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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網上學習和
教學準備成功關鍵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https://ecitizen.hk/���/

在第一期簡報中，我們報告了學校在停課前為電子學習作好
準備的重要性，例如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重視程度，
及將電子學習策略有效地納入到學校的整體發展計劃中，對
學校在新冠肺炎停課期間有效過渡至網上學習有莫大幫助。
在第二期簡報，我們透過資訊科技統籌員問卷調查，找出對學
校網上學習準備度有正面成效的重要特點。我們發現電子學習統
籌組的組成和角色，及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機會是影響學校層面實
踐電子教學的重要因素。而在第三期簡報，我們歸納出在電子教學創新
方面的四種教師類型，分析結果顯示，教師是否具備良好的網上教學準
備度，關鍵在於他們參與網上教學有關的協作經歷。

這一期簡報深入探討學校領導層的決策和實踐如何影響教師的網上
教學準備度和成效。研究結果表明校園內的協作、互信及勇於創新的
文化氛圍，是達至有效網上教學準備的關鍵。我們同時發現學校領導
對整體學校發展安排的優次及策略，是造就學校正面文化氛圍及開展
2020 - 21學年網上教學準備工作的最強預測因素。此外，學校高層領導
及中層非學術領導，面對挑戰時更為樂觀及有信心，常視失敗為「有進
步空間」。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2_tc_27847a5588.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3_tc_5243745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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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報告：

此報告的研究問題

1   學校領導的決策如何影響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 
2   有哪些領導因素會影響學校的網上教學準備度？ 
3   不同領導角色的學校領導層，對其學校的領導效能狀況的看法是否相似？ 

第一期報告：

第二期報告：

第三期報告：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2_tc_27847a5588.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3_tc_52437450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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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我們透過學校領導層問卷調查，了解學校領導對學校的教育目標優次、領導策略和成效的觀感。學校領導層
包括高層領導、中層學術領導和中層非學術領導。所有受訪學校領導都填寫同一份問卷，以便比較他們的 
看法。

如圖一所示，我們從問卷結果中歸納出十一項指標。包括：

  七項關於停課前狀況的因素（圖一中的藍色背景部份）
  其中三項關於學校領導層對總體領導狀況的看法：  學校對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和支援的 
重視程度，例如強調學生的特點、能力和興趣多樣性，關心學生的身心健康福祉，以及促進學生的 4C 
（明辨思維、溝通、協作和創造能力）發展；  對提供各種教師專業發展 (TPD) 機會的重視程度，我們
把 TPD 分為兩類：一類是參加校外舉辦的活動，例如課程和工作坊，另一類是校本或聯校創新教學的 
項目；及   為達成學校目標而採用特定組織策略和工作常規的程度。
  另外三項是關於電子學習策略和實踐：  電子學習策略在學校發展計劃中的重要性和有效程度；
 推行電子學習過程中因教師與學生抗拒而遇到阻力的程度，和   實踐各種電子學習模式的頻密 

程度。
  還有一項是關於   校內文化中教師對創新和電子學習持開放態度的程度。

  有兩項是關於停課期間的校園氛圍，可視為影響學校準備度的指標（圖一中的橙色背景部份）：  教師的
負面情緒（例如焦慮和擔憂程度）；和   教師表現出有使命感、正能量、相互信任和協作的程度。

  最後兩項是復課後的領導規劃，反映學校根據停課期間獲得的經驗，檢視學校如何進一步加強網上教與
學的準備程度，包括  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網上互動學習和評估的各種支援；及   檢視和鞏固各項工作
規劃、團隊組合和工作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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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在本簡報中分析和報告的��個變量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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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學校領導層背景資料
第四期報告的數據分析中總共包括 536 名學校領導的回覆，其中 195 名來自 19 間小學，另外有 341 名來
自 29 間中學。

