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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科技發展迅速，既為學生提供了更豐富的學

習， 也帶來了全新的挑戰。身為廿一世紀的家
長，應如何看待最新的教學科技，從而幫助子女

成為精明、負責任、重視安全的數碼公民，迎接

不斷變化的學習及工作環境呢？今期通訊，我們

特意專訪各界代表，包括學者、中學教師、社工

等，多方面探討3C世代的管教策略。 

AI顛覆傳統學與教模式
掌握新科技與媒體素養迎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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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資訊科技科科主任、賽馬會「混合式學

習」計劃副負責人、香港翻轉教學協會創會會長 
夏志雄

香港家庭福利會網絡教育及輔導服務(網想家)社工
文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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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傳媒資訊素養
助子女迎科技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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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問

李月蓮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院

榮休教授

培養傳媒資訊素養 助子女迎科技新世代
             在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日趨強大的今天，只要輸入簡單的指令和關鍵詞，便可得到海
量的資訊、各種各樣的圖像和影片。然而，怎樣判斷箇中真偽和正確地運用，關乎用家有沒

有足夠的傳媒資訊素養(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榮休
教授李月蓮教授一直致力研究MIL，她深信MIL是新一代不可或缺的二十一世紀技能，家長
宜及早協助子女掌握相關能力，培育他們成為「數碼公民」。 

        李教授指，「傳媒資訊素養」是一組處理資訊的
能力，當中包含「傳媒素養」 (Media Literacy)、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和資訊科技技
巧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Skills)，大致可歸納為三個範疇。第一，是尋找訊
息和資訊的能力。簡言之，就是要有效及快捷地從不

同的訊息源(如傳媒、互聯網和各類資料庫)，尋找有用
的訊息及資訊，當中涉及各種資訊科技的應用和操

作，例如在搜尋引擎或人工智能程式輸入合適指令和

關鍵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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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子女學習路上的引路者 

傳媒素養 
Media 
Literacy

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資訊科技
技巧

ICT Skills

搜尋資訊的能力

認識、分析和整合資訊的能力

傳媒資訊素養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是一組處理資訊的能力，當中包含:

大致可歸納為三個處理資訊的能力範疇：

使用資訊的能力

掌握MIL 毋懼改變與挑戰

家長錦囊

搜尋有道 分析有理

為子女樹立榜樣

        第二，是認識、分析和整合傳媒訊息和資訊
的能力。由認識媒體 (如報紙 )及資訊公司 (如
Google)的性質、功能及運作開始，深入了解不
同媒體(如報紙、電視及互聯網)對報道同一事件
的處理手法和立場，從而分析及評價其報道的可

信程度，再從中選取及接收合適的資訊，而不是

不加思索照單全收。 

        第三，是使用傳媒訊息和資訊的能力。當中
涉及如何有效及安全地利用各種傳播途徑(如電
話、網上平台及社交軟件)和其他人溝通及分享資
訊，以及合乎道德地將資訊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例如於社交媒體轉載或引用資訊、圖像和影片時

列明出處、絕不使用未經事實核查的資訊，或散

布具煽動性及攻擊意圖的言論等。 

        那麼家長應如何協助子女培養MIL？李教
授認為首先是建立正面的教養心態。不少家長

喜歡監管子女上網或使用社交媒體，甚至嚴加

限制或禁止。然而，這樣只會適得其反，因為

上網和使用社交媒體已經成為生活一部分。家

長不妨改變策略，以同行者身分，從旁引導子

女，與他們保持開明的互動溝通，潛而默化，

灌輸MIL的概念。例如：提醒子女在閱覽網上
資訊時要小心分析其真偽，不要盲目盡信、避

免傳播未經事實核查的資訊、注意保障網上個

人私隱等。當然，家長也要以身作則，言行合

一，切忌講一套，做一套，教子女無所適從。 

         李教授早在十多年前着手推動傳媒資訊素養
教育，教育年輕一代認識MIL。她認為隨着互聯網
和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全球已進入知識型社會，

