌、維

基及 Podcast)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應

用資訊科技

於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個

月，曾使用由

教育局開發的

課程為本學與

教資源庫於學

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用

免費資源於

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用

線上或離線

的收費資源

於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個

月，曾指派學

生於課後使用

資訊科技完成

課業 

 整體 2571132 19801 (77) 13526  
(53) 

21002  
(82) 

6105  
(24) 15948 (62) 5677  

(22) 
11892  
(46) 

a.  中國語文

教育 4005 2791  
(70) 

2071  
(52) 

3324  
(83) 

755  
(19) 

2467  
(62) 

727  
(18) 

1768  
(44) 

b. 英國語文

教育 4206 2907  
(69) 

2164  
(51) 

3522  
(84) 

856  
(20) 

2422  
(58) 

1387  
(33) 

2443  
(58) 

c. 數學教育 3319 2518  
(76) 

1465  
(44) 

2319  
(70) 

588  
(18) 

1828  
(55) 

362  
(11) 

741  
(22) 

d. 科學教

育 2652 2258  
(85) 

1440  
(54) 

2257  
(85) 

698  
(26) 

1799  
(68) 

482  
(18) 

1021  
(39) 

e. 科技教育 1020 811  
(80) 

468  
(46) 

846  
(83) 

235  
(23) 

591  
(58) 

160  
(16) 

489  
(48) 

f. 電腦相

關學科 1552 1489  
(96) 

1167  
(75) 

1482  
(95) 

476  
(31) 

1166  
(75) 

480  
(31) 

1321  
(85) 

g. 個人、社

會及人

文教育 
3024 2283  

(76) 
1576  
(52) 

2506  
(83) 

810  
(27) 

1928  
(64) 

513  
(17) 

1195  
(40) 

h. 藝術教育 942 801  
(85) 

572  
(61) 

835  
(89) 

218  
(23) 

626  
(66) 

162  
(17) 

590  
(63) 

i. 體育 889 621  
(70) 

310  
(35) 

423  
(48) 

154  
(17) 

312  
(35) 

75  
(8) 

164  
(18) 

j. 高中通

識教育 3015 2427  
(81) 

1821  
(60) 

2639  
(88) 

1144  
(38) 

2199  
(73) 

1194  
(40) 

1826  
(61) 

k. 其他 1087 895  
(82) 

472  
(43) 

849  
(78) 

171  
(16) 

610  
(56) 

135  
(12) 

33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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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小學界別相似，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趨勢亦可見於特殊學校界別。分別有 76%及 87%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特殊學校(特殊課程)教師曾於受訪前一個月使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各

科目曾使用新興科技作教學用途的比率均普遍有明顯的轉變，整體使用比率在兩個界別分別上

升了 20%及 28%。 
 
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電腦相關科目、實用技能及科技教育使用新興科技的比率達到七成。

有約三分之一教師曾使用教育局開發的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維持有 64%教師使用免費資源

及 19%教師使用收費資源。曾指派學生於課後使用資訊科技完成課業的教師比率由 25%上升

至 31% (+6%)。(表 4.18c) 
 
表 4.18c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15) 
學科/學習
領域 

N= 教師百分比(%)  
有信心或非
常有信心於
學與教應用
資訊科技 

曾使用新興
科技(例如：
Web 2.0 技術
包括網誌、維
基及 Podcast)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應用
資訊科技於
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個
月，曾使用由
教育局開發的
課程為本學與
教資源庫於學
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用
免費資源於
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用
線上或離線
的收費資源
於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指派
學生於課後
使用資訊科
技完成課業 

 整體 
63632 505  

(79) 
357  
(56) 

484  
(76) 

216  
(34) 

405  
(64) 

121  
(19) 

194  
(31) 

a.  中國語文
教育 95 66  

(69) 
45  

(47) 
71  

(75) 
30  

(32) 
60  

(63) 
7  

(7) 
27  

(28) 
b. 英國語文

教育 70 60  
(86) 

39  
(56) 

59  
(84) 

26  
(37) 

48  
(69) 

14  
(20) 

33  
(47) 

c. 數學教育 81 61  
(75) 

35  
(43) 

59  
(73) 

22  
(27) 

44  
(54) 

4  
(5) 

15  
(19) 

d. 常識/科
學教育 51 38  

(75) 
26  

(51) 
38  

(75) 
16  

(31) 
35  

(69) 
10  

(20) 
12  

(24) 
e. 科技教育 23 17  

(74) 
16  

(70) 
18  

(78) 
8  

(35) 
14  

(61) 
6  

(26) 
7  

(30) 
f. 電腦相

關學科 52 50  
(96) 

43  
(83) 

45  
(87) 

15  
(29) 

30  
(58) 

13  
(25) 

27  
(52) 

g. 個人、
社會及
人文教
育 

72 57  
(79) 

47  
(65) 

63  
(88) 

42  
(58) 

56  
(78) 

32  
(44) 

19  
(26) 

h. 藝術教育 47 38  
(81) 

27  
(57) 

37  
(79) 

12  
(26) 

26  
(55) 

10  
(21) 

18  
(38) 

i. 體育 36 28  
(78) 

14  
(39) 

14  
(39) 

6  
(17) 

15  
(42) 

0  
(0) 

3  
(8) 

j. 實用技
能 28 27  

(96) 
20  

(71) 
21  

(75) 
13  

(46) 
19  

(68) 
1  

(4) 
2  

(7) 
k. 高中通

識教育 42 35  
(85) 

22  
(54) 

34  
(83) 

16  
(39) 

34  
(83) 

19  
(46) 

25  
(61) 

l. 其他 40 28  
(70) 

23  
(58) 

25  
(63) 

10  
(25) 

24  
(60) 

5  
(13)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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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8d 所示，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的教師回應有持續地使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各科

目曾使用新興科技作教學用途的比率均有可觀的增長，整體使用比率在過去三年由 16%上升

至 44% (+28%)。有約三分之一教師曾使用教育局開發的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受訪教師曾

使用免費資源作教學用途的比率由 78%下降至 66% (-12%)。曾使用收費資源的比率則由 5%上

升至 14% (+9%)。13%教師曾指派學生於課後使用資訊科技完成課業。 
 
表 4.18d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15) 
學科/學習

領域 
N= 教師百分比(%) 

有信心或非

常有信心於

學與教應用

資訊科技 

曾使用新興

科技(例如：

Web 2.0 技術

包括網誌、維

基及 Podcast)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應用

資訊科技於

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用

由教育局開

發的課程為

本學與教資

源庫於學與

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

用免費資源

於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個

月，曾使用線

上或離線的收

費資源於學與

教 

於受訪前一個

月，曾指派學

生於課後使用

資訊科技完成

課業 

 整體 217732 1668  
(77) 

953  
(44) 

1893  
(87) 

730  
(34) 

1446  
(66) 

294  
(14) 

276  
(13) 

a.  語文 368 275  
(75) 

174  
(47) 

351  
(95) 

124  
(34) 

256  
(70) 

64  
(17) 

47  
(13) 

b. 數學 340 242  
(71) 

120  
(35) 

291  
(86) 

153  
(45) 

208  
(61) 

37  
(11) 

21  
(6) 

c. 常識 276 209  
(76) 

137  
(50) 

261  
(95) 

138  
(50) 

211  
(76) 

36  
(13) 

38  
(14) 

d. 科技教育 108 86  
(80) 

48  
(44) 

90  
(83) 

34  
(31) 

73  
(68) 

7  
(6) 

13  
(12) 

e. 電腦相關

學科 147 123  
(84) 

79  
(54) 

142  
(97) 

51  
(35) 

123  
(84) 

41  
(28) 

62  
(42) 

f. 藝術教育 242 201  
(83) 

106  
(44) 

216  
(89) 

50  
(21) 

161  
(67) 

16  
(7) 

17  
(7) 

g. 體育 154 124  
(81) 

58  
(38) 

94  
(61) 

47  
(31) 

72  
(47) 

16  
(10) 

7  
(5) 

h. 實用技能 234 165  
(71) 

67  
(29) 

165  
(71) 

50  
(21) 

110  
(47) 

27  
(12) 

5  
(2) 

i. 高中通識

教育 162 132  
(81) 

96  
(59) 

155  
(96) 

48  
(30) 

136  
(84) 

37  
(23) 

58  
(36) 

j. 其他 146 111  
(76) 

68  
(47) 

128  
(88) 

35  
(24) 

96  
(66) 

13  
(9)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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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運用資訊科技的程度 

 
學校代表以「李克特量表」[由「從不」(1) 至「經常」(5)] 就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使用程度評

分。 
 
在小學界別，最常使用資訊科技的學科維持為電腦相關學科(4.92)。除了體育(2.38)及藝術教育

(3.83)，其他學科的分數均大於 4 (很多)。而除了體育科，其他學科資訊科技的使用程度均有輕

微增長，其中以數學科的增幅較大[4.26，4.36 (+0.1)] (表 4.19a)。 
 
表 4.19a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的程度 (小學) (RS2PE Q14) 

 學科/學習領域 平均值 SD N 
e. 電腦相關學科 4.92 0.30 348 
d. 常識 4.59 0.59 348 
b. 英國語文教育 4.44 0.69 348 
c. 數學教育 4.36 0.71 348 
a. 中國語文教育 4.33 0.72 348 
f. 藝術教育 3.83 0.88 348 
g. 體育 2.38 0.77 348 
h. 其他 3.78 0.97 263 

 
在中學界別，除了體育科(2.56)，大部份學科的分數均維持大於 3 (有時)。電腦相關學科繼續是

各學科中最常運用資訊科技的科目。各科的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以

高中通識教育(4.34)及藝術教育(4.05)有較顯著的增長 (表 4.19b)。 
 
表 4.19b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的程度 (中學) (RS2SE Q14) 

 學科/學習領域 平均值 SD N 
f. 電腦相關學科 4.89 0.37 337 
j. 高中通識教育 4.34 0.79 337 
h. 藝術教育 4.05 0.90 336 
d. 科學教育 4.00 0.83 337 
g.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3.91 0.82 337 
b. 英國語文教育 3.88 0.80 336 
e. 科技教育 3.84 0.88 336 
a. 中國語文教育 3.69 0.82 336 
c. 數學教育 3.24 0.87 336 
i. 體育 2.56 0.90 336 
k. 其他 3.95 0.96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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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除體育科(2.58)，在兩次檢視調查中教師於學與教中資訊科技的使

用程度均大於 3 (有時)。在十一個學習領域中，資訊科技繼續最常用於電腦相關學科(4.86)。而

所有學科的資訊科技使用程度均有顯著的增長，其中有超過 0.5 分增長的科目有常識/科學教育

(4.57)、高中通識教育(4.54)、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4.07)及藝術教育(3.79) (表 4.19c)。 
 
表 4.19c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的程度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14) 

 學科/學習領域 平均值 SD N 
f. 電腦相關學科 4.86 0.36 14 
d. 常識/科學教育 4.57 0.65 14 
k. 高中通識教育 4.54 0.78 14 
a. 中國語文教育 4.14 0.87 14 
e. 科技教育 4.08 0.79 14 
b. 英國語文教育 4.07 0.83 14 
g.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4.07 1.07 14 
c. 數學教育 3.86 0.95 14 
h. 藝術教育 3.79 0.97 14 
j. 實用技能 3.50 0.76 14 
i. 體育 2.58 0.67 14 
l. 其他 3.91 1.22 12 

