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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創新型教師」的特質和
新常態下的網上教學準備度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https://ecitizen.hk/���/

在第一期簡報中，我們發現學校在停課前為電子學習作
好準備，對新冠肺炎停課期間有效過渡至網上學習有莫
大幫助。良好的電子學習準備度包括將電子學習策略有
效地納入到學校的整體發展計劃中，並著重以學生為中
心的電子教學法。此外，我們發現參加「自攜裝置」(BYOD)
計劃的學校通常具有較高程度的電子學習準備度。

而第二期簡報中，我們詳細探討了學校的電子學習政策和推行
方式，以找出對網上學習經歷和學習成果有正面成效的主要因
素。我們發現受訪學校中，電子學習統籌組的成員數目，職能與
角色都大為不同。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對電子學習的願景和
電子學習統籌安排，對受訪老師和學生的網上學習經歷和
自覺成效有重要影響。

是次簡報會深入分析我們從教師問卷中所取得的數據，
以了解具備良好網上教學準備度的老師的關鍵特質，以
及有哪些因素促成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2_tc_27847a5588.pdf
https://hku.hk/
https://www.ust.hk/
https://www.ecitizen.hk/
https://jcstem.cite.hku.hk/
https://www.ecitizen.hk/360/
https://www.ecitizen.hk/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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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較早前發布的研究結果
第一期報告：

停課期間網上學習的成果與挑戰
在學校和家長的努力下，停課不停學取得成果 

學校在停課前為電子學習作好策略性準備對過渡至網上學習有莫大幫助   

必須正視社經鴻溝和數碼鴻溝對弱勢家庭學生的疊加負面效應 

第二期報告：

影響學校網上教學準備度的主要因素
教師對網上教學的準備度，與獲得網上教學相關的教師專業發機會、 
及學生的網上學習經驗和學習成果有正面關係

電子學習統籌小組的成員與角色、基礎設施的優次和教師專業發展機會， 
是促使學校有效地推行網上教學的重要因素

對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學校和教師對網上教學的準備度， 
是進一步擴闊數碼鴻溝的保護因子

第三期報告：

此報告的研究問題

1  老師的自覺網上教學成效及他們在復課後繼續使用網上教學的態度， 
有沒有形成一些典型類別?

2  哪些預測因素對老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有最大影響? 

3  教師專業發展應重點關注哪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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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我們從教師問卷調查結果中整理出十一項指標，當中：

	 五項是影響網上教學的因素
	 其中兩項是屬於停課前教師具備的特徵：(ⅰ)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視程度，即是量度教師是
否願意鼓勵學生及理解學生的困難，和使用網上學習數據進行評估與回饋，以及(ⅱ)使用網上教學的	
程度；
	 另外兩項是停課期間教師的協作因素：(ⅰ)同儕協作推動及分享網上教學法；(ⅱ)同事間分工協作處理網
上教學的各樣安排；及
	 一項關於教師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感。

	 兩項是關於教師使用不同網上教學方法的情況的指標：(ⅰ)利用網上學習管理系統和數碼資源為學生設計
互動學習活動，以及(ⅱ)利用即時通訊和視像會議軟件教學及溝通
	 還有四項是網上教學的自覺成效指標：
	 兩項是關於停課期間教師自覺網上教學對學生的：(ⅰ)正面影響，和(ⅱ)負面影響。正面影響包括學生的
數碼技能提升和更能進行自主學習，以及教師對學生有更多的了解。而負面影響則包括無法追上教
學進度、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擴大、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受到負面影響，及網上欺凌問題增加；
	 一項是教師在停課期間自覺對一些普遍使用的網上教學方法的成效，例如使用視像會議或網上論壇作
討論；和
	 教師對復課後繼續使用網上教學的態度，以滿足不同學習需要，及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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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在本簡報中分析的��項因素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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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問卷調查概況
第三期報告中的分析結果包括了	836	位教師（小學教師	339人	、中學教師	497	人）。受訪者的年齡分佈比較
平均，30	歲以下的教師共有	195	人（佔23%），30-39	歲的教師共	277	人（佔33%），40-49	歲的教師有	212	人	
（佔25%），50	歲以上的教師	122	人（佔15%），有	30	人則未有透露年齡。而教學經驗方面，近三分之一的教
師教齡在	5	年以下，約有	20%	的教師擁有超過	20	年或以上的教學經驗，詳情見圖二。

如圖三所示，受訪教師教授的學科範圍廣泛，包括人文學科（即通識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及人文教
育等）、語文（即中英語文科目）、STEM（即數學、科學教育、科技教育等數理學科）及其他學科（即體育、藝
術教育等）。

