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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舉辦知識薈萃:「香港教育與未來學習」創新程 

 

香港大學（港大）教育學院今天（3 月 4 日）舉行知識薈萃:「香港教育與未來學習」創新程。該活

動旨在與學校和社會持份者分享學院老師的研究成果，共同規劃未來學習。 

 

活動由學院院長楊銳教授的致辭揭開序幕。楊教授重申即使一所享譽全球的教育學院，也需要對本

地教育有所承擔。楊教授說：「地方參與非常重要，港大教育學院作為港大密不可分的重要成員，我

們樂於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希望成為國際理論和本地實踐之間的重要橋樑。正如今天的活動，我們

不但旨在突破理論，亦著重實踐。我深信教師和校長也是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我們熱切期待與

本地學校密切合作，攜手作出貢獻和改變。」  

 

全日活動包括多個專題分享和專題工作坊，四個主題涵蓋中文及英文作為第一和第二語言學習、組

織學習架構以促進創新，以及數碼素養。學院老師於早上的專題分享討論多項教育研究的理論基礎

和主要成果，就學生學習及身心健康、學校發展、育兒方法、親子教育，以及政策實施與評估作出

意義深長的啟迪。嘉賓根據他們的工作經歷和個人經歷就每個專題提供更多見解。 

 

首個專題分享由港大教育學院副院長（教與學）及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副教授盧婉怡博士主講，

主題為「通過跨課程語言學習（LAC）提升以英語為教學語言（EMI）的效能」。 

 

盧博士指出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教學語言政策在香港以至歐洲和亞太地區等，均引起不少爭論。然

而當學生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時，往往難於同時掌握學科內容和英語。港大的研究團隊一直致力研

究如何支援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教師和學生，盧博士分享關於跨課程語言學習的研究成果，提出

跨課程語言學習可以通過教師的跨課程協作以及內容和語言融合教學法來體現，並介紹不同的跨課

程協作模式和教學策略，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和教學法，從而有效地支持學生的學習。研究發現： 

 

1. 通過教師的跨課程協作以及內容和語言融合教學法，可提升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教學效果； 

2. 跨課程協作可體現於三個互補的方面：正式協作、非正式協作和聯課活動；及 

3. 密集式工作坊、在校支援、校本跨課程語言學習及專業學習社群的整體模型可促進以英語為教學

語言的教師的專業發展。 

 

其後教育政策與社會學部副教授及學部部長及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張慧明博士，與學部助理教授

及中心管理委員會成員戴忠沛博士兩位學院老師，繼續分享有關語言學習的主題：「以文化適切的策

略提升中文作為第一和第二語言學習的效能」。 

 

張博士和戴博士分享香港教師在文化適切自我效能方面的五個範疇，其中以「因應多元需要而調整

教學」最為重要。為提升教師文化教學適切自我效能，張博士和戴博士介紹多年來與協作學校發展

的文化適切高效能教學策略，協助學生在中文學習上展翅高飛。研究發現： 

 

1. 教師的關注文化差異自我效能最弱；及 

2. 教師與多元文化學生建立正面和信任關係的自我效能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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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兩文三語外，組織學習架構也是專題分享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學院的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

究中心助理總監莫鳳儀博士就此分享了「如何設計合適的『組織學習架構』以促進校內、外教育創

新？」。 

 

莫博士指出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一直支持本地中小學推行不同的教育創新，在變革過程

中一直與學校同行，見證其發展軌跡。莫博士的團隊發現由教師、中層管理人員和學校管理層組成

的多層級領導團隊，以及為促進以創新為本的多層級學習而締造的學習條件，對於教育創新的可持

續性和可擴展性至關重要。莫博士更分享組織學習的設計原則，以及這個連繫多層級的學習模式對

香港教育未來發展的影響。莫博士的研究發現： 

 