我們按學校領導在其學校扮演的主要領導角色，把學校領導層分為三組，組別一 G1  是高層領導（即校長、副
校長和學務主任）。組別二 G2  是中層學術領導（即科目/各大學習領域主任、電子學習統籌、STEM 統籌）。而
組別三 G3  是中層非學術領導（即德育及公民教育統籌/主任，包括價值觀教育、生命教育、宗教教育等、輔導
主任、訓導主任、全方位學習/課外活動統籌）。圖二顯示了受訪學校領導層在三個角色組別的分佈情況。對
於擔任多於一個領導角色的領導人員，則分類至其在列表中最早出現的角色組別。例如，如果學務主任同時
為數學科主任，他/她將被歸入組別一 G1。如果訓導主任同一時間也為數學科主任，他/她則將被歸入組別二 
G2。

學校領導層是否有教擔，亦可能影響他們對學校發展和網上教學實踐狀況的看法，圖二同時顯示有教擔的領
導層所佔的百分比，有 20％ 的受訪高層領導並沒有教擔，而中層學術領導則只有 3％ 沒有教擔。

學校領導層⼈數

*** 註：⼀位中層學術領導沒有回應是否有教擔
* 有教擔 ** 沒有教擔

中層⾮學術領導

中層學術領導

⾼層領導

圖⼆. 受訪學校領導於三個領導⾓⾊組別中的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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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的學校領導因素
我們根據學校領導層問卷調查結果，整理出十一項指標，以反映每所學校的領導層對於停課前、停課期間和復
課後學校領導狀況的看法。同時對問卷數據進行多層結構方程模型 (SEM) 分析，以找出這些指標當中有沒有一
些能預測同校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程度。其中七項停課前和兩項停課期間的指標作預測指標，並將第三期簡
報結果中的三項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指標則作為模型中的因變量。圖三顯示了分析結果。從第三期簡報中教
師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得出，影響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最重要的三項指標分別是：⑴ 同儕協作推動及分享網
上教學法；⑵ 同事間分工協作處理網上教學的各種安排，及 ⑶ 教師設計及實踐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感。在圖三
中，這三項指標分別標示為  T1 、 T2  和 T3 。

如圖三分析結果所示，中間三項學校領導預測因素對於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有顯著統計意義。圖中箭咀的
粗幼表示預測的強度。分析結果表明，當中最強的預測因素指標是   停課期間感受到教師表現出有正能量、
相互信任和協作，最能反映在停課期間學校有正面校園文化氛圍的程度，同時亦對前段所述有關教師網上教學
準備度的三項指標有正面作用。

第二個影響顯著的預測因素指標是   停課前學校在實踐電子學習所遇到阻力的程度。這是一個負面的預測指
標，顯示當領導層認為停課前學生及教師在推行電子學習過程中遇到越多障礙，教師在停課期間就網上教學
各種安排的協作程度相對會越少，而教師在設計和實踐網上教學時的自我效能感亦會較低。

第三個有顯著影響的預測因素指標是   學校對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 (TPD) 機會的重視程度和方向。研究發
現 TPD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指標，著重哪種 TPD 類型會對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構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若學
校著重教師參與校外提供的 TPD 活動，會窒礙教師之間的協作。另一方面，如果把重點放在教師參與校本或聯
校創新教學項目，便能提高教師的網上教學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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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學校領導預測因素對教師網上教學成效的SEM分析結果

學校領導層⼈數

*** 註：⼀位中層學術領導沒有回應是否有教擔
* 有教擔 ** 沒有教擔

中層⾮學術領導

中層學術領導

⾼層領導

圖⼆. 受訪學校領導於三個領導⾓⾊組別中的分佈情況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3_tc_5243745086.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3_tc_5243745086.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3_tc_52437450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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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層面的因素與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之間的關係分析結果，與第三期簡報的發現完全一致，兩者均強調教
師就網上教學法及網上教學的各種安排所進行的同儕恊作，正是影響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最重要的因素。正
面的校園文化氛圍亦是最重要，有利教師之間的協作。此外，教師的培訓和學習（或 TPD）需要與校本創新教學
法和推動電子學習的工作互相聯繫，才能促使教師在網上教學實踐過程中獲得最有效的學習成果。

