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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計劃詳情 

 

計劃名稱：構建數碼閲讀平台提高小學生線上閲讀能力 

機構名稱：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對計劃的需要及申請人的能力 

(a) 制訂本計劃的背景 

i. 閲讀素養的本質變化 

        傳統上而言，閲讀是運用語言文字來獲取外界信息、認識萬千世界、發展多元思維，改善溝通，建立聯繫，

獲得記憶能力，擴大語言能力等，並在過程中獲得審美體驗與知識的活動 (Hindman, Skibbe, & Foster, 2014; Sutton, 

Sofka, Bojczyk, & Curenton, 2007)。隨着互聯網與通訊科技的普及，越來越多人透過上網來搜尋知識與訊息，從

而改變了我們對閲讀能力的認識(Le Bigot & Rouet, 2007)。傳統閲讀能力向網絡閲讀、多文本閲讀和互動閲讀轉

變，現在我們越來越需要在互聯網上閲讀和學習的技能、策略與實踐，足見線上閲讀已成為一種重要的閲讀能

力。 

Leu, Kinzer, Coiro 和 Cammack (2004) 將線上閲讀視為一種有別於傳統閲讀的新素養(new literacies)，這種新

素養包含了訊息查找、批判性評估與訊息整合等能力。這些學者認為，在網絡和信息通訊技術的環境中，必須

擁有這些新能力，才足以適應瞬息萬變的資訊與通訊科技，從而解決生活中的問題。針對閲讀的新素養，世界

各地的語言課程都將線上閲讀列為重點的培養目標。香港的中文課程文件中也明確闡述對線上閲讀的重視。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就在第一學習階段 (KS1) 列出「認識一些方法，按

照特定搜索條件找出及獲取資訊」，第二學習階段 (KS2) 列出「透過電腦網絡和其他媒體搜尋、篩選和謹慎地分

享資訊」，以及「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處理資訊和製作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等預期學習成果。 

 

ii. 順應「全球學生閲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 等國際閲讀評核中的變化，保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面對閲讀素養的本質變化，國際上重要的閲讀評核都在近幾屆的測試中逐漸將線上閲讀能力的相關試題加

入到測試中，優化其評核目的，以及完善其評核結構。不同的國際閲讀評估項目如 PIRLS1、PISA2等，正在全面

轉向以電腦為平台的系統，測試更多超出傳統閲讀的能力。 

以中學的閲讀測試 PISA 而論，2012 的數據顯示，學生在校外多善用網絡資源、進行網上學習活動，對數碼

閲讀、數碼數學及數碼解難三方面的能力均有正面的影響。例如為完成學校功課而瀏覽互聯網；使用電郵與其

他同學溝通及討論功課；或與老師溝通、提交學校習作；閲讀互聯網上的新聞；及在互聯網獲取實用資訊等，

均有助促進學生的基礎能力（何瑞珠，2012）。 

至於小學，由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 (簡稱 IEA) 主辦的「全球學生閲讀能力進展研究」（簡稱 PIRLS）就在

2016 年添加了 ePIRLS。ePIRLS 在原有的紙質版 PIRLS 評估框架之外，再添加了線上閲讀能力，包括在網頁中定

位訊息、與閲讀目的相關的推論、比較與聯繫多個網頁的內容並形成對問題的全面理解、評估網頁內容的可信

度，以及網頁中的觀點對讀者在理解上可能產生的影響等 (Mullis, Martin, & Sainsbury, 2013；劉宜芳、柯華葳，

2017)。與香港同樣是用中文做測試的中華台北地區在 2016 年就參與了 ePIRLS 評核。對照其紙質版的表現，發

現線上閲讀的模式改變對評核結果有顯著的影響。該地區學生的 ePIRLS 平均分數為 546 分 (SD 2.0)，與同樣是

                                                            
1 PIRLS 是一項評估全球小學四年級學生的閲讀能力、閲讀行為及閲讀態度的對比研究，歷屆約有 50 個國家和地區參加。 
2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簡稱 PISA），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策劃，旨在評估 15 歲學生在閲讀、數學和科學的基礎能力

和影響他們學習的因素，以及比較各參與國家和地區的教育成效。PISA 每三年進行一次，在 2018 年共有 79 個國家和地區參加，是目前

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學生學習評估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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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文的紙本測試成績 569 分 (SD 2.2)相比，有高達 20 多分的差距（見《PIRLS 2016 台灣四年級學生閲讀素養-

國家報告》，2018）。由此可見，兩種測試考核了不同的閲讀能力。 

       香港的小學生在歷屆的 PIRLS 閲讀評核中均有出色的表現，多次名列前茅。而隨着 PIRLS 的評核目的與評核

結構發生變化，尤其是下輪的 PIRLS 評核將全面採用數碼化的形式，也更加重視線上閲讀技能的培養，香港的

中文教學也應該順應此一變化，方可繼續保持優勢。因此，發展相關電子資源乃是目前的準備工作中至關重要

的一環。 

 

(b) 根據現有狀況評鑑對此計劃的需要 

國際評核與香港中文課程制定中已體現了線上閲讀能力的重要性。然則對課程當中的這一部分的實施效果

我們還未有了解，學習資源的開發也不足夠。隨着 2019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而導致課堂教學的效益大受影響，

線上閲讀的教學更突顯其必要性。以下就這幾方面進行討論。 

 

i. 香港學界支援學生線上閲讀資源的狀況 

課程發展議會在 2014 年更新了《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並以「學會學習 2.0」

為題，闡明對「學會學習」課程改革的更新；2017 年《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的推展，邁進「學會學習 2+」的新

