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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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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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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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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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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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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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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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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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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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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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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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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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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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專科專教？邊學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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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香港並非全部電腦科老師都是電腦背景

出身。老師最需要的是��知識，而正正中大的教授都有豐富的��和
電腦知識，因此他們在整個共建過程中擔任內容提供者�
�������
���������和指導�
��
��的角色，培訓教師。而教師就透過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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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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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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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分工精細  角色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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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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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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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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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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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課程知識只是輔助  教學法才是王道
萬鈞伯裘書院老師���	認為教師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對學生的

瞭解，採用不同的教學法，希望令到��課程可以變得更容易被初

中學生接受，啟發學生對��的學習興趣。���	表示：「中大教育

學院的教授為我們提供教學上的支援和課程評估，優化整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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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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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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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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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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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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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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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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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提供自我審視機會
英華書院老師���
認為今次計劃正正為老

師提供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教學。他提到

計劃標榜共建課程，在共建的過程中，同

工們的交流令他認識到其他人的教學法，

就會審視自己，從中取長補短。

��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
����
������������和���������專頁�
����
_������������。



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課程創新
��對不少初中學生，甚至教師來說是一門複雜的課。因此計劃的��課程活用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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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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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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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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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善用網上資源教學
������認為課程對其教學有所啟發：「我發現原來現時有很多網

上資源適用於初中普通電腦科及教授��。這些資源令我們的課堂

設計更有彈性。此外，計劃會透過一個中大網上學習平台����
提供更多學習活動，令學生學得更好之餘，亦令他們對��課程更

感興趣。」������期望未來可以有更多不多類型的學習活動，促

進學生自主學習。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課程層面廣泛
拔萃女書院老師������表示課程牽涉的層

面很廣泛。由��的基本原理，以至每個不

同範疇的應用和背後較深入的理論都會涉

獵到。������指：「我自己也想不到原來��
已經廣泛地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對學

生來說，他們需要知道現今世代發生的事

及科技領域的發展現況。課程的內容緊貼

��最新發展，令到學生所學所得跟得上世

界的步伐，而且可以學以致用。」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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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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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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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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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與生活息息相關  學習感興趣
英華書院學生黎鎧滔指，初時覺得��好
像十分「離地」，跟自己生活沒有太大

關係，但經歷第一堂��課，老師以����影
片作引入，令他明白��其實與我們每一

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慢慢對學習��產
生興趣。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林可晴亦有相似的體

會。她講道：「一開始時，我不知道��
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是艱深的，我感

覺上好像要學很多複雜難明的程式碼。

後來上了��課之後，就發現原來��跟我

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會再想深入了解

更 多 � �的 知 識 ， 例 如 淘 寶 、 � � � �、

��
�����和���������等平日用作解悶的

應用程式。」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
����
������������和���������專頁�
����
_������������。



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倫理
��科技廣泛利用的確為人類工作和生活帶來便利，但��是一把雙刃刀，錯誤使用會帶

來深遠的影響。計劃的��課程尤其重視��倫理，希望在初中階段向學生灌輸包括透明

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及隱私權五個��倫理原則，藉以訓練學生的批判思考

能力及正確使用��技術，以便日後用於社會公益。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
����
������������和���������專頁�
����
_������������。



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從小培養倫理道德
民生書院校長葉志兆博士認為��是一個強大而有力的工具和技術，所以能力越大，當中的

責任越大。葉博士指：「學生一定要有好的倫理道德培養，才可以知道將來在收集數據、

運用數據及分析數據當中的責任，否則��技術可能會造成一個更大的潛在危險。」

同校的老師����	認同校長的看法，並指：「我們在培育一些人才時更加需要在初中時候

已經知道一些��倫理的概念，當他們日後投身社會，或想發展或發明一些新的��產品時，

可以持守這些��倫理原則。」

訓練批判思維
����	又指課程的倫理原則可以用作��事例討論的藍本，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他表示最

令他深刻的討論是無人駕駛車當失控造成傷亡的時候，究竟誰人需要負上責任。他續指：

「我很高興看到學生可以應用到課程倫理原則，而他們的反應是熱烈的。」學習��倫理可

以補足普通電腦科偏重教授科技應用知識的不足，讓學生體現批判思維。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
����
������������和���������專頁�
����
_������������。