 
如表 4.19d 所示，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除了實用技能和體育科，其他學科得分均高於

3 (有時)。電腦相關學科繼續是最常使用資訊科技的學科(4.88)。所有學科的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普遍地有不同幅度的增長，其中以高中通識教育科[3.76, 4.22 (+0.46)]在兩次調查之間有最顯著

的增長。 
 
表 4.19d 教師於學與教使用資訊科技的程度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14) 

 學科/學習領域 平均值 SD N 
e. 電腦相關學科 4.88 0.42 37 
c. 常識 4.22 0.76 37 
i. 高中通識教育 4.22 0.76 37 
a. 語文 4.03 0.83 37 
f. 藝術教育 3.89 0.91 37 
b. 數學 3.76 1.04 37 
d. 科技教育 3.60 1.04 37 
h. 實用技能 2.91 1.01 37 
g. 體育 2.77 1.03 37 
j. 其他 3.92 0.9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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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能力 

 
學校代表以「李克特量表」由「完全沒有能力」(1) 至「非常有能力」(5) 評估其學生的資訊

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程度。 
 
調查的數據顯示，小學生的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大致上沒有明顯的轉變，兩者均繼

續介乎在「有能力」(4) 與「略有能力」(3) 之間，而在使用創新科技設備的能力上有較大的

增長(3.70)。而評分為「有能力」的項目為操作電腦(4.33)及搜尋資訊(4.29) (表 4.20a)。 
 
表 4.20a 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能力 (小學) (RS2PE Q16) 

 能力 平均值 SD N 
f. 操作電腦 4.33 0.58 348 
a. 搜尋資訊 4.29 0.58 348 
e.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 3.86 0.62 348 
d. 發表成果 3.78 0.60 348 
i. 使用創新科技設備 3.70 0.76 348 
h. 運用數碼資源 3.69 0.63 348 
b. 篩選資料 3.56 0.62 348 
c. 整理及分析資料 3.48 0.61 348 
g. 輸入中文 3.32 0.59 348 
j. 其他 3.50 0.55 85 

 
在中學界別，除了在使用創新科技設備的能力有明顯的增長[3.79，4.08 (+0.29)]，其餘項目的

評分在兩次檢視調查間均沒有明顯的轉變。學生的資訊素養繼續介乎於「有能力」(4) 與「略

有能力」(3) 之間，而他們的電腦/資訊科技技能則繼續普遍被評為「有能力」(4)。最高評分的

兩項維持是搜尋資訊(4.46)和操作電腦(4.30)(表 4.20b)。 
 
表 4.20b 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能力 (中學) (RS2SE Q16) 

 能力 平均值 SD N 
a. 搜尋資訊 4.46 0.60 336 
f. 操作電腦 4.30 0.62 336 
i. 使用創新科技設備 4.08 0.76 336 
g. 輸入中文 3.91 0.71 336 
h. 運用數碼資源 3.80 0.69 336 
d. 發表成果 3.68 0.69 336 
b. 篩選資料 3.61 0.65 336 
e.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 3.53 0.62 336 
c. 整理及分析資料 3.49 0.67 336 
j. 其他 4.00 0.8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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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校代表收集所得的數據，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學生的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

大致上沒有明顯的轉變，兩者均繼續介乎在「有能力」(4) 與「略有能力」(3) 之間，但在使

用創新科技設備的能力上有較大的增長[3.31，3.71 (+0.4)]。評分最高的一項為操作電腦(4.00)。
表 4.20c 總結了學校代表對其學生於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能力的評分。 
 
表 4.20c 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能力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16) 

 能力 平均值 SD N 
f. 
a. 

操作電腦 
搜尋資訊 

4.00 
3.93 

0.78 
0.73 

14 
14 

i. 使用創新科技設備 3.71 0.73 14 
d. 發表成果 3.64 0.50 14 
g. 輸入中文 3.57 0.76 14 
b. 篩選資料 3.50 0.76 14 
e.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 3.43 0.65 14 
h. 運用數碼資源 3.43 0.65 14 
c. 整理及分析資料 3.21 0.58 14 
j. 其他 2 / 5 

 
在電腦/資訊科技技能方面，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學生的程度維持在「略有能力」(3) 的水

平。而其電腦/資訊科技技能一般仍較資訊素養為高。學生的資訊素養水平接近「略有能力」(3)。
最高評分的項目繼續為操作電腦(3.47) (表 4.20d)。 
 
表 4.20d 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的能力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16) 

 能力 平均值 SD N 
f. 操作電腦 3.47 1.08 37 
h. 運用數碼資源 3.18 0.81 37 
a. 搜尋資訊 3.06 0.90 37 
i. 使用創新科技設備 2.94 0.74 37 
e.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 2.94 0.85 37 
b. 篩選資料 2.81 0.69 37 
g. 輸入中文 2.72 0.81 37 
d. 發表成果 2.65 0.75 37 
c. 整理及分析資料 2.53 0.67 37 
j. 其他 2.33 1.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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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家長支援 

 
大部份學生家中擁有電腦及互聯網連接，而大多數學校亦繼續鼓勵家長瀏覽學校網頁/內聯

網，並推動家長參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活動。 
 

4.6.1 家中所提供的電腦及互聯網連接 

 
數據顯示，除了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其他學校界別的學生家中擁有可用的電腦及互聯網

連接的比率均有所提升，而這兩項比率在小學及中學界別均有約九成或以上。學生家中擁有可

用的電腦比率分別為：小學 91%、中學 94%、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76%、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73%。而學生家中擁有互聯網連接的比率分別為：小學 90%、中學 93%、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78%、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70%。(表 4.21)  
 
表 4.21 學生家中有電腦及互聯網連接的百分比 (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18)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電腦/互聯網

連接 
平均值

(%) SD (%) N 平均值

(%) SD (%) N 平均值

(%) SD (%) N 平均值

(%) SD (%) N 

a. 可使用的電腦 90.98 9.51 347 93.56 9.01 333 75.71 18.38 14 72.72 23.54 36 
b. 互聯網連接 89.91 11.76 346 92.72 9.77 333 78.00 15.50 14 70.39 24.51 36 

 

4.6.2 家長參與 

 
各學校均推行不同活動/措施，藉以推動家長參與學校資訊科技教育和幫助家長輔助學生運用

資訊科技學習。在兩次檢視調查的各活動/措施中，有最多的學校鼓勵家長瀏覽學校網頁/內聯

網，以了解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情況。維持有約九成的小學及中學鼓勵家長瀏覽學校網頁

/內聯網。而在兩個特殊學校界別，此比率則有所下跌[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93%, 71% (-22%)、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100%, 84% (-16%)](表 4.22)。而舉辦其餘活動的比率普遍較檢視調查(一)
時的有所下調，其中以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較為明顯。但當中仍有 78%小學、61%中學及

半數特殊學校有鼓勵家長向學生灌輸運用資訊科技的正確操守、價值觀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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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鼓勵家長參與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相關工作的活動/措施(RS2PE, RS2SE,RS2EME, RS2ESE Q17)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活動/措施 頻次 
百分比

(%) 
(N=348) 

頻次 
百分比

(%) 
(N=336) 

頻次 
百分比

(%) 
(N=14) 

頻次 
百分比

(%) 
(N=37) 

a. 
鼓勵家長瀏覽學校網頁 /
內聯網，以了解學校的情

況 
329 94.54 301 89.58 10 71.43 31 83.78 

d. 
鼓勵家長向學生灌輸運用

資訊科技的正確操守、價

值觀及態度 
273 78.45 205 61.01 7 50.00 21 56.76 

b. 
為家長舉辦與資訊科技教

育相關的活動 237 68.10 164 48.81 5 35.71 22 59.46 

c. 
向家長闡釋學校的資訊科

技教育工作 181 52.01 134 39.88 3 21.43 20 54.05 

e. 其他 7 8.05 
(N=87) 5 5.32 

(N=94) 0 0.00 
(N=5) 0 0.00 

(N=7) 
 
 

72 



4.7 學校對資訊科技教育的期望 

 
受訪的學校普遍對其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感到「滿意」，然而對比檢視調查(一)，各學校界別的

滿意程度均有輕微下跌。 
 
受訪小學繼續希望有更多工作坊形式為教師專業培訓。資源上，則最期望得到電子學習資源的

支援。此外，學校亦關心提供技術支援服務(TSS)職員的福利，以及資訊科技設備的更新及維

修。這些期望亦可見於中學界別學校。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希望能為其教師提供工作坊或培訓課程以提升他們的資訊科技教育

知識以外，亦希望得到更多資源投放於多媒體電腦室及互聯網寬頻接駁上。同樣地，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界別期望有更多的電子學習資源，及增加移動學習裝置的數量。 
 

4.7.1 對學校現時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滿意程度 

 
學校代表以「李克特量表」[由「完全不滿意」(1)至「非常滿意」(5)] 對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

展的整體滿意程度作出評分 (表 4.23)。大部份受訪學校均表示「滿意」現時學校的資訊科技

教育發展，而滿意程度較檢視調查(一)有輕微的下跌[小學 3.68，3.62 (-0.06)、中學 3.74，3.65 
(-0.09)、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3.86，3.64 (-0.22)、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3.77，3.59 (-0.18)]。 
 
表 4.23 對學校資訊科技教育或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整體滿意度(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1)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平均值 SD N 
滿意程度 3.62 0.57 348 3.65 0.56 337 3.64 0.63 14 3.59 0.60 37 

 

4.7.2 專業支援 

 
問卷列出不同的專業發展形式，而學校代表需選擇最少一項。最受歡迎的模式繼續為「工作坊」

[小學 32%、中學 32%、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39%、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33%]，其次為「培訓

課程」[小學 28%、中學 29%、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32%、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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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較需要的教師資訊科技教育專業發展的形式(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0)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形式 頻次 百分比(%) 
(N=879) 

頻次 百分比(%) 
(N=822) 

頻次 百分比(%) 
(N=28) 

頻次 百分比(%) 
(N=106) 

工作坊 285 32.42 259 31.51 11 39.29 35 33.02 
培訓課程 250 28.44 238 28.95 9 32.14 33 31.13 
專題講座 131 14.90 145 17.64 4 14.29 13 12.26 
研討會 116 13.20 110 13.38 3 10.71 12 11.32 
學校探訪 75 8.53 46 5.60 1 3.57 10 9.43 
交流營 17 1.93 18 2.19 0 0.00 3 2.83 
其他 5 0.57 6 0.73 0 0.00 0 0.00 

 

4.7.3 資源支援 

 
為了解學校所需的設施及服務，問卷中提供了多項選擇，讓學校代表從中挑選不多於三項學校

最需要的設施/服務。學校的選擇按學校界別分別列於表 4.25a-d 中。 
 
由表 4.25a 可見，小學最需要的均為「電子學習資源」(19%)，其次為「移動學習裝置」(15%)，
而選擇互聯網連線相關項目的學校增加較明顯 [「加強互聯網寬頻連線服務」 4.76%, 6.63% 
(+1.87%)、「無線網絡」3.62%, 8.39% (+4.77%)]。相關的改變亦可見於問卷的開放式題目，

