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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計劃撮要 

計劃名稱:    與學生和老師談新聞和資訊    計劃編號: 2022/0095 

            (修訂版)    

 

機構名稱：香港報業評議會有限公司 

 

(1) 目的︰ 認識新聞，提升資訊素養，建立正面價值觀 

目標： (i)   增強中小學生對新聞概念的認知，和分析及處理資訊的能力 

       (ii)  促進中小學生對傳媒運作和社會的了解 

       (iii) 協助中小學生建立明辨慎思，包容尊重的正面價值觀 

(2) 對象：本港中小學各級學生及老師 

預期受惠人數：50 家中小學約 15,000名學生及 250位老師 

(3) 推行方案： 

(i) 進行時期：2024年 1月至 2025年 12 月 (為期兩年) 

(ii) 過程/時間表:  

月份/年份 活動 

1/2024  啟動儀式及公開講座 (邀請校長、老師及同學出席、安排傳 

 媒專訪) 

2024-2025 舉辦到校講座、工作坊及參觀交流，派發問卷檢討成效 

12/2024 舉辦小學資訊查證活動日及講座 

12/2025 舉辦中學資訊查證活動日及講座暨總結儀式 

(4) 產品： 

(i) 產品/成果：講座內容可編輯成教材。 

(ii) 產品/成果推介：本會邀請校長老師參加講座介紹活動，及邀請媒體作專題報

道。 

(iii) 產品/成果商品化潛力：教材配合工作坊和參觀可發展成全方位傳媒教育及跨學

科教材。 

(5) 預算：$898,600 

所有開支項目應根據建議計劃的內容及《填寫申請表格須知》，歸類於最多六個主要組

別 (a) 員工開支；(b) 設備；(c) 服務；(d) 工程；(e) 一般開支；以及(f) 應急費

用。 

(6) 評鑑： 

(i) 表現指標：記錄參與學校及學生數目，以評估計劃進度；透過問卷及小組訪

問，收集校長老師及同學對活動的意見及學習成效。 

(ii) 成效衡量：參加數量達預期，問卷評估活動滿意度，反思文章顯示學生認知或

行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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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劃詳情 

「香港報業評議會」傳媒教育計劃 

與學生和老師談新聞 

 

1. 前言: 傳媒教育計劃的延續 

 

香港報業評議會於 2021 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批出資助，推出「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

聞」傳媒教育計劃，並於同年 9 月開展，此計劃是在兩個學年內，即 2023 年 8 月底前，為

三十家中學的老師和學生，提供到校講座、工作坊、及安排參觀交流，透過體驗學習，認識

新聞概念、了解傳媒和社會運作、提升師生分析新聞和資訊的能力，從而建立明辨慎思、懂

得尊重和包容的正面價值觀。 

 

計劃獲多個校長會及辦學團體，校長和老師的認同和支持。在 2021 年 11 月的啟動儀

式，有三十家中學的校長、老師和學生出席，而有關計劃亦獲多個媒體報道。 

2021年 11月 6日啟動儀式，主禮嘉賓為時任副教育局長蔡若蓮博士、私隱專員鍾麗玲女士，

及優質教育基金推廣及宣傳專責委員會主席葉禮德律師 

 

雖然受第五波疫情影響及多項防疫措施限制，香港報業評議會在計劃推出的首年，已先

後到二十家中學開展服務，進度較預期快，而另外十個名額亦已有學校報名，反應踴躍。(請

參閱附註一 參加學校名單) 

 

香港報業評議會經檢討後，認為教育界的積極反應，部份與政府強調資訊素養在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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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重要性有關。教育局建議以「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而課程架構包括提升高

中學生的資訊素養；今年 8月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更新版)，加入與資訊科

技道德的新範疇；9月公布將「培養學生媒體和資訊素養」納入《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

版)七大課程重點之一，在在反映有關議題的迫切性。 

 

中小學均尋找資源，協助老師落實教育局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而香港報業評議會接觸

不少校長和老師，均感到學生在這兩年疫情期間透過網課學習，接觸大量網上資訊，如何協

助學生分辨資訊真偽，保持警惕意識，已是刻不容緩。 

 