1. 多層級領導團隊（例如由教師、中層管理人員和學校管理層所組成）對於教育創新的可持續性和

可擴展性至關重要； 

2. 需締造促進以創新為本的多層級學習條件，以提升創新團隊實踐變革的專業能力；及 

3. 設計以創新為本的組織學習（即「組織學習架構」）的重要考慮因素包括組織架構、互動機制、多

層級創新團隊的自主性、有效的溝通及回饋渠道等。 

 

鑒於資訊素養與電子學習是教育領域的重要課題，學院副院長（研究）、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教

授及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羅陸慧英教授在最後一個專題分享「數碼公民素養的研

究為疫後家‧校教育帶來什麼啟示？」進行分享和討論。 

 

羅教授指出港大研究團隊於 2019年至 2022年對香港中小學生的數碼公民素養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四

個週期的研究，並分享以下研究結果： 

 

1. 隨著時間推移，學校内部和學校之間出現嚴重且不斷擴大的數碼素養鴻溝； 

2. 數碼素養不但對網上學習有積極貢獻，並且是抵禦網絡成癮和網絡欺凌等網上風險的保護因素。

區塊鏈、元宇宙等新的社交和交易模式，以及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如 ChatGPT 等強大應用程式）

的快速發展，對公民的數碼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及 

3. 家庭資源、數碼育兒、學校文化和電子學習領導力是影響數碼公民發展的重要因素。 

 

羅教授就研究結果討論家庭、學校、政策制定者和相關公眾如何應對不斷擴大的鴻溝。 

 

專題分享結束後，學院副院長（拓展與協作）吳民華博士主持小組討論，參加者踴躍回應及向講者

提問。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教務主任及跨科英語學習統籌王君浩老師贊同跨課程語言學習在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生學習方面的成效，並分享其學校參考港大研究結果和框架實踐和發展跨課程語

言學習的情況。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黃輝微校長認為「文化適切策略」是一面鏡，讓教師反思運用中國文化及多國文

化作為學習材料，並應善用社會資源學習彼此的文化，令中文學習的效能更相得益彰。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曾智昌校長分享了他在不同學校應用多層級連繫學習模式的經驗。曾校長

強調，讓創新團隊參與以創新為中心的探究, 並讓他們的學習可看得見，是教育創新成功的關鍵。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校長郭明英修女指出，縱向數據為制定包含混合式學習和正向教育的五年學

校發展計劃時提供重要信息。 

 

教育學院日後繼續與持份者接觸，眾講者亦表示歡迎所有學校、學校校董會/議會、辦學團體、專業

團體、家長團體、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部門與他們聯繫，就持續專業發展機會的需要，未來研究和出

版方面的合作，與他們保持良好溝通，共同合力對學生的學習和優質教育作出貢獻及影響。 

 

五個專題工作坊緊接專題分享於同日下午舉行。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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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跨課程語言學習 (LAC) 的架構和策略 

講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與學）及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副教授盧婉怡博士 

 

以英語教授數學 

講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講師李文生博士 

 

疫下共創祝福 ─ 繪本的魔法 

講者：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社會學部副教授及學部部長及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張慧明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項目經理黃綺玲女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溝通、發展與資訊科學學部助理教授陳穎欣博士 

 

如何設計合適的「組織學習架構」以促進校內、外教育創新?  

講者：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總監莫鳳儀博士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副校長鄭焯施女士 

北角衞理小學助理校長馮婉湄女士 

 

如何使用數碼學校和數碼素養數據加强中、小學學生學習?  

講者：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研究）、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教授及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羅陸慧英教授  

滬江小學課程主任羅筱彤女士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校長何應翰先生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校長郭明英修女 

 

請登入 http://web.edu.hku.hk/press 以瀏覽網上版新聞稿，以及下載相關相片和簡報等參考資料。 

 

傳媒查詢，請聯絡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經理（發展及傳訊）張可恩女士（電話：3917 4270 / 電郵：

emchy@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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