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教育 

之 

電子學習 



中學篇 



家長：當子女參與電子學習，
我應如何作好準備？ 



I. 世界趨勢 

II. 認識電子學習及家校溝通 

III.支持及指導子女 

IV.有需要時尋求協助 

家長： 
當子女參與 
電子學習， 
我應如何 
作好準備？ 



I. 世界趨勢 

• 根據2016全球資訊科技報告，
全球正進入第四個工業革命。 

• 處理及儲存容量的增長會越來
越快，人類比以前更容易獲取
知識。 

• 新科技如：互聯網、人工智能、 
3D打印、能量儲存和量子電腦
開展等，將更有潛力支配將來
人類的發展。 



https://widgets.weforum.org/nve-2015/chapter1.html 

廿一世紀技能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廿一世紀
技能包括三方面：基本素養、
能力及性格質素。基本素養，
即學生需要運用該等核心技能，
以完成日常的工作。而資訊和
通訊科技素養是基本素養範疇
中的其中一個。 
 



數碼智商和資訊素養 

• 兒童除了於數碼世界學習和娛樂
外，也會面對不同的危機，如：
網上欺凌、科技沉迷、不雅及暴
力的內容等。 

• 因此，家長應裝備子女具備數碼
智商和資訊素養，讓他們有效和
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
並培養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
終身學習者。 

https://www.projectdq.org/ 



數碼智商指社交、
情感及認知的能
力以應付日常的
挑戰和適應數碼
生活的要求。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6/8-digital-
skills-we-must-teach-our-children/ 

數碼智商共有八方面： 
1. 數碼權利 
2. 數碼素養 
3. 數碼溝通 
4. 數碼情感智商 
5. 數碼保安 
6. 數碼安全 
7. 數碼使用 
8. 數碼身份 



II. 認識電子學習及家校溝通 



甚麼是 
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指利用一個開放及

靈活的學習模式進行學習並

達到學習目標，例如：利用

電子媒體，包括數碼資源及

溝通工具等。 



流動電腦裝置作為學生的學習夥伴 



學校的使用 



1. 教室回饋系統 
2. 學習管理系統 
3. 電子教科書 
4. 網上資源 
5. 個人學習功能 
6. 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習工具 

學生能使用 



1. 教室回饋系統 



教師利用教室回饋系統，可根據學
生的課堂表現即時給予他們回饋。 



2. 學習管理系統 



學習管理系統 
文章分享 





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
support/textbook-info/index.html 

 

3. 電子教科書 



香港教育城的免費資源： 

1. 教城書櫃 

2. 教城購物廣場 

3. eREAP 

4. STAR網上學生評估平台 

5.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6. 虛擬學習環境反轉課堂 

 

4. 網上資源 



• 字典 

• 相機 

• 筆記簿 

• 計算機 

5. 個人學習功能 



6. 不同學習領域的 
學習工具 (例子) 



利用Scratch遊戲教授科學概念 



使用新科技來加強 
對抽象概念的理解(例子) 

• 擴增實境 (AR)  

• 虛擬實境 (VR) 



視覺藝術與通訊科技科的 
跨學科擴增實景研究 



• 這個擴增實境沙池是由
加州大學的Dr Oliver 
Kreylos建立的。  

• 這個擴增實境沙池結合
了即時的擴增實境系統
來造成一個地勢模型，
同時可加入不同的圖像
效果和類似的模型。 

地理科—擴增實境沙池 

http://idav.ucdavis.edu/~okre
ylos/ResDev/SARndbox/  

 



• 歷史科研習—長洲 

• 如果學生能實地到長洲進行考察，親身經歷包山
節的傳統活動，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可是，不是所有學校都可以安排學生進行類似的
考察活動。因此，學校可以利用擴增實境手機應
用程式，讓學生可於進行考察活動時觀看有關地
點的影片。例如：他們可以掃瞄舉行搶包山比賽
的地點，然後瀏覽以往比賽時的片段。 

於歷史科課堂中 
使用擴增實境 



• 結合虛擬與現實的學習體驗，
學習變得更互動和有趣。 

• 擴增實景 (AR)中附加文字
說明，有助同學理解。 

• 結合全球定位系統 (GPS)，
顯示幡竿距離、方向，創新
導遊體驗。 

• 結合移動定位服務 (LBS)，
進行實地考察學習。 

結合擴增實景 (AR) 
 



 

• 擴增實景將醮場的3D模型呈
現在真實環境之上。 

• 利用GPS定位，使學生有一
個尋找探索的體驗。 

• 結合虛擬與現實的學習體
驗 — 按下3D模型，會呈現
附加文字及多媒體內容，使
學生學習更多，了解更多。 

結合擴增實景 (AR) 
 



