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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舉辦四十周年研討會系列 — 

「什麼是人工智能素養？人工智能急速發展的情況下，我們應如何學習和面對？」 

 

香港大學（港大）教育學院昨日（10 月 31 日）舉辦主題為「什麼是人工智能素養？人工智能急速發

展的情況下，我們應如何學習和面對？」的研討會。是次研討會是教育學院四十周年研討會系列之一，

由教育學院副院長（研究）羅陸慧英教授主講，吸引超過 300 名來自不同國家和背景的人士在線上和

線下參與，參加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學生和社區人士等。 

 

活動由教育學院副院長（學與教）盧婉怡教授的致辭揭開序幕。盧教授歡迎各參加者並概述學院在教

育方面的悠久歷史和貢獻。她表示：「今年是本學院的四十周年，但我們的根基可追溯至 1917 年。當

時我們還是文學院的一個學系，現已發展成一個多元化的學院，擁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和教職員，

我們將繼續致力透過夥伴關係和合作，在本地、區域及國際上發揮積極的影響力。」 

 

在研討會上，羅教授回顧了互聯網搜尋技術的發展歷史，從以目錄為基礎的人工搜尋引擎，到以網頁

排名為基礎的谷歌搜索，她強調互聯網搜索技術的變化不僅帶來了新的可能性，也對數位素養設定了

新的要求。她指出人工智能素養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及其對學習的影響。羅教授表示：「我認為人工智

能素養應該透過真實的探究來學習，並整合到整個課程的學習中，而非作為一個獨立的科目」。她指

出科技進步如何在歷史上塑造了素養要求，建議教育工作者調整課程以反映這些變化。她補充道：「因

此，教學設計是關鍵，應尋求一種方法可以讓我們的課程與不斷變化的社會和科技背景共同發展，這

方法不僅使學習更具相關性，而且讓學生為應對數位時代的複雜性做好準備」。 

 

此外，羅教授概述了學生應達到的預期學習成果，包括掌握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知識、具備合乎道德

地運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以及擁有對人工智能工具的批判性評估能力。她展示了本地學校的成功案例，

這些學校將人工智能融入各科目，提升了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和協作能力。她強調教育工作

者必須為有效掌握這些發展做好準備，以確保教學實務與科技同步。 

 

羅教授亦解釋了目前由上而下的課程發展和教師培訓的層遞模式，不足以應付快速發展的科技環境。

她指出這種模式在促進跨學科融合的局限性，妨礙了教師和學生發展創造力。有見及此，羅教授建議

需要採用更靈活的模式，以促進創新，並適應與科技相關課程的動態性質。 

 

研討會結束後，教育學院數學、科學與科技學部的黃家偉教授主持了問答環節。參加者提出了引人深

思的問題，包括有關人工智能取代教師的可能性。羅教授的觀點是，無論是教學還是其他職業，只要

工作可以明確定義背景設置和行動順序，遲早都會被機器取代。她建議教師可尋找方法，把機器可完

成的工作交予人工智能或教學機械人，然後讓教師充當教練，協助學生發揮所長和成長。她指出教師

的角色是學習設計者，創造有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此外，她強調人性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機器應為

輔助人類加強能力，而非取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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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四十周年研討會系列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四十周年研討會系列提供有關教育的歷史敘述和視角，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學

院一直致力於全球教育研究工作，同時亦深深植根於香港社會，貢獻社群。研討會系列將涵蓋學院的

主要研究主題，包括語文教育、幼兒教育、言語及聽覺科學、資訊科技、國際及比較教育等。 

 

請前往 https://web.edu.hku.hk/press/press-release-SeminarSeries-Oct2024 瀏覽網上版新聞稿，以及下載

相關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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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chercheung@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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