資訊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年輕一代要懂得處理和

運用資訊，才能應對未來社會的工作要求。另外，

科技亦改變了學習模式，令學習不再局限於學校或

課室，通過網上學習可找到各種各樣的資訊，能否

從中選取和吸收有用的資訊，轉化為知識，便取決

於學生的MIL能力。科技與互聯網的普及同時催生
了一些網絡危機，如網絡欺凌、網上「起底」文

化、以及假消息的氾濫，年輕人需要MIL來抵禦和
應對這些危機。「所以，年輕一代愈早養成MIL，
對其學習、成長和發展愈有利。」 

        另外，家長如擔心子女沉迷上網或使用數碼電
子產品，可與子女商量並共同訂立使用時間表，而

不是單方面作規管和限制。至於更理想的做法，是

與子女一同遵守和履行共同訂立的時間表，以示尊

重。李教授續稱，年輕一代都喜歡透過社交程式與

朋友聯繫，家長可善用這種渠道跟子女溝通，建立

親子連線，甚至互相分享資訊，過程中可灌輸MIL
的概念。家長也可藉由觀察子女平日使用社交媒體

的表現和習慣，了解他們有沒有自律能力和責任

心，予以鼓勵或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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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真光中學資訊科技科科主任夏志雄是本地資深
電腦教育工作者，亦是香港翻轉教學協會創會會長和賽

馬會「混合式學習」計劃副負責人。他認為ChatGPT
（註1）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學界帶來機遇，同時
造成挑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搜集資訊方面的能力強

大，只要輸入簡單指令或關鍵詞，便可即時得到相關資

料，而且資料經過整理和消化。對於教師備課或準備教

材，學生搜集資料做功課均非常有用。以做研究報告為

例，以往學生上網搜集大量資料，要自己分析及剪裁 ，

夏志雄
香港真光中學 資訊科技科科主任

賽馬會「混合式學習」計劃 副負責人
香港翻轉教學協會 創會會長

註1: ChatGPT 是由 OpenAI 所開發的人工智能程式，主要通過文字輸入接收使用者的指令和查詢。它能依據預先訓練的數
據和算法，生成與指令及上下文相關的答覆。儘管該系統在語言處理方面表現出色，但它所生成的內容有可能不準確，使用上

亦存在潛在的倫理問題。因此，建議學童在家長的指導下使用。 

A I 顛 覆 傳 統 學 與 教 模 式  
掌 握 新 科 技 與 媒 體 素 養 迎 大 潮 流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的功能日益強大，應用層面無處不在，正在顛

覆許多領域的固有生態。學界近年就應用人工

智能，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
引發廣泛的討論。有人認為它是學習的好幫

手，有人卻擔心會衍生抄襲等道德爭議。教師

和家長應如何引導下一代面對新科技，正確地

運用AI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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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子女同行擁抱新科技
家長錦囊

AI推動教育範式轉移

        他續稱，傳統教育模式着重知識的傳授，測
驗考試都着眼於評核學生掌握知識量的多寡。在

AI強大的資訊搜集能力協助下，知識變成唾手可
得，繼續以知識量作為評核準則已再沒價值，學

與教模式也需要革新。夏主任以自己任教的電腦

科為例，本學年會開始在中一級課程加入AI內
容，除了介紹各種生成文字、聲音和影像的人工

智能工具外，還會教授怎樣輸入指令與人工智能

系統溝通，生成想要的結果。另外，課程亦着重

培養學生媒體資訊素養，包括：分析及判斷AI結
果的真偽和可靠性；有效地、符合邏輯地及負責

任地使用AI建立的內容及資訊，並反思其會否對
別人構成負面影響，如抄襲、剽竊、散布假消

息，甚至網絡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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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家長，夏主任建議用正面態度看待
AI，「目前尚有不少家長從未接觸ChatGPT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因而尚未明白其好處或

風險所在，他們可以跟子女一起探索和發掘，

從旁鼓勵和引導。」

         除此以外，家長可多加留意媒體資訊素養
的資訊，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向子女灌輸正確