學校層面的網上教學準備度
為了解停課前的學校狀況如何影響學校在停課期間和復課後的狀況，我們用 SEM 進行了另一組分析，結果如
圖四所示。

學校的總體領導效能及勇於創新文化，造就正面校園氛圍
在停課期間有兩項分別是正面和反面的指標與校園文化相關，它們都是量度準備度的重要指標。停課前學
校的總體領導效能（  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著重 TPD 及   學校具互信及對課程創新和電子學
習持開放態度的文化的程度）對   停課期間的正面校園氛圍（有使命感、正能量、相互信任和協作）有顯著
影響。還有一個對建立正面校園氛圍有幫助的預測指標是   停課前的學校電子學習計劃和策略成效，但它
的影響比其他因素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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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中��個變量進⾏SEM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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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

主要發現三主要發現三

電子學習計劃、策略和實踐中遇到的障礙影響校園氛圍
另一個影響學校網上學習準備度的指標是   停課期間不利於學校正面校園氛圍（教師的負面情緒，如壓力和
擔憂）的程度。而最影響這項指標的因素是   停課前推行電子學習時遇到阻力的程度。同時，教師在   停課
前使用各種電子學習模式越多，他們出現負面情緒的機會便越低。這結果不足為奇，如教師在停課前已習慣使
用各種電子學習模式，在停課期間需要全面進行網上教學時，他們的焦慮和擔憂自然大大減少。此外，若在停課
前，教師抗拒嘗試電子學習，他們對網上教學亦會較容易產生負面情緒。

值得留意的是，正面的校園氛圍主要與學校停課前的整體發展狀況有關，而負面的校園氛圍則與學校的電子學
習計劃和實踐有直接關係，兩者都是影響學校網上教學準備度的重要因素。

停課前的學校領導狀況促使學校加強復課後的網上教學規劃
我們研究了學校因應疫情而為新學年作規劃的準備程度。圖一最右邊的兩個指標是量度學校有計劃：  加強
網上學習準備，及   根據停課期間所積累的經驗，檢視和鞏固計劃、團隊組合和工作常規的程度。

圖四的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學校計劃加強網上學習準備的兩個重要因素為：  學校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有針
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安排，及   在停課前為達成學校目標所採用的組織策略和恒常工作。其餘三項相對
較弱但仍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包括：  停課前有效的學校電子學習計劃和策略；  停課前實踐電子學習時遇
到的阻力；以及   停課期間教師的負面情緒。從這些分析結果可見，在停課前和停課期間所累積的負面經
驗，會促使學校在日後付出更大的努力，以進一步改善學校的網上教學準備度。但相比首兩項有關學校總體
領導狀況的指標，這三項因素指標的影響極為輕微。

另外有三項指標均對   學校檢視和鞏固各項計劃、團隊組合和工作流程產生正面影響。按預測因素指標
的影響力排序，由強到弱分別是：  學校為達成學校目標而採用的策略和恒常工作、  在停課期間正面的
校園文化和   實踐電子學習時遇到的困難。這與上一段提過的情況相似，即使先前的負面經驗可能會促使
學校進一步加強規劃，但與停課前和停課期間的正面因素相比，影響力較低。這些結果表明，僅從失敗中學
習，不足以幫助一些準備度相對較低的學校彌補網上教學準備度不足的問題。

學校不同領導角色對學校發展狀況的評估
擔任不同崗位及有否教擔的學校領導在停課期間遇到的挑戰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同一所學校
的領導在停課前、停課期間和復課後，對於校內之發展狀況的看法是否有所不同。

