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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推行電子學習的情況」問卷調查 

(2022 年 9 月 8 日)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港學校兩年多以來多次停課，不少面授課改為網上學習。在

疫情下的教育新常態，推行電子學習可謂未來大勢所趨。然而，目前學界在推行電子學習

仍面對不少困難，當中有同工反映任教學校仍未能做到教師一人一機，不免影響推行的成

效。為了解本港教師推行電子學習的情況，教聯會於 8 月底進行此調查，一周內收回 303

份回覆，當中有 115 位中學教師、135 位小學教師、41 位幼稚園教師、6 位特殊學校教師，

以及 6 份未能顯示任職學校類別的問卷。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如下： 

 

1. 是次調查發現，超過 6 成受訪教師表示電子學習能夠促進教與學互動(63%)及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63%)，認為能夠啟發自主學習的有 6 成。與此同時，過半數教師認為能夠

培養學生創意(56%)及提供更多同儕協作的機會(54%)。以上反映，受訪教師對推行電

子學習普遍持正面的態度。 

 

表 1 教師對電子學習成效的意見 

  很同意/同意 中立 不同意/很不同意 

  促進教與學互動 63% 20% 17%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63% 21% 16% 

  啟發自主學習 60% 24% 16% 

  培養學生創意 56% 28% 16% 

  提供更多同儕協作的機會 54% 27% 19% 

 

 

2. 超過 8 成教師表示，通過網上會議進行實時教學(83%)；使用電子課本教學的有逾 7 成

(73%)。與此同時，逾 6 成教師分別表示會預錄教學影片(66%)及以多媒體形式設計功

課(65%)。此外，近 2 成教師表示會進行電子科技實驗(18%)。 

 

表 2 教師推行電子學習的方式 

  百分比 (%) 

  網上會議進行實時教學 83% 

  電子課本 73% 

  預錄教學影片 66% 

  以多媒體形式設計功課 65% 

  電子科技實驗 18% 

  其他 2% 

 

 

 

 

 



 

3. 對於目前學校提供的電子學習的支援或配套，約四分之三受訪教師表示其所在學校聘

請資訊科技技術員支援電子學習(76%)。約 6 成教師表示，學校會更新和購買電子設備

(63%)。過半數教師表示學校會提供資訊科技培訓(58%)及引入電子課本(52%)。與此同

時，逾四分之一教師表示不會外判資訊科技保養及維修服務(27%)。 

 

表 3 學校提供的電子學習的支援或配套 

  百分比 (%) 

  資訊科技技術員 76% 

  更新和購買電子設備 63% 

  資訊科技培訓 58% 

  引入電子課本 52% 

  外判資訊科技保養及維修服務 27% 

  其他 3% 

 

 

4. 調查同時發現，6 成教師指其任教學校會每名教師獲配備一部電腦，表示在特定空間

為全校教師提供電腦的約有 3 成(32%)，其餘情況包括：沒有提供電子設備、只有少量

電腦及平板電腦借用、教學助理未能一人一機、需要即日歸還電腦等。 

 

表 4 學校為教師提供電子設備的情況 

  百分比 (%) 

  每名教師獲配備一部電腦  60% 

  在特定空間為全校教師提供電腦 32% 

  其他 8% 

 

 

5. 問到學校未能做到教師一人一機的原因，超過 8 成受訪教師指學校缺乏足夠的資源購

置(82%)。逾 2 成教師分別指校舍設備殘舊(28%)及空間不足(24%)，因而未能做到教師

一人一機，另有近 1 成半人指學校不重視推動電子學習(14%)。其他原因包括：校方認

為要教師自費購買、沒有相關技術人員維護系統或硬件、政府沒有一筆專款給學校購

買等。 

 

表 5 學校未能做到教師一人一機的原因 

  百分比 (%) 

  缺乏足夠的資源購置 82% 

  校舍設備殘舊 28% 

  校舍空間不足 24% 

  學校不重視推動電子學習 14% 

  其他 8% 

 

 

 

 

 

 

 



 

6. 整體而言，近半受訪教師認為有足夠的電子設備以應付教學需要(48%)，另一方面亦有

約半數教師表示不足夠。 

 

表 6 對教職員是否有足夠電子設備的意見 

  百分比 (%) 

  很足夠 10% 

  足夠 38% 

  不足夠 36% 

  很不足夠 13% 

  沒有意見 3% 

 

 

7. 教師在推行電子學習時，遇到一些障礙。超過 7 成教師表示欠缺時間備課及製作教材

(73%)，過半數教師分別表示欠缺使用相關電子設備的技巧(56%)、難以管理學生電子

學習的進度(55%)及缺乏相關學科的電子資源(52%)。與此同時，半數教師分別反映教

學軟硬件不足(50%)及缺乏足夠的技術支援(48%)。 

 

表 7 教師在推行電子學習時遇到的障礙 

  百分比 (%) 

  欠缺時間備課及製作教材 73% 

  使用相關電子設備的技巧 56% 

  難以管理學生電子學習的進度 55% 

  缺乏相關學科的電子資源 52% 

  教學軟硬件不足 50% 

  缺乏足夠的技術支援 48% 

  沒有統一的電子學習平台 28% 

 

 

8. 過半數教師對於推行電子學習的信心一般(52%)，表示有少許信心(16%)及沒有信心

(12%)的有近 3 成，反映前線教師對推行電子學習的信心仍有待加強。 

 

表 8 教師推行電子學習的信心 

  百分比 (%) 