階段。其中「從閲讀中學習」延伸出的「跨課程語文學習」和「資訊科技互動學習」是教育局在本地推行課程

發展的兩個關鍵項目。可見，教育局有意在課程中推動與鼓勵學校和教師運用互動性的電子化閲讀，例如有聲

書、動畫、互動遊戲等，以提升學生的閲讀理解能力。然而，實施至今，有以下三方面的局限。 

第一、對線上閲讀學習現狀缺乏了解。雖然本港學界都開始重視學生使用電子科技進行線上學習，但由於

欠缺系統的研究調查，目前仍然缺乏關於線上學習課程如何具體實施的資訊，更無從評估相關線上學習課程的

實施效果，以及教師的教學能力、學生的學習成效等。因此，我們認為需要調查、探討課程中的線上學習情況，

搜集更多重要的訊息，以為政策制定找到依據。 

第二、缺乏線上閲讀能力的教學與評估資源。因應課程改革的需要，本港學界開始重視利用科技來加強教

與學。這些資源包括匯集在「香港教育城」的教學材料，例如以互動工作紙、遊戲的評估形式，教學視頻的自

學資源等。雖然這些學習資源行之有效，但其側重點並不在於培養學生的線上閲讀能力。換言之，線上閲讀能

力所強調的「從網頁內部及跨網頁的文本、視覺等互動功能與複雜的訊息中詮釋和整合訊息與觀點等能力」的

相關資源，到目前為止仍然是非常缺乏的。 

第三、中文輸入法的滯後學習。目前有關各項閲讀教學的教育科技資源，在設計上均有一個特點，即答題

時用點選、遊戲等形式，幾乎沒有涉及輸入法。而學生的中文輸入能力及熟悉度對 ePIRLS 的閲讀成果影響頗大。

中華台北地區學生在 2016 年的 ePIRLS 問卷中就反映出其資訊能力的自我評估較低，遠落後於排名最高的以色列

和葡萄牙的國際量尺分數。這一結果顯示了學生對電腦操作和電腦輸入文字的熟悉程度對 ePIRLS 閲讀成果的影

響之大（見《PIRLS 2016 台灣四年級學生閲讀素養——國家報告》，2018）。可見，有必要進一步探究中文輸

入法的合適學習時間，以確保學生得到足夠的學習與鍛煉的機會。 

 

ii. 後疫情的教育科技學習需要：中文課堂中教育科技使用的差異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一項研究「數碼公民素養的學習與評估」首階段結果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

下，中小學在實施教育科技的能力上的差異對學習效益的影響頗大，有 67%的學生報告每天在學校使用數碼科技

進行學習的時間（除上課以外）不足一小時（香港大學新聞稿，2020 年 4 月 21 日）。換一個角度看，疫情期間

網上教學也帶來正面影響，包括學生和教師的數碼能力、學校在運用網上教學的科技設施，以及教師在應用不

同網上教學方法的技巧，均有所提升。在這基礎上，可開闢一條應對上述挑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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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學階段的學與教中使用科技至關重要，特別是後疫情時期。這一次的疫情大流行提醒我們，必須謹慎

應對和處理在疫情下所出現的任何突發事件，並須為疫情大流行後的需要作好準備，而使用線上閲讀將開闢一

種新的模式，有助加強師生的學與教，學習範式的轉變也將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c) 申請機構如何就推行計劃作好準備 

       本項目由兩位對於小學生線上閲讀教學和閲讀評估、開發線上閲讀材料富有經驗的研究員主理：首席研究員

(PI) 鍾竹梅博士和聯席研究員(Co-I) 林葦葉博士。本計劃的研究員自 2001 年起連續參與多次的 PIRLS 國際大型閲

讀研究工作，對同類計劃有豐富的經驗。在國際上，研究小組成員與各地專家進行學術交流，包括在 ePIRLS 有

先行經驗的中華台北與新加坡。在本港，研究小組成員也多次出席教育局有關 PIRLS 的會議和研討會，和與會

專家學者共同商議本港小學生參加 PIRLS 的情況。在會議上，教育局同仁一致認為有必要加強小學生的線上閱

讀學與教技能，提高學生進行線上閱讀的興趣和動機，也鼓勵研究員從事有關推動本港小學生線上閱讀測試的

研究課題，更加印證了開展本計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另外，為了更有效地推行本計劃，研究小組成員自 2021 年上旬已開始聯絡港、九、新界不同小學，並獲得

多位小學校長和中文科教師鼎力支持，目前已聯繫了八所小學，部分也答允參與。可見，研究小組對於計劃的

推行，已經做好充足的準備，也很有信心能順利完成本計劃。 

  

(d) 申請機構所具備其他有利推行計劃的因素／設施，例如推行同類計劃或活動的經驗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下稱中心）於 2004 年 7 月於香港大學正式成立，屬於教育學院下的一個研究

中心，成立目的是，群策群力，共同推動、發展及優化中國語文教育及研究。中心的成立，乃建基於多個與中

國語文教育相關的計劃，包括母語教學教師支援中心計劃、現龍計劃，以及許多有關語文教育的研究（如綜合

高效識字法研究、創意及情意寫作教學法等）。這些計劃，先後獲得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與本地

的中小學建立了緊密的伙伴關係。十多年來，中心的研究計劃在多個語文教育的領域上，為學校教師和學生提

供針對性的支援，樹立了優良的聲譽。研究範疇包括全球學生閲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2001、2006、2011、

2016 及 2021)、有效教學法、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運用資訊科技輔助中文教學，以及發展有關語文學與教的

理論研究等。憑藉中心多年的中文教學支援和電子教材開發經驗，加上香港大學的資訊科技設備，相信定能為

本研究奠定穩健基礎。 

 

目的及目標 

1. 目的：配合中文課程的要求及國際讀寫能力評估的需要，提高小學生的線上閲讀能力 

        本計劃配合中文課程目標及國際讀寫能力評估的需要，擬構建以評估為本的線上閲讀平台，以提高小學生

的線上閲讀能力。透過邀請不同學生參與本計劃的線上閲讀學習與測試，讓他們在參與過程中更加熟悉全面數

碼化的 PIRLS 的操作模式和評估要求。而參與教師也能掌握線上閲讀的教學與測試原則，積累充足的經驗，這

樣定能為推動本港學生在下一次 PIRLS 閲讀評核中持續取得佳績做好準備。 

 

2. 目標： 

目標一：根據本港小學的第一與第二學習階段(KS1 & KS2)課程、教學與評估要求，全面調查小學生中文線上閲

讀的現狀和挑戰 

因應資訊科技高速發展和知識領域不斷拓展，以資訊科技促進互動學習已是大勢所趨，線上閲讀等能力將

更顯重要（見《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教育局也多次建議教師宜按電子

書的發展，修訂和完善小學的第一和第二學習階段（KS1 & KS2）的課程和教與評要求，以檢視學生運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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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互動學習的情況，從而作出適當的指導（見《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

可見，如何善用新興的電子閲讀媒體，以指導學生掌握瞬息萬變的資訊作有效學習，是學校必須關注的新挑戰。

為更深入和全面了解本港小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線上閲讀的整體情況，有必要進行一次大型的問卷調查，探

究小學生中文線上閲讀的現狀和挑戰，以及教師在應對小學生的線上閲讀教學時所採用的教學策略和成效評估

意見等，為教育局未來制定小學生線上閲讀課程學與教指明方向。 

在了解學生面對的挑戰後，本研究計劃開展中文線上閲讀資源的設計，並且在過程中探討使用中出現的狀

況。其中包括中文輸入法對線上閱讀評核結果的影響，以及學生在紙本與線上測試表現差異之比較。 

 

目標二：為本港小學生提供一套互動的、以評估促進學習的中文線上閲讀資源 

在閲讀資源方面，教育局明確提出學校應營造具有豐富閲讀素材的環境，提供大量與課程相關、又能配合

學生各種認知程度、語文能力和興趣的閲讀材料，以照顧不同學生的閲讀需要，提升他們的閲讀信心、興趣和

能力。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研發優質的中文閲讀材料以鼓勵學生廣泛閲讀、拓寬閲讀面，並幫助中文教師加強