香港報業評議會的「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傳媒教育計劃，正好配合學校需要，在多

個講座主題中，七成均選擇「如何面對假新聞」，反映學校對資訊素養的重視，亦有多家中

學要求參觀大學新聞系，讓學生了解事實查核(fact check)的重要性和方法。 

 

另一個原因學校選取報業評議會，作支援學習活動，估計是因為計劃能配合學校課程和

運作，提供彈性安排，加上由資深新聞人擔任講者和工作坊導師，以貼近生活例子，生動具

體的解釋，令學生較易信服。從收回的活動問卷顯示，參加者對活動的滿意度超過九成，普

遍認為活動能提高他們對新聞資訊的認識，亦有助他們日後對應對網上資訊有更強的警覺意

識。 

 

香港報業評議會收到參加學校的校長，支持香港報業評議會繼續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資助以延續計劃，亦有多家學校查詢，希望計劃能恆常化，每年定期到校為學生提供服務；

除了中學外，有小學表示對計劃感興趣，邀請舉辦講座。  

 

經討論後，香港報業評議會擬將計劃擴展，學校數目由三十增至五十間，涵蓋範圍由中

學伸展至小學，從小培養學生明辨是非；評議會並希望獲取資源，為有意參加的中小學，每

學年定期舉辦傳媒教育和資訊素養敎育活動。 

 

2. 計劃理念 

 

香港傳媒教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隨著教育改革而漸趨盛行，教育統籌委員會 1999

年發表的《廿一世紀教育藍圖》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諮詢文件，提出由強調知識灌輸，轉

為著重學生如何「學會學習」；從以課本主導的學習模式，轉而採用多元化教材，包括報章、

雜誌與及網上取得的資訊，都是學習材料。今天「學會學習」課程改革已變成持續的課程更

新，而教育局亦已確立資訊素養對學生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學生對掌握新聞製作技術，以致傳媒素養有一定認識。在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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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後進行的研究(朱順慈, 2018)顯示，中學生明白從不同新聞媒體吸收資訊的重要

性，然而調查同時發現，他們只會被動及偶而地從傳統媒體閱讀新聞；當有社會關注的大事

發生時，他們傾向從臉書的新聞媒體粉絲專頁或蘋果動新聞收集資訊。(有關本部份引述的

研究和資料，請參閱附註三 參考文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8 年發出的新聞教育手冊指出，現代資訊混雜一些以訛傳訛的錯

誤資訊(Misinformation)；一些由特定源頭發放，針對某種政治目的或商業利益的虛假資訊

(Disinformation)，再有一種是惡意及違法地的發放資訊(Mal-information)，需要在新聞

教育中釐清概念。(UNESCO, 2018) 

 

教育局在 2022年 8 月發表的《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更新版) 明確指出， 

“近年來，虛假資訊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在數碼年代，虛假資訊的影響因互聯網

和社交媒體網絡的普及而擴大，令任何人士都可以輕易地扮演資訊製作消費者的角色。此外，

近年來網絡欺凌和沉迷上網的情況於世界各地甚為普遍。因此，各地政府正著力裝備學生的

知識和技能，使他們能有效地評估資訊，保護自己免受負面的網上活動影響，並善用資訊，

以達至健康的數碼生活。” 

 

成立於 2000年的香港報業評議會，是香港首個接受公眾對本港報刊投訴的非牟利組織，

強調新聞專業道德和操守。評議會透過處理及評議公眾投訴，希望推動業界自律以維護香港

新聞自由。報評會另一任務是要提升公眾對傳媒的了解，讓公眾有效監察傳媒。本會多年來

肩負教育公眾的使命，特別是新生一代，執行委員舉辦到校講座。 

 

雖然近年網絡及社交媒體逐漸成為市民大眾獲取新聞資訊的主流平台，但一些新聞原則

和概念仍然不變。我們利用個案分析，透過互動討論，讓同學主動掌握與新聞相關的概念，

例如「私隱」、「知情權」、「查證」、「客觀」等。 

 

在 2021-2022學年參加「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傳媒教育活動計劃的學校，七成指定

講座及工作坊主題為「如何面對假新聞」、其餘分別是「如何分析和評價新聞」、「知情權

vs.私隱權」、「傳媒監察政府的角色」、「傳媒如何處理色情不雅和暴力資訊」與及「記

者工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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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業評議會前執行委員葉紹堅先生 2021年在聖士提反女書院舉行講座 