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陳穎頤指:「學習��倫理

之後令我知道雖然��很方便，又可以協助

我們處理日常生活的事情。但畢竟只是機

器，都會有錯誤的時候。所以，我學習到

要自己分析結果，不能完全依賴��。」

訓練學生倫理認知
日後運用科技多選擇
拔萃女書院老師��
����指現時��應用廣泛

，學習��倫理可以令學生更容易意識到��的

潛在風險。��
����解釋：「學習��倫理可

以令學生知道��有否濫用大數據，亦更容易

察覺��準確性所帶來的問題。有了這些潛在

問題的認知，同學日後選擇運用科技的時候

將更謹慎。」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
����
������������和���������專頁�
����
_������������。



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與未來工作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
�����
������������年的�������������������������
，預計隨著自動化增加，到����年，��個國家、��個行業將會流失共�����萬個工

作崗位。同時，該報告指出到����年，��將創造�����萬個新的工作崗位，以適應

人機之間新的勞動分工。究竟在��時代下，機械人會否取代人類？學生又應如何裝

備自己應對？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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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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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 ����������、��
�����專頁

�
����
������������和���������專頁�
����
_������������。



隨著運算、通信和傳感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迅速增長，��正滲透入

我們日常的方方面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多國政府正意識到��的衝擊和

潛力，並正將��課程納入年輕一代的教育當中。近年，創新科技是政府其中一個重要

發展議程。政府於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確立��的發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學（下稱

「中大」）意識到於中學階段引入��教育的重要性，裝備學生能夠利用��的能力來應

對道德和社會挑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中大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

結合彼此優勢，於����年�月開展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香港中學引入��教育 

��世紀數碼時代，不再只側重於傳統知識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生擁有批判性和創造

性思維、公民素養、全球意識和跨文化知識上的理解溝通，協作和信息獲取等「��世
紀技能」，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下，讓學生在科技領域上更向前一步。因此計劃在第一

年邀請了六間先導學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普通電腦科課堂試教，將��課程加進校內課

程，並透過培訓和教師分享會提升教師對��知識的認知，以及對新教材的掌握及運用

。計劃亦開發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包來協助學生體驗��，幫助教師引起學生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和動力。 

中大與六間先導學校共創課程
先導學校就中大設計的課程內容給予意見，並分享其教學簡報、網上教學資源及教

學法，以便進行修訂工作，促使最新的課程可以深入淺出闡釋��知識，以及滿足老

師彈性取材教學的需要。課程教學框架可歸納為五個階段：意識、知識、互動、

能力強化及��倫理，涵蓋了��個章節��個模塊，有多個網上及工具實驗讓學生體

驗��。當中特別關注��倫理及未來工作兩個範疇，希望在中學階段向未來一

代灌輸��的倫理原則，包括：透明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和私隱權，

為日後正確應用��打好基礎，並用於社會公益。

教師支援持續培訓  
不少中學都有開設普通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 �������
������� ��
������	�課程，有學校更已實行專科專教，但非專科專

教老師依然是主流。故此，計劃的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小組一直不斷為參與

計劃的中學老師提供各類型的培訓和分享。

師友計劃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更開展了師友計劃，希望先導學校的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心得

，向其他參與學校分享及提供指導，鼓勵學校間互相觀課和參觀��實驗室等，

令參與學校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

「我相信這一刻(初中階段)讓學生從小

已經知道��對個社會的用途和用處，對

他們投入不同行業都會有一定幫助。」

首創��智能車����������
計劃得到了中大工程學院研究團隊借出歷年��研究成果，配合��工具����	����
和��打印的獨特外殼，開發了��智能車� �������，採用圖形化編程語言，積木編

程為學生製造了一個門檻較低的入門��工具體驗。希望透過� �������內的人面識

別追蹤實驗 ���
����
����������和手畫線循跡實驗 �������������������讓教師和

學生體驗��。更重要的是希望教師和學生可以明白如何將書本學到的編程知識應

用到實驗製作，並強化這方面的能力。

一同走進��世界
計劃將會舉辦其他宣傳活動如��訓練營、��高峰會、��比賽及中大人工智能教育

及探索實驗室開放日等，希望提高公眾對��應用的意識和認知。如教師、學生和

家長有興趣參與，請留意計劃網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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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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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世紀教學藍圖
人工智能是重塑我們世界的重要力量。有人形容這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改變工

業格局和未來工作。人機共存和跨學科學習是��教育的教學目標，著重訓練學生的

批判和創意思維，裝備他們具備立足未來社會的所需能力。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學以致用   ��提升學校效率
同校老師�����認為學生將來會以解難、創意為主導，並透過科技處理不同事情，並表示：