並會於第 4.7.4 章再詳細探討。 

 

表 4.25a 最需要的設施/服務(小學) (RS2PE Q19) 

設施/服務 頻次 百分比(%) 
(N=1025) 

電子學習資源 190 18.54 
移動學習裝置[例如：個人數碼助理(PDA)、袋裝電腦(Pocket PC)、筆記

簿型電腦(Netbook)等] 157 15.32 

課室的電腦及投映機 154 15.02 
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LMS) 98 9.56 
互動電子白板 91 8.88 
無線網絡 86 8.39 
多媒體電腦室 84 8.20 
加強互聯網寬頻連線服務 68 6.63 
加強到校技術支援服務 48 4.68 
資訊科技管理工具 21 2.05 
校園電視台 10 0.98 
電郵系統 7 0.68 
其他 1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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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界別中，最需要的設施為電子學習資源(22%)，及移動學習裝置(14%)。同樣地，受訪學

校對於無線網絡的需求亦有所增加 [3.16%, 7.73% (+4.57%)] (表 4.25b)。 
 
表 4.25b 最需要的設施/服務(中學) (RS2SE Q19) 

設施/服務 頻次 百分比(%) 
(N=996) 

電子學習資源 218 21.89 
移動學習裝置[例如：個人數碼助理(PDA)、袋裝電腦(Pocket PC)、筆記簿

型電腦(Netbook)等] 137 13.76 

課室的電腦及投映機 129 12.95 
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LMS) 104 10.44 
無線網絡 77 7.73 
加強互聯網寬頻連線服務 69 6.93 
多媒體電腦室 67 6.73 
資訊科技管理工具 58 5.82 
加強到校技術支援服務 48 4.82 
互動電子白板 39 3.92 
校園電視台 22 2.21 
電郵系統 13 1.31 
其他 15 1.51 

 
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學校表示最需要的是「多媒體電腦室」(17.95%)，較檢視調查(一)多出

13.19%。其次為「加強互聯網寬頻連線服務」(12.82%) (表 4.25c)。 
 
表 4.25c 最需要的設施/服務[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RS2EME Q19) 

設施/服務 頻次 百分比(%) 
(N=39) 

多媒體電腦室 7 17.95 
加強互聯網寬頻連線服務 5 12.82 
電子學習資源 4 10.26 
移動學習裝置[例如：個人數碼助理(PDA)、袋裝電腦(Pocket PC)、筆記

簿型電腦(Netbook)等] 4 10.26 

課室的電腦及投映機 4 10.26 
輔助科技器材 4 10.26 
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LMS) 3 7.69 
資訊科技管理工具 3 7.69 
無線網絡 2 5.13 
互動電子白板 1 2.56 
加強到校技術支援服務 1 2.56 
校園電視台 1 2.56 
電郵系統 0 0.00 
其他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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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最需要「電子學習資源」(21.50%)，其次為「移動學習裝置」(16.82%) 
(表 4.25d)。相關結果亦見於問卷的開放式題目，並於下一章節再作闡述。 
 
表 4.25d 最需要的設施/服務[特殊學校(特殊課程)] (RS2ESE Q19) 

設施/服務 頻次 百分比 (%) 
(N=107) 

電子學習資源 23 21.50 
移動學習裝置[例如：個人數碼助理(PDA)、袋裝電腦(Pocket PC)、筆記簿

型電腦(Netbook)等] 18 16.82 

互動電子白板 13 12.15 
加強互聯網寬頻連線服務 12 11.21 
課室的電腦及投映機 10 9.35 
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LMS) 8 7.48 
輔助科技器材 6 5.61 
多媒體電腦室 4 3.74 
資訊科技管理工具 4 3.74 
校園電視台 3 2.80 
加強到校技術支援服務 2 1.87 
無線網絡 2 1.87 
電郵系統 0 0.00 
其他 2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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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其他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意見 

 
為涵蓋問卷 21 道題目的不足，第 22 題為一開放式題目，用以收集教師對資訊科技教育的期望

及學校面對的困難。學校代表的回覆被分成有意義的組成部份，並根據第 3.5.2 章所介紹的分

類作分析。評分信度指數於各學校界別均有高水平的評分一致度：小學 79.15% (K33=0.768，
p< .05)、中學 78.60% (K=0.809，p< .05)、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87.50% (K=0.862，p< .05)、特

殊學校(特殊課程) 75.00% (K=0.721，p< .05)。 
 
收集到的意見主要可分為四個類別(表 4.26)。以下將逐一闡述。 
 

4.7.4.1  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的硬件、電腦設施及人手方面的財政支援 

 
• 各學校界別的受訪學校均非常關注其校園資訊科技基建，如無線網絡覆蓋和包括網絡

頻寛等的網絡連接性等的效能，以促進移動學習及教學效能； 
 

• 有建議增加在「更換/維修/提升現有設備/軟件」上的撥款，例如電子白板和包括平板

電腦在內的移動學習裝置。特別地，其螢幕觸控功能可更有效地協助患有唐氏綜合症

或自閉症等的兒童表達他們的想法/需要及引發他們的肌肉操控能力等；及 
 

• 有受訪學校建議將技術支援服務人員(TSS)納入學校的常規職員編制內，以管理學校

複雜的電腦網絡及幫助解決老師遇到的技術問題。 
 

4.7.4.2  提供電子學習資源 

 
• 提供更多開放的電子學習資源予學生，以加強他們的自主學習。而特殊學校則表達現

時可供選擇的電子學習資源主要為主流學校學生而設，希望有更多為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學生設計的教學資源。 
 

4.7.4.3  教師專業發展 

 
• 透過專業發展計劃為教師提供更多電子學習上的專業支援。特殊學校亦表示應該為家

長提供更多培訓活動；及 
 

• 邀請專業顧問/學科專家為學校提供切合學校發展步伐的到校支援。 
 
 

33  K: Kappa 是評分信度指數，詳情請參閱第 3.5.2 章中有關質性數據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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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4  其他 

 
• 有部份學校表示其住在中國內地的跨境學生未必擁有與本地學生一樣的互聯網連

接，因此他們在校外時間的網上學習需要一定的調節安排。 

 
表 4.26 學校代表對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期望 (RS2PE, RS2SE, RS2EME, RS2ESE Q22)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課程) 

特殊學校 
(特殊課程) 

 頻次 
百分比

(%) 
(N=539) 

排名 頻次 
百分比

(%) 
(N=430) 

排名 頻次 
百分
比(%) 
(N=24) 

排名 頻次 
百分
比(%) 
(N=48) 

排名 

A.  提供/津貼電腦器
材及周邊設備 0 0.0 26 0 0.0 26 0 0.0 14 0 0.0 18 

i. 校內 0 0.0 26 0 0.0 26 0 0.0 14 0 0.0 18 
1. 增加電腦/資訊 

科技器材/軟件 55 10.2 5 26 6.1 6 2 8.3 5 7 14.6 1 

2. 更換/維修/提升
現有設備/軟件 79 14.7 2 62 14.4 2 2 8.3 5 1 2.1 10 

3. 網絡連線 17 3.2 10 18 4.2 7 1 4.2 7 1 2.1 10 
ii. 校外 0 0.0 26 0 0.0 26 0 0.0 14 0 0.0 18 

1. 電腦/資訊科技
器材 2 0.4 19 3 0.7 17 0 0.0 14 0 0.0 18 

2. 網絡連線 1 0.2 22 1 0.2 23 0 0.0 14 0 0.0 18 
B.  財政支援 0 0.0 26 0 0.0 26 0 0.0 14 0 0.0 18 

i. 聘用相關人員 5 0.9 14 8 1.9 13 1 4.2 7 0 0.0 18 
1. TSS 86 16.0 1 87 20.2 1 3 12.5 2 4 8.3 4 
2. 教學助理/技術

助理(TA/ITA) 2 0.4 19 3 0.7 17 0 0.0 14 1 2.1 10 

  ii. CITG 1 0.2 22 0 0.0 26 0 0.0 14 0 0.0 18 
1. 增加撥款 78 14.5 3 54 12.6 3 4 16.7 1 7 14.6 1 
2. 增加彈性 1 0.2 22 1 0.2 23 0 0.0 14 1 2.1 10 

C.  培訓與講座 6 1.1 13 5 1.2 15 0 0.0 14 1 2.1 10 
i. 教師 21 3.9 9 10 2.3 10 3 12.5 2 1 2.1 10 

ii. 家長 23 4.3 7 14 3.3 8 3 12.5 2 4 8.3 4 
iii. 學生 5 0.9 14 3 0.7 17 0 0.0 14 0 0.0 18 
iv. 其他學校職員 1 0.2 22 3 0.7 17 1 4.2 7 0 0.0 18 

D.  提供電子資源 0 0.0 26 0 0.0 26 0 0.0 14 0 0.00 18 
i. 學與教 62 11.5 4 52 12.1 4 1 4.2 7 7 14.6 1 

ii. 行政 2 0.4 19 1 0.2 23 0 0.0 14 0 0.0 18 
iii. 資源儲存 0 0.0 26 6 1.4 14 0 0.0 14 3 6.3 7 

E.  其他 0 0.0 26 0 0.0 26 0 0.0 14 0 0.0 18 
i. 課程規劃 7 1.3 12 11 2.6 9 1 4.2 7 1 2.1 10 

ii. 協作活動 9 1.7 11 9 2.1 12 0 0.0 14 2 4.2 8 
iii. 宣傳 4 0.7 16 4 0.9 16 0 0.0 14 0 0.0 18 
iv. 簡化文書/行政工

作 3 0.6 17 3 0.7 17 0 0.0 14 0 0.0 18 

v. 專業支援 – 熱線/
意見提供 44 8.2 6 34 7.9 5 0 0.0 14 4 8.3 4 

vi. 加強與家長/家庭
的聯繫 3 0.6 17 2 0.5 22 1 4.2 7 2 4.2 8 

vii. 資訊科技教育政
策 22 4.1 8 10 2.3 10 1 4.2 7 1 2.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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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與其他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研究的比較 

 
第 2.1 及 2.3 節分別描述了在香港及海外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的研究，而本章將對有關研究的結

果與本調查的結果作比較。本港研究主要選取第一階段研究(2006)的數據；而海外研究則包括

紐西蘭 (2020 Communication Trusts，2011)、澳洲不同省份 [包括新南威爾士省(Howard & 
Carceller，2010)及維多利亞省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2012)]、韓國 (KERIS，2011)、日本 (MEXT，2012) 及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2011)的有關調查結果。 
 

5.1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政府多年來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亦見增加。表 5.1 顯示與香港 2006
年時的第一階段研究比較，學校在 2012 年擁有的電腦數目有所上升，而課室中的電腦

