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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民科學與教策略，
培養學生人工智能運用，並提升資訊素養

教育局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學與教策略系列：



分享重點

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與電子教學的一些理論

校本應用示例

相關的注意事項



爲什麽資訊素養那麽重要？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4）



我們的學校

• 創校於2005年，位於天水圍區內

• 學生表現受教，信賴老師指導、學生生源多元，學習呈多樣性

有利條件：

• 教師專科專教、並願意嘗試以不同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配合全校BYOD，有助推展電子學習

▪ 2024-2025年度關注事項

▪以成長型思維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學習者

▪ 1.2 持續優化課程，創造成功經驗



問題一：面對學習模式的轉移

傳統模式：書寫（教科書、筆記、課堂練習等等）

思考：單靠書寫能透過課程培養學生以下能力嗎？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P.4



問題二：在中六時才教授資訊素養課題？

→可在教授其他課題時，讓學生先多接觸
人工智能等運用，方便日後教授時能喚回
學生使用人工智能的經歷，並緊貼科技發
展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P.10



湯中的經驗：公民科電子學習的基礎

▪利用電子平台（例如PPT, Canva, Google Form等）取代部分的習作和評估



目標：化課時為學時，善用上堂時間作深入討論

▪課前預習：

▪利用Padlet等，化課時為學時，開展課堂討論



延伸課堂學習任務

▪例子：内地考察研習

▪展示學習成果-協作學習及
匯報的形式，並提高製作
水平。

重點：照顧多樣性、專題研習技能、
鼓勵自我評量，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作積極的參與



▪ 跨學科的推動(人文學習領域、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公民科：先以部分學生為試點（了解學生需要），技術成熟後再推廣至全級等規
模

2024-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的運用
學生前測



2024-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的運用
學生前測



2024-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的運用
選擇課題的建議（中四）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P.36

→ 給指令AI，只使用根
據指定知識庫（例如法
例條文、政府新聞公告
等）



2024-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的運用
舉隅：中四

過往做法：

由學生按照教科書的内容設計一道問
題，讓其他同學回答。

難點：

部分學生難以在短時間内消化課本内
容



2024-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的運用
舉隅：中四

▪ 利用AI，縮短學生搜集資料的時間，同時幫助他們準備公開試

▪ 讓學生初步體驗AI所帶來的好處
POE：注意知識庫的管理

協助擬定模擬試題



2024-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的運用
選擇課題的建議舉隅：中五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P.16

主題2要求：

▪ 近期五年發展規劃重點、促進「國家」和
「香港」發展的關係

問題：

▪ 尋找具體又成熟的例子

▪ 如何運用學生貼身的素材作教學設計？

▪ 如何體現國家與香港的關係緊密及互動性？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過往做法：

在中四至中五過渡的暑假，由學生設計介紹近年
國家於不同領域取得的成就

難點：

學生的歸納技巧、設計天分、需時、部分例子學
生較難掌握等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跨課題主題式設計：熊貓經濟

● 學生在最近的測考中考核了文化產業及軟實
力知識點

● 適合不同課題
● 學生已知議題

文化安全

文化旅遊
國潮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IP經濟

易危動物

熊貓外交

文化軟實力

與國家的緊密關係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利用Canva的AI生圖工具，讓學生發揮創意，針對特定主題選擇最合適的圖像

輔以閲讀材料及影片: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hot-topics/532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explore/029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52xhNr6bs

為何是 Canva？
全校學生戶口；另外有安全把關，拒絕不良資訊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hot-topics/532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explore/029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52xhNr6bs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重新定義 (REDEFINITION)舉隅：中五

利用Canva的AI生圖工具，
讓學生發揮創意，針對特
定主題選擇最合適的圖像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重新定義 (REDEFINITION)舉隅：中五

學生作品

情境題（修改自測考題目）：假如你是香港政府官員，你會如何透過推廣熊貓
經濟以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試生成一幅宣傳海報。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學生上課情況

學生自行探索 與同儕分享 修改指令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P.38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可能出現的情況......

學生未能掌握GAI，未
必知道每個bot的用法 學生十分掌握GAI，使

用不同的平台
出現奇怪字體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後測

後測：

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改善學與教設計

策略：利用學生作品作進一步討論

透過觀察同學作品中的不同元素

▪ 鞏固課題關鍵知識點

▪ 培養價值觀及明辨性思維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五

後測

學生回饋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六

過往做法：

• 學生完成試卷
後，由教師評
改，需時較長

• 每份卷需要2小
時完成，樣本
試卷、2024年、
其他機構的模
擬試試卷......



2024-20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民科運用
舉隅：中六

利用GENAI改善學生答題

樣本試卷 - Q3(b)

為學生提供思考框架

可以放入學生的答案

改善學生作答表現

三步走：角色>分析>建議



其他可行應用的情況

仍在不斷探索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評改學生完成的公開試歷屆試題及模擬試題？

▪整理溫習筆記？建立Google form溫習相關知識點？

▪創作海報推廣...?

▪内地考察報告提供回饋？



運用GENAI

如何回應

人文學科特質

▪重視價值觀教育→培養明辨思維

▪自然地具有跨科際連繫→運用數碼科技

▪專題式設計→以課題為中心

▪以學生為中心→學生主導，改善學習表現

▪對智慧的追求→持續改善

▪具創造性→進一步發揮學生創意



學生的反思：
你認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學習時，有甚麼需要
注意的地方？

▪ 小心被騙、字詞用法，例如可能因用詞差一點點而導致生成錯誤

▪ 辨別真假、不要盲目相信

▪注意是否有錯誤

▪ 不宜完全相信生成式AI提供的內容，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 資料要正確

▪要確保人工智慧所提供的資料是否真確

▪ 使用通順的句子問人工智慧

▪ 必須精准和明確的說出想要的結果

▪打入關鍵字小心有錯別字

▪ 注意圖片是否準確

▪ 客觀理性分析並不能盲目相信



一些注意事項

過度依賴 AI 來輔助思考和決策，導致自身的思考力和創造力下降（Long & Magerko, 2020）

缺乏對知識的高層次理解和應用能力，同時可能會限制理解不同領域知識的機會，從而減少創新思考的火花（Chen et 
al., 2020）

AI 的應用不應僅見於科技工具或處理數據，更應重視如何藉由 AI 促進學生的批明辨思考和創造力（Hutson & 

Ceballos, 2023）

教師要適應 AI 多元的角色於課堂中，師資培育的腳步必要跟上，以涵蓋AI 教育的素養（Gunawan et al., 2021）

師資培訓不僅要教會教師如何有效地利用 AI 工具，更要強調與 AI 多元整合的同時，回到以領域為本質的學習（Silva 
& Janes, 2020）。



其他注意事項

數碼鴻溝 道德的爭議
過分依賴科技
→ 了解科技的

局限

平台被限制或
淘汰

團隊步伐不一
網絡安全漏洞、
個人資料外洩

後疫情時代：
進退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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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始於足下

培養步入 22 世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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