閲讀教學技能，則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前備工作。因此本計劃將重點研發一套重視互動的、以評估促進學習的

中文線上閲讀資源，學生在登入本計劃的線上閲讀平台之後，可瀏覽融合圖片、音訊、影像等各項視訊功能的

互動閲讀材料來進行自學和參加測試。而在完成線上閲讀自我評估之後，學生可進一步了解自己的閲讀表現，

促使他們對自己的閲讀能力作深入的評量和反思，更有效地促進其自主學習。 

 

目標三：培養骨幹教師，提高教師對培養和評估學生中文線上閲讀能力的專業水平 

在教師專業能力層面，應培訓教師因應新素養的培養目標和需要。建基學生資訊素養的發展，適當並有效

地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生互動學習；亦可透過內容、形式和難度不同的學習與測試材料，為學生提供以自己

步伐學習的機會，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差異。教師可協導學生學習如何從網上選擇閲讀材料、搜尋相關主題、

辨析有用信息等，培養學生搜集和處理資料的能力，從而有效地進行自主學習；但同時研究員也會確保參與教

師不會安排學生過多地操練試題，以免對參與師生造成不必要的教與學的壓力。此外，教師還應對學生的學習

表現有客觀準確的評量準則和評估方法，則能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作出判斷，提出適當的反饋，有助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 

線上閲讀能力是一個較新的學習能力，如何運用有效的評估工具、以及評估準則應如何具體實施，對很多

前線教師來説，仍然是充滿挑戰的。因此，我們將重點培訓八所合作學校的中文教師成為「線上閲讀能力骨幹

教師」，讓他們與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線上閲讀教學和評估的理念思考，轉化為切實可行的課堂學習過程和材料，

總結出具體可操作的教學策略，作為校本閲讀課程發展和閲讀教學的一部分，並在課堂上試驗線上閲讀材料和

評估工具的實施成效。這支鑽研小學生線上閲讀能力的骨幹教師團隊，可作為先行者，向全港教師分享經驗，

提高教師團隊的能力與士氣，推高對閲讀新素養的重視。 

 

目標四：建立教師專業學習圈 (professional learning circle)，共同研討線上閲讀的學與教 

香港自 2000 年教育改革開始，至近年中小學課程改革指引更新的公佈，前線教師一直扮演着教育變革推動

者的角色。利用「學習圈」可進一步加強教師的角色。「學習圈」的概念主要參考自國際上的教師發展理念，

例如新加坡教師網絡設計的校本實踐學習計劃以及中華台北地區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均重視通過 SPAOR 

(Scanning, Planning, Action, Observation, Reflection) 的過程，一起找出、解決教學關注的問題。教育局參考新加坡

和中華台北地區的成功經驗，為在不同學校任教相同科目的教師組成「學習圈」，通過工作坊、小組研習和互

訪觀課，分享教學經驗及交流心得，以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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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計劃也將建立一個教師專業學習圈，邀請本港任教不同小學的前線中文教師參加，共同研討線上閲讀

學與教的問題。透過這個學習圈，可以有效促進教師的線上和線下交流，匯聚一群對線上閲讀教學有興趣、並

有志於參與資訊科技應用及中文教學改革實驗的學校教師，互相協作，集思廣益，以整體提升中文線上閲讀教

學的水平。另外，研究員與教師也將在本中心共建資源網站，展示本計劃的研究成果、成為學習圈的線上平台，

建立提供給學生與家長的策略與資源。我們除了邀請參與 ePIRLS 等項目的世界各地學者、教師給予專業意見之

外，也會供教師下載各種教學資源，因應需要作出調整，於課堂教學上使用。  

        概言之，本計劃的四項目標可以下圖（圖一）表示。 

 

 

 

 

 

 

 

 

 

 

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i) 直接受惠人數：八所合作學校的小一至小六學生 7200 人、教師 130 人及家長約 1200 人。 

(ii) 間接受惠人數：全港小學學生、教師及家長超過 400,000 人。 

學生方面 

        本計劃重視培養學生的線上閱讀習慣，啟發並增強他們的「雙素養閱讀腦」(Wolf，2019)的訓練，鼓勵其在

掌握線上閱讀技能後，能夠自主進行線上閱讀。研究員不鼓勵參與學生過多操練線上閱讀試題，而是重在啟發

學生對於線上閱讀的興趣和動機，幫助他們掌握線上閱讀的技巧和策略，以提高其線上閱讀能力。同時，研究

員也會密切留意小學生在參加線上閱讀測試時注視電腦熒幕的時間長度，避免對其視力發展帶來不良的影響。

至於本計劃對參與學生的益處則有以下四點： 

(i) 參與學生可以更快捷地掌握線上閱讀的技巧，提升網絡閲讀的興趣和能力，強化其參加數碼化 PIRLS 閲讀測

試的信心。 

(ii) 參與學生透過閲讀大量的中文材料，可增加個人的篇章閲讀量，拓寬閲讀面，有助培養自主閱讀的習慣以及

建立良好的閱讀素養。 

(iii) 參與學生透過持續有效地練習線上閲讀試題，更加熟悉數碼化 PIRLS 的出題類型、測試形式和計分模式，有

助提高其在數碼化 PIRLS 閱讀測試的成績。 

(iv) 計劃發布以後，其他小學的學生（可延伸至中學生）亦可共用研究計劃的成果，包括試做計劃開發的線上閲

讀平台中的閲讀篇章和題目等，並且與其他同學交流及分享線上閲讀的經驗。 

教師方面 

        本計劃重視幫助參與教師提升線上閱讀教學策略和評估準則，從而更好地在課堂上教導學生掌握線上閱讀

的技能。因此，本計劃對參與教師的益處如下： 

(i) 參與協作及線上閲讀測試試用的骨幹教師可學習線上閲讀教學知識、共同研發線上閲讀教學策略，還可對閲

讀教材創作提供修訂意見，透過電腦平台、智能手機及網絡系統與其他教師分享經驗。具體活動分為以下

幾種類型： 

圖一：本計劃的四項目標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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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培訓活動：分別為種子學校與協作學校舉辦 1 場；約 3 小時，線上或線下形式；重點內容為線上閲