(+22.79%，+44.73%，+1.65%，+21.42%)及數碼投映機(+23.02%，+104.11%，+101.84%，+78.60%)
數目有顯著升幅。而特別室及實驗室中的電腦(+606.21%，+266.60%，+239.63%，+488.34%)
及數碼投映機(+151.36%，+286.09%，+217.14%，+234.86%)數目較第一階段研究時所得數據

更有一倍或以上的升幅。此外，學校擁有電子白板平均數亦較第一階段研究時為多。第一階段

研究進行時，只有少數學校擁有電子白板，現在大部份學校都擁有最少一台電子白板。 
 
表 5.1 有關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比較 

指標 
第一階段研究 (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電腦的數目 - 桌面電腦 115.23 209.46 68.02 122.83 214.05 94.64 83.35 
電腦的數目 - 筆記簿型電腦 12.68 64.32 12.87 15.06 34.39 30.43 14.27 
所有課室中，電腦的數目 20.01 18.98 13.91 24.57 27.47 14.14 16.89 
所有課室中，數碼投映機的數目 17.46 13.64 5.98 21.48 27.84 12.07 10.68 
所有特別室及實驗室中，電腦的數目 4.67 15.39 4.29 32.98 56.42 14.57 25.24 
所有特別室及實驗室中，數碼投映機的數目 2.57 3.38 1.75 6.46 13.05 5.55 5.86 
圖書館中可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 5.46 10.33 3.65 4.94 8.87 3.71 2.73 
電子白板數目 0.18 0.38 0.15 4.67 2.17 4.86 4.70 
供流動使用的數碼投映機數目 2.12 0.78 2.55 1.75 2.12 2.00 1.27 

 

與其他國家的有關結果作比較，這些數據顯示香港學校的課室普遍擁有完善的設備和網絡。然

而，因應香港顯著的高人口密度，香港學校的學生對電腦比例相對地較其他國家高 34。 

34 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小學平均學生人數為 321 人，香港的則為 592 人。日本的初中及高中每間學校分別平均

有 335 及 652 人，而同樣的數字在香港則為 973 人。相對地，日本和香港的特殊學校學生人數則較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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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每部供學生使用的電腦與學生人數比例 

共通指標 
維多利亞省 

澳洲 
紐西蘭 歐盟 南韓 日本 

香港 
 [檢視調查(二) 

(2012)] 

每部供學生 
使用的電腦與 
學生人數比例 

小學 2.16 5 7.14 4.5 7.5 8.71 

初中 
1.09 4 

5.26 5.0 6.5 
8.87 

高中 3.23-4.76 3.7 5.1 

特殊學校    1.5 3.5 3.31-3.55 

 

與紐西蘭和日本比較，香港的課室普遍配置了一部電腦及投影機，而這情況在紐西蘭和日本並

不常見。這個差異可能源於這些國家的學校在資訊科技教育上的不同做法。在日本的學校，大

部分電腦均設置於電腦室，。而手提電腦相對桌上型電腦的比例較香港的為高。這或可反映日

本的資訊科技教育較多在電腦室進行，而當有需要時，手提電腦和流動投影機可設置於課室作

教學用途。 
 
在紐西蘭，視像會議較為流行。約有 45%的紐西蘭中學購置或租賃了視像會議室設備。另外，

有不少紐西蘭學校容許學生攜帶他們的流動電話、手提電腦、上網本和平板電腦上學。例如，

他們會使用超過 80%的時間在手提電腦上作教學用途。澳洲的維多利亞省亦有相似的情況。維

多利亞省正進行上網本項目計劃，以朝向 1:1 的學生對可無線連接電腦的比例。總括而言，香

港配備完善的課室為課堂內的恒常資訊科技應用及教師有信心在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作出了

貢獻，在隨後的章節會一一展示。 
 
表 5.3 學校的電腦、投影機、移動裝置及電子白板數量 

共通指標 紐西蘭 日本 
香港 

 [檢視調查(二) (2012)] 

課室的電腦數量 
小學  0.36 1.13 
中學  0.24 0.96 

特殊學校  0.28 1.04-1.35 

課室的投影機及/或實物投

影機數量 

小學 >0.28 0.28 0.99 
中學 >0.34 0.11 0.96 

特殊學校  0.07 0.80-0.85 

特別室的投影機及/或實物

投影機數量 

小學 >0.28 0.11 0.88 
中學 >0.34 0.11-0.12 0.92 

特殊學校  0.10 0.74-0.69 

學校的移動學習裝置數量 35 
小學  7.55 13.8 
中學  7.50-16.35 15.64 

特殊學校  12 9.33-20.86 

學校的電子白板數量 
小學  2.1 4.67 
中學  1.9-2.2 2.17 

特殊學校  1.6 4.70-4.86 

35 此數據包含了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及其他學生用的移動學習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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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網絡基建方面，香港在網絡寛頻及無線網絡覆蓋上均位處於先進國家之列。以擁有 25/30Mb
或以上頻寛的學校比率為例，香港的情況與日本相約。 
 
近年，紐西蘭及南韓的政府均投放了龐大的資源於改善學校的網絡規格。當中，南韓是國際上

第一個國家在 2009 年為學校提供高速互聯網連接。大部分南韓學校已擁有 100 Mb 或以上的

網絡頻寛。而紐西蘭的政府亦正進行市區快速寛頻(UFB)及鄉郊寛頻計劃(RBI)以更新城市及鄉

郊地區的網絡。結果顯示紐西蘭的學校將會擁有與上述國家相似的 100 Mb 或以上的頻寛。然

而，香港學校擁有無線網絡的情況則較為常見。 
 
表 5.4 網絡基礎建設 

共通指標 紐西蘭 南韓 日本 
香港 

 [檢視調查(二) (2012)] 

擁有 25/30 Mb36 或

以上頻寛的學校比例 

小學   71.4% 79.05% 

中學   66.5-73.1% 89.02% 

特殊學校   69.1% 48.65-57.14% 

擁有 100 Mb 或以

上頻寛的學校比例 

小學 31%37 

70% 

 35.05% 

中學 36%37  46.59% 

特殊學校   18.92-28.57% 

擁有無線網絡的學校

比例 38 

小學 66%  26.8% 89.37% 

中學 39%  13.2-26.2% 92.58% 

特殊學校   15.8% 94.59-100% 

 

36 因為頻寛數據涉及不同的區間數據，所以此報告抽取出最能夠作比較的區間數據。此處日本的數據為 30Mb
或以上的頻寛，香港的為 25Mb 或以上。 

37 這些是 2011 年紐西蘭學校所填寫，預期至 2012 年 12 月的數值。 
38 此處日本的數據為課室，而不是學校，擁有無線網絡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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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資源 

 
由表 5.5 的比較可見，香港學校在 2012 年聘用提供技術支援服務(TSS)的職員數目與 2006 年

大致相同(-5.65%, +12.81%, +7.08%, +12.39%)，而校內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數目有輕微下降跡

象(-23.26%, -10.19%, +26.27%, +9.38%)。 
 
表 5.5 有關人力資源的比較 

指標 
第一階段(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校內 TSS 職員數目 1.77 2.03 1.13 1.67 2.29 1.21 1.27 
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數目 5.89 5.40 3.73 4.52 4.85 4.71 4.08 

 
在分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平均支出方面，以學校計，香港每年均投放更多資源於資訊科技上，

而在佔總學校支出的比例上亦較紐西蘭和南韓為高。然而，香港投放在每位學生的資訊科技教

育平均支出上則較南韓為低。此情況的原因可能為香港學校有較高的學生入讀人數。 

 

表 5.6 學校在資訊科技教育支出上的比較 

共通指標 紐西蘭 39 南韓 40 香港 (2012) 

資訊科技教育的平均

支出 (港元計) 

小學 216,806 218,310 322,845 

中學 773,333 232,394 - 323,944 449,110 

特殊學校   231,081 - 282,143 

投放在每位學生的資

訊科技教育平均支出 

(港元計) 

小學  1186 545 

中學  609 - 906 461 

特殊學校   1656 - 1738 

資訊科技教育支出佔

學校總支出的比率 

小學 10.5% 5.33% 13.08% 

中學 11.6% 4.05-5.02% 11.19% 

特殊學校   9.83-11.85% 

 

39 此處使用了 2011 年的平均匯率，匯率為 1 港元兌 0.162 紐西蘭元。 
40 此處使用了 2011 年的平均匯率，匯率為 1 港元兌 142 韓圜。 

82 

                                                 



從與第一階段研究的比較(表 5.7)亦可見，學校擁有數碼資源的比率較 2006 為多，並以能交流

的平台[如內聯網(+13%, +4%, +6%, +13%)及學習平台(+9%, +11%, +40%, +15%)]為主，而教

師(-10%, -17%, ±0%, +4%)或學生的個人網頁(-4%, -14%, -4%, +7%)則較以前減少。 
 
表 5.7 有關電子資源的結果比較 

指標 
第一階段(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提供學校網頁 98% 100% 9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提供學校內聯網 82% 95% 87% 94.54% 98.81% 92.86% 100.00% 
提供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LMS) 76% 83% 53% 85.06% 94.36% 92.86% 67.57% 
提供教師個人網頁 22% 60% 7% 12.07% 43.03% 7.14% 10.81% 
提供學生個人網頁 15% 48% 4% 10.63% 33.83% 0.00% 10.81% 

 
而比較紐西蘭、歐盟國家及日本，香港學校更為完善地配備了學校網頁及學習管理系統 (表
5.8)。而在電子系統所配備的功能上，日本和香港在文書工作上應用資訊科技的程度情況相似。

而香港學校則更廣泛地應用資訊科技於促進持份者之間的溝通和管理資訊科技教育有關的資

源上(表 5.9)。此正顯示香港的學校有較為全面的資訊科技應用。 
 
外國的報告中亦有提及有關各種新興電子資源的資料。在日本的調查收集了有關學校所使用的

電子系統支援雲端運算的情況，調查發現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學校電子系統支援雲端運算

技術的應用。此外，分別有 29.4%日本小學及 17.3%初中已經有使用電子課本。而南韓政府亦

已提出計劃在 2015 年之前在所有學校的各個科目和級別中使用電子課本。上述情況將會在第

六章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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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學校的數碼資源 

共通指標 紐西蘭 歐盟 日本 香港 (2012) 

學校配備學校網頁 小學   86.4% 100% 

中學   85.5-99.0% 100% 

特殊學校   98.6% 100% 

學校配備學習管理

系統 (LMS) 

小學 50% ~33% 65.1% 85.06% 

初中 
78% 

56% 65.8% 
94.36% 

高中 61-63% 88.8% 

特殊學校   82.2% 67.57-92.86% 

 
表 5.9 電子系統/機制的覆蓋範圍 

電子系統/機制的覆蓋範圍 日本 41 香港 (2012) 

記錄學生出席人數 小學 55.14% 59.20% 

中學 56.39-70.86% 62.31% 

特殊學校 63.95% 35.14% - 42.86% 

促進有關持份者之間的溝通 小學 31.05% 80.75% 

中學 29.54-40.14% 88.72% 

特殊學校 38.39% 85.71% - 89.19% 

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

資源 

小學 57.55% 78.16% 

中學 58.23-75.39% 84.87% 

特殊學校 77.93% 57.14% - 94.59% 

管理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

資源預約 

小學 24.35% 36.49% 

中學 24.35-30.19% 65.58% 

特殊學校 32.39% 28.57% - 37.84% 

 

