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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研究發現 2020 至 2022 年新常態下反覆停課帶來積累影響 — 
為學生、家長、學校和社區的積極行動提供啟示 

 
「數碼素養360」（2022）的首輪研究結果於2022年11月3日發布。該研究由香港大學（港大）教育

學院首席研究員陳鐘榮博士、聯合研究員羅陸慧英教授和陳嘉琪教授領導進行。陳廷驊基金會為本

研究項目的發展夥伴及捐助機構。建基於2020年開展的「數碼素養360」（2020），此研究旨在全面

了解學生、家長、學校和教師在疫情期間多次停課後如何適應新常態，探討此期間對學生的學習和

福祉帶來的積累影響。 
 
研究團隊於 2022年 7月至 9月初收集數據，參與者來自共 51 間學校 (20間小學和 31間中學) ，

包括逾 8,000名學生、3,000名家長、800名教師和 200名學校領導。 
 
與 2020年相比，2022年的研究結果表明，（一）中、小學學生體驗更多網上學習活動，對網上學習

更有信心。然而，與小學生相比，中學生有較少的正面網上學習和福祉成果（例如：自我效能、自

我調節策略、網絡欺凌經歷），亦較少向成年人尋求幫助。（二）在 2022 年，家長最關心的是學校

停課對子女學習的影響，同時增加與子女就讀學校和教師的互動和參與。此外，中學生家長對子女

的學習參與較少，育兒的自我效能感較低。（三）學校領導和教師都認為他們在 2022 年實踐更多電

子學習，同時他們最關心的是長時間停課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他們認爲提供專業發展和其他促

進機制的校本策略以增強電子學習效能、學校協作文化和社區支持，均屬幫助學校應對新常態挑戰

最有效的方法。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團隊為不同持分者在新常態下作出以下建議，共同邁向未來： 
 
● 對於學生：有必要加强關注和支援學生的學習、網絡健康和社交情緒健康，並特別注意對中學生

提供支援。同時亦需就學校停課對學生學業成績造成的積累影響, 作進一步研究。 

● 對於家長：需為家長提供育兒服務和支援，尤其數碼育兒，以支援孩子的學習和福祉。應特別關

注中學生家長，向他們提供教育子女的支援，因爲他們在家庭和學校教育的參與度都較低。調查

結果亦顯示中學生的數碼健康適應能力低於小學生。 

● 對於學校：學校為學生和教師提供的網上學習和教學支持、加强與家長溝通等策略帶來正面成

效。未來應加大力度為教師提供專業學習機會，促進教師協作文化, 以及各種線上和混合教與學

模式，有效支持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和福祉。此外，還應充分利用社區資源支持學校發展。 

● 對社區關注人士和決策人士：學校領導和教師為學生提供的網上學習和教學支援, 以及加强與家

長溝通帶來正面成效，應加以讚賞和認可。社區合作夥伴的支援證實對學校適應新常態具積極貢

獻，應持之以恆，並再加強該支援。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博士認為關於學生福祉的調查數據與學校觀察所得一致，希望研究團

隊能夠在欺凌議題，尤其對欺凌旁觀者的情況，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陳健雄先生表示，網絡欺凌和朋輩關係息息相關，社區應廣泛關注。他強調

培養學生即時制止欺凌行為、減低二次傷害的意識是十分重要，是維繫健康人際關係的要素。同時，

我們應鼓勵旁觀者發現網絡欺凌時，應主動勸解、制止和舉報。除了掌握合適的個人應對措施，社

會各界應共同合作，對網絡欺凌零容忍，創建相親相愛，互相尊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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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劉鐵梅校長表示需重視近期的網上欺凌問題，並應教育家長辨別開玩笑

和欺凌行爲，明辨對子女有影響的行為。同時，教育局提供的「學校健康指引」中，提及課堂教學

和課外活動期間「面對背」和單向方式授課的教學安排, 此等安排都應稍放寬, 避免繼續影響學生

溝通和協作能力的發展。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方子蘅校長表示，新冠疫情爆發已持續三年，很多校外的社福機構和

大專院校, 甚至商界都熱心加入成爲學校的夥伴，令大家可共享資源，真正做到取之社會，用之於

社會。在整個疫情期間，教育局也作出支援，讓不同的持份者同心同行。儘管疫情無情，但仍希望

在此特殊時期學生和家長都感受到社會的關愛。 

 

研究團隊首席研究員 

• 港大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社會學部副教授陳鐘榮博士 

 

聯合研究員 

• 港大教育學院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羅陸慧英教授 

• 港大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社會學部陳嘉琪教授 

• 浙江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講師藍敏博士 

•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研究科學家潘前前博士 

• 港大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陶思思博士 

 

博士後研究員 

• 港大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梁倩茹博士 

 

項目經理 

• 港大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黎文暉小姐 

 

研究助理 

• 港大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李逸萌小姐 

 

關於「數碼素養 360（2022）」數碼世代公民的學習和評估項目的擴展 

自 2019 年底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香港學校家庭網上教學長時間並多次取代面授教學。此充滿挑

戰的時期，許多學校、家庭和學生都在努力應對教與學的新常態。香港社會普遍擔心學生的學習和

福祉可能因而受到不利影響。因此，當務之急是評估新常態對學生學習和福祉的影響。 

 

建基於數碼素養 360 項目（2020）的重要發現，以及對持份者作出可實踐的建議，數碼素養 360

（2022）旨在探究第五波疫情期間（及其後），因停課而對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帶來教學和學

習機會與結果的持續影響。通過收集有關學生網絡學習、福祉和學校以所得的自我評估數據，我們

的目標是了解學生在多次停課後的學習和社會情緒福祉等的全面情況，並支援不同的持份者包括決

策者制定以實證為本的行動計劃，培養學生於新常態下的學習能力和彈性。 
 
有關「數碼素養360（2022）」計劃的詳情及報告，請瀏覽https://ecitizen.hk/360。有關「數碼素養

360」（2020）研究計劃，請瀏覽https://www.ecitizen.hk/360/e360-2020。如欲查看網上版新聞稿，下

載相關相片、發佈會簡報和其他參考資料，請瀏覽http://web.edu.hku.hk/press。 
 
傳媒查詢，請聯絡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經理張可恩女士（電話： 3917 4270 / 電郵﹕

emchy@hku.hk）或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數碼素養 360（2022）」項目經理黎文暉小姐（電話︰3917 
4759 / 電郵︰dcitizen@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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