「學校亦期望藉著課程統整，能夠裝備學生相關的能力。學生學習��不但能擴闊他們的視野

，亦能幫助他們認識以往未能觸及的命題，從而發揮他們的解難及創意能力。」�����樂見

學生學習��知識後，能夠學以致用，用��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他分享學生研發��校服辨識系

統：「這套系統幫助學校能有效地提升效率。同學們由問題發現、研究到製作，一步一步由

零開始，發揮他們的創意解決日常生活的困難。」他希望學生能利用透過學習��發掘問題，

並提升自己的解難能力，引發正向的創意思維。

��科技廣泛利用的確為人類工作和生活帶來便利，但��是一把雙刃刀，錯誤使用會帶

來深遠的影響。計劃的��課程尤其重視��倫理，希望在初中階段向學生灌輸包括透明

度、公平與正義、裨益、責任及隱私權五個��倫理原則，藉以訓練學生的批判思考

能力及正確使用��技術，以便日後用於社會公益。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教師助攻  學生學習態度尤為重要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金偉明校長認為��世紀技能入面的重點是

由學生自己去探索。金校長解釋：「現在已不再由老師拖著學生

的手一路向前行。老師反而變成一個輔助者的角色。最重要都是

學生自己的參與，以及其對自己學習的認真和態度。」

��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學以致用   ��提升學校效率
同校老師�����認為學生將來會以解難、創意為主導，並透過科技處理不同事情，並表示：

「學校亦期望藉著課程統整，能夠裝備學生相關的能力。學生學習��不但能擴闊他們的視野

，亦能幫助他們認識以往未能觸及的命題，從而發揮他們的解難及創意能力。」�����樂見

學生學習��知識後，能夠學以致用，用��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他分享學生研發��校服辨識系

統：「這套系統幫助學校能有效地提升效率。同學們由問題發現、研究到製作，一步一步由

零開始，發揮他們的創意解決日常生活的困難。」他希望學生能利用透過學習��發掘問題，

並提升自己的解難能力，引發正向的創意思維。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教師助攻  學生學習態度尤為重要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金偉明校長認為��世紀技能入面的重點是

由學生自己去探索。金校長解釋：「現在已不再由老師拖著學生

的手一路向前行。老師反而變成一個輔助者的角色。最重要都是

學生自己的參與，以及其對自己學習的認真和態度。」

��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訓練學生倫理認知
日後運用科技多選擇
拔萃女書院老師��
����指現時��應用廣泛

，學習��倫理可以令學生更容易意識到��的

潛在風險。��
����解釋：「學習��倫理可

以令學生知道��有否濫用大數據，亦更容易

察覺��準確性所帶來的問題。有了這些潛在

問題的認知，同學日後選擇運用科技的時候

將更謹慎。」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人機共存  跨學科學習
中華基金中學老師���
認為現今社會知識不再主宰一切，而是講求分析、處理和應用不同數

據。他分享其見解：「計劃的課程除了令香港學生在科技領域更向前一步，更能夠以不同

開放式題目，給予學生不同反思的機會，而老師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從而培訓學生批判和

創意思維。我們培訓學生的不衹是��知識，而且培訓思維，令他們明白如何應對未來的挑

戰，而且用甚麼思維模式與電腦、機器人溝通和協作。」

���
續指：「學生學習��概念後，會結合��工具如：��������、��������	���、����	����
及由中大研發的� �������分組研發��發明品，將人手工作程序自動化及解決日常生活所遇

到的問題。透過資料收集、諮詢相關科目老師的意見及撰寫專案，更能令學生將科技融入

不同學科。」

��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科技為社會不同活動帶來了便利，數碼教學已經勢在必行，過去一年新冠肺炎疫情

無疑加速了數碼教學進程。在此大趨勢下，無可避免會出現數碼鴻溝。教授��課程

需要運用不同網上資源，在數碼鴻溝下，學校是如何應對，並將課程教授給每位來

自不同背景的學生。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跨越數碼鴻溝  ��學習無界限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協助低收入家庭支持電子學習
萬鈞伯裘書院老師�
��認為低收入家庭受數碼教學影響較大：「天水圍區很多低收入

家庭，未必有能力支付學生購買電子學習產品，如電腦、 ����等。」在這問題上，

�
��表示有政府及志願團體向家長提供支援。近年政府亦透過關愛基金資助清貧學生

購買流動電腦裝置計劃。�
��的學校亦會借出電腦或����以供學生暫時使用。至於學

生在家學習時的上網問題，�
��指：「家庭可以申請學生資助辦事處的上網費津貼用

以安裝家居寬頻，較早前因應疫情關係而學生需要在家作網上學習時，有機構亦提供免

費的���卡及流動數據，供學生使用。」

��



推行����計劃  疫情網課佔優勢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老師�����指學校較早已推行�������������������
�������自攜