具備「積極創新型」特質的教師在網上教學方面
較為出色

為了解停課期間教師對不同網上教學成效的觀感，以及復課後繼續使用網上教學的態度，有沒有形成一些典
型的教師類別，我們進行了「潛在類別分析」(LCA)。LCA	包括了四項指標：停課前教師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法的重視程度、停課期間的自覺網上教學對學生的正面及負面影響、以及復課後他們對繼續使用網上教學以
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和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從中歸納出四個教師類別（潛在類別）：「積極創新型」、
「謹慎探索型」、「保守探索型」和「傳統型」。「積極創新型」教師	(N=159,	19.0%)	的特質是他們在停課前對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最為重視、停課期間較多觀察到網上教學對學生的正面影響、對其負面影響則無特
別取態，亦較積極於復課後利用網上教學加強照顧學習差異及設計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活動，例如利用網上教
學作拔尖補底或發展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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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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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年
��%

沒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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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受訪教師的教學經驗 圖三. 受訪教師任教學科情況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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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教師可以任教多於⼀科。因此，總百分⽐會⼤於⼀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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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其他三個潛在類別的教師在停課前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視程度較低。「謹慎探索型」教
師	(N=388,	46.4%)	對在復課後繼續使用網上教學的積極性，與「積極創新型」教師相似。然而，他們更加留意
網上學習對學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例如認為網上學習會擴闊了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因此，即使他們對網
上教學持謹慎態度，但仍然會嘗試探索網上教學方法。

「保守探索型」教師	(N=191,	22.9%)	對復課後仍樂於繼續使用網上教學方法，但不太積極。他們十分同意網
上教學帶來的正面影響，對負面影響保持中立。因此，這類型的教師即使在恢復面授課後，仍會接受繼續使
用網上教學。

至於「傳統型」教師	(N=98,	11.7%)	對復課後繼續使用網上教學的態度則明顯比較消極。他們較多認為網上
學習對學生有負面影響。雖然他們亦同意網上學習對學生有一些積極影響，但同意度是四類教師中最低。圖
四顯示了四類教師特質及受訪教師所佔的比例。

經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教師之所以屬於這四類（潛在類別）中，與其任教於中學或小學，或其教學經驗年資
無關。然而，屬於「積極創新型」教師的年輕教師（40	歲以下）比率是年長教師的	1.66	倍。

在進一步研究四類教師的其他特質時，我們發現他們在網上教學方法和網上教學自我效能感方面存在差異。
如表一所示，「積極創新型」教師在與同事分工協作安排網上教學及各樣安排、及分享協作網上教學法方面明
顯比「傳統型」教師更加積極。同時他們更傾向於利用學習管理系統	(LMS)	和數碼資源學習安排互動教學，
並會使用即時通訊和視像會議軟件來教學以及與學生溝通。

圖四. 潛在類別分析結果顯⽰四類教師在指定四項因素中所得的平均值

停
課 前

影
響
網
上
教

學的因素
影響網上教學的

因

素

對
以學⽣為中⼼的
教學法的
重視程度

停

課
期 間

⾃
覺

成
效

⾃覺
網上教學
對學⽣的
負⾯影響

停

課
期 間

⾃
覺

成
效

⾃覺
網上教學
對學⽣的
正⾯影響

復
課 後

⾃
覺

成
效

對復課後
應⽤網上教學的

態度

�.��
�.��

-�.��

�.��

�.��

�.��

�.��

-�.��

�.��

�.��
�.��

-�.��

�.��

-�.��

�.��

-�.��

積極創新型
��% (N=���)

謹慎探索型
��% (N=���)

保守探索型
��% (N=���)

傳統型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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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所有教師的平均值。分數越⾼，代表與所有受訪教師的平均值相⽐，越重視以學⽣為中⼼的教學法。⽽在其
餘三項因素指標中，「�」代表中性，正數代表認同，負數代表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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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以教學法為主的協作分享，並著重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法，有效提高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

展望疫情結束後，教師能更認同網上學習對學生的正面影響，並且在復課後仍樂於繼續實踐網上教學。這亦
可視為網上教學準備度的其中一種項特質。在本節中，我們會探討有助提升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的因素。

是次研究採用了結構方程模型	(SEM)	方法，研究停課前後一些特定因素如何影響實際網上教學情況、教師對
網上教學對於學生的正面或負面影響的看法，以及他們對復課後繼續進行網上學教學的態度。圖五總結了分
析後的結果。箭咀的指向代表會影響及的因素，箭咀粗幼則代表影響程度。

SEM	結果顯示，教師自覺網上教學對學生的負面影響，與其他指標未有顯著關係。所指的負面影響，主要是
與學生之間的社經地位及學業等方面的差距有關，而在網上教學期間這些差距有可能會加劇。從這一項結果
表明教師對於網上教學為學生帶來負面影響的看法，並非網上教學的必然結果。