 

我們在 2022 年 3 至 4 月因疫情暫停授課期間，訪問了多位曾參與活動的老師，了解他

們對活動的意見及建議。受訪老師普遍認為活動能協助學生辨識網上資訊真偽，所提供的例

子有助分析及理解新聞。對於計劃如何改善，有學校認為工作坊可以進一步增加互動元素。

有關訪問內容已上載香港報業評議會網站。 

 

報評會檢討後，認為當「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的計劃於 2023 年 8 月完結時，可在

9月新學生開始時推出新計劃，為學校的資訊素養教育工作提供延續性，成為學校恆常活動，

目標會包括中學和小學，計劃到訪學校數目由 30間增至 50間。 

 

新計劃擬連續兩個學年，每年為每家學校提供至少一次到校/網上講座。鑑於學校多選

取「如何面對假新聞」及「如何分析和評價新聞」這兩個主題，在新計劃中，會集中以「如

何辨識新聞和資訊的真偽」、「如何分析新聞和資訊」這兩方面，亦會有與「新聞道德和操守」

有關的題目，例如「知情權 vs.私隱權」。講座內容將由新聞擴展至網上資訊及社交平台上

流傳的訊息，以切合中小學生汲取資訊的新趨勢，加以適切輔導。 

 

報評會汲取「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計劃的經驗，明白學校難安排全校參與講座，老

師工作繁忙，未能全體出席活動，及整體學生人數下降，因此調整出席講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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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工作坊，報評會檢討操作後，認為學校多期望能安排全級進行，讓各班同學均能深

化講座概念。在新計劃中，報評會提出每個學年，為每間學校舉行四次工作坊，每次工作坊

人數限於 30 人，以達至工作坊小組討論的最佳效果。每次會安排一位具有至少五年傳媒或

傳媒教育工作經驗的導師帶領。 

 資深新聞人柳志文先生帶領同學匯報及討論 

 

新計劃亦會延續「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計劃的體驗學習教學理念，除了工作坊提供

場景設定活動外，亦會安排學生參觀交流。學校可選擇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新聞機構、社交

平台或網上媒體、香港新聞博覽館或同類而能配合活動目的的設施作參觀對象。報評會已聯

絡社交平台營運商及網上資訊媒體，尋求合作機會，老師可因應學生情況，選擇不同參觀機

構。 

 

報評會擬舉辦啟動儀式及講座，邀請校長、老師、家長、學生及公眾人士參加；亦會有

兩場資訊查證活動日及講座，讓不同學校的學生聚首交流，配合專題講座，互動中實踐體驗

學習。考慮到中小學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會舉辦兩場分別為中學及小學而設的資訊查證活

動日，並會邀請大學內研究資訊查證的學者與及社交平台營運者，為參加學生、老師及校長

就網上資訊真偽，作專題演講，增進知識。 

 

因應計劃規模擴大，報評會擬聘請計劃經理，專門負責計劃。申請人需具備大學或以上

學歷，具十年或以上新聞/教育專業或管理經驗，有處理政府資助撥款經驗優先。 

 

計劃經理將負責統籌及推行由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與學生和老師說新聞

和資訊》傳媒及資訊素養教育計劃，包括聯絡學校、講者及安排工作坊導師，到校舉行活

動，統籌及安排參觀交流活動，策劃及推行計劃內的啟動儀式、大型講座及總結儀式，紀

錄收支和管理物資，與及定期向本會及「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匯報進度，協助報業評議

會提交進度及財務報告，及在計劃完成時提交計劃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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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講座及工作坊除了由委員主講外，亦會外聘資深新聞人擔任講者和工作坊導師。講

者需大專畢業，有至少二十年傳媒工作經驗，而工作坊導師需從事新聞工作或從事傳媒教育

至少五年，具備了解行內運作及分析新聞資訊的專業能力，如申請人具帶領傳媒教育工作坊

經驗，報評會將優先考慮。 

 

報評會計劃在兩年內，在五十家中小學，至少舉辦五十場到校講座，及二百場工作坊，

平均每校四場工作坊，以每班三十名同學為佳。 

 