圖五顯示不同學校領導角色組別對於停課前七項指標的看法。縱軸上的「零」刻度代表受訪領導對該項指標
持中立態度。分析結果表明，受訪的學校高層領導 G1  通常對校內的整體領導狀況（最左邊的三項指標）看法
最積極及正面，而中層學術領導 G2  的看法最有保留。結果亦顯示，在三組學校領導當中， G1  對其學校於停課
前的電子學習策略實施成效，以及對創新和電子學習持開放態度的文化持最積極及正面的看法；而 G2  在這
兩方面的認同度都是最低。

三組學校領導對於停課前兩項與電子學習相關的指標，看法亦有所不同。 G1  在推行電子學習過程時感受到
的阻力較少（因此為負數）， G2  感受到的阻力最多，而 G3  對此的態度則較為中立。另外， G1  認為其學校停課
前採用各種電子學習方式的頻密程度屬於中等水平， G2  認為偏低，而 G3  則認為略低於中等水平。

總體而言，受訪領導對於疫情前其學校狀況的看法，高層領導比起中層領導更為樂觀；而中層領導當中，
G2  學術領導的看法則最有保留。值得注意的是， G2  大多是科任教師（只有 3％ 的 G2  沒有任何教擔），在執行
創新教學變革時扮演較前線的角色，對直接影響教師和學生課堂經驗的因素，都有親身體驗。因此，中層學
術領導可能更了解執行時面對的困難，例如教師的負面情緒及看法等；相對地，學校可能在非學術方面的發
展有較少掣肘， G3  能有較多空間進行變革及微調，因此 G3  對校內的發展狀況會較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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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取型和穩妥型領導的比較
為了解學校領導層對總體領導及電子學習策略實施狀況的評估，會否形成一些典型的學校領導層類別，我們
進行了兩項「潛在類別分析」(LCA) 。第一項 LCA 是根據總體領導狀況及校內文化，而第二項是根據校內電子
學習發展狀況。

樂觀堅定進取型                  
務實穩妥型            

-�.�

中⽴

�.�

�.�

�.�

�.�

�

-�.�

中⽴

�.�

�.�

�.�

�.�

�

預測分數 預測分數

�.�
�.�� �.��

G� G� G�

停
課 前

校

園⽂化

教師對
創新和電⼦學
習持開放態度
的⽂化

�

-�.��
-�.��

停
課 前

電
⼦

學
習策略

採⽤各種
電⼦學習⽅式

的
頻密程度

-�.��

�.��

-�.��

停
課 前

電
⼦

學
習策略

推⾏
電⼦學習時
遇到的障礙

�.��

�.�� �.��

G� G� G�

停
課 前

電
⼦

學
習策略

有效的學校
電⼦學習計劃
和策略

�.��

�.��

�.��

G� G� G�

停
課 前

總
體

領導狀況

實踐
學校層⾯的
⼯作常規和
策略

以達成⽬標

�.��

�.��

�.��

G� G� G�

停
課 前

總
體

領導狀況

著重提供
教師專業發展

機會

�.��

�.��
�.��

G� G� G�

停
課 前

總
體

領導狀況

提供
以學⽣為中⼼的
學習模式

G�⾼層領導 中層學術領導 中層⾮學術領導

圖五. G�、 G�及G�於�項停課前指標的預測分數

再
校
準
後
的
預
測
平
均
數

中⽴

�.�

�.�

�.�

�.�

�.�

�.�

中⽴

�.�

�.�

�.�

�.�

�.�

�.�

�.��

�.��

停
課 前

校

園⽂化

教師對
創新和電⼦學
習持開放態度
的⽂化

�.��

�.��

停
課 前

總
體

領導狀況

提供
以學⽣為中⼼
的學習模式

�.��

�.��

停
課 前

總
體

領導狀況

著重提供
教師專業發展

機會

�.��

�.��

停
課 前

總
體

領導狀況

實踐
學校層⾯的
⼯作常規和
策略

以達成⽬標

總體領導類別⼀
樂觀堅定進取型
��% (���⼈)