讀與多模態閱讀的相關理論與原則、實踐方法、挑戰及其對應策略等 

 學校支援：四所種子學校老師約 3-5 次的教學支援，為四所協作學校老師約 2-3 次，每次約 1.5 小時，線

上或線下形式；重點研討教學中出現的情況、總結經驗 

 總結研討：1 場，2 小時，線上或線下形式；重點內容為總結經驗、展示各校特點與成果；對象為八所

參與學校的老師 

 (ii) 計劃發布以後，其他小學的教師（可延伸至中學教師）則可透過以下途徑受益： 

 全港教師工作坊：開放予全港教師報名參加，每場約 50-80 人，歷時約 2.5 小時；重點內容為線上閲讀與

多模態閱讀的相關理論與原則、實踐方法、挑戰及其對應策略等 

 教師專業學習圈的平台互相交流及分享經驗。在研發學生線上閱讀平台、與參與學校共同總結教學經驗的

同時，我們將建立教師專業學習圈平台的相關內容，包括教學技巧、實用建議、學生學習成果樣例等。待

計劃的後期將向全港教師正式發布教師專業學習圈的平台，並且開放平台給教師下載教學內容與材料，並

且維持半年，以方便研究員作為的時間定期回答教師的問題。之後此教師專業學習圈的平台將長期給教師

互相交流使用。 

 

家長方面 

       本計劃希望幫助參與學生家長認識更多的線上閱讀技巧，讓他們更好地輔導其子女在家使用電腦、掌握線上

閱讀的技能。因此，本計劃對參與學生家長的益處如下： 

(i) 參與協作及線上閲讀測試試用的學生家長可率先使用有關網絡閲讀平台，以輔助子女學習，亦可參考不同協

作學校的分享及教學心得。 

(ii) 計劃發布以後，其他小學的學生家長（可延伸至幼稚園及中學學生家長）可使用本計劃開發的線上閲讀平台

中的中文閲讀篇章和題目以輔助子女學習。 

教育局同仁方面 

        研究員將與教育局同仁和相關決策者分享本計劃研究成果，為未來制定閱讀課程教學策略提供建議。因此，

本計劃對教育局同仁的益處如下： 

(i) 本計劃針對全港小學所做的教育科技學與教的調查結果，有助教育局同仁深入了解本港小學在推行教育科技

應用的成效及學校所面對的挑戰，為局方日後的學校支援、課程改革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 

(ii) 本計劃重點評估所研發的線上閱讀測試平台對提升學生線上閱讀能力的成效，分析小學生在中文輸入法的學

習問題的成因和解決辦法，以深入了解小學生適合學習中文輸入法的時間，為局方日後制定教育科技政策

提供重要的證據。 

其他使用者 

        本計劃的全港性大型閱讀調查計劃部分，擬加強教育界不同人士對線上閱讀學與教的認識。因此，本計劃

對其他使用者的益處如下： 

(i) 香港大學及其他參與本計劃的使用者在網絡閲讀系統研發期間除可使用有關平台作教學用途外，也可因應計

劃的開展進度作學術研究和交流。 

(ii) 計劃發布以後，不同大專院校的學者均可使用本計劃開發的線上閲讀平台及網絡閲讀材料作教學和研究用

途，其他有志於自學或對網絡閲讀學與教感興趣的人士亦可進一步使用有關產出作研修之用。 

(iii) 在香港大學修讀教育學士、教育文憑、教育學碩士等學位課程的學生也可利用該平台，學習相關閱讀策略，

參與本港教師共建的線上閱讀新素養的知識。新進老師本身的資訊科技能力強，有他們的參與，不但有利

本計劃在各校的推展，也將有利其自身盡快掌握教學技巧，投入教學的專業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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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 

一、建立有關線上閲讀的教育科技運用的新知識 

針對中文教學中的教育科技的應用已實施多年，卻從未有調查研究了解其實施成效。本計劃的其中一個目

標是對應本港小學的第一學習階段(KS1)、第二學習階段(KS2)課程和學習與評估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要求，全面調

查小學生中文線上閲讀的現狀和挑戰。此調查形成本研究中的「子項目一」，即透過大型的問卷調查以深入探

討香港本地小學的線上閲讀學與教現狀：（1）對這麼多年來的教育科技的應用成效做一個階段性的經驗總結與

評估；（2）為學校支援、接下來的課程改革提供依據；以及（3）為開發「子項目二」，即在「子項目一」的

充分了解香港本地小學線上閲讀學與教現狀的基礎上，構建一個線上閲讀平台。 

調查的初步構思包括：（1）硬件、基礎設施——包括下一屆實施數碼化國際閲讀評估的設備齊全程度；

（2）學生對線上閲讀技能的熟悉程度；（3）學生最熟練的中文輸入的方法，尤其是在進行數碼化 PIRLS 答題

時需要輸入答案；（4）有關線上閲讀學習目標、教學與評核方法等的教師培訓需要等。 

 

二、創立有理論基礎的中文課程的線上閲讀資源 

現今年輕人為「數位原住民」(Prensky, 2001)，因應他們的閱讀需求，香港也發展了一些電子化的閲讀資源，

例如「每日一篇」、「階梯閲讀計劃」、「翻轉閲讀電子平台」、「智愛中文平台」等。然而這些閲讀資源還

是保留了傳統閲讀能力的認識，將形式電子化，透過遊戲、互動元素來調動閲讀興趣、增強學習便利。然而從

本質上來説，並沒有真正培養學生的線上閲讀能力。而本計劃擬研發的線上閱讀測試平台則透過呈現多元化的

線上閱讀材料、評估方法，並教授有效的閱讀策略，以幫助參與師生全面掌握有用的線上閱讀技巧，提高線上

閱讀教學的能力。 

本計劃旨在發展出適合第一學習階段(KS1)與第二學習階段(KS2)學生的線上閲讀任務，並且給予反饋，幫助

學生建立自學的能力。KS1 的線上閲讀評估將接近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水平，而 KS2 則符合 PIRLS 閲讀評估

中的水平。此線上閲讀平台的設計藍本主要參考 PIRLS 的特點，將包含以下的特色與功能： 

 KS1 與 KS2 的各六個線上閲讀任務 

 其線上閲讀任務將模擬真實網絡環境的學習平台，向學生展示科學、文化與社會專題研習任務 

 每項閲讀任務都要求學生在大約三個不同的網站上操作，總共有五到十個網頁，以及 15-20 道問題 

 問題設計根據 PIRLS 線上閱讀的評估框架，包括： 

 選取符合所需資訊的網頁或搜尋結果 

 使用網頁的特點去搜尋資訊（內容分頁、瀏覽列、圖示和超連結） 

 從複雜的訊息中做出推論 

 詮釋和整合網頁內和跨網頁的訊息，從網頁中互動的功能去解釋關係，展現透徹的理解  

 評估文本，視覺和互動元素的影響，開始考量作者的觀點 

 每項任務依據主題、年級而調整篇幅，整項任務約有 800 至 1500 字，當中的篇章的字數約為 250 至 450 字 

 所發展的學與教材料將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程度、年齡和能力，並確保內容及資料正確、完整、客觀和持