按過往經驗，學校會選訂一級的同學參加活動，報評會會鼓勵學校組織多個年級的同學

參加講座。如學校能安排，報評會樂意與老師及校長交流，讓師生能將資訊素養與人分享承

傳。 

 

3. 計劃目標 

計劃目的: 認識新聞，提升資訊素養、建立正面價值觀 

目標:  i. 增強中小學生對新聞概念的認知，和分析及處理資訊的能力 

      ii. 促進中小學生對傳媒運作和社會的了解 

        iii. 協助中小學生建立慎思明辨、包容尊重的正面價值觀 

報評會計劃未來兩年，為五十家中小學的學生和老師，提供講座、安排參觀交流活動及

組織工作坊，目標是希望提升學生的資訊處理能力，多了解傳媒運作及社會的各種價值觀，

懂得慎思明辨新聞材料。老師亦會參與策劃活動，工作坊及參觀交流，有助增強他們對傳媒

運作及新聞的認識。透過是項活動，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文科、宗教及德育科及升學就業

輔導組老師可分享有用的教材及活動，不僅能提升專業水平，更可加強團隊合作精神。學校

亦可透過是項活動，達致向學生推廣公民教育，向中小學生灌輸國家觀念和社會責任的目的。 

 

4. 推行方法 

    報評會將透過全方位學習，包括主題連貫的到校講座、工作坊及參觀交流活動，協助學

生認識新聞，並樂意與老師交流，共同策劃活動，配合學校課程需要。報評會支持家校合作，

歡迎與各區各校的家長教師會組織活動。 

計劃將包括四方面的活動，其中講座及工作坊建議學校在兩至三個月內完成，達至一

氣呵成的效果。 

 

活動一：講座 (一小時) 由學校定出時間，本會安排執委，邀請資深傳媒人或學者擔任

主講者，前往學校演講，主題可擇以下其中或配合學校課程需要，與老師磋商修訂： 

i. 「如何辨識新聞和資訊的真偽」 

ii. 「如何分析新聞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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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知情權 vs.私隱權」 

因應不同年級的學習需要，報評會會調整講座內容及形式，初小同學會利用平版電

腦進行網上學習，有機會接觸串流平台的圖片短片及廣告，報評會在講座，透過故

事或日常生活實例，向初小學生介紹如何選擇及辨識這些資訊真偽，亦會初探網上

私隱。 

 

至於高小講座，因應學生大多已有手機收取資訊，及使用即時通訊軟件，報評會的

講座，會利用社交平台及即時通訊軟件出現的虛假資訊，實例示範如何分析及查核

資訊真偽，並提醒有懷疑就不要分享讚好。對於學生有可能面對網上欺凌，講座會

提出保護和尊重個人私隱的重要性。 

 

報評會過去在中學的講座，已因應初中及高中不同需求而調整講座內容，包括初中

較多圖片及故事形式，而高中則注重分析及反思。講座會以互動形式進行，並會即

場提問，鼓勵同學多角度思考。有多年傳媒工作經驗的講者，亦會向同學分享社會

經驗，鼓勵同學認識社會及國家，避免受誤導而墮入法網。 

 

活動內所採用資料會恪守新聞專業操守，以準確資料及客觀持平態度向老師及同學

講解新聞原則，說明所採用例子將會撮自不同立場的報刊或新聞機構，以達至多角

度的分析，提升學生對新聞概念的認知，和處理資訊的能力，協助同學建立明辨慎

思，包容尊重的正面價值觀。 

 

活動二：參觀交流 (約 2小時) 按學校及課程需要，安排參觀其中一個機構: 

i. 大專院校新聞傳播學系 

ii. 新聞機構、社交平台或網上媒體 

iii. 香港新聞博覽館或同類型配合活動主題的機構 

學校老師可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選擇大專院校新聞傳播學系，包括參觀新聞

製作的最新設備，與教授講師交流理論學說，如新聞傳播、資訊真偽及查證; 亦

可參觀新聞機構，網媒或社交平台、了解運作；香港新聞博覽館可了解香港新聞

發展，公民教育廊或其他展覽可加強學生對社會認識和國家觀念，深化學習體

驗(如選新聞博覽館，學校需支付參觀費)。 

 