類別⼆
務實穩妥型
��% (���⼈)

圖六. 根據總體領導狀況評估分析後得出的預測平均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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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六所示，我們分析了四項有關總體領導狀況，以及校內創新文化與電子學習持開放態度的指標，從中
歸納出兩個人數相約的領導層潛在類別。類別一的學校領導擁有樂觀、自信和進取的特質。他們非常重視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及  教師的專業發展，會  定期檢視校內恒常工作和策略以協助實現學校發展目標，並

且  對於創新電子學習文化持更開放的態度。我們因此把他們稱為   領導。類別二的學校領導
對這四個指標也抱有積極的看法，但程度上比起類別一的學校領導為低。由於他們對  以學生為中心的的學
習模式和  TPD 的關注度較低，並且對校內是否存有  對創新和電子學習持開放態度的文化意見中立，因此我們
稱他們為   領導。

圖七是我們根據三項電子學習領導策略實施評估的指標而進行的第二項 LCA 分析結果，並從中歸納出三個領
導層潛在類別。第一個類別的學校領導對  學校的電子學習計劃和策略成效評價最高，他們認為學校在  推行
電子學習過程中沒有遇到太多阻礙，同時認為學校在  停課前使用電子學習的頻密程度相對較高。所以，我們把他
們稱為  領導。第二類學校領導對  學校電子學習計劃的發展狀況評價亦正面，但在  推行電子學習
時遇到的阻力是最多，亦覺得學校在  停課前使用不同電子學習模式的頻密程度相對較低。儘管如此，他們對學校
的電子學習計劃實施狀況依然持積極的態度，即使他們認為在過程中遇到困難，仍堅定致力推動計劃的實施，因此
我們稱他們為  領導。而類別三的學校領導對電子學習的整體觀感相當負面，認為學校在  停課前採
用電子學習的頻密程度十分低；而相對第二類學校領導，類別三的學校領導可能因為他們缺乏實踐經驗，在  進行
電子學習時感受到的阻力較低。因此，類別三學校領導被稱為   領導。

受訪學校領導在不同領導類別組合的分佈
我們根據每位受訪領導對總體學校領導及電子學習策略實施狀況的評估，組成表一中六個領導組合。 

 的領導，較大機會同時屬於  ，比較少是屬於  。另一方面，
 領導亦較大機會屬於  。圖八以圖像顯示表一中的組合概況。我們樂見只有少

於 10% 的受訪領導既是   而同時又是  ，其他學校領導類別，即使他們遇到困難或挑
戰，絕大部份仍敢於探索及實踐電子學習。

  　e-learning progressive 電教發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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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高層領導屬於樂觀堅定進取型以及電教成熟型
我們將三組領導角色分別在六個領導類別組合中作進一步對比分析。圖九是分析結果。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
高層領導同時屬於   及  ，而中層學術領導在此組合中則明顯佔較少數。

圖九. 不同受訪學校領導⾓⾊在不同領導組合的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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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學習策略實施狀況

總體領導狀況 電教成熟型 電教發展型 電教起步型

樂觀堅定進取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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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個領導組合中的受訪領導⼈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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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圈表⽰總體領導類別的⼈數，
內圈表⽰電⼦學習領導類別的⼈數。

圖⼋. 受訪學校領導於不同領導類別組合的整體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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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領導比中學領導較多屬於樂觀堅定進取型及電教成熟型
我們亦將中學及小學的領導，分別與這六個領導類別組合作對比分析。圖十顯示小學領導比起中學領導，更
多是同時屬於   及  。原因可能是中學，尤其是高中要處理的學業壓力往往較小學
為多。

圖九. 不同受訪學校領導⾓⾊在不同領導組合的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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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受訪之中、⼩學領導⾓⾊在不同領導類別組合的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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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

