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多年來⼀直推⾏調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透過收集並分析
學⽣的學習數據，了解學⽣的程度和能⼒，繼⽽為他們提供個⼈化的教學和⽀援。今年，
學校更試驗引入⼈⼯智能，希望能夠完善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加強調適性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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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數據收集及儲存⽅式

該校的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借調老師徐澤霖老師表⽰，調適性學習已在學校推⾏多年，然⽽⼀直以來各科
教師收集和記錄數據的⽅法並不統⼀，令整合數據變得複雜且費時。此外，數據屬性（attribute）不固定，
也令數據難以持續地互相比較，影響分析效果。

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陳立禮老師補充，除了學習數據，學校亦有收集學⽣的其他資料，包括社經地位、家庭
背景、⼩學學習經歷等。他表⽰，若這些資料能夠有系統地保存，並且能夠與學⽣的學習數據連結起來，將
有助老師更有效地掌握學⽣的成⻑狀況。

有⾒及此，該校引入⼈⼯智能的⾸要⽬標，是要統⼀資料和數據的收集及儲存⽅式。徐老師說：「我們現正
與⼀家技術供應商合作，為學校設計⼀個⼈⼯智能的學習管理系統，讓老師可依照⼀致的要求輸入資料和數
據，使資料管理更統⼀、完整且安全。」

根據能⼒導向訂立數據屬性

此外，徐老師指出，他們已把數據屬性統⼀，並以能⼒導向為軸⼼，讓系統透過⼀系列客觀的標準，快捷準
確地整合和分析數據。潘啟勝副校⻑補充，能⼒導向的數據屬性是根據教育局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中所列出的
學習⽬標和共通能⼒⽽定，能確切反映學⽣掌握不同能⼒的程度。

何應翰校⻑表⽰，善⽤⼈⼯智能系統，學校能實踐更具效率的調適性學習，進⼀步照顧學習差異，以及培養
學⽣⾃主學習的能⼒。他說：「當我們全⾯且準確地掌握學⽣的程度和能⼒時，我們便可以分層微調課程內
容、教學⽅法及評估形式，以配合學⽣的學習需要。此外，教師亦能夠給予學⽣更個⼈化的評語及指引，協
助學⽣⾃⾏訂立並實踐學習⽬標，提升學習效能。」

陳老師說：「系統的分析結果將不只限於學⽣的學術成就，還可同時兼顧其他⽅⾯的發展，例如體育、藝術
等。系統會根據學⽣的天賦及歷年發展狀況提出課外活動及比賽建議，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協助他們發展
多元技能。」

持續活⽤學習數據

此外，何校⻑亦期望透過⼈⼯智能系統，學校可持續地應⽤學⽣個⼈資料和學習數據，讓調適性學習發揮
「補底拔尖」作⽤外，更能夠協助學⽣規劃⽣涯發展。他說：「完整且客觀的學⽣學習概覽，能充分反映學
⽣的天賦及能⼒，成為他們將來升學和就業抉擇時的重要依據。」



他補充，希望學校未來能夠進⼀步發展及完善其「震夏⼈才庫」的資料，透過⼈⼯智能系統識別不同界別的
⼈才，即使學⽣已畢業離校，學校有需要時也能夠邀請校友回校協助，例如與學弟學妹分享⼯作經驗等。此
外，如畢業⽣有需要，也可隨時回校查閱及索取其學習履歷。

引入⼈⼯智能科技是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實踐數碼校園的最新計劃。該校於2014年開始推展數碼校園，⾸先
為校舍建立穩健的網絡基建，繼⽽推⾏電⼦學習以及⾃攜裝置(BYOD)策略。何校⻑指出，數碼校園旨在減省
教師的⾏政⼯作，透過提⾼⾏政效率，為教師騰出空間專注教學⼯作，其⽬的並不是要「追科技」，⽽是要
以學⽣為本，最終能促進學⽣的學習及協助他們全⾯發展。

何校⻑表⽰，運⽤教育科技是⼤勢所趨，學校適宜及早規劃和準備。除了適當運⽤教育局提供的各項與資訊
科技相關的資助，更可與市場上的教育科技資源供應商合作，為學校的硬件及技術提供專業⽀援。然⽽，學
校在引入科技或推⾏相關計劃時，應先了解其真正需要，亦應確保校內同⼯具備⼀定程度的資訊科技能⼒；
當然，如團隊中有較熟悉資訊科技的同事帶領發展，效果將更為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