裝置� 計劃，直至上學年全校接近七成學生擁有自己的學習裝置，所以很快便在停課期間

推動網上授課教學。然而未有推行計劃的學生要網上上課都有一定的挑戰：「當中有很多

技術問題需要處理，其中最影響網課的就是雙方的網絡速度。有見及此，學校借出多部學

習裝置並為有需要學生提供上網卡，以協助學生進行網課學習。」

��



民生書院����	覺得即使學生未必喜歡電腦，或者日後未

必會成為發明家，假若他們日後投身其他行業如醫生、護

士、司機等等，都可以應用��去輔助他們完成工作。

裝備自己  應對未來
萬鈞伯裘書院學生李茜瞳認為，��的優勢是比人類有更強

的記憶力，並且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數據。李同學續指將

來某些職業會被��取代，但亦有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識，

所以要好好學習��知識，裝備自己。

善用��  投入不同行業
中華基金中學何廸信校長分享一次帶隊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的經歷，更見

��教育的重要性。「����年帶同學到芬蘭參觀回收廠，當地的垃圾分類

工作不再像香港一樣用人手自行分藍黃啡箱做分類。當地的垃圾分類回

收工作由機械人及��執行，整個回收廠只由兩個人控制。」何校長講道

。他續指現時部分重複性的工作將來都有機會被機器或自動化取代，因

此學生及早接受��教育，可以了解��知識及影響，擴闊思維，於他們的

人生規劃，相得益彰。

民生書院老師��表示科技知識日新月異，就如

當年我們由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到現在互聯網成為

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的去學習。��指:「沒有人會知道未來科技會變

成如何，因此學生需要有學習不同知識的能力。

當遇上新的事物時，同學便懂得尋求解決方法，

或者活用舊有知識以新方式處理。」

有你無我  不如共存互補
中華基金中學學生謝汶諾對��於職場廣泛應用感

到樂觀，他指：「��的應用會使日常生活變得更

方便。我希望未來可以使用更多��服務，包括：

自動駕駛巴士、��家務助理，甚至是機械人老師

等。」

缺乏電子學習認知
除了經濟問題外，萬鈞伯裘書院�
��認為

家庭缺乏電子學習知識亦是造成數碼鴻溝的

原因。�
��解釋：「有部份家長不太了解

現今的電腦及資訊科技發展，認為用電腦就

是玩遊戲，因此限制子女使用電子工具。」

就此問題，學校會舉辦家長工作坊，讓家長

認識電子學習和電腦應用，減少家長對電子

產品只是用作玩遊戲的憂慮，安心讓子女利

用電子工具進行學習。

�
��指出部份家庭較少接觸電子產品，以

致學生在這方面的知識稍遜，當一班同學在

電腦堂上進行學習時，有學生會因少接觸而

不懂得處理，顯得跟不上課堂進度。這方面

，�
��指學校會以小班教學，增加老師對

學生的照顧，亦鼓勵同學互相幫助，遇到有

困難的學生可以向同學請教。

��



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為期三年的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結合了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的優勢，旨在為香港中學創建新的��課程

、可持續的��教育模式及支援框架，以促進相關的��教育生態發展。計劃與六間本

地先導學校共同創建初中��課程，再進一步擴展至本地三十八間學校進行試教，預

計惠及多達�����名中一至中三學生。計劃捐款分別用於設計初中��課程、開發網

上學習平台、支援教師發展和培訓、設立人工智能教育及探索實驗室及舉辦各類

型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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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先導學校

*排名不分先後

拔萃女書院 民生書院

何在田老師���������

聶俊傑老師����
�����

葉志兆博士

黃卓珩老師������	�

蔡禮行老師�����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中華基金中學

金偉明校長��������	�

甄耀榮老師��������

林嘉穎老師��������

何廸信校長

林志煒助理校長������	�

曾家灝老師�����
�

謝旻洛老師��������

萬鈞伯裘書院 英華書院

陸智恆老師���
���

賴富偉老師�����	�

鄭鈞傑校長

黃健威老師���������

陳汝堅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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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拍攝活動於嚴格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下進行，以預防����冠狀病毒病傳播。所有參與拍攝的工作人員在拍攝過程中佩戴口罩，

並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只有單獨拍攝時之受訪者除外。沒有佩戴口罩的團體影片是在����冠狀病毒病爆發前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