41 日本的調查報告了擁有電子系統的學校比率以及在這些擁有電子系統的學校之中，其電子系統所能提供

的功能。此處所展示的數據為此兩個比率相乘得出的積，代表在所有學校的層面上，電子系統賦予了學

校各種功能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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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與紐西蘭比較，其擁有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的學校比率與香港的相約，並同樣地以一年年期

的計劃為多數 (表 5.10)。 
 
表 5.10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 

共通指標 紐西蘭 香港(2012) 

擁有資訊科技教育計劃

的學校 

小學 76% 81.61% 

中學 80% 78.04% 

特殊學校  85.71%-89.19% 

資訊科技教育計劃的年

期 

小學 1 年 52% 61.18% 

 2 年 14% 5.88% 

 ≧3 年 32% 32.94% 

中學 1 年 42% 61.17% 

 2 年 31% 8.74% 

 ≧3 年 25% 30.10% 

特殊學校 1 年  72.73%-100% 

 2 年  0% 

 ≧3 年  0%-27.27% 

 

學校制訂資訊科技教育計劃時，最關注的仍然是「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3.40%, +0.68%, 
+3.32%, +1.33%)及「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2.54%, +0.24%, +6.78%, +0.50%)。表 5.11 展示

了第一階段研究及檢視調查(二)中學校在制定計劃時的關注點。其餘有較明顯升幅的為「加深

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2.10%, +1.18%, +5.49%, 2.63%)及「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合

適的學習活動」(+2.72%, +2.04%, +0.93%, +1.63%)，可見，學校仍以資訊科技提升教學效能

為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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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學校制訂資訊科技教育計劃時的關注點/目標比較 

共通指標 
第一階段(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 4.41 4.44 4.52 4.56 4.47 4.67 4.58 
加深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 4.29 4.24 4.19 4.38 4.29 4.42 4.30 
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學習活動 4.04 3.93 4.29 4.15 4.01 4.33 4.36 
加強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獨立性和責任感 4.28 4.20 4.23 4.25 4.13 4.33 4.24 
加強/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分析力、創

作力和合作能力) 
4.17 4.09 4.10 4.20 4.14 4.08 4.00 

滿足家長的期望 
3.73 3.57 3.69 

3.49 3.36 3.58 3.58 
滿足社會的期望 3.62 3.45 3.92 3.48 
改善學校、家長和社會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3.83 3.62 3.81 3.70 3.76 3.92 3.88 
提供升學/就業的輔導/簡介會，為學生作準備 3.68 3.73 3.96 3.27 3.71 3.83 3.39 
鼓勵跨學科協作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3.94 3.83 3.85 4.13 3.99 4.08 4.09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IL) 4.33 4.19 3.98 4.44 4.20 4.25 4.00 
以評估促進學習 3.92 3.85 4.15 3.98 3.97 3.83 4.30 

 
在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政策上，香港的學校較為普遍地要求教師適當地加入資訊科技元素

於學科/學習領域為本計劃中和給予教師及學生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指引(見表 5.12)。 

 
表 5.12 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政策 

共通指標 歐盟 香港(2012) 

已制定在特定科目的學與教

上使用資訊科技的學校政策 

小學 
45%-56% 

93.68% 

中學 85.16% 

特殊學校  71.43%-97.30% 

已制定政策確保負責仼的互

聯網行為 

小學 
61%-69% 

83.62% 

中學 86.94% 

特殊學校  56.76%-71.43% 

已制定為學與教而設的資訊

科技使用文本指引 

小學 
34%-38% 

83.33% 

中學 82.79% 

特殊學校  78.38%-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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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除了硬件外，教師是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的另一重要角色。超過七成教師(78%, 77%, 79%, 77%)
表示於學與教上應用資訊科技感到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與檢視調查(一)所得數據相似(表
5.13)。此外，是次調查亦檢視了教師對教育局發展中的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的使用情況，而

從結果可見，約三成教師曾經採用相關資源(31%, 24%, 34%, 34%)，但部份教師表示未能區別

資源由教育局或香港教育城提供。 
 
表 5.13 各界別中，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整體情況 

界別 教師數目(%) 
有信心或

非常有信

心於學與

教上應用

資訊科技 

曾使用資訊科

技(例如：WEB 
2.0 技術包括網

誌、維基及

Podcast)於學與

教 

於受訪前

一個月，

曾應用資

訊科技於

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個

月，曾使用由教

育局開發的課

程為本學與教

資源庫於學與

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使

用所述資源

庫以外的免

費資源於學

與教 

於受訪前

一個月，曾

使用線上

或離線的

收費資源

於學與教 

於受訪前一

個月，曾指

派學生於課

後使用資訊

科技完成課

業 

小學 

RS1  
(N=27877) 

22967 
(82) 

7520  
(27) 

24395  
(88) 

21053  
(76)42 

5681  
(20) 

13360  
(48) 

RS2  
(N=28040) 

22000  
(78) 

11469  
(41) 

23793  
(85) 

8720  
(31) 

16646  
(59) 

5668  
(20) 

13164  
(47) 

中學 

RS1  
(N=22656) 

17530  
(77) 

9127  
(40) 

19071  
(84) 

16803  
(74)42 

6584  
(29) 

11631  
(51) 

RS2  
(N=25711) 

19801 
(77) 

13526  
(53) 

4173  
(16) 

6105  
(24) 

15948  
(62) 

5677  
(22) 

11892  
(46) 

特殊學校

(主流) 
RS1  
(N=667) 

468  
(70) 

239  
(36) 

439  
(66) 

429  
(64)42 

129  
(19) 

168  
(25) 

RS2  
(N=636) 

505  
(79) 

357  
(56) 

484  
(76) 

216  
(34) 

405  
(64) 

121  
(19) 

194  
(31) 

特殊學校

(特殊) 
RS1  
(N=1927) 

1594  
(83) 

307  
(16) 

1700  
(88) 

1503  
(78)42 

91  
(5) 

220  
(11) 

RS2  
(N=2177) 

1668  
(77) 

953  
(44) 

1893  
(87) 

730  
(34) 

1446  
(66) 

294  
(14) 

276  
(13) 

 

而與其他國家的數據比較，可見更多的香港教師表達對運用資訊科技學與教有信心(表 5.14)，
當中約 80%教師在調查前的一個月使用了資訊科技於學與教。此普及使用的程況與歐盟國家程

況類似 (表 5.15)。香港教師亦持續並更多的使用新興科技於教學上，但普遍程度仍不及紐西

蘭。 

 

42 此數值包括所有曾使用免費資源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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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教師於學與教上使用資訊科技的信心 

共通指標 新南威爾士省 

澳洲 
紐西蘭 歐盟 43 日本 香港(2012) 

教師表示有信心在

學與教上使用資訊

科技 

小學 

69.7%44 

 ~66% 67.4% 78.46% 

中學  ~66% 60.8-66.1% 77.01% 

特殊學校  ~66-82.5% 60.8% 76.62-79.40% 

 
表 5.15 曾經使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的教師比率 

共通指標 紐西蘭 歐盟 香港 (2012) 

在過去一個月曾使用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 

小學  86% 85% 

中學  81%-87% 82% 

特殊學校   76%-87% 

曾使用新興科技(如

Web2.0 技術: 博客、

維基及 Podcast)於學

與教上 

小學 82%  41% 

中學 90%  53% 

特殊學校   44%-56% 

 
在各科使用資訊科技的程度上，結果顯示紐西蘭及香港的英文科及數學科教師均有較高程度的

資訊科技應用，而香港的科學科教師則有較高程度的資訊科技運用。 

 

表 5.16 各科目的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資訊科技的使用程度 紐西蘭 45 香港 (2012) 

英文 小學 
4.27 

4.44 

 中學 3.88 

 特殊學校  4.07 

數學 小學 
4.22 

4.36 

 中學 3.24 

 特殊學校  3.76-3.86 

科學 小學 
3.55 

4.59 

 中學 4.00 

 特殊學校  4.22-4.57 

 

43  教師的信心原本以 1 至 4 的程度標示，以 1 為「完全沒有」，4 為「非常」。為了方便比較，這些數值轉換作

百分比標示。 
44 此數值包括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學校。 
45  這些數據原本以 3 分的等級來標示，1 分為「從不」，2 分為「有時」，3 分為「經常」。為方便比較，這些數

值轉換以 5 分的等級作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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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地於學與敎上運用資訊科技，學校為教師提供不同的培訓，讓教師對資訊科技教育的最

新發展有更深的認識。從檢視調查(二)的數據(表 5.17)可見，約有 60%受訪教師曾接受有關資

訊科技教育的培訓，結果與第一階段的數據相近。教師亦反映比較喜歡以工作坊(32%, 32%, 
39%, 33%)及訓練課程(28%, 29%, 32%, 31%)的形式進行培訓。 
 
表 5.17 教師參與有關資訊科技教育專業發展比較 

指標 
第一階段(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訓練課程 
工作坊 
研討會/分享會 

40% 46% 52% 
60%46 53%46 43%46 62%46 61% 60% 76% 

32% 38% 33% 
刊物協作 8% 2% 5% 12% 10% 14% 5% 
 

與海外研究作比較，香港教師擁有更多的專業發展機會。香港的教師亦更普遍地參與校內舉辦

的教師分享會 (表 5.18)。以上所述都有助教師建立信心探索資訊科技的教學潛能。 

 

表 5.18 專業發展及教師分享會 

共通指標 新南威爾士省 

澳洲 
紐西蘭 歐盟 日本 香港(2012) 

專業發展 小學 

66.4% 

  26.5% 86.49% 

中學   16.9-18.1% 79.23% 

特殊學校   24.4% 78.57-97.30% 

教師校內 

分享會 

小學  58% 
47-57% 

 73.85% 

中學  72%  66.17% 

特殊學校     71.43-94.59% 

 
 

46  此數值只包括與其他機構合辦的訓練課程/工作坊/研討會/分享會，若包括校內的訓練課程/工作坊/研討會/分
享會，數值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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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能力 

 
資訊科技教育推行多年，今日學生對資訊科技的運用已有所掌握，故教師對學生資訊素養及電

腦/資訊科技技能的評估亦普遍較 2006 年進行的第一階段研究的評分上升(以下百分比計算使

用了各級評分的平均值)(表 5.19)。學生於「搜尋資訊」(+6.99%, +13.68%, +7.67%, +26.45%)
及「發表成果」(+4.85%, +4.52%, +14.24%, +27.40%)兩方面有較明顯的升幅，而「篩選資料」

(-3.00%, +1.03%, +5.11%, +24.89%)、「整理及分析資料」(-3.47%, -0.66%, +1.58%, +17.67%)
及「輸入中文」(-5.28%, +7.03%, -2.72%, +11.02%)方面，卻見小學生的評分較 2006 年所得為

低。所以，除了為教師提供運用資訊科技的培訓外，學校亦希望能為學生提供相關培訓，以配

合資訊科技教學。 
 
表 5.19 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資訊科技技能比較 

指標 
第一階段(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搜尋資訊 
3.9147 
4.1048 