平 

 包含不同種類的視覺信息以及具導航和動態特性的功能。包括： 

 相關主題的繪圖與視覺設計與功能（圖二） 

 調出對話框，提示學生輸入中文的答案（圖三）或其他答題模式（點選正確網頁（圖四）、從多個選項

中點選答案、使用下拉式清單配對或找答案（圖五）） 

 點擊鏈接，啟動對話框以查找信息（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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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互動功能，讓學生從網頁中整合關係或信息（圖六），等等 

 提供整體答案與反饋給學生參考（圖七） 

以下各圖顯示了 ePIRLS 的線上閲讀網站的練習題型和答案回饋3，亦是本計劃欲發展的線上閲讀平台的初步構想。 

 

 

 

 

 

 

 

 

 

 

 

 

 

 

 

 

 

 

 

 

 

 

 

  

 

 

 

 

 

 

 

 

而研究員在幫助本港小學生提高線上閱讀技能的同時，也會重點關注他們參與線上閱讀時接觸電腦熒幕的

時間。研究團隊將制定每一次進行線上閱讀測試的時間長度，遵守世界衛生組織對於幼童久坐不動地接觸電腦

                                                            
3 有關 ePIRLS 的線上閲讀網站的練習題型和答案回饋的出處，請參考：http://timssandpirls.bc.edu/pirls2016/international-results/take-the-
epirls-assessment/Mars/index-mars.html 

圖二：ePIRLS 的線上閲讀網站的練習題型 

圖七：線上閲讀網站的練習題答案反饋 

圖三：調出對話框，提示學生輸入中文的答案 

圖四：從搜索結果點選正確網頁 圖五：從多個選項中點選答案、使用下拉式清單配對或找答案 

圖六：（1）點擊鏈接，啟動對話框以查找信息；

（2）多項互動功能，讓學生從網頁中整合關係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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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時間不應超過一小時的規定（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官方網頁），控制學生在進行閱讀測試時注視電腦熒幕

的時間，避免過度接觸電腦，以減輕對其視力發展的負面影響。 

 

三、探究推動線上閲讀的策略和方法 

無論是紙本閲讀或線上閲讀，都是一個積極的、有意義創造過程 (Kintsch & van Dijk, 1978; Spivey, 1987；

Afflerbach & Cho, 2009)。著名教育學家 Wolf(2019)所提出的「雙素養閲讀腦」概念，一方面指出傳統紙本閲讀對

兒童身心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肯定數位閲讀在現代社會蓬勃興起的必要性。她認為，小學生應掌握各種

印刷與數位閲讀的學習形式，教師應該指導學童嘗試探索使用各種媒介，為學生打造一種多潛能的腦迴路，讓

他們能夠具備足夠的知識和技能，懂得選擇以最適當的媒介面對不同的學習任務。而不管是紙本閲讀還是數位

閲讀，擅長閲讀的人都會使用提問、建立聯繫和推理等策略來選擇、組織、聯繫和評估他們所閲讀的內容 

(Pressley & Afflerbach, 1995)。 

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培養上述的線上閲讀能力，我們有必要探究一些有效的、能夠推動線上閲讀的策略和

方法。首先，本計劃擬發展的線上閱讀平台兼具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功能，提供即時反饋給

學生。反饋內容基於小學生線上閲讀和學習能力(Mullis, Martin, Foy & Hooper，2017；Dreher, 2002)，包括： 

 利用電腦上的互動功能瀏覽網頁內部及跨網頁 

 詮釋、分析與整合複雜而多類型的訊息，並且用以作出推論來支持觀點或理解 

 評估文本、視覺和互動元素效果（圖形與動畫、操作多個選項卡、彈出窗口等），考慮網頁的觀點 

 注意文本的結構特徵，解释作者的意圖含義，評估與閲讀任務有關的特定文本部分 

        其次，本計劃也將創設多元化的閲讀情境來加強學生線上閲讀的思辨能力。互聯網的開放網絡信息空間要

求讀者適應多元的閲讀情境，在快速變化的同時，需要對多種知識結構進行汲取和整合 (Spiro, Coulson, Feltovich, 

& Anderson, 2004) ，讀者不僅需要從文本中構建意義，還需要通過靈活而有目的性地選擇相關的超鏈結、圖標和

交互式圖表來構建意義。因此，網絡環境下的閲讀須能夠根據每一個新的閲讀情境，靈活地將現有知識與新的

知識應用組合起來(Spiro et al, 2004)。而本計劃所研發的網絡閲讀平台，將加入多元化的閲讀情境，讓學生透過

閲讀來聯想不同的生活情景，幫助他們更好地把閲讀知識轉化為實際生活應用技能。因應此能力，本項目也將

形成教學策略，供教師在課堂上進行指導。 

        總之，根據以上的閱讀過程的理論基礎、教學與評估原則，本計劃擬研發學習與教學策略，既符合 ePIRLS

的評核目標，也可達到中文課程文件中提及的「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的預期學習成果。 

     

理念架構——新素養中的線上探究與閲讀理解 (Leu, Forzani, Rhoads, Maykel, Kennedy, & Timbrell, 2015) 

隨着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新素養(new literacies)也逐漸形成。這一術語與新通訊科技的出現有關，主要是

指隨着科技需要的額外話語、社交實踐和技能；讀寫能力也在迅速改變和轉化 (Leu et al., 2004，2015)。互聯網

乃是教學和學習的重要資源，從新素養的視角來看，閲讀理解引起了研究者與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學者認為需

要新的理解技能和策略來為在互聯網上尋找、評價、綜合和交流信息 (Leu et al., 2004，2015)去給予閲讀理解新

的含義。對小學生而言，香港課程文件就明確了如下的培養目標： 

● 用各種軟件進行文字處理、計算、圖像處理及其他學習活動 

● 製作設計簡單的多媒體簡報 

● 透過電腦網絡和其他媒體搜尋、篩選和謹慎地分享資訊 

● 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處理資訊和製作個人用戶衍生內容 

而在「新素養」的框架下，線上閲讀有以下的五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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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閲讀來確立重要的議題。我們利用互聯網上的信息來解決難題。難題是如何構成的、或者應該如何

理解一個問題，乃是線上研究和理解的核心能力。Taboada 和 Guthrie (2006) 表明，帶着問題去閲讀與毫無目的地

閲讀存在很多差異。 

(2) 通過閲讀來搜尋線上的信息。成功的線上探究和理解須掌握有效的搜索關鍵詞策略的能力。這種閲讀能

力是透過一組搜索引擎結果來推斷當中哪個鏈接可能是最有用的，並有效速讀網站上的相關信息，查尋到可解

决特定問題的信息。如果不能找到特定的信息，就無法解决問題 (Foss, 2014; Guinee, Eagleton, & Hall, 2003)。因

此，我們必須培養學生查詢和搜索引擎的能力，並根據他們特定的閲讀需求來解釋搜索結果的相關性。 

(3) 通過閲讀來批判性地評估線上信息。成功的線上探究和理解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批判性地評估互聯網信