顧問   
陳嘉琪教授

項目總監及首席研究員   
羅陸慧英教授

聯合首席研究員   
陳鐘榮博士

聯合研究員   
藍敏博士   
潘前前博士

及「數碼世代公民素養的學習和評估」
項目中的研究助理。

「數碼世代公民素養的學習和評估」獲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主題研究計劃資助   
（計劃編號：T44-707/16-N），由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執行。

香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2021。@數碼世代公民素養的學習和評估，2021。

可從下列途徑獲取本簡報。   
  https://www.ecitizen.hk/360/   
  dcitizen@hku.hk

1   學校須靠外力提高學校的網
上教學準備度，不能僅靠「從
失敗經驗中學習」來實現。參
與促進創新文化、提升校園積
極協作互信的校本專業發展
項目，最為有效。

2   學術及非學術領導的參與和
支援，對於在新常態下網上教
與學及學生的學習經歷和學
習成果同樣重要，所以應鼓勵
多層領導參與有關以學生為
中心的聯校創新教學項目。

3   高層領導須支持中層領導解
決改革創新中遇到的問題，通
過了解校內學與教（包括網上
教與學）的具體實踐情況，加
強高、中層領導間的溝通和共
識，以提升學校的領導力。

建 議

總結調查結果
在是次簡報中，我們透過了解學校領導層對他們任教學校的領導效能的看法，包括整體學校發展及電子學習規劃的安排、
決策和實踐的評估，以量度學校層面的網上教學準備度。我們把第三期簡報中與教師相關的結果，結合是次學校領導層
的調查數據，得出以下的調查結果。

校園內協作、互信及勇於創新的文化氛圍，是達至有效網上教學準備度的關鍵   
三個影響教師網上教學準備度的主要因素，分別是同儕協作推動及分享網上教學法、同事間分工協作處理網上教學的各樣
安排、和教師設計及實踐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感。研究發現，在停課期間，校內是否有正能量、互信和協作的文化氛圍，是
構成上述三項因素的關鍵。而在停課前學校已有勇於創新的文化及對電子學習持開放態度，都能在停課期間更有效地建立
學校正面文化氛圍。

學校整體發展安排的優次及策略，是造就學校正面文化氛圍，和復課後開展網上教學準備工作的最強因素   
學校整體發展的優次及策略，能造就學校在停課期間的正面文化氛圍，並影響學校有效制訂復課後的網上學習計劃。在各
項因素中，針對電子學習的計劃及策略固然重要，然而我們發現，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和重視教師專業發展這兩項
的影響力最為顯著。

參與校本及聯校創新教學的專業發展項目，是最有效的 TPD 模式以提升網上教學準備度   
上文提到，學校為老師提供專業發展機會，對提升教師的網上教學準備度影響顯著。至於影響層面則視乎是哪類型的專
業發展項目。分析顯示，教師參與校外的 TPD 課程/工作坊，對同事間分工協作處理網上教學的各樣安排這項因素有負面影
響；而參加校本及/或聯校創新教學項目，則可正面影響教師在設計及實踐網上教學的自我效能感。這結果不難理解，因為
老師要適應新的教學法或實踐電子學習，是需要配合校本的教學環境、安排及協作，而校本的電子學習或創新應用方面的
教師專業發展項目，正正能幫助教師互相合作，因應具體情況而計劃適切學校的教學方案，尤其在教師處於壓力下要應付
網上教學時顯得更為重要。

學校高層領導及中層非學術領導面對挑戰更為樂觀及有信心，常視失敗為「有進步空間」   
高層領導對校內是否積極、有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及有效地實踐電子學習的看法較為樂觀及有信心；而中層學術
領導的看法最有保留。三組學校領導之所以對於校內的發展狀況看法不同，很大原因是由於他們在校內擔任的領導角色不
相同。中層學術領導比較多在前線協助教師執行及評估電子學習或其他教學創新方法，因此他們有較大機會面對來自其他
教師和學生的困難或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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