圖五所顯示的結果，教師對於復課後繼續使用網上教學的態度（簡稱「復課後的	OLT	」），與教師在停課期間
使用網上平台及數碼資源作網上互動教學的程度（簡稱「網上互動學習」）、以及教師自覺網上教學對學生正
面影響的看法有著正面關係，而後者的相關性更大。然而，如果同時考慮由其他因素間接造成的影響，我們發現	
網上互動學習對復課後的	OLT	的影響最大，因為它在教師自覺網上教學的正面影響，及自覺不同網上教學法
的成效這兩個因素上，有最直接及正面的影響。

表⼀. 四類教師使⽤不同網上教學⽅法和網上教學⾃我效能感的均值分數

� � 完全不適⽤ � 很少適⽤ � 頗適⽤ � ⾮常適⽤

潛在類別 積極創新型 謹慎探索型 保守探索型 傳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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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

圖五同時顯示，在圖一所示的五個影響網上教學成效的因素當中，停課前教師使用網上教學的程度對停課期
間教師的網上教學實踐並沒有顯著關係。然而，這並不代表對個別老師而言兩者沒有關係。這個因素是與其
他各項因素有關的。因為	SEM	的結果是把所有計算的因素及影響都包括在內。因此，研究結果也表明，在停
課前的各項因素中，只有教師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視程度這一項，對其他各項因素有較大影響。此
外，從建模所見，停課期間的三個影響網上教學的因素，對教師的實際網上教學情況及成效有顯著關係，其
中，教師之間推動及分享網上教學法的協作程度一項，十分影響教師設計及實踐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感，亦
同時影響教師使用網上教學法的兩個因素。

基於圖五所示的結果，我們找出了五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以及其影響指向，並對其進行另一次	SEM	分析。上述的
建模結果如圖六所示。教師在學校多作有關網上教學分享、特別是深入的網上教學方法的協作分享，如老師互
相觀課和討論，都能大大增強教師對網上教學設計和實踐的信心。停課前教師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的重
視程度，對教師的網上教學自我效能感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儘管這種影響的程度比起與同工協作的影響要小
得多。教師的自我教學效能感，是十分影響他們使用	LMS	和數碼資源作互動教學的因素，從而亦正面影響他們
在復課後樂意繼續使用網上教學與溝通，以解決學生學習差異的問題以及促進復課後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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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三

訓練學生明辨思維和創意能力，運用網上 
學習數據支援評估與回饋，成為教師最大的挑戰

問卷調查訪問了教師在停課期間使用各種網上教學方法的情況及自我效能感。從教師就有關網上教學活動
及方法的回應，再透過應用項目反應理論	(IRT)	模型，得出圖七的項目難度圖，亦得知受訪教師具體採用了哪
些活動或教學法。IRT	的設計可以在同一量表中量度受訪者在該項目的能力及項目難度，亦即是說，老師對某
一題目的認同程度其實反映他們與其他老師的相對能力。

圖七的右方顯示所有項目的閾值的難度等級。我們分析了四道問題當中所包括的二十三個項目。我們採用李
克特量表，其中三道問題（Q7、Q10、Q19）採用了李克特四點量表（1=完全不適用，2=很少適用，3=頗適用，4=
非常適用）。第四道問題（Q16）則採用了李克特五點量表（1=從不，2=很少，3=有時，4=經常，5=總是）。	
而為了構建項目難度圖，我們以教師對該項目的信心越大或使用程度越高，難度就越大為表達方式。我們亦
計算了由一個難度等級過渡到高一個等級的相對難度。這種過渡難度稱之為閾值。例如，Q7	問到有關自我
效能感。這條問題的第五項目是：「我能設計有助學生投入的網上學習活動。」由於這條問題採用了李克特四
點量表，因此會有三個閾值：t1	表示由「完全不適用」到「很少適用」的難度分數；t2	表示從「很少適用」到「
頗適用」，和	t3	表示從「頗適用」到「非常適用」。Q16	由於採用了李克特五點量表，所以每個項目都會有四
個閾值。而我們所分析了的	23	個項目，就總共有	75	個閾值。

最左下方的閾值代表其相對難度是最低，而最上方的閾值則難度最高。例如，Q10_4|t1	這個閾值在下方的第
二行，即是屬於第二最低難度級別。Q10_4	項目是「我搜尋有用的網上學習材料並用於網上教學」。所以，我
們可以理解為幾乎所有教師都有這項目的能力，儘管只是「很少適用」。

項目難度圖的最上方主要是	Q16	的項目，表示此問卷中所提到的數碼科技對教師來說是最具挑戰性的。這
個問題是關於使用數碼科技進行評估、回饋和促進學生對學習作出反思。