息的能力(Braten, Stromso, & Britt, 2009)。線上批判性評估展現了與傳統印刷和媒體來源截然不同的挑戰，因為線

上信息的內容更多元化(Kuiper & Volman，2008)，且存在各種偏見(Fabos，2008)儘管批判性評價存在許多不同的

方面，本計劃則特別關注對信息來源的批判性評價(Braten, et al., 2009)。 

(4) 通過閲讀來綜合線上的信息。成功的線上探究和理解還須具有閲讀和綜合多個線上來源信息的能力

(Jenkins，2006)。綜合集成各種相似或相異的想法，被認為是最具挑戰性的閲讀理解(Keene & Zimmerman, 1997)，

因為這涉及到讀者有意識地將自己的閲讀過程與文本的深層意義找到聯繫 (Dole, Duffy, Roehler, & Pearson, 1991)。

在互聯網的環境中，更為這種能力帶來了額外的挑戰。因為讀者需要從幾乎無限和分散的資源中，以多種媒體

的形式來聯繫和綜合大量的信息 (Leu, Kiili, & Forzani, 2016)。因此，我們的評估試圖捕捉學生綜合多種文本以滿

足特定閲讀需求的能力。 

(5) 通過閲讀和寫作在線上交流信息。成功的線上探究和理解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是透過互聯網來同步閲讀

和交流的能力，以獲取更多的信息或分享所學 (Greenhow & Robelia, 2009)。使用一系列線上工具在互聯網上提問、

回答問題所涉及的交流過程，似乎與線上探究和理解的各個方面密不可分(Leu, Slomp, Zawilinskis, & Corrigan, 

2016)。線上溝通技巧因此被納入了本計劃的評估中。 

基於以上有關線上閲讀新素養的文獻綜述、香港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中對學生的閲讀能力、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本計劃初步建構了線上閲讀的理論框架，並且據此發展線上

閱讀平台的篇章內容與試題、設計教學策略與其他共教師、學生與家長使用的資源，以能為小學生的線上閲讀

能力有持續發展的貢獻。 

 

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本計劃結合研究與發展，範疇為小學生的閱讀能力測試與評估。為實現上述四個目標，本計劃擬設置兩個

子項目，子項目一是調查對線上閲讀的需求，子項目二是開發一個互動線上閲讀平台。計劃擬 2022 年 6 月 1 日

啟動，歷時 24 個月。下表為本計劃之進度表、對應目標、語氣成果與評價參數。 

研究項目/時間 對應目標 預期成果 數據收集/評價參數 

子項目一 

06/2022 – 12/2022 

1) 全面調查小學

生中文線上閲讀的

現狀和挑戰 

 

1. 與參與學校溝通 

2. 執行調查問卷，分析結果和形成建議 

3. 設計 KS1 與 KS2 線上閲讀能力 

1.問卷調查，教師焦

點小組與訪談 

2.問卷數據結果分析 

子項目二 

階段 1 - 籌備 

08/2022 – 03/2023 

2) 提供互動的、

以評估促進學習的

中文線上閲讀資

源：線上閱讀測試

平台 

1. 撰寫篇章、設計任務與問題 

2. 構建具有後端診斷功能（評分與反

饋）系統 

1.語文教育專家意見

及初步評估 

2.合作學校試用線上

閱讀測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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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時間 對應目標 預期成果 數據收集/評價參數 

子項目二 

階段 2 - 先導研究

（前測） 

04/2023 – 07/2023 

2) 提供互動的、

以評估促進學習的

中文線上閲讀資源

並進行前測測試 
3) 培養骨幹教師 

1. 前測：測試和驗證 KS1 與 KS2 線上閲

讀能力 

2. 進行四所學校紙本測試卷 

3. 修訂測試工具、線上閱讀試題與反饋 

4. 支援四所學校線上閲讀教學，包括

（1）舉辦培訓工作坊，讓骨幹教師瞭

解線上閲讀能力框架、學習材料與教

學策略；（2）到校與骨幹教師研討 

1.測試數據：學生答

題分數、錯誤分析、

篇章難易度分析、問

卷調查（如中文輸入

的影響）的評估報告 

2.師生完成線上閲讀

測試後的留言和回應

以及教師訪談意見 

3. 工作坊反饋 

子項目二 

階段 3 -  啟動和項

目驗證  

（後測） 

08/2023 – 02/2024 

2) 提供互動的、

以評估促進學習的

中文線上閲讀資源

並進行後測測試 
3) 培養骨幹教師 

 

1. 啟動 

2. 項目數據分析 

3. 支援四所學校線上閲讀教學（同上） 

4. 後測：再次驗證 KS1 與 KS2 線上閲讀

能力 

5. 發展教師培訓、家長指南等相關線上

資源，擬於本中心網站上發佈 

1.學生答題分數、各

項數據對比分析（各

校 之 間 、 與 前 測 對

比）等評估報告、資

源網站問卷調查 

2.師生完成線上閲讀

測試後的留言和回應

以及教師訪談意見 

3. 工作坊反饋 

子項目二 

階段 4 - 發布 

11/2023 – 05/2024 

4) 建立教師專業

學習圈，共同研討

線上閲讀的學與教 

 

1. 撰寫終期報告 

2. 進行宣傳與發布線上閱讀平台 

3. 舉辦全港教師工作坊三場 

4. 於中心建立供師生與家長的資源網站 

1.資源網站問卷調查 

2.參與教師訪談意見 

 

 

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 
本計劃在「子項目一」中對小學進行調查，參與學校預計為 120 所，具有全港小學代表性。「子項目二」在

階段 2（先導研究）中涉及四所種子小學，在階段 3 中涉及另外四所協作小學，直接受惠的小學共有八所。本計

劃既保證參與者廣泛地參與研究，也將注意避免給參與者造成過重負擔。 
參與先導研究的四所種子小學為聖公會基愛小學、聖公會仁立小學、港大同學會與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

學；四所協作小學為鳳溪第一小學、何日東小學、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與基真小學。 
(i) 各參與小學的校長 

參與本計劃的小學校長將了解本計劃在學校進行的籌備和發展工作，創設必要的條件，定期與負責項目的

中文教師開會商議學生的閲讀情況，並提供適當的支援。在校方大力的支持下，本計劃定能在學校裏順利推行。

過程中研究團隊將配合學校的實際情況作出適應性調整。 
(ii) 各參與學校的中文教師 

本計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與前線中文教師協作，讓教師獲得發展線上閲讀的知識，並征求教師的同意和支

持在所教班級上進行線上閲讀的教學試驗。為確保本計劃能順利開展，我們將特邀每所學校一至兩位中文教師

擔任骨幹教師，共同總結實踐經驗、參與部分研討工作（訪談、聚焦討論小組等）。中文教師將與本計劃的研

究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檢視計劃在學校實行期間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安排學生參加本計劃的線上閲讀測試，與