3.9149 
3.8650 
4.0051 

3.6552 
2.4253 

4.29 4.46 3.93 3.06 

篩選資料 
3.6048 
3.7448 

3.5650 
3.5651 
3.6052 

3.3353 
2.2553 

3.56 3.61 3.50 2.81 

整理及分析資料 
3.5448 
3.6748 

3.5150 
3.5351 
3.5052 

3.1653 
2.1553 

3.48 3.49 3.21 2.53 

發表成果 
3.4947 
3.7248 

3.5049 
3.5451 
3.5752 

3.1653 
2.0853 

3.78 3.68 3.61 2.65 

輸入中文 
3.4748 
3.5448 

3.5650 
3.6851 
3.7252 

3.6753 
2.4553 

3.32 3.91 3.57 2.72 

 

47 小二學生 
48 小四學生 
49 中二學生 
50 中四學生 
51 中六學生 
52 主流課程學生 
53 特殊課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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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盟國家的中學生作比較，香港學生在資訊素養中的篩選資料及正確使用資訊科技上可與歐

洲學生比較。以 5 分為最高分，兩地的學生均有 3 至 4 的評分。以資訊科技能力以言，香港學

生在操作電腦及使用數碼資源的能力則有更高的評分 (表 5.20)。 
 
表 5.20 學生資訊素養及資訊科技能力的掌握程度 

學生在以下各方面的掌握程度 歐盟 54 香港 (2012) 

電腦操作技能 小學  4.33 

中學 3.45 4.30 

特殊學校  3.47-4.00 

篩選資料 小學  3.56 

中學 3.44 3.61 

特殊學校  2.81-3.50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 (如 互

聯網安全、知識產權的認

知、個人資料私穩的認知) 

小學  3.86 

中學 3.81 3.53 

特殊學校  2.94-3.43 

運用數碼資源 小學  3.69 

中學 3.20 55 3.80 

特殊學校  3.18-3.43 

 

54 這些分數原本以 4 分等級作標示，「完全不掌握」為 1 分，「非常掌握」為 4 分。為方便比較，這些分數被轉

換作 5 分的等級標示。 
55 此分數引用於「學生在社交媒體技能上的信心」的平均分數。此分數代表了學生參與網上討論區、建立及維

持博客和網站及運用社交網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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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家長支援 

 
為促進學校的電子學習活動，學生家中亦需裝置相應的基本資訊科技設備，令學生可以在課後

進行自主學習。是次檢視調查(二)可見，約九成學生家中已裝設電腦可供使用(91%, 94%, 76%, 
73%)及可連接至互聯網(90%, 93%, 78%, 70%)，可與澳洲新南威爾士省所得的結果作比較，並

較歐盟所得的數據為高 (表 5.21)。 
 
雖然沒有相關的數據，但不同的資料及報告亦指出日本及南韓的學生在課後也經常使用資訊科

技。日本的青少年向來習慣使用流動電話瀏覽網頁，而南韓的學生亦經常會在互聯網咖啡店(網
吧)及補習學校使用資訊科技，亦能於家裏使用現時世界上最快的家居互聯網連線—平均

100Mbps (當地亦計劃在 2012 年年底前提升至 1Gbps56)。 

 

表 5.21 家中的電腦及互聯網連接 

共通指標 新南威爾士省 

澳洲 
歐盟 香港 (2012) 

家中擁有電腦配備 小學 

95.4% 
77% 

90.98% 

中學 93.56% 

特殊學校  72.72-75.71% 

家中擁有互聯網連

接 

小學 

91.9% 
73% 

89.91% 

中學 92.72% 

特殊學校  70.39-78.00% 

 

香港的學校推行了不同計劃，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在家使用電腦，包括：借出手提電腦(3%, 24%, 
50%, 8%)、鼓勵學生向其他政府贊助的機構申請電腦(78%, 70%, 71%, 81%)及向學生/家長呼籲

捐贈/回收再用的電腦(17%, 21%, 21%, 16%) (表 5.22)。 
 
表 5.22 可供學生在家中使用的電腦/互聯網連接比較 

共通指標 
第一階段(2006) 檢查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家中有可供使用的電腦 94% 96% 
82%53 

67%53 90.98% 93.56% 75.71% 72.72% 

家中有互聯網連接 95% 98% 
90%53 

83%53 89.91% 97.72% 78.00% 70.39% 

借出手提式電腦予有需要的學生在家使用 6% 86% 62% 3.45% 23.81% 50.00% 8.11% 
鼓勵有需要的學生向其他機構(例如：非牟利

機構、資訊科技業界)申請電腦 
55% 29% 63% 77.87% 70.24% 71.43% 81.08% 

向學生/家長呼籲捐贈/回收再用的電腦 27% 17% 37% 16.67% 20.83% 21.43% 16.22% 

56 資料來源：http://www.nytimes.com/2011/02/22/technology/22iht-broadband22.html?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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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政策，家長對運用資訊科技的知識亦十分重要。因此，不少學校均

有為家長提供各類型活動，以增加家長對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了解為目標。但從檢視調查(二)
與第一階段研究的比較，有舉辦活動以鼓勵家長參與資訊科技教育的學校比例有所下降(表
5.23)。這可能源於一些特別的議題，如資訊素養，對於 2006 年的大部分家長較為陌生，所以

在那個時間學校較傾向為家長提供有關的活動。隨著近年互聯網的使用更為普及，這類活動的

需要性亦不像當時般迫切。然而，像一些學校亦有反映，新興科技所開拓的資訊科技教育範式

轉變會再一次需要到更緊密的家校溝通。 
 
表 5.23 有關家長支援的結果比較 

相同的項目 
第一階段(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鼓勵家長瀏覽學校網頁/內聯網，以了解學校

的情況 
91% 91% 81% 94.54% 89.58% 71.43% 83.78% 

為家長舉辦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活動 82% 84% 81% 68.10% 48.81% 35.71% 59.46% 

向家長闡釋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工作 60% 54% 48% 52.01% 39.88% 21.43% 54.05% 

鼓勵家長向學生灌輸運用資訊科技的正確

操守、價值觀及態度 
86% 75% 77% 78.45% 61.01% 50.00% 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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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學校對資訊科技教育的期望 

 
表 5.24 顯示檢視調查(二)與第一階段研究中，學校表示最需要的三項資訊科技教育設施。2006
年，學校最需要的三項設施為「課室的電腦及投映機」、「多媒體電腦室」及「電子學習平台/
學習管理系統」。而本年度調查可見，91%小學、95%中學、71%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 68%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擁有多媒體電腦室，故學校表示對多媒體電腦室的需要減少。在一般課室

進行資訊科技教育已是國際趨勢，有關情況會在第六章作進一步討論。 
 
而是次研究所得出的，學校最需要的三項設施分別為「流動學習裝置」(15%，14%，10%，17%)、
「課室的電腦及投映機」(15%，13%，10%，9%)及「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10%，10%，

8%，7%)，其中「流動學習裝置」的需求上升，而對「多媒體電腦室」的需求則有所下降，可

見學校的資訊科技計劃從以資訊科技作為工具輔助教學轉變為將資訊科技融入每日的學與教

之中。在學校的流動學習亦變得更為普遍。 
 
表 5.24 第一階段研究有關學校最需要的三項設施及從檢視調查(二)所選取的相關結果之間的比較 

相同的項目 
第一階段(2006) 檢視調查(二) (2012)57 

小學 中學 特殊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主流) 

特殊學校 
(特殊) 

多媒體電腦室 48% 43% 33% 8% 7% 18% 4% 

加強互聯網寬頻連線服務 10% 17% 15% 7% 7% 13% 11% 

課室的電腦及投映機 57% 60% 54% 15% 13% 10% 9% 

無線網絡 25% 25% 19% 8% 8% 5% 2% 

互動電子白板 25% 20% 17% 9% 4% 3% 12% 

校園電視台 28% 23% 13% 1% 2% 3% 3% 

流動學習裝置 32% 30% 29% 15% 14% 10% 17% 

電子學習平台/學習管理系統(LMS) 45% 54% 54% 10% 10% 8% 7% 

 

57  檢視調查(二)計算百分比方式與第一階段不同，故不能作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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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總結及建議 

 
本章綜論是次研究的結果，藉此分析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適時適用科技，學教效能

兼備」的進展和為下一個階段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提供方向。調查結果的概要會按著此研究概

念架構的七個範疇闡述，分別為：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資源；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資訊

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能力；家長支援及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

期望。為了方便參閱，最後一個檢視範疇——「學校對於資訊科技教育的期望」中所收集到的

學校意見將綜合在前六個檢視範疇的討論中。本章會以建議作結。 
 

調查結果總結 

6.1.1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此次研究顯示學校所擁有的傳統資訊科技設備數量在此研究的三年期間均沒有明顯的轉變，但

在創新科技如移動裝置的數量上有明顯的上升。學校的互聯網連接頻寛亦有顯著的提升，無線

網絡的覆蓋率亦有接近或高於 9 成的比率。 
 
學生對電腦的總比率（包括學校內所有電腦）及學生對電腦的淨比率（只包括學生可以使用的

電腦數目），在小學界別分別為 4.54:1, 8.71:1，中學界別為 4.21:1, 8.87:1，特殊學校(主流課程)
界別為 1.46:1, 3.31:1，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為 1.36:1, 3.55:1。此兩個比例由 2009/10 學年的

檢視調查(一)到 2011/12 學年的檢視調查(二)整個研究期間均沒有明顯的轉變。但相比上一個資

訊科技教育策略進行的第一階段研究(2006)所得的結果，學生對電腦的淨比率在各界別均有所

上升(小學：+1.94, 中學：+4.24, 特殊學校：+1.07~1.31)。此外，電腦及投影機對課室及特別

室比例均維持在 1 左右，顯示大部分學校的課室及特別室維持有至少一部電腦及投影機。 
 
不少學校亦反映校內的電子設備逐漸老化，需要更新或更換。而同時，學校所擁有的新興電子

裝置，例如電子白板、個人數碼助理(PDA)、電子課本閱讀器、平板電腦等的數量上在過去三

年均有明顯的增長。這顯示學校在更新學校資訊科技設備的同時，逐步採用新興科技作取代舊

有設備。這些轉變並沒有包含在以上只包括傳統資訊科技設備的指標裏。亦有一些特殊學校反

映並大力提倡利用平板電腦輔助溝通能力或肌肉操控能力弱的學生學習。 
 
對於電腦室的使用情況，於課後使用電腦室的人數有所減少。在小學界別人數由平均 19 人下

降至 16 人，而中學亦由 26 人下降至 23 人。同時課後電腦室的開放時間亦有所縮短，此可能

因為學生家中擁有電腦和互聯網連接的情況進一步改善。相關數據會於第 6.1.6 節作詳細討

論。普遍而言，設置多媒體電腦室不再是學校最大的關注，更多的學校表示為建構理想的資訊

科技教育環境，最需要的三項設施/服務中其中一項為移動學習裝置。而隨著移動裝置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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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亦開始有學校開始推行一人一機 [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鼓勵學生自備個

