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資訊素養推展及支援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a) 教育局：《香港學生資訊素養》(2018) 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八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的發展
1998 制訂了一系列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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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課堂活動及評估工具通過科學科/
常識科提昇學生資訊素養」研究計劃

2013 國際計算機與資訊素養水平研究 (ICILS)
2016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2016 (草稿)
2018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學習架構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a)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2018) 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八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學生資訊素養提升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
訊，以達致終身學習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
供和互通資訊

資訊使用者→

資訊提供者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資訊需要→

找出資訊→

評鑑資訊→

組織及創造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

公信力及可靠性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新意念

資訊世界

6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
立內容 資訊科技技能加強媒體

素養：
1. 資訊提供者
2. 可靠資訊的條件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例如圖
書館、博物館、互聯網）的角色
和功能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素養範疇 1: 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

學習階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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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當應用資訊科技於資料處理時，
要有良好的認知、實踐及道德操守

• 能夠在相關的學習活動中引述及引
用參考資料

學習階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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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識及利用不同媒體的平台（例如網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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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識、實踐、反思如何有道德地運用
資訊科技去處理資料

S1 – S3 S4 – S6



素養範疇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學習階段3

• 能夠清楚確認所需的資訊為何

• 開始注意資訊來源的多樣性

• 訓練辨別不同資訊來源及形式的能力

•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能從不
同角度作出考慮

學習階段4

• 能夠清楚定義所需資訊為何，並使用
適當的資訊來源

• 了解不同資訊來源的取向、資訊範圍
及恰當性

• 在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會就
不同情況作出考慮

S1 – S3 S4 – S6



素養範疇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學習階段3

• 能夠確定及優化不同搜尋策略的準則，
以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 能夠找出屬不同類型和形式的資訊

• 開始注意到資訊的及時性與搜尋策略
是非常重要的

• 能夠選擇獲取相關資訊的方法

學習階段4

• 能夠闡述在不同策略下，會以甚麼準
則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 熟悉多種即時搜尋策略，以找出和獲
取相關的及時資訊

• 能夠選擇適當的方法獲取相關資訊

S1 – S3 S4 – S6



素養範疇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學習階段3

• 能夠判別資訊中是否存有偏見、欺詐或
捏造的成分

• 能夠識別建構資訊時的相關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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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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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階段4

• 能夠確認資訊是否有所增值、出現相
互矛盾或存有其他的特性

• 根據結論、概述等，掌握詮釋資訊的
技巧

• 能夠使用多重準則（例如資訊的清晰
度、準確度、有效性、觀念正確、關
聯性等）以評估資訊

• 考慮多方面的情境，掌握基本技巧，
以驗證及評核資料的準確性及可靠性

S1 – S3 S4 – S6



素養範疇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產生新知識

學習階段3

• 能夠從多個來源提取和整理資訊

• 能夠合併、綜合、撮寫、比較及對照
已提取的資訊

• 發展管理現有的資訊及開創新意念的
能力

學習階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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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處理資訊，並重整新意念以便利
與其他資訊接受者分享

S1 – S3 S4 – S6



素養範疇 6: 
使用者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提供新增的內容

學習階段3

•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 從一系列的資訊來源搜尋不同類型的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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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階段4

•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作終身學習的能力

• 能夠從不同的來源選擇資訊作特定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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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 S3 S4 –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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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階段3

• 認識資訊提供者是國家之內和各國之
間的文化傳遞及文化凝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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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識社會上有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
有違正規

• 開始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
視其資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學習階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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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釋資訊提供者的行為如何符合道德
及法律的規範

• 知道社會上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現有
違正途

• 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視其
資訊的準確性、可靠度及透明度

S1 – S3 S4 – S6



素養範疇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學習階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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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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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檢視形象及表述，以判別資訊內有
否誤導成分或欠缺代表性。

• 認識資訊內能潛藏不同的觀點。

學習階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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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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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檢視形象及表述，以判別資訊內
有否誤導成分或欠缺代表性。

• 開始注意資訊的使用會對社會帶來影
響。

S1 – S3 S4 – S6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b)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2更新版）（擬定稿）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九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b)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2更新版）（擬定稿）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九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虛假資訊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 特別是在數碼年代，虛假資訊的影響因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網絡的普及而擴大，

令任何人士都可以輕易地扮演資訊製作消費者 (Prosumer)的角色。
• 近年來網絡欺凌和沉迷上網的情況於世界各地甚為普遍。

各地政府正著力裝備學生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能有效地評估資訊，保護自己免
受負面的網上活動影響，並善用資訊，以達至健康的數碼生活。

香港正落實智慧城市的發展，我們須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以應對新興的資訊及通
訊科技所帶來的挑戰，並融入智慧城市生活。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b)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2更新版）（擬定稿）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九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 更新版本的《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進一步加強了有關資訊評估、預防
網絡欺凌、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和預防沉迷上網的部分。

• 鑑於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的應用日益普及，衍生了越來越多道德上的關注，此
版本新增了一個相關的素養範疇。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b)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2更新版）（擬定稿）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九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資訊素養作為學習目標
資訊素養是促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使他們成為
負責任的公民及終身學習者。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涵蓋不同素養範疇，以便學校在不同學習階段將
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中，以培養學生以下的能力：

1. 辨識對資訊的需要；
2. 尋找、評鑑、提取、整理、表達和分享資訊；
3. 創造新的意念；
4. 應對資訊世界的變化；
5. 拒絕不道德地使用資訊及資訊科技；及
6. 在數碼世界中保護自己。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b)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2更新版）（擬定稿）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九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資訊素養與價值觀教育／共通能力／學習領域之間的關係
將資訊素養融入學校課程中，能為推廣價值教育營造真實的學習場景。
高質素、便於使用的電子資源，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資訊科技環境，這確實促進了
學與教的效能。但與此同時，我們亦要注意如何推廣有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資訊。