校方協調資源的調撥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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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項目 預算詳情 小計 (港幣) 備註 

(a) 員工配備 

1. 高級研究助理 x 

1 人 x 24 個月 

 

$35,545/ 月  + $1500  

MPF X 24 月 

$889,080 大學本科畢業, 中文教育或中文專業或相等，具 8 年

的相關經驗; 或碩士畢業, 具 6 年的相關經驗; 或具博

士資歷, 具 5 年的相關經驗 

與首席研究員共同管理項目，包括查找相關文獻、

編訂工作計劃、撰寫工作報告、人員招聘與管理

（包括全職與兼職員工）、協調溝通與監管各組工

作；與首席研究員、學校課程主任共同設計與編寫

線上閱讀任務的框架與樣例 

以上工作範疇需要由具有豐富研究、管理的經驗，

以及中文或教育背景的人員擔任 

2. 電腦程式開發員 

x 1 人 x 24 個月 

$30,360/ 月 + $1500  

MPF) X 24 月 

$764,640 大學畢業, 電腦科學主修, 具 5 年相關經驗 

設計與編寫電腦程式以承載模擬的線上閱讀平台。

功能包括開設與管理賬號、內容與界面設計等；監

管、協調與管理兼職網頁設計員的工作；征求首席

研究員、高級研究助理的意見，保證插圖、視頻、

設計等的質量 

以上工作範疇需要由具有豐富的電腦研發、程式編

寫、數碼產品開發程序等相關經驗的人員擔任 

3. 學校課程主任負

責支援學校 1 人 

x 12 個月 

$52,440/ 月 + $1500 

MPF x 12 月 

$647,280 大學本科畢業，持教育文憑或相同資歷，具 8 年的

教學或教育研究相關經驗 

主要工作為與首席研究員共同支援學校，包括參與

籌備與負責教師培訓與研討活動、學校支援、教學

資源開發、教師準也學習圈管理等 

以上工作範疇需要由具有豐富的教學或教育研究經

驗的人員擔任 

4. 兼職網頁設計員 

(Part-time web 

and graphic 

designer) 1 人 X 

18 個月 

$23,620/月 x PT0.8 + 

5%MPF X 18 月 

$357,135 大專畢業，具網頁設計訓練 

設計插圖、視頻等各個組件；協助電腦程式開發員

設計網頁等 

小計(a): $2,658,135  

(b) 服務 
1. 代課服務  $100,000 計劃負責人為大學教師，鑑於本計劃的複雜性、年

期及所需投入的時間，其教學職務預計會因推行本

計劃而受影響，故須聘用代課服務。按本學院於

2020年4月公佈的規例及指引，自 2020/21學年起，

代課服務以每個課程劃一收取港幣$100,000，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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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詳情 小計 (港幣) 備註 

包括聘用代課教師及因而耗用學院資源作額外安排

的相關費用 

2. 咨 詢 / 顧 問 服 務

費 

 144,000 將招聘一至兩位具備 15-20 年中文閱讀教研經驗的

專家學者，對本計劃提供專業顧問意見 ($800/小時 

X 180 小時) 

3. 設計任務和寫作

篇章  (兼職學生

助理) 

$55/小時 x 300 小時

x 12 單位 

$198,000 預計約 12 個設計任務和寫作篇章，每個需時約 300

小時發展、設計及修訂 

4. 兼職研究助理負

責評分和分析先

導研究數據  

$74/小時 x 4500 小時

x 2 年 

$666,000 以 1 小時可批改 10 份網上測券計，每所學校約 4500

份 X 8 所 X 2 年 = 72,000 份, 約須 9000 小時 

5. 雲端網絡伺服器

服務 (24 個月) 

-- $24,200 HKU Cloud server package (Window/Linux) 

$12,100/yr x 2yr  (standard price as at Apr2021) 

6. 會議或活動租場

地費用 

$6,000/次 (包括場

地、相關器材租用

及雜項開支) x 3 次 

$18,000 香港大學講堂租用費 (As at Jul 2020) 

小計(b): $1,150,200  

(c) 一般開支 

1. 影印 $10,000/年 x 2 年 $20,000  

2. 交通 $10,000/年 x 2 年 $20,000  

3. 雜項開支 (如文

儀用品、郵費、

速遞費等) 

 $20,055  

4. QEF 審計費用  $15,000  

5. 大學行政費  $592,910 大學行政支援服務（包括簿記、財務管理、處理會

計帳目事宜、期中財務報告、招聘、處理合約事

宜、處理計劃合約/承諾書、採購器材物品及按大學

行政章則辦理採購程序）等 

   

小計(c): $667,965  

(d) 設備/器材   

1. 工作人員電腦及

顯 示 器 ( 包 括 相

關電腦配件) 

$6,000 X 4 $24,000  

2. 軟件  $6,000 X 4 $24,000 包括統計軟件、電腦程式開發員所需的程式/繪圖/

剪片軟件等 

3. 硬碟及數據儲存 $1000 X 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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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詳情 小計 (港幣) 備註 

4. 影音器材及配件 (攝錄機 $4,400 + 腳

架$600 + 512GB 記

憶卡$800) X 3 

$17,400  

小計(d): $69,400  

(e) 應急費用  $30,000  

小計(e): $30,000  

小計(f): $592,910  

總計(a - f): $4,575,700  

備註：所有貨品（包括設備）及服務的採購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並將採取措施以避免採購

過程出現任何實際或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資 產 運 用 計 劃 

項目 單價及數量 總值 資產運用及理據 

1. 工作人員電腦及顯示器

(包括相關電腦配件) 

$6,000 X 4 $24,000 線上閲讀平台研發完成後將繼續存放在香港大學至

少半年，以便跟進本計劃日後的相關修訂工作。 

計劃結束後，有關資產可以存放在香港大學，交由

計劃負責人、研究小組成員或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看

管，亦可交回優質教育基金相關人員全權處理。 

2. 軟件  $6,000 X 4 $24,000

3. 硬碟及數據儲存 $1000 X 4 $4,000

4. 攝錄機 $4,400 X 3 $13,200

 

計劃的預期產品及成果 

● 計劃的產品： 

1. 一套對於線上閲讀需求的調查問卷和調查結果分析 

2. 一個能有效測試小學生閲讀能力的中文篇章及題目的線上閲讀平台 

3. 一個具有後端診斷功能（例如評分）及反饋的系統 

 

● 預期成果： 

        本計劃重視提升參與學生和教師在線上閱讀學與教方面的技能，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和「雙素養閱讀