的媒體資訊素養概念，包括：小心判斷媒體、

「隨着AI應用的普及，媒體和資訊素養變得愈來
愈重要，愈早培養和建立愈好。」至於功課和測驗

考試的設計方面，亦要作出改變，加強分析思考、

創意和解難能力的訓練，鼓勵學生動手做，「從做

中學」(Learning By Doing)。 
 
        談及目前AI在本地學界的應用，夏主任認為
愈來愈多教師意識到AI應用於學與教上的便利，
但有部分教師擔心學生過份依賴ChatGPT做功
課，不加思考便抄襲答案，而對AI持觀望態度。
他認為應用AI是不能逆轉的大趨勢，教師要擁抱
和活用新科技，在教學上不斷創新。「AI無法取
代教師，但會取代不懂用AI的教師！」 

才能構思內容大綱。現在，ChatGPT不但可以代
為處理這些工序，甚至幫忙撰寫報告。然而，這

些資料未必百份百準確，不能盲目相信，必須具

備批判思考，懂得識別箇中真偽。 

        夏主任又舉例，以往替高中學生操練公開試
試題，他都要根據考評局提供的評核準則逐一替

每名學生評估分數，相當費時。現在透過

ChatGPT，只要輸入問題、答案、評核準則和指
令，系統便可自動評估分數，而且相當準確。這

樣既可減輕教師的工作量，也方便學生即時了解

自己的答題表現，作出改善和溫習。 

社交平台和AI程式提供的資訊，分析其真偽；在
發放訊息或轉發資訊前，要三思相關行為會否對別

人構成負面影響，甚至以訛傳訛，散布假消息等。

        家長也可以多參與由學界舉辦、專為家長而
設的工作坊，加深自己對AI、生成式人工智能，
以至媒體資訊素養的認識，同時加強與學校之間的

溝通和聯繫，家校合作，攜手教導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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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康
香港家庭福利會

網絡教育及輔導服務(網想家)社工

        香港家庭福利會網絡教育及輔導服務(網想家)社
工文建康表示，時下年輕人喜歡上網，打機和玩社交

媒體並無不可，家長毋須過份憂慮，但要留意他們有

沒有因為沉迷，而出現行為或情緒變化。以打機為

例，香港家庭福利會於今年2月公布了一項調查，發現
有11.8%受訪中一至中六學生沉迷打機，其中約7成人
有抑鬱的癥狀，並自覺過份沉迷，只是控制不了。據

社工與學生傾談的經驗，沉迷的原因一般是學業壓力

共建正確價值觀 輔導子女應對網絡危機
             現代人每天「機」不離手，各種網上
平台、社交媒體和手機遊戲已成為我們生活消

閒、聯誼，甚至吸收資訊的主要渠道。科技帶

來便利，為生活平添姿采，但同時潛藏危機。

年輕人過份沉迷，或不當使用，更可能引發學

業、情緒和行為問題。家長應該怎樣教育子女

辨識網絡風險，做好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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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錦囊