活動三：工作坊 (約 1.5小時) 以角色扮演形式進行，請老師同學分組，參與以下活動，

人物主題與講座互相呼應，大專院校或會安排講師及同學協助帶領討論。工作

坊的形式如下: 

i. 「假如我是記者」- 假如你有機會訪問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訪問只有十五

分鐘，可問五條問題，你會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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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報告時需解釋為何設定那五條問題及先後次序，接受主持人及其他

組別提問。主持人會分析所涉及的新聞概念，及引發同學反思「公正持平」、

「求真」、「知情權」、「私隱」、「社會責任」等新聞理念，亦可提示訪問技巧；

或 

ii. 「假如我是編輯」- 從一些流傳的訊息，查找那一段是真實，那一段是錯

誤訊息，討論這些訊息在社會流傳會引來甚麼後果，從而思考日後面對同類

訊息時，應如何處理。小組報告時需解釋，主持人會分析及帶領同學反思，

刺激他們對查證事實的興趣。 

 

活動四：啟動儀式、中小學資訊查證活動日及講座 (三小時)  

報評會會為計劃舉辦啟動儀式及講座，向學界介紹及推動計劃，擬邀請辦學

團體及校長會，各校校長及老師參加，並會邀請媒體採訪或專訪。報評會又

擬邀請參加計劃學校，推薦學生參加資訊查證活動日，由來自不同學校的學

生，運用他們在講座及工作坊所學，一起去考證一些網上資訊的來源及真確

性。因應中小學不同學習需要，報評會會分別為中小學舉行資訊查證活動日。

報評會並會邀請大學學者及社交平台營運者，向參與師生，舉行專題講座，

有系統地介紹資訊核證及學生運用社交媒體需注意的事項。講座會邀請參

加學校的學生、家長、老師及校長參加。 

 

5. 申請人的能力 

香港報業評議會 2000年成立，創會主席為陳坤耀教授，歷任委員包括新聞傳播學者，

對媒體運作有深入觀察和豐富體驗；法律界和教育界人士，及關注傳媒組織的代表，新聞

業界代表亦參與其中。計劃由專責委員會負責: 

召集人:  黃俊東教授 

委員:  彭韻僖律師(本會主席)、蔡志森先生、楊金權先生、張志儉教授、 

陳旭權博士 

成員: 黃英豪律師、曹虹教授、王桂壎律師、梁兆棠校長、蘇鑰機教授、 

何家達先生、陳錦強先生、李祖澤先生、蕭世和先生、盧永雄先生、 

趙應春先生、馮仲良先生、黃綺湘小姐、李家文博士、李文教授、陳景祥教

授、黃慧日女士、羅學舜先生 

        (請參閱附註四 香港報業評議會執委會成員簡介) 

支持大專院校: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樹仁大學新聞系、恆生大學傳播學院、 

              浸會大學新聞系 

 

 

 

Administrator
螢光標示

Administrator
螢光標示

Administrator
螢光標示

Administrato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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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本計劃的對象是香港主流中小學學生，選擇標準，以學校對本計劃的參與主動性及參

加人數為衡量的其中兩個指標。 

 

活動 次數  服務對象及人數 

講座 50 家學校 

每年一次講座， 

平均每校 300學生及 5位老師參

加) 

50 x 300 = 15,000學生 

50 x 5 = 250 老師 

參觀 50次，每次 120同學及 6 位老師 50 x 120 = 6,000學生 

50 x 6 = 300 老師 

工作坊 50 x 4場，每次 30人 50 x 120 = 6,000學生 

啟動儀式，

中小資訊查

證活動日及

講座 

三場講座 3 x 100 = 300 人 

總計 受惠人數 15,000學生 

300老師 

 

7. 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進行時期: 2024 年 1月 至 2025年 12月 (為期兩年) 

時間表: 

 

時間 活動 

2024年 1月  啟動儀式及公開講座/ 新聞稿及專訪/ 通知學校 

2024年 1月至 7月 到校講座/ 參觀/ 工作坊 (目標為 10學校) 

2024年 12月 小學資訊查證活動日及講座 

2024年 9至 2025 年 7月 到校講座/ 參觀/ 工作坊 (目標為 25學校) 

2025年 9月至 12月 到校講座/ 參觀/ 工作坊 (目標為 15學校) 

2025年 12月 中學資訊查證活動日及講座暨總結儀式 

  