腦」，從而改善本港小學的線上閱讀教學成效。故此，本計劃的預期成果如下： 

（1） 學生方面 

a.參與本計劃的學生掌握全面數碼化 PIRLS 的閲讀測試技巧，經過多次練習有效提升中文線上閲讀能力； 

b.參與學生在校內以及公開試的中文科閲讀評核中取得優良成績，並對線上閲讀產生濃厚興趣，投入參與線上閱

讀訓練和評估。 

    （2）教師方面 

a.參與本計劃的中文教師積極參與本計劃不同階段的教師專業培訓和支援，更加熟悉線上閱讀的閲讀測試和評估

要求，有效訓練學生的中文閲讀技能，助其在數碼化 PIRLS 的閲讀測試中考獲佳績； 

b.參與教師善加利用本計劃支援學校的各項資源，與大學團隊成員建立良好互信關係。在大學科研力量的幫助

下，教師明顯提升中文科閲讀教學和評估技能、提升中文課程領導能力，學校也成為教育界中文課程改革創新

的先進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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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評鑑參數及方法 

表現指標 成效衡量 

子項目（一） 

約 120 所學校參加的調查報告，以總結出學校與

學生對線上閱讀的掌握程度 

 了解學校與學生對線上閱讀的掌握程度 

 找出實施線上閱讀評估的困難與挑戰 

子項目（二） 

建構一個線上閲讀測試平台，以及製作十二份包

括不同主題閲讀任務的線上閲讀測試卷 

 線上閲讀測試平台使用率達到八所協作學校學生的

75%以上 

 透過前後測試比較、調查問卷，了解學生的線上閱讀

能力（答題準確度、答題速度等）與數碼評估素養

（多模態信息處理等）的提升程度 

 成品發布後亦可根據平台的使用情況，包括網頁的瀏

覽頻次、學生完成線上閲讀測試後的留言和回應等 

根據子項目（一）學校調查報告、學生線上閲讀

與紙本閱讀測試的表現，總結中文輸入對線上閱

讀評核結果的影響、比較線上閲讀與紙本閱讀測

試表現的差異 

針對八所協作學校的約一百人次的教師培訓活

動、學校支援與研討等。對各項活動進行調查與

獲取反饋 

 透過調查問卷、訪談結果等總結教師參與成效 

 各項教師活動與教師專業學習平台的使用調查達致

60%的三級或以上（劃分為四等級） 

 找出線上閱讀評估與教學的困難、挑戰與對策 

建構一個教師專業學習平台，並於平台中介紹線

上閱讀理論與策略 

 上載各校學習成果、經驗總結 8-16 個 

 對平台內容進行調查與獲取反饋，達至 60%的三級或

以上（劃分為四等級）的反饋 

 質性的提問與解答 

 成品發布後亦可根據平台的使用情況，包括網頁的瀏

覽頻次、教師下載線上閲讀策略的留言和回應等 

 

計劃成果的延續 

(a) 計劃如何令教育界整體受惠 

        本計劃是一項大型的閱讀調查計劃，旨在促進全港小學師生對線上閱讀學與教的重視，並幫助師生掌握有

用的線上閱讀策略和教學技巧，以讓香港教育界整體受惠，具體如下： 

(i) 這是本港首個利用資訊科技作評估的關於閲讀新素養的大型線上閲讀計劃，並結合教師培訓和校外

（海外）專業合作，可以作為其他大專院校或中小學辦學團體參考。 

(ii) 提升教師利用網絡數據進行閲讀評估和策略制定的專業水平，並可把經驗分享到本港乃至海外的大專

院校和中小學。 

(iii) 計劃完成後，整個計劃的籌劃、推行過程、先導計劃及數據分析結果、成效評估等資料將掛在本中心

網頁上，以供全港學校參考。 

 

(b) 預期影響 

        本計劃預期能為參與師生提供優質的線上閱讀材料和閱讀測試平台，對提高師生的線上閱讀學與教成效帶

來積極、正面的影響，詳情如下： 

(i) 參與本計劃的小學生的線上閲讀能力有顯著的提高，增加閲讀網上中文材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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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經過多次參與本計劃的線上閲讀訓練，本港小學生在未來的全面數碼化的 PIRLS 閲讀測試中將獲得較

佳的成績，有望在全球排名中進一步攀升。 

(iii) 參與本計劃的小學教師獲得最新的中文線上閲讀教學支援，在設計線上閲讀課程、研發教學材料和教

學策略、評估工具等方面，都有較深的認識，有助改善教學質素。 

 

(c) 計劃成效的延續 

       提升小學生線上閲讀能力乃是香港教育課程改革的重點關注事項，值得教育界作長遠而深入的探討，以研發

更多有效的數碼閲讀教學策略和材料。本計劃乃為探究創建線上閲讀平台有效性的初步嘗試，待本次研究結果

出爐，我們將進一步擴展後續研究至更深入、更細緻的教學議題，例如設計多元化的數碼閲讀教學材料、舉辦

教師數碼閲讀教學策略培訓課程、研發有效的數碼閲讀教學策略等。因此本計劃的成效具有延續性，詳情如下： 

(i) 參與學校教師之間形成更緊密的團隊，共享閲讀策略和方案。 

(ii) 向本港及海外中小學宣傳，加強本中心應用更多資訊科技，促進學生閲讀和學習。 

(iii) 積極參加優質教育基金的分享會，讓更多人士認識本計劃的研究成果，推廣線上閲讀。 

(iv) 繼續在已建立的平台中發展更多線上閲讀的篇章和題目。 

(v) 發展到 PISA（針對 15 歲學習者）的線上閲讀教學策略與評核。 

 

推廣／宣傳計劃成果 

(i) 計劃完成後，本計劃將舉辦成果分享會，邀請優質教育基金負責同工、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

教育組）、語文教學支援組及研究及測驗發展組、各間致力提升學生線上閲讀能力的學校的中文教

師、大學學者等出席，交流切磋。 

(ii) 於本中心網頁內宣傳，並將線上閲讀試題內容上載，方便向校外人士推廣。 

(iii) 在本港乃至不同地區、國家的學術研討會上作分享匯報（如香港每年舉行的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po、IEA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IRC)），方便向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士

推廣本計劃的研究成果。 

(iv) 於本港乃至不同地區、國家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有關本計劃研究成果的論文，方便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學

者推廣。 

 

遞交報告時間表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中期財政報告   

01/06/2022 - 30/11/2022  31/12/2022  01/06/2022 - 30/11/2022  31/12/2022 

計劃進度報告    中期財政報告   

01/12/2022 - 31/05/2023  30/06/2023  01/12/2022 - 31/05/2023  30/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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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進度報告    中期財政報告   

01/06/2023 - 30/11/2023  31/12/2023  01/06/2023 - 30/11/2023  31/12/2023 

計劃總結報告    財政總結報告   

01/04/2022 - 31/03/2024  30/06/2024  01/10/2023 - 31/03/2024  30/0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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