於數學科課堂中利用虛
擬實境來量度國際金融
中心的高度 

利用虛擬實境技術，學生戴着可看
到虛擬畫面的裝置，他們便可量度
與該建築物的角度及距離，並利用
網上地圖，從而計算它的實際高度。 





教育新趨勢 
• 反轉課堂 

• 計算思維 



• 教師預先製作學習片段，並
按進度上載給學生預習。學
生需要於觀看片段後回答問
題，教師會按照學生的回應
及表現調節他的教學目標。
課堂時，教師會於學生完成
分組討論後給學生課業鞏固
知識。 

數學科的反轉課堂 



• 這方法能促進學生自主學
習，擴展他們的學習時間
及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
同時，亦能有效地收集學
習分析數據，讓教師調適
教學策略，並提供即時回
饋給學生。 

數學科的反轉課堂 



計算思維 
 • 程式 

• 機械人化 



• 利用視覺化程式語言(VPL) 如：
Scratch，App Inventor 

• 沒有輸入錯誤(移動程式組件) 

• 即時展示結果 

36 

主題：測試和排除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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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有果效？ 
• 集中在學習程式概念上 
• 建構學生的個人學習內容 

甚麼沒有果效？ 
• 當學生學習高級的程式時，它不能
代替文字程式。 

主題：測試和排除錯誤 



電子學習的好處 



加強學生的協作及自主學習 



超越空間及時間的限制 

翻轉教室學習資源 



為深度思考創造機會 



加強對抽象概念的理解 



利用電子學習促進
學生自主學習 

課前錄像 



考察 
(教室外的學習，移動學習工具： 
EduVenture) 

• 教師會先預設題目於一個手機應用程
式內，學生在考察時會使用該手機應
用程式。當學生到達考察地點時，題
目便會出現。學生需要觀察當時的環
境回答問題。 



 

• 學生可以用不同角度進行探索 

• 減少畫圖的時間 

• 增加了生生及師生的互動 

• 分享學習成果變得容易，令學
生對數學學習更有興趣 

數學課堂 — 三角型的心 

使用科技進行探索的好處： 



III. 支持及指導子女 



培育孩子成為負責任、 
尊重及獨立的網絡使用者 

• 開放關懷  

• 以身作則 



開放關懷 

• 認識網絡的優勢與危機 
• 學習青少年的網絡文化 

認同 

自主 

朋輩關係
及分享 

• 培養正向的親子溝通 
• 了解子女的需要 

愛 喜樂 



以身作則 

• 家長的態度與行爲 

• 注意自身的網絡使用習慣 

• 與子女一起遵守網絡使用規則 

 



家長： 

我應如何為我的子女準備
參與電子學習？ 



給子女使用電子產品前 

• 上網的空間：公共的環境 

• 避免上網的空間：房間 

• 限量的數據計劃 
• 借用vs擁有 

- 權利與責任 
• 訂立協議 

- 使用時間及規則 



協議錦囊 

• 家長之間達成共識（一致性） 

• 親子討論 

• 雙方同意條款 

• 結果及強化 

• 因應上學日子及假期進行調整 

• 注意適用的成長階段（年齡） 



• 定期檢討 

~討論及細化條款 

• 根據孩子的成熟程度而
施教 

~自律、學習以及發展
的需要 

給子女使用電子產品後 

• 觀察上網的行爲 

• 言而有信 

~成功：肯定與強化 

~失敗：提醒、選擇
及接受後果 



子女需要 

• 得到自由及個人空間 

• 贏得朋輩間的認同 

• 獲得父母的尊重 



家長角色 

• 持開放態度 

• 與子女建立互信 

• 與子女有效地溝通 



家長應如何協助子女
使用電子屏幕產品？ 

1. 培養子女建立良好的品格 

• 先求知後消閒 

• 責任感、尊重他人、有紀律及同理心 

2. 培養資訊素養及批判性思維 

• 提升辨別資訊來源準確可靠的能力 

3. 採用有效的管教方式 

• APP世代親子關係方程式 

 



APP世代 

親子關係方程式 

• 家庭參與 

• 管教信心 

• 和諧關係 



• 互相交換知識 

• 探索共同興趣 

家庭參與 

• 恰當的網絡參與 

• 創造空間與子女討論網
絡危機及網絡安全 



• 增強對網絡危機的認識 

• 學習網絡及電腦知識 

• 運用適合子女成長階段的管
教技巧 

• 建立社交圈子/社交支援群組 

~ 邀請子女擔任家長的資訊科技
老師與子女分享數碼技術及兒
童青少年網絡文化 

 