網絡欺凌與「起底」
無奇不有

言行一致作身教 溝通尊重建互信
        面對各種各樣網絡危機，家長該如何管教
子女？文建康強調，首要是以身作則，樹立良

好榜樣，切忌雙重標準，反對子女打機、上網

和玩社交媒體，自己卻樂在其中。有家長甚至

將這些娛樂跟溫習讀書放在對立面，要求子女

將全副精神和時間都放在讀書之上，忽略了這

些娛樂其實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人也需

要消遣娛樂，最重要是適可而止。他又指，許

多家長喜歡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生活的相片，

作為他們的成長記錄。此舉雖然無可厚非，但

須留意子女日漸長大開始關注私隱問題，隨意

發布他們的相片，可能令他們覺得不受尊重，

間接影響親子關係。 

        文建康指，網絡欺凌也是常見的問題，其涵
蓋範圍很廣，言語攻擊固然是其中一種，一些看似

無關痛癢的惡作劇都可以對別人構成欺凌。他舉

例，疫情期間學生進行網課，其中一名學生的樣貌

被同學截圖和廣傳，令涉事學生感到非常難堪。 

        跟網絡欺凌息息相關的，還有「起底」的風
氣。文建康得悉，有競逐學生會的候選內閣成員被

人揭發「黑材料」，然而流出了的只是一張早年在

課堂上被拍下的不漂亮相片，無不雅成份，可是仍

使該同學難抵輿論壓力而退選；另有一對學生情

侶，男方在分手後利用前女友的個人資料及相片在

交友程式上開設假帳戶，令女方蒙受滋擾。文建康

指，現今社會「起底」文化盛行，令許多年輕人不

覺得「起底」行為存在問題，但其實「起底」隨時

可構成刑事罪行，絕不能輕視。 

        由於「起底」文化盛行，文建康發現年輕人
近年對個人私隱的關注度有所提高，例如減少在社

交媒體發布永久帖文，改為有瀏覽時間限制的內

容；即使發帖文也會用公仔圖像遮蓋自己或朋友的

樣貌。另外，他們在閱覽網上資訊時會追索發布的

源頭，先作「事實查核」(Fact Check)，判斷其
真偽，不會盲目盡信。 

沉重，日常生活苦悶，缺乏家人陪伴，唯有打機

消磨時間，但過程並不快樂。長時間打機，花在

學習和社交方面的時間自然減少，不但影響學業

和社交，精神健康和情緒管理亦變差。 

        除了打機，社交媒體亦是年輕人喜愛的玩
意。很多人透過社交媒體發放相片和文字，分享

生活的點滴，但部分人卻存在炫耀的心態，經常

與別人比較。若發現別人的帖文得到更多關注及

回應，便感到不快，甚至作出言語攻擊；另有一

些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帖文未能獲到預期的關注及

回應，會以刪除該帖文去處理失望的情緒。正因

為了「吸Like」，年輕人會作出大膽行為，如發
布性感照片。網上交友近年亦非常流行，許多年

輕人利用交友程式結識朋友，部分更發展為網上

戀人關係，甚至「約炮」發生性行為。他們往往

因警覺性不足誤墮陷阱，被騙財騙色。 

        至於如何防止子女過份沉迷上網或玩手機，文
建康建議家長和子女一起在電腦或手機安裝過濾軟

件，記錄平日上網的時間和使用的程式，每周一同

檢視。家長可藉此了解子女平日上網的情況，評估

他們有沒有出現沉迷的情況；子女也可得知父母的

喜好和上網的習慣，促進彼此之間的溝通，同時建

立互信。到了測試或考試前夕，家長才限制子女上

網和玩手機的時間，而不是一刀切地禁止。另外，

家長亦不妨鼓勵子女培養其他嗜好和興趣，藉此分

散他們的注意力，避免將全部精神和時間投放在上

網、手機和玩社交媒體之上。平日用心經營，才能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輔導子女正確面對網絡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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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jcblendedlearning.hk

@jcblendedlearning

賽⾺會「混合式學習」計劃

https://jcblendedlearning.hk

BLISS自學平台BLISS自學平台
BLISS 自學平台由賽馬會「混合式學習」計劃所開發，免費開放
予公眾註冊及使用。平台提供接近1,000條自學短片，涵蓋高小
及初中的中文、英文、數學、科學及共通能力等主題。而部分影

片更配有練習，藉此加深學生對課題的理解，並培養自學習慣及

能力。有興趣的家長可掃描右方二維碼註冊。

立即註冊

主題
學習包

自學
影片庫

影片
練習

獎章
任務

進度
檢測

筆記
功能

自2022年起，計劃已招募60多間中、小學成為
「夥伴學校」，為學校提供諮詢服務、專業培

訓、電子學習資源、共學機會等，協助教師在

高小及初中的中文、英文、數學，及科學教育

四個學習領域實踐混合式教學。

賽馬會「混合式學習」計劃 (下稱「計劃」) 獲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由香港中文大

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聯同教師專業團體——香

港翻轉教學協會共同合辦。透過本港中、小學

的參與，共同探索「混合式學習」的有效實踐

和創新，藉此提升教學效能及彈性，並激勵學

生自由探索、主動學習。 

https://jcblendedlearning.hk/platform
mailto:info@jcblendedlearning.hk
http://www.facebook.com/@jcblendedlearning
http://www.youtube.com/@jcblendedlearning
http://jcblendedlearnin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