8. 教師及校長參興計劃的程度 

報評會相信校長的支持及老師的參與是計劃成功的關鍵因素，但考慮老師已面對繁重

的工作量，因此計劃： 

i. 邀請辦學團體、中小學校長參加啟動、總結儀式或公開講座，以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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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向負責老師了解學校及課程需要，設計活動；歡迎老師參與策劃及設計教材。 

iii. 中文、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及德育科、和歷史科老師參與工作坊及參觀交流活

動，帶領學生討論及思考。相信跨學科的合作，有助提升專業水平，加強團隊合作精

神。 

 iv. 歡迎校長、老師、同學及家長對計劃給予意見回饋。 

 

9. 宣傳及推廣方法: 

i. 為使參加者對計劃多了解，將製作工作紙，供參加者參考。 

ii. 召開記者招待會，撰發新聞稿。邀請報刊媒體及電子媒體作專題報道。 

iii. 在招募學校期間，集中向學界宣傳，先邀請以往曾參與的學校報名，再向家教會、

校長會、教聯會等團體組織推廣，讓他們了解活動的目的，形成口碑。 

iv. 每年將同學反思文章連同活動圖片，於本會網站，活動展覽中介紹。 

v. 留意各大展覽的日期，尋求可合作的空間。 

 

10.   延續成效及產品商品化 

i. 講座所採用的教材資料豐富，結合多年具代表性的投訴個案，透過個案分析及互

動討論，同學可以更了解新聞概念，資訊分析，及傳媒機構的運作和社會角色。 

ii. 因應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本會將製作四套不同教材，包括初小、高小、初中和

高中，就初小接觸網上資訊，包括串流平台短片及廣告，如何判斷和理解；高小

從即時通訊軟及群組，如何處理資訊，及對個人私隱的保護和尊重；初中對網上

新聞資訊分清真假；以致高中對新聞的分析和理解，配合具體及與生活相關例子，

製作教材及教學指引，讓老師在不同學習階段調適內容進行教學，以確保計劃成

效得以延續。 

iii. 有關教材可供老師延續學習歷程，及深化同學的認知，並可優化成商品，為社會

及教育界提供有用的資訊和參考。有關商品的知識產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本會恪

守對知識產權及版權的尊重。 

 

11. 評鑑參數及方法 

本計劃會運用以下測試工具，評估研究的成效。 

i. 量化指標： 

a. 記錄參加學校數量及學生人數，以評估計劃進度。目標是 2024年 1至 7

月完成 10家學校，小學優先，2024年 9月至 2025年 7 月完成 25家學

校，2025 年 9月至 12月完成 15 家學校。兩個學年完成至少 50家中小

學，並會確保參加中學和小學的數目均最少達到 20間，參加學校與

2020/0018 計劃不會重疊，以讓更多學校受惠。(附註一為 2020/0018計劃

學校名單，附註二為 2022/0095 擬邀請參加學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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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計問卷予參加者填寫，評估活動是否有助他們認識新聞概念或媒體運

作，量度參加者在認知和行為上的改變。以問卷中 70%或以上回應者有正

面評價為計劃有效的指標。 

c. 鼓勵參加的學生撰寫反思文章，形式不拘，主要介紹自己對傳媒及新聞資

訊的看法，優秀文章將刊登於本會網站，介紹活動的展覽或印刷品內。 

 

ii. 質化指標: 

a. 檢討: 工作人員觀察即場反應、定期檢討成效及交流經驗和執行困難。 

b. 總結: 學校代表和老師總結活動成果及給予評價。 

c. 反思: 收集同學的反思文章作分析。 

 

12.   預算 

類別 項  目 款項 備註 

a.  

員工開支 

計劃經理一名 (連強積金) 

$25,000 x 24 月 x 1.05 

 

$630,000 申請人須具備大學或以上學歷，

具十年或以上新聞/教育專業或

管理工作經驗，有處理政府資助

撥款經驗者優先 

b.  

服務 

工作坊導師 

200場 x $500 x $1.5 小時 

$150,000 申請人須大專畢業，具備至少五

年新聞工作或傳媒教育經驗，有

帶領傳媒工作坊經驗優先考慮 

講者 

50場 x $880 

$44,000 申請人須大專畢業，具備至少二

十年傳媒工作經驗，具傳媒教育

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c.  

