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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團隊推出開創性人工智能中文寫作評估平台系統 — 

「mAI Mind」以提升中小學寫作教育 

 

一直以來，中文寫作教與學對教育工作者和學生來說都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教師想盡辦法讓學

生積極參與寫作過程，並盡力提供個人化的回饋；學生卻往往缺乏寫作動機，亦難以純熟地運用各種

寫作技能。為了應對這些挑戰，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研究團隊推出了開創性的人工智能中文寫作評估

平台「mAI Mind」，旨在提供嶄新的寫作學教經驗。 

 

「mAI Mind」人工智能平台參考了香港中國語文課程架構、文類理論、寫作思維過程理論和全港性系

統評估（TSA）的評核準則，目的為協助教師製作內容和程度合適的範文，以方便教學。「mAI Mind」

平台可在一分鐘內對學生的各項寫作表現進行全面的反饋評估，包括：內容、結構、句子、詞彙使用、

標點符號和整體表現。平台亦將學生使用的詞彙與教育局的《香港小學常用字詞表》進行比較，分析

學生的詞彙使用習慣，提高寫後回饋的深度和廣度，並大大減少老師的工作量。 

 

此外，該平台能按老師設定的寫作要求，為學生提供寫作建議和框架，例如提供相關成語、句子、修

辭以及引言、正文段落和結論的建議，為他們於寫作構思階段提供支援，有助減輕學生的學習焦慮。

「mAI Mind」也為學生的表現提供回饋，為改善寫作提供寶貴的見解。 

 

在過去六個月裏，七所學校成功將「mAI Mind」平台融入其校本的中文寫作課程中，並取得顯著成

效，見證了該平台能夠解決寫作教學中的難題，亦為學生提供及時和個性化的寫作建議和反饋，使

他們的寫作態度和動機都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從而持續地提高他們的寫作能力。 

 

領導研究及開發團隊的教育學院助理院長（知識交流）羅嘉怡教授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 mAI 

Mind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對教師和學生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我們的目標是繼續改進和增加此平台的

功能，以賦予教育工作者力量，並激勵學生在中文寫作方面充分發揮潛力。」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的一位學生表示，平台的回饋幫助他理解到自己在寫作方面的優點和缺點，同時

提供了具體的改進建議，提升了他作文的整體結構和美感。來自同一學校的蔡靜欣老師讚揚該平台

能提供全面而具體的反饋，具有省時的特點，而且操作簡便。 

 

循理會美林小學中文科主任姜綺雲觀察到，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積極主動地在平台輸入內容並按即

時獲得的回饋持續修改作文，充分體現自主學習和自我完善的態度及能力。 

 

「mAI Mind」平台的開發展示了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致力利用尖端科技來提升教與學體驗的決心。該平

台的數據分析系統不但能緩解教師的評改壓力，並同時增強了寫作回饋的重點和深度。透過提供具針

對性和有意義的指導，「mAI Mind」正在改變中文寫作的學習和教學格局。 

 

傳媒查詢，請聯絡 mAI Mind項目負責人羅嘉怡教授（電話：3917 8399 / 電郵：ekyloh@hku.hk）或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經理（發展及傳訊）張俊瑜女士（電話：3917 4270 / 電郵：chercheung@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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