  很有信心 20% 

  信心一般 52% 

  少許信心 16% 

  沒有信心 12% 

 

 

9. 近年教育局推行一些計劃支援推行電子學習，調查發現當中有約 2 成受訪教師指學校

同時有參加「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配套計劃」及「自攜裝置電子學習計劃」(19%)。

同時，表示學校有參加自攜裝置電子學習計劃的有逾 2 成(21%)，而表示學校有參加優

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配套計劃的有 7%。然而，表示兩者皆無(21%)及不知道(32%)的受

訪教師合計超過半數。以上反映目前學界不太了解兩項電子學習計劃，教育局宜進一

步推廣有關計劃，鼓勵學校參與。 

 

 



 

表 9 學校參加教育局支援推行電子學習計劃的情況 

  百分比 (%) 

  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配套計劃 7% 

  自攜裝置電子學習計劃 21% 

  兩者皆有 19% 

  兩者皆無 21% 

  不知道 32% 

 

10. 對於學校資訊科技技術員(TSS)流失的情況，4 成半受訪教師表示近年出現流失的情況，

另一方面有約 4 成教師表示沒有(43%)，另有 12%受訪者表示學校沒有相關人員。 

 

表 10 學校資訊科技技術員流失的情況 

  百分比 (%) 

  有 45% 

  沒有 43% 

  學校沒有相關人員 12% 

 

11. 7 成教師期望政府能夠提升教師的資訊科技硬件配備；希望聘請常額資訊科技技術員

(67%)、增加電子學習資源(63%)及增加學校的電子學習撥款(62%)的教師分別各逾 6 成。

過半數受訪者期望當局為教師提供更多資訊科技培訓(59%)、聘請專門人才編寫教材

(57%)及精簡採購招標及報價程序(52%)。其餘建議包括：加強家長對電子學習的認識

(47%)、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46%)及加強媒體素養教育(43%)等。 

 

表 11 教師期望政府支援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措施 

  百分比 (%) 

  提升教師的資訊科技硬件配備 70% 

  聘請常額資訊科技技術員 67% 

  增加電子學習資源 63% 

  增加學校的電子學習撥款 62% 

  為教師提供更多資訊科技培訓 59% 

  聘請專門人才編寫教材 57% 

  精簡採購招標及報價程序 52% 

  加強家長對電子學習的認識 47% 

  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46% 

  加強媒體素養教育 43% 

 

12. 與此同時，不少受訪教師就電子學習的推行提出意見，摘要如下： 

- 撥款為教師提供電子學習裝備的津貼，同時給予資源定期更換電子設備。 

- 教育局應增加坊間教學軟件的數量及質量，以及提升電子書的質量。 

- 在小學增設常額資訊科技統籌主任晉升職位，減少課堂教學節數，專責統籌校內的資訊科技  

教育/電子學習發展事宜。 

- 設立一個統一的平台，分科分課， 讓有心得或願意分享的同工將他的電子教學課件放上去， 

以供其他同工參考或修改使用。 

- 加入 STEAM 的基礎課程，減少學生因來自不同學校而出現的差異。 

- 推行電子學習衍生的問題是學生沉迷上網，對眼睛健康和社交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13. 總結 

 

總括是次調查，受訪教師主要通過網上會議進行實時教學及使用電子課本推行電子學習，並

對推行電子學習普遍持正面的態度，包括能夠促進教與學互動(63%)、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63%)、啟發自主學習(60%)等。然而，調查同時發現不少前線教師認為電子設備不足以應付

教學需要，僅有 6 成教師指其任教學校會每名教師獲配備一部電腦，其餘只能在特定空間使

用電腦。學校未能做到教師一人一機，主因在於學校缺乏足夠的資源購置。 

 

除了硬件設備外，教師在推行電子學習時，遇到一些障礙。超過 7 成教師表示欠缺時間備課

及製作教材(73%)，過半數教師分別表示欠缺使用相關電子設備的技巧(56%)、難以管理學生

電子學習的進度(55%)及缺乏相關學科的電子資源(52%)。此外，有 4 成半受訪教師表示近年

學校資訊科技技術員(TSS)出現流失的情況。在以上因素影響下，過半數教師反映對推行電

子學習的信心只是一般。 

 

面對疫情下的教育新常態，加速了數碼科技的應用。教聯會期望教育局加強支援學校推行電

子學習，提升教學效能，以便教師能夠加強培養學生的媒體素養思維和應用電子軟件學習的

技能。建議如下： 

 

- 提供專項撥款，提升教師的資訊科技硬件配備，特別是加強幼稚園相關支援，爭取做到

全港教師「一人一機」，並讓學校定期更新電子學習的軟硬件。 

- 推出更多免費網上教材及資源套，以減輕教師設計電子學習教材的壓力；並鼓勵民間團

體製作更多電子學習的教材，為教師提供更多選擇。 

- 提供更多專業支援，以提升教師應用電子學習的能力。 

- 因應近年學校資訊科技技術員出現流失，建議增加撥款以改善待遇，設立資訊科技技術

員薪級表，以吸引相關人才在學校任職。 

- 簡化各項支援推行電子學習計劃的申請程序，避免繁瑣的行政工作。 

- 擴展「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WiFi100/ WiFi900)至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並為

幼稚園提供聘請資訊科技人員的資源。 

- 全面檢視疫情期間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情況，總結良好經驗與不足，並鼓勵推行電子學

習成熟學校的教師多作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