管教信心 



• 讓家庭作為支持的泉源 

• 培育信任及接納的家庭氛圍 

• 關懷的態度及積極的溝通 

• 親子間互相欣賞、認同及尊
重 

• 創造家庭樂趣及歸屬感 

和諧關係 



健康貼士 

1. 身體健康 

2. 心理健康 



1. 身體健康 



確保子女的身體健康 

Wi-Fi 眼睛護理 

脊柱 

聽覺 

精神及衞生 



眼睛護理 



• 調校顯示屏的光度、字體大小

及工作枱和座椅的高度。 

• 在閱讀時，眼睛與電腦顯示屏

幕的距離位置應保持最少 50 

厘米，與平板個人電腦或電子

書籍保持最少 40 厘米及與智

能電話保持最少 30 厘米距離。 

採用適當設置 



確保子女在足夠的光線下工作及閱讀 

• 避免在強烈陽光下使用電子裝置 



中學學童  

(十二至十八歲)： 

青少年應學習成為一

個懂得有效地管理時

間、能獨立工作及負

責任的成年人。如因

學習需要而不能避免

長時間面對屏幕，也

應定時小休。 

限制屏幕時間及明智地選擇屏幕活動 



每 20 分鐘離開屏幕，看20 
英呎（或 6 米）遠的物件，
維持最少 20 秒 

教導子女眼睛護理 
「20-20-20屏幕觀看規則」 

http://eyecare.edb.hkedcity.net/P
rimary/zh/management.html#p3 



鼓勵子女多吃含抗氧化物的食物 



聽覺 

www.studenthealth.gov.hk 
 



• 將耳機的音量調校至不多

於流動裝置中最高音量的 

60%，及每天不應合共使

用耳機超過 60 分鐘。 

• 應避免長時間使用耳機，

以減低對聽覺系統的破壞。 

遵守 「60-60」規則 



• 聲量忽高忽低，例如電子遊戲中的射擊和

敲打聲(脈沖音頻)和聲量長時間激烈轉變如

搖滾音樂(波動音頻)，較易損害聽覺。 

• 當收聽這類音頻時，必須將音量再調低。 

聲量 



智能音量 

如產品有內置「智能
音量」功能，可以使
用來調節聲量和控制
產品的最大輸出音量。 



脊柱 



確保子女使用 
電子裝置時姿勢適當 

• 確保子女使用電子裝置時的頸部
不會過份彎曲 

• 鼓勵子女在操作鍵盤時使用雙手 



提醒子女站立及坐下時要保持正確姿勢 



• 提醒子女轉換姿勢、眨眼及進行肌肉鬆弛運動 
 

鼓勵子女多做伸展運動 



精神及衞生 



預期休息時間 

• 為增強自我控制，家長及子女
都可以採用「預期休息時間」，
如晚上9時後或早上7時前 

• 建立電子設備的非依賴性使用，
例如每隔半小時才會檢查你的
手提電話或電子設備代替有提
示立刻檢查 

• 預期休息時間的好處： 

~ 增加工作/學習效率 

~ 改善工怍/學習與生活的平衡 

 

 



鼓勵子女多參與 
戶外活動及建立興趣 



確保睡眠時間足夠 
及環境合宜 

• 充足的睡眠時間對健康是
很重要的。 

- 5 至 12 歲：9 至 11 小時 

- 12 至 18 歲：8.5 至 9.5 小時 



• 一個寧靜、幽暗而舒服的

睡眠環境是很重要的。所

以在睡覺時，應關掉桌上

電腦及不應在睡眠環境附

近放置其他電子屏幕產品。 

確保睡眠時間足夠 
及環境合宜 



清潔電子裝置 
的屏幕 



Wi-Fi 與健康 

隨著Wi-Fi無線上網設施在世界各地漸趨普

及，有關射頻信號對人體健康影響的憂慮也

隨而產生。根據業界研究，由Wi-Fi網絡產

生的輻射水平比普通流動電話所產生的輻射

水平低得多。另外，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贊助

的研究報告，並無證據顯示使用Wi-Fi無線

上網設施會對人類健康有任何不良影響。 



2. 心理健康 



• 沉迷上網 
• 網絡欺凌 
• 不良使用及罪
行 

心理健康 



沉迷上網 



沉迷上網 

Howard J. Shaffer，1996 – 3Cs 

• 當事人強烈渴望所驅使 

• 嘗試卻不能停止 / 失控  

• 儘管引致嚴重後果仍繼續  



家長應對子女沉迷上網的對策 

應該 

不應該 

• 關懷與支持 

• 了解子女的意圖與需要 

• 家長要以身作則 

• 家長與子女合作，共同處理上
網時間或其網絡事情的分歧 

• 責備 

• 過度使用權威 

• 主觀判斷子女行爲 

• 對子女的問題以偏概全 



網絡欺凌 



甚麼是網絡欺凌？ 

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例如是

社交網絡、即時短訊工具、 SMS短訊等，針對另一人或一

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 

形式： 

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

虛假訊息，以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 

 