一般開支 

講者交通費 

50場 x $200 

$10,000 50 場到校講座(一位講者)來回

交通費(實報實銷) 

工作人員交通:  

250場 x 2 人 x $55 

$27,500 工作人員到 50家學校，每個學

年到每校舉辨 1 場講座、及 4次

工作坊的交通費 

啟動儀式，2 次資訊查證活動

日暨講座共 3場活動 

$21,000 場租，設備，佈置，臨時工作人

員，攝錄及雜費 

行政費: 郵費、文儀等 $3,423 影印、郵資、文具及其他 

審計費用 $5,000  

應急費用 $7,677  

   總計  $89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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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參加「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計劃中學校名單 

 

1 香港仔工業學校 

2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3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4 寧波第二中學 

5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6 香港道教聯會圓玄第三中學 

7 嘉諾撒培德書院 

8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9 迦密中學 

10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11 藍田聖保祿中學 

12 佛教黃鳳翎中學 

13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14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15 可風中學 

16 羅定邦中學 

17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18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19 香港培道中學 

20 嘉諾撒書院 

21 張祝珊英文中學 

22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23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24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25 嘉諾撒聖家書院 

2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7 嘉諾撒聖心書院 

28 廠商會中學 

29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30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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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2022/0095 計劃已確認參加學校名單 

 

序 學校名稱 

 中學 

1 博愛醫院劉佩瓊紀念中學 

2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3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4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5 聖迦勒女書院 

6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7 華英中學 

8 香港鄧鏡波書院 

9 香港真光中學 

10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11 聖保祿學校 

12 聖保祿中學 

13 何東中學 

14 趙聿修紀念中學 

 小學 

15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16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17 保良局世德小學 

18 保良局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19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20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21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2 保良局雨川小學 

註：本會與辦學團體及多家中小學校磋商，以達到 50 間學校(中小學各不少於 20 間)參予

計劃的目標，確認後會盡快通知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 

 

 

 

附註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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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四: 香港報業評議會執行委員會成員簡介 

主席： 彭韻僖律師  * 家庭議會主席、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 

彭耀樟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副主席： 

 

黃英豪律師 

 

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 

 曹虹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成員： 

 

黃俊東教授  *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系主任 

 張志儉教授  *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 

 李家文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系主任 

 蘇鑰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何家達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兼職講師 

 梁兆棠校長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 

 蔡志森先生  * 明光社總幹事 

 趙應春先生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代表 

 馮仲良先生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代表 

 王桂壎律師 法朗克律師行主理人 

 楊金權先生  * 資深傳媒人、大專講師 

 陳旭權博士  * 博然思維集團合夥人 

 陳錦強先生 明報 

 羅學舜先生 星島日報 

 黃綺湘小姐 南華早報 

 李祖澤先生 商報 

 盧永雄先生 巴士的報 

 蕭世和先生 

李文教授 

陳景祥教授 

黃慧日女士 

資深傳媒人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專業應用教授 

經濟日報 

 

*香港報業評議會傳媒教育專責委員會成員 

 

 

聲明: 

 

1. 本會將確保擬發展的學與教材料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程度、年齡和能力，並確保有關內容

及資料正確、完整、客觀和持平。 

2. 本會將遵照優質教育基金〈人事管理及採購指引〉進行報價及投標，確保服務和貨品(包括

設備)的採購程序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並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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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 本會確認計劃成品的版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所有，並嚴禁服務供應商複製、改編、分發、發布

或向公眾提供成品作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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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須透過「網上計劃管理系統」提交） （須連同證明文件的硬複本， 

以郵寄方式或親自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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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2024 - 30/06/2024 31/07/2024 01/01/2024 - 30/06/2024 31/07/2024 

計劃進度報告   中期財政報告   

01/07/2024 - 31/12/2024 31/01/2025 01/07/2024 - 31/12/2024 31/01/2025 

計劃進度報告   中期財政報告   

01/01/2025 - 30/06/2025 31/07/2025 01/01/2025 - 30/06/2025 31/07/2025 

計劃總結報告   財政總結報告   

01/01/2024 - 31/12/2025 31/03/2026 01/07/2025 - 31/12/2025 31/03/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