人的移動裝置作學習用途。這些轉變皆反映電子學習的場所不再局限於電腦室，而更多發生在

課室和整個校園之中。 
 
另外，學校在網絡基礎建設上亦進一步發展。所有回應的學校均有互聯網連接，而各界別的互

聯網頻寛速度均有顯著提升。在中小學界別，使用 50Mb 以下頻寛的比率較三年前減少，轉為

使用 50Mb 以上的頻寛。其中最多學校採用 100Mb 寛頻，在小學比率由 2009/10 學年的 21%
升至 2011/12 學年的 44%，中學則由 18%升至 44%。擁有校園無線網絡的比率在小學有 89.37%，
中學有 92.58%，特殊學校(主流課程)有 100%，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則有 94.59%。此除了因為

互聯網資訊流量在近年培增外，也為配合近年教育局加強推行的移動學習及電子書計劃所需要

的更高的網絡配置。學校普遍表達希望進一步提升學校的頻寛及無線網絡系統。 
 

6.1.2 資源 

 
是次研究將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劃分為三個類別：人力資源、財政資源及資訊科技基建。 
 
在研究期間，學校所擁有的人力資源沒有明顯的變化。各界別的學校平均維持有約三名教師負

責協調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及四至五名教師為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員。提供技術支援服務(TSS)的
職員數目則維持在一至兩位，只有兩間受訪的小學回覆沒有技術支援人員。這次調查中其中一

個學校最關注的項目亦是在聘請技術支援人員上。很多學校反映因此職位在學校的薪酬較市場

同類型職位為低，故職員流失率偏高。雖然電腦室的使用減少和更多的利用移動電子裝置，但

因著學校資訊科技基建及網絡的複雜性，在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及推行上均需要技術支援人員的

幫助。很多受訪學校建議將技術支援人員訂為常設職位，並與實驗室助理的薪酬水平相若。 
 
在財政資源上，學校每年用於資訊科技教育上的平均支出有所增長。而學校間在支出上的差異

有所縮窄。是次研究為方便學校回應學校在資訊科技上的支出，只需學校選取其所屬的支出範

圍(如$251,000-$300,000)，並不需要填寫確實的每年支出。在 2010 年，最多中學回應其支出在

$301,000-$400,000 組別，佔全部中學的 24.38%。在 2012 年，最多中學回應其支出在

$401,000-$600,000，佔全部中學的 30.27%。相似的上升亦可見於特殊教育界別。而在小學，

此最大百分比的組別維持在$301,000-$400,000，但所佔的比例由 22.51%上升至 25%。 
 
平均而言，學校在資訊科技上的支出均有所上升。而此支出佔全年學校總開支的比例，在小學

界別維持在 12-13%，中學界別維持在 11%，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則由 14%下降至 10%，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別維持在 8%。有特殊學校表示因其學校班數較少，以致所得的撥款也

相應地較少，希望能獲得政府額外的撥款。 
 
至於學校所擁有的資訊科技基建上，所有學校均擁有自己的學校網頁。95%小學、99%中學、

93%特殊學校(主流課程)、100%特殊學校(特殊課程)設有學校內聯網。而擁有電子學習平台或

學習管理系統(LMS)的比率在小學為 85%、中學為 94%、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為 93%、特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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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特殊課程)為 68%。這些數據顯示大部份學校具備基本的資訊科技基建。另外亦有學校開始

使用近年發展的智能手提電話或平板電腦應用程式(Apps)。 
 

6.1.3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受訪的學校普遍對其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感到滿意，滿意程度跟兩三年前相約。在由 1 分為「完

全不滿意」至 5 分為「非常滿意」的評分中，小學界別滿意程度的評分為 3.68，中學的評分為

3.74，而特殊學校主流及特殊課程界別評分分別為 3.86 及 3.77。四個界別的評分均介乎於「略

為滿意」(3) 與「滿意」(4) 之間。 
 
在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方面，82%小學、78%中學、86%特殊學校(主流課程)及 89%特殊學

校(特殊課程)有制定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其中規劃為一個獨立計劃的比率分別為 30%、

39%、25%及 33%，而這些獨立計劃均以一年期為主。大部份的計劃設有評估機制。學校在此

三年期間仍然視「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為制定計劃時最重要的目標，並且對其重要性的評分

較上一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期間更高。有學校表示希望政府能提供到校支援，例如安排學科專

家到校和增潤網上學習材料資源庫，以提升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學校亦廣泛運用電子系統或機制於促進各工作流程上。最普遍的是以電郵、短訊或內聯網等途

徑促進有關持份者之間的溝通，分別在中小學有 89%和 81%。其次是用於管理與資訊科技教

育相關的資源上，分別有 78%及 85%。尤其有更多學校在管理學生的學習記錄，包括其他學

習經歷上運用資訊科技。在小學此比率由三年前的 25%上升至 35%，在中學由 70%上升至

80%。有 4 成的中小學曾與其他機構合作發展資訊科技工具或系統以促進行政或管理工作。 
 
此外，在學校推行的措施或方案以促進學生學習效能方面，大部分學校有提供免費電子學習資

源，也有超過一半學校有提供線上或離線的收費資源。有接近 4 至 5 成學校曾與其他機構合作

發展或試用促進學與教的資訊科技工具或系統。有 3 至 4 成中小學及 5 至 6 成特殊學校曾與其

他機構合作發展或使用創新科技裝置以提升學與教效能。但不少受訪學校建議加強電子學習資

源以促進主流學校學生的自主學習和為特殊學校學生提供特別設計的電子資源。 
 
在課程規劃上，接近所有學校以電腦/資訊科技作為獨立科目教授學生電腦/資訊科技技能，比

率在小學、中學、特殊學校的主流及特殊課程界別分別為 98%，97%，100%及 76%。並有 7
成以上的學校將資訊科技技能融入不同學科的課程和課外活動中。亦有 8 至 9 成中小學校要求

教師於學科/主要學習領域為本計劃或學習活動如專題或探究式學習中適切地加入資訊科技元

素。絕大部份學校亦把資訊素養(IL)融入資訊科技課程中[小學：96% 中學：98% 特殊學校(主
流課程)：86% 特殊學校(特殊課程)：89%]，而把資訊素養滲透在不同學科教學活動中的比率

在各學校界別均有 7 至 8 成。上述數據顯示學校均了解資訊科技教育的教學效能及其在整個學

校課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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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應用

此次研究顯示大部份的香港教師對在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保持著信心。回應有信心或非常有信

心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的教師比率在小學界別佔 78%、中學佔 77%、特殊教育主流及特

殊課程界別分別佔 79%和 77%。各科目老師表示有信心運用資訊科技的比率在研究期間亦沒

有明顯的轉變。而回應在受訪前一個月曾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亦維持在高比率，小學有

85%、中學 82%、特殊教育主流及特殊課程分別為 76%及 87%。 

而在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程度上，在以 1(從不)到 5(經常)的評分中，小學教師除了在體育

及藝術教育外其他科目的評分均大於 4(很多)。而在中學界別除了體育科外，所有科目的資訊

科技使用程度均大於 3(有時)，很多科目均有接近或高於 4 的程度。此均顯示教師持續於課堂

中有信心地利用資訊科技協助教學。

而在老師於受訪前一個月所選用的各種教學資源上，使用免費資源的比率普遍有下降的迹象。

在小學界別比率由 76%下降至 59%，中學由 74%下降至 62%，而這些免費資源主要來自出版

社或香港教育城/教育局等。使用線上或離線收費資源的比率在小學維持在 20%，中學則由 29%
下降至 22%，這些資源大部份針對主要科目如中文、英文及數學科。 

相對地，使用較新穎的資訊科技如 Web 2.0，包括網誌、維基及 Podcast 等的比率在四個學校

界別均有上升的趨勢。在小學此比率由 2010 年的 27%上升至 2012 年的 41%，中學界別由 40%
上升至 53%，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由 36%上升至 56%，而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則由 16%上

升至 44%。而曾使用教育局開發的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內的電子資源的比率在小學、中學及

特殊教育主流及特殊課程界別分別為 31%、24%、34%及 34%。 

如上一章節所提，不少受訪教師關注可供選擇的網上電子學習資源，如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

等皆有助教師準備課堂教學。另外，教師已能更容易地存取開放資源及各類型的數碼教學材料

(如維基和 Podcast)。 

儘管如此，以上的數據帶出了一個可喜的現象：教師減少了對既定的免費或付費教學資源的依

賴，而更多地設計自己的教材，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此外，不少學校亦曾與其他機構合作

開發電子學習資源或創新科技裝置於提升學與教上。更多的如 Web 2.0 等科技的應用進一步推

動創新教學法，並使學生從學習資源使用者的角色提升至自主學習的領導者。

除了上述在調查中涵蓋到的電子學習資源，還有在 2010 年開展，為期三年預計在 2013/14 學
年完成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此計劃旨在為在學校內更廣泛地採用及持續地發展電

子學習鋪路。另一方面，教育局亦嘗試發展電子教科書市場，並開展了「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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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此計劃旨在協助並鼓勵具潛力並有意編製電子教科書的開發商，按本地課程編製各式

各樣的電子教科書 59。這些計劃/項目有助促使更多電子教學範例及具質素的電子資源的產生。 

至於學校推行的教師資訊科技教育專業發展方面，學校最常推行的維持是「校內教師分享會」，

在小學界別有 74%的比率，中學界別有 66%，特殊教育主流及特殊課程界別分別有 71%及

95%。而由專上院校/非政府機構/資訊科技業界為教師舉辦的專業發展活動以及學校探訪的普

遍性比率有所下降。相反地，學校與他校合辦的教師分享會在各界別變得更普遍，此比率在小

學由 15%增加至 48%，中學由 12%上升至 44%，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由 14%上升至 57%，而

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則由 7%上升至 19%。這些比率顯示學校更多的參與和投入學校之間的

交流和協作。

此外，工作坊和培訓課程為學校回應較喜歡的專業發展形式，各有近 3 成的比率。同樣地，與

其他機構在學與教上的協作計劃/活動繼續以「訓練課程/研討會/工作坊/分享會」為最普遍。 

總結以上所得，即使教師在設計和預備教材上要多作思考，並且需要認識較新穎的資訊科技，

但仍然能維持高度的信心和資訊科技在教學上的使用程度，顯示香港的教師有能力並已作好預

備更深入及廣泛應用資訊科技於各科的教學上。

6.1.5 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能力 

各學校老師均按 1 分(完全沒有能力)至 5 分(非常有能力)回答其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能
力。使用創新科技設備的能力上有較大的增長。小學生使用創新科技設備的能力由調查(一)的
3.60 分上升至調查(二)的 3.70 分，而中學生評分則由 3.79 分上升至 4.08 分。 