總結項目難度圖的結果，我們發現，大多數教師都具備應用科技進行網上教學的基本能力，例如使用視像會
議工具（如Zoom	）教學，為學生上傳自己製作的短片，及利用現有的網上資源進行網課。然而，教師仍對某
些需要以數碼技術作網上教學的操作缺乏信心，而這些都是將來教師於科技方面的專業發展應要關注的重
點。教師在使用數碼技術上需要更多支援，包括以下幾方面：

	 利用學習管理系統	(LMS)	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網上課程
	 設計可以應用數碼技術的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的明辨思維和創造能力
	 透過數碼技術作學習評估，包括學生的自我評估和同儕互相評估
	 透過網上學習數據來支援學生對學習進行自我反思，	並提供回饋
	 收集及分析學生數據，以改善教學設計

圖七的左方是教師在各項目難度級別上的估算能力分佈情況（從難度最低閾值到最高閾值)。圖中左方顯示
的教師能力高低的特定程度，可理解為預測教師同時有能力完成右方相對應的難度或更低級別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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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三

總結調查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教師對恢復面授教學後仍繼續使用網上教學抱持積極態度。然而，停課導致教師與學
生過量使用網絡會議軟件作溝通。而使用這種網絡工具只會讓教師集中於網上的教學，而非網上學習。研究
分析表明，許多教師並不熟悉怎樣運用網上資源和平台來支援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從教師問卷調查的三項關鍵題目中	—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要性、自覺網上教學的成效、以及對學校復
課後繼續網上教學的態度	 —	 可以歸納出四種對網上教學有不同取態的教師類型：「積極創新型」、「謹慎探
索型」、「保守探索型」和「傳統型」。「積極創新型」教師明顯有更好的網上教學準備度：具有較高的網上教
學自我效能感,	 重視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以及復課後他們樂於繼續使用網上教學以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
和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因此，我們相信每一位教師都有可以成為「積極創新型」教師。

研究結果表明，教師是否具備良好的網上教學準備度，在乎他們在學校對網上教學相關協作分享的參與度，
尤其是教學法方面的分享。因此，培育「積極創新型」教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鼓勵與支持教師進行有關教
學法的分享會。

大多數教師具備進行網上教學的基本能力，如使用視像會議作教學，製作/選擇短和使用其他網上教學資源。
教師專業發展應著重培養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包括使用網上學習平台、電子資源和工具去設計和推動
互動教學、學生自主學習、明辨思維和創造能力，並利用網上學習數據為學生進行評估、提供回饋及改善學
與教。

圖七. 根據四道問卷問題所得出的項⽬難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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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 策 及 系 統 層 面：透 過 資
訊 科 技教 育卓越中心或 相
關 組 織，擴 展 老 師 和 學 校
之 間 的 專 業 網 絡，協 助 提
升 學 校 和 老 師 層 面 的「網
上教學準備度」，促進利用
網上學習數 據評估學生 及
提 供 回 饋，培 養 前 線 運 用
數據改善學與教的能力。

 提供教師專業發展機會，以
加強教師對電子學習的教學理
解，特別是如何設計與實踐自
主學習，並利用科技培養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力。

 透過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
心以及「主題網絡計劃」等，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機會，加
強老師之間及和校際間就教學
方法的分享與互相協作。

2  學 校 領 導 層 層 面：擴 展 校
內 外 專 業 網 絡，建 立 及 加
強 校內電子 學 習統 籌 組 的
專 業 發 展 職 能 和 角 色，加
強 教 師之間就 各種 在 線 及
混合 教學法的 深 度 交 流 和
協作，培養更多「積極創新
型」老師。 

 將電子學習元素融入學校的
策略發展計劃，推動課程與創
新教學。

 加強校本電子學習統籌組中
各成員的專業發展 角色，特別
是網上學習相關的教學分享及
協作。

 建立校本指引，以確保學校
在停課、半日及全日上課的情
況下，能適當安排網上學習，
並透過數碼技術幫助學生有效
地學習。

3  老 師 個 人 層 面：透 過 不 同
的專業 和支 援 網 絡 提供的
學習機會裝備自己，集中提
升以學生為中心、利用互動
學習提 升學生明 辨思 維 及
創 造 力 的 電 子 教 學 法，建
立 應付 教 育新常態 的 信心
和能力。

 建立及擴展老師的專業網
絡，培養同工之間的積極協作
文化。

 積極在學校社區與其他教師
作個人教學經驗分享及交流。

 透過不同的專業和支援網
絡提供的學習機會裝備自己，
集中提升以學生為中心的電子
教學法，建立應付教育新常態
的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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