當處理生活事件中不同媒介及資訊平台的資訊時，可向學生提供應用其共通能力
（例如慎思明辨能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及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
誠信、尊重他人、守法和同理心）的學習經歷，以發展他們的資訊素養。

當學生能將資訊素養應用於相關的主要學習領域／科目／學校圖書館活動時，他們
除可活用先進的資訊科技為其學習帶來好處外，亦能促使自己在知識型社會中成為
具見識及有責任感的公民。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b)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2更新版）（擬定稿）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九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資訊素養與價值觀教育／共通能力／學習領域之間的關係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的主要目的為協助學校培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
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
至於資訊科技相關學科的知識和技能學習，學校可參閱《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及《資訊科技學習目標》等課程文件。

鑑於部分資訊素養學習元素與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學習內容息息相關，學校在規劃校本
資訊素養課程時，宜與有關課程互相配合，讓學生先認識有關的資訊科技基本知識，再
進行相關的資訊素養教育。

學校在推行資訊素養教育時，若教授的內容涉及維護國家安全，可參考教育局提供的國
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下的有關課程文件，當中所列出的資訊素養相關學習元素。



介紹教育局有關資訊素養的相關文件及資源

b)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2更新版）（擬定稿）學習架構
（三個類別、九個範疇、四個學習階段目標）

類別三 ：資訊世界
素養範疇九 ：認識應用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時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詳細描述：
了解一些應用新興及先進資訊科技（例如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
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學習階段3

• 了解和辨識一些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所
衍生的道德問題（例如物聯網及大數據
的網絡安全和私隱問題）。

• 拒絕不道德地使用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 認識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的應用和效益
（例如認識人工智能在知識創造及藝術
創作上的應用和效益）

學習階段4

• 了解和辨識一些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所衍生的道德問題（例如人工智能偏
見、深度造假、人工智能機器進行道
德推理、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算法
偏見和製造虛假新聞的人工智能機械
人）。

• 能建議方法以避免不道德地使用新興
和先進資訊科技。

S1 – S3 S4 – S6

素養範疇9: 認識應用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時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校本資訊素養教育推展模式

作為學校領導/ 課程領導，你會選擇那種模式推展？

1. 全校參與推展模式

2. 價值教育課推展模式

3. 圖書館推展模式

4. 滲入 電腦科/ 人文學科/ 通識教育科/ 公社科 為主軸

5.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全校參與推展模式

• 資訊素養是促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當中亦涉

及不同知識範疇，與各學習領域有著密切的聯繫。

• 在校園裡推廣資訊素養，不應是單一科目教師的責任。

• 教育局鼓勵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將相關的學習元素，融入不同學習領域／科

目的學習活動中，全面推展資訊素養教育。



全校參與推展模式

示例一： 以全校參與模式規劃和實施資訊素養教育 學校領導及課程規劃層面

• 學校管理人員全面了解《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及釐清資訊素養相關概念

• 推行資訊素養教育前取得學校教師的一致共識

• 課程主任／資訊素養教育統籌教師與各科組合作制定校本資訊素養課程，把資訊

素養學習元素及相關學與教策略融入課程規劃，以配合不同科目的應用

• 鼓勵學校管理人員，包括課程規劃教師、各科主任，以及教師參與資訊素養專業

發展課程 ，亦可透過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取得支援服務

• 規劃相關家長教育



全校參與推展模式

圖一：教師的角色分工例子



全校參與推展模式

實施層面
實施資訊素養教育並非單一學習領域／科目的責任，相關的課堂調配及校本內容

需共同協調

可以包括以下跨學習領域／科目／課堂的相互配合
• 閱讀課
• 科技教育
• 價值觀教育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 通識教育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語文科
• 班主任課



全校參與推展模式

鼓勵學生參與資訊素養相關的學生活動，例如比賽、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等

舉辦家長教育活動及鼓勵家長參加資訊素養相關的講座及工作坊

評估校本資訊素養課程（進行質化及量化評估），檢視教學效能



介紹相關支援服務及資源，

參考資料:
a) EDB 資訊素養及電子安全相關資源– 教師
b) 電子學習資源套：「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
c) 香港青年協會 媒體素養教育網
d) 香港家庭福利會 健康上網支援熱線服務
e) 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守網者」計劃



相關支援服務及資源

a) EDB 資訊素養及電子安全相關資源–教師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
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t-resources.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t-resources.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t-resources.html


相關支援服務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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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 電子學習
第二部分 - 支持/指導/保護身體健康貼士
第三部分 - 支持/指導/保護心理健康貼士
第四部分 - 資源及支援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相關支援服務及資源

b) 電子學習資源套：「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8fd847d316e83c22a000000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8fd847d316e83c22a000000
https://vimeo.com/215489640


相關支援服務及資源

c) 香港青年協會 媒體素養教育網http://medialiteracy.hk/

http://medialiteracy.hk/


d) 香港家庭福利會 健康上網支援熱線服務

教育局委託香港家庭福利會為全港的中小學教師、學生及家長提供健康上網支援
服務、工作坊、家長錦囊等，以推廣網絡安全的訊息。https://healthyne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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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支援服務及資源

https://healthynet.hk/


https://healthynet.hk/

https://healthynet.hk/


「守網者」計劃
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https://cyberdefender.hk/

https://cyberdefender.hk/


http://www.std-support.net/tc

http://www.std-support.net/tc


http://hkcs.org/tc/services/online

http://hkcs.org/tc/services/online


https://wmc.hkfyg.org.hk/wmc/

https://wmc.hkfyg.org.hk/w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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