其餘各方面的評分沒有明顯的轉變。整體而言，學生的資訊素養及掌握資訊科技的能力普遍維

持良好，小學生各方面的評分均普遍在「略有能力」(3) 與「有能力」(4) 之間。其中在操作

電腦(4.33)及搜尋資訊(4.29)方面評分最高。而在中學界別，學生的資訊素養平均介乎於「略有

能力」(3) 與「有能力」(4) 之間，而資訊科技技能則繼續普遍被評為「有能力」(4) 。最高評

分的兩項與小學界別的相同，繼續是搜尋資訊(4.46)及操作電腦(4.30)，此亦與 2010 年的調查

結果相同。

而在特殊教育(主流課程)界別，學生的資訊素養及資訊科技技能維持在「略有能力」(3) 與「有

能力」(4) 之間，但在使用創新科技裝置的能力上有較大的增長，評分由 3.31 上升至 3.71。評

分最高的兩項亦為操作電腦(4.00)和搜尋資訊(3.93)。而在特殊教育(特殊課程)界別，學生各方

面的評分維持在「略有能力」(3) 的水平，最高評分的項目繼續為操作電腦(3.47)。 

學生普遍在「搜尋資訊」得分較高。若撇除此項目，其餘四個有關資訊素養的項目：篩選資料、

整理及分析資料、發表成果和正確使用資訊科技(包括互聯網安全、知識產權的認知、個人資

59 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962&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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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私隱的認知)，評分一般較其資訊科技技能的評分為低，而此差距以中學生較之小學生為大。

此顯示學生在中小學的學習過程中，資訊科技技能的提升較資訊素養的提升為大。

而對比上一個資訊科技策略期間，今次調查所得學生各方面的評分普遍較高，其中學生於「搜

尋資訊」(小學：+6.99%，中學：+13.68%，特殊教育(主流課程)：+7.67%,特殊教育(特殊課程)：
+26.45%) 及「發表成果」(小學：+4.85%，中學：+4.52%，特殊教育(主流課程)：+14.24%，

特殊教育(特殊課程)：+27.40%) 兩方面有較明顯的升幅。而只有在「篩選資料」、「整理及

分析資料」及「輸入中文」方面，小學界別的評分較上一個資訊科技策略期間所得的輕微地下

跌，跌幅分別為 3.00%，3.47%及 5.28%。

總結以上所得，學生基本上已具備良好的電子學習意識及能力，而在上一章節可見教師亦具備

條件應用各種不同類型的資訊科技和電子資源。此均為更進一步和深化的電子學習建立了台

階。

6.1.6 家長支援

各界別學生家中擁有可供使用電腦和互聯網連接的比率普遍有所提升。在小學界別學生家中擁

有可使用的電腦和互聯網連接的比率分別由 86.54%上升至 90.98%及由 81.13%上升至

89.91%。中學界別亦有相同的上升趨勢，家中擁有電腦及互聯網連接的比率分別由 92.21%上

升至 93.56%和由 90.93%上升至 92.72%。在特殊學校(主流課程)界別，家中擁有電腦的比率卻

由 86.36%下降至 75.71%，互聯網連接比率由 83.21%下降至 78%。而在特殊學校(特殊課程)界
別，學生家中擁有電腦及互聯網連接的比率則分別由 63.87%上升至 72.72%及由 59.50%上升至

70.39%。60

在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在課後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措施或計劃上，各學校界別均最常鼓勵學生參

與教育局的「電腦循環再用計劃」61，在小學界別有 82%、中學 71%、特殊教育主流及特殊課

程界別分別有 71%及 65%。另外，各學校界別鼓勵有需要的學生向其他機構申請電腦的比率

亦有上升，如自 2011 年 7 月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行的「一家一網 e 學習」上網學習

支援計劃。是次調查收集到的數據顯示了明顯的上升，在小學由 2010 年的 52%上升至 2012
年的 78%，中學由 51%上升至 70%。這些由政府推行的措施可解釋更多學生家中擁有可用電

腦及互聯網連接的情況。

60 這些百分比是由教師，而並非由學生或家長提供的。最近統計處的一個住戶統計調查顯示，77.9%住戶(包
括沒有學生在內的住戶)擁有電腦，而其中的 98%同時擁有互聯網連接。此代表 76.4%的住戶同時擁有電腦

和 互 聯 網 連 接 。 所 有 的 百 分 比 均 比 以 往 的 有 所 增 加 。 詳 情 可 瀏 覽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453_tc.jsp?productCode=C0000052。 

61 鑑於政府自 2010/11 學年開始向合資格家庭派發上網費津貼，在「電腦循環再用計劃」下的一年免費互聯網

服務已於 2010 年年中停止接受申請，並由一個新的只提供循環再用電腦的服務計劃取代。而此申請循環再

用電腦的期限亦已於 2011 年 2 月 5 日結束。取而代之的為教育局開展並委托「信息共融基金會」及「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推行，在 2011 年 7 月 14 日正式展開的「一家一網 e 學習」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為期五年。

資 料 來 源 自 http://www.ogcio.gov.hk/tc/community/internet_learning/ 及 
http://www.gov.hk/tc/theme/ilearnathome/news/。 

100 

http://www.ogcio.gov.hk/tc/community/internet_learning/
http://www.gov.hk/tc/theme/ilearnathome/news/


 
而在鼓勵家長參與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工作上，最多學校鼓勵家長瀏覽學校網頁或內聯網，以

更了解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在小學比率有 95%、中學有 90%、而特殊教育主流及特殊

課程界別則分別有 71%及 84%。此均可見學校的開放性和透明度。而另外有 6 至 8 成中小學

有鼓勵家長向學生灌輸運用資訊科技的正確價值觀及態度。有為家長舉辦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

活動的學校比率有 5 至 7 成。而有向家長闡釋學校資訊科技教育工作的學校比率則有 4 至 5 成。 
 
至於特殊學校界別舉辦以上活動的比率較中小學的為低。然而隨著網上學習愈趨普及，它們普

遍留意到提供更多家長培訓的需要，以令家長更了解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計劃及網上學習，幫

助他們在家中為子女提供適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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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6.2.1 資訊科技設備及可用性 

 
1. 學校需要提升資訊科技設施，並應調配更多資源在一些有更長遠價值的資訊科技設備如無

線網絡、伺服器及雲端科技的應用上。這些設備讓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更貼合現時世

界發展的走向，使其有能力把握資訊科技發展帶來的教學潛能。 
 
2. 學校應開始建立一定數量的移動學習裝置，讓有需要時可令一般的課室電子數碼化，逐步

在課堂中試行更創新及持續的電子學習計劃，為未來更豐富的學與教策略鋪路。 
 

6.2.2 資源 

 
1. 為了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長遠發展，可考慮將提供技術支援服務(TSS)的人員納入學校的常

設職位機制內，幫助教師處理複雜的電腦/互聯網網絡和新興電子裝置等，並協助學校制定

/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 
 
2. 除了增加對學校的撥款，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財政來源亦應來自另外兩個單位──學校和

家長。學校本身應設立一定的校本機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支持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同

時學校與家長經過溝通和討論後，亦可因應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協議出家長可以

分擔的部分，特別在為學生配備學校提供以外，個人帶回學校的電子裝置上。這樣能令學

生在學習上享有更大的靈活性，並能按其學習需要使用平板電腦，例如記下課堂筆記或課

後學到的知識，在日後課堂上分享。為了更流暢地實行，學校可以預留一定的撥備支援有

需要的學生。 
 

6.2.3 校內資訊科技的部署 

 
1. 在制定校本資訊科技教育計劃方面，建議學校應考慮作更長遠(如 3 至 5 年)、更全面的計

劃，將資訊科技教育以整體學校層面融入於學校課程中，並應有學校管理層、課程發展主

仼、資訊科技統籌及老師的參與。由此才能充份利用資訊科技資源於具持續性的學校發展

上。 
 
2. 為制定更有效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學校應為教師及包括校監在內的管理層舉辦更多

專業發展活動，讓他們可以更了解校本資訊科技教育的進展及為專業交流提供平台。 
 
3. 電腦或資訊科技作為一獨立學科有其著價值。面對資訊科技急速的發展，更適切的資訊科

技課程規劃不可或缺。惟現時的情況反映中小學的資訊科技課程有不少重疊或不能順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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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接的地方，而自上一個資訊科技策略期間已提供的課程指引「資訊科技學習目標」(CDC， 
2000) 亦需要重新檢視。其中，在課程規劃上應更進一步將資訊科技及資訊素養教育融入

於不同學科之中，以更適切地協助學生掌握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習果效，而非只是學會

一門獨立的技能。另外，學生的電腦知識亦應該在資訊科技的理論層面及應用層面上取得

更好的平衡。 
 
4. 建議應建立更廣泛的資源共享系統，例如，雲端運算科技機制。雲端運算技術的使用較容

易操作，亦不需要很高的電腦運算速度或硬碟容量。學校只需要擁有互聯網連接以建立及

連結至這些雲端，而學生則可以更快的存取到網上豐富的電子學習資源。 
 

6.2.4 為教師提供的專業發展課程 

 
1. 繼續舉辦為教師而設的專業發展課程，例如教育局資助的五星期教師在職培訓課程，以協

助教師預備經剪裁的電子學習資源，切合學生不同的需要。 
 
2. 可以為聯校協作和經驗分享建立使用如雲端技術等的電子平台，教師可以在此平台作討

論、分享及交流不同的想法、經驗及電子學習資源。 
 

6.2.5 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能力 

 
1. 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已經有很大的提升。大部份課室已配備電腦和投影機，有些課室亦已

安裝電子白板。這些都有助培養學生的二十一世紀學習能力，如自主學習、批判性思考能

力、篩選及評鑑能力，與及共通能力如分析、創作和協作能力等。移動學習裝置亦令電子

學習不再像過去只局限在電腦室而逐漸擴展至整個校園。 
 
2. 以上種種為進一步推動由以教師為中心到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模式的範式轉移，並發展學生

的二十一世紀學習能力、資訊素養及多元發展等的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6.2.6 家長支援 

 
1. 為了消除「數碼隔閡」，政府支援學生在家中配置電腦和互聯網連接的措施，如上文提及

的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應繼續推行，讓所有學生均能在家中進行電子學習。 
 
2. 應維持良好的家校合作及溝通，令家長更加了解學校內和課外的電子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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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結論 

 
此報告綜合了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策略七個檢視範圍上的進展，並且揭視了學校基本資訊科技基

建的完成、在學校內移動裝置的逐步應用、學校間和與其他界別/機構的聯繫和協作，以及教

師和學生具備能力迎接下一階段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這些結果都指出學校已為轉向以學生為

中心的教學範式轉移作好準備。在課室進行數碼互動教學在數碼移動科技的進步及普及成為可

能。而更強的互聯網網絡及雲端運算科技更促成了跨地域及時間的移動學習活動。在這層面，

學生的學習能更為個人化，例如，一對一學習和其他形式的自主學習在下一階段的資訊科技教

育發展有條件進一步地實現。然而，要取得成功，一個清晰的資訊科技教育計劃以及政府、學

校、家長和其他持份者之間的廣泛溝通和合作是必須的。 
 
在結束之前，研究組希望讀者留意本研究的限制。首先，因著數據是由學校校長或教師所報告，

他們的回應可能因著其各自的狀況及理解而有所偏差。可考慮在下一個調查研究中加入對選取

的樣本學校，包括特殊學校進行實地考察，以取得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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