網絡欺凌 

Reference:  

http://youth.clic.org.hk/tc/topics/Cyber-bullying/ 

 

 



家長錦囊：  
如何陪伴子女面對網絡欺凌 

應該： 

• 聆聽子女的感受與經歷，讓子女體會到家長的陪伴 

• 尊重子女，與子女探討進一步的行動 

• 了解子女欺凌他人的動機 

• 教導子女為網絡欺淩的受害者提供協助，切勿只做
沉默的旁觀者 

 



不應該： 

• 只教導子女處理網絡欺凌而忽略其感受 

• 在了解詳細情況前批判子女 

• 過度反應 

 

 

 

 

 

家長錦囊：  
如何陪伴子女面對網絡欺凌 



網絡欺凌受害者錦囊 

• 明確地向網絡欺凌說「不」 

• 關閉屏幕及保持冷靜 

• 必要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 網上發言要三思而後行 

• 同時培育子女的品格與資訊科技能力 

• 協助子女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例如責任感、尊重、
同理心）及對網絡言行進行批判性思考 

遵守網絡及社交網站的良好行為 



不良使用及罪行  



小心不恰當的行為 

• 直接於互聯網抄襲資料來完成課業 

• 不懂分析資訊來源的取向、範圍及恰當性 

 



與知識產權物品相關罪行 
及互聯網犯罪 

• Ref: Youth CLIC by Law and Technology Centre, HKU 

• http://youth.clic.org.hk/tc/topics/Cyber-crimes/ 



• 藉電訊而在未獲授權下取用電腦資料 

• 刑事損壞 

•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 有關製作侵犯版權物品（侵權物品）或進行侵權物
品交易等罪行 

• 「個人資料」的定義及保障資料原則 

• 誹謗 

• 協同自殺的刑事法律責任 

• 盜竊 

• 欺詐 

• 與商品說明有關的罪行 

•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教導子女分辨網絡的不良資訊 



• 尊重個人 

• 在現實與虛擬世界都要遵守法律 

• 在子女的同意下安裝過濾軟件 

• 在子女接觸到網絡不良資訊時提供
直接的指導 

 

注意網絡安全 



IV. 有需要時尋求協助 



支援 

• 家長錦囊 

• 眼睛護理應用程式 

• 精明使用電子書 

• 電子學習資源套 

• 其他政府資源 

• 熱線服務 



家長錦囊 



眼睛護理應用程式 



精明使用 
電子書 



電子學習資源套 



其他政府資源 

上網學習支援網絡 
http://theme.gov.hk/tc/theme/ilearnathome/news/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
ealth_effects.html 

 
資訊安全網  
http://www.infosec.gov.hk/tc_chi/main.html  

 

http://theme.gov.hk/tc/theme/ilearnathome/news/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ealth_effects.html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ealth_effects.html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ealth_effects.html
http://www.infosec.gov.hk/english/main.html
http://www.infosec.gov.hk/tc_chi/main.html


其他政府資源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http://www.ogcio.gov.hk/tc/index.htm   

 
網絡安全資訊站
http://www.cybersecurity.hk/tc/about.php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https://www.hkcert.org/home 

http://www.ogcio.gov.hk/en/index.htm
http://www.ogcio.gov.hk/tc/index.htm
http://www.cybersecurity.hk/tc/about.php
http://www.cybersecurity.hk/tc/about.php
https://www.hkcert.org/home
https://www.hkcert.org/home
https://www.hkcert.org/home
https://www.hkcert.org/home


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
ers/tcd/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健康使
用互聯網 
http://healthynet.proj.hkedcity.net/tc/index.php#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和諧校園齊創建
之「校不容凌」 
http://peace2.edb.hkedcity.net/chi/index.php 

其他政府資源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ers/tcd/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ers/tcd/
http://healthynet.proj.hkedcity.net/tc/index.php
http://healthynet.proj.hkedcity.net/tc/index.php
http://peace2.edb.hkedcity.net/chi/index.php
http://peace2.edb.hkedcity.net/chi/index.php


熱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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