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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蘭 博 士 在 實 施 「 評 估 注 入 教 學 新 活 力 」

（Assessments Reenergize Teaching, ART）方法中的領

導作用產生了有意義的影響。她的A+BLe評估平台

應用於14個教資會資助項目，通過技術強化的評估

，展示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環境。楊博士自身

的教學也體現了這一方法，她亦在教育大學的各院

系分享了這一平台。

由2020年至2022年，通過她與林質彬教授、晏子教

授及其他共同研究者一齊對A+BLe評估平台的創新

設計與建立，香港教育大學

三個學院的至少25門課程

（如特殊教育、課程與評估、

中國語言學、數學教育、資

訊科技）採納了技術強化的

評估模式。

基 於 團 隊 的 電 子 評 估

（Team-based E-Assessment, 

TEA）吸引了212個學生團隊參與，電子評估工具亦

為1000多名學生提供了自主評估報告。學生的正向

反饋表明，自主學習的特質得到了增強：學習的自

主性、參與性、情緒幸福感、協作性和有效性—這

些都是當今瞬息萬變時代的必備屬性。

楊博士的ART方法基於有影響力的學習理論，包括形

成性評估、反饋的影響和自主學習。ART方法反映了

她致力於通過創新和循證實踐促進自主學習。

A+BLe 評估平台展示了創造性地將技術增強的形成

性評估與具體、可測量、可

實現、相關、技術強化和可

持續的特徵相結合，以漸進

和有效的方式加強自主學習

者的能力。該平台包括一個

清晰的A+BLe教學流程（見

圖1），以及電子評估工具，

如 基 於 個 人 的 電 子 評 估

（Individual-based E-assessment, 

I EA）、基於團隊的電子評估（Ind i v i d u a l - b a s e d 

E-assessment, IEA）、自我和同儕評估（Self- and Peer 

Assessments, SPA）。這些工具使用方便，並提供易於

理解的學習分析結果。

ART方法最初在高等教育中採用，目前楊博士已將該

應用擴展至中小學教育。例如在賽馬會慈善基金資

助的青年學院教學計劃中，她以共同首席研究員的

身份，運用ART方法支持融合性評估，以評估有特殊

教育需要中學畢業生的職業發展，並為評估他們的

職 業 適 應 能 力 提 供 一 個 創 新 的 評 估 工 具 。 在

2021-2022學年，其研究團隊獲頒香港教育大學「校

長特設傑出知識轉移獎」。為促進香港教育工作者

的展業發展，楊博士亦受香港教育局委託，利用ART

方法為在職教師專業進修課程開發自我評估平台。

 創新的Assessment Reenergize Teaching 

(ART：評估注入教學新活力）方法：

楊博士的ART方法將有影響力的學習理論與

A+BLe 平台的智能特點相結合，推動自主學習。

 用戶友好的工具：該平台通過個體化電子評估

( Individual-based E-assessment, IEA）、團隊電子評估

( Team-based E-Assessment, TEA）以及自我和同儕

評估（Self- and Peer Assessments, SPA）等工具提供

易於解釋的學習結果。

 協作創新：楊博士與尊敬的同事一起開發了A+BLe

評估平台，在25門香港教育大學課程和14個UGC資

助項目中促進協作評估。

 增強的學習特質：積極的學生反饋顯示出學習主

動權、參與性、幸福感、合作和學習的改善。

 擴展應用：楊博士將ART方法擴展到學校教育，鼓

勵有興趣的人與她聯繫（電郵：yanglan@eduhk.hk）

以獲得A+BLe的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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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高興能推出第一期“C&I通訊”。此通訊旨在將C&I團隊進行的創新研究轉化實用

知識，能為教育社區所用，并以此促進研究、實踐和政策的交流。第一期通訊的文章

內容涵蓋C&I四大核心領域：課程、教學、評估和師資培訓。通過分享由不同項目資助

的研究，我們針對當代教育問題，尤其是數碼技術與教育融合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進行了深入探討。我們相信這份出版物將有助於促進不同部門的教育工作者進行有意

義的交流。

吳翠珊博士
 助理教授（教學）
  編輯主任

我們很高興能見證第一期“C＆I通訊”的誕生。這不僅展示了學系同工們的成就和

近況，亦確認C＆I作為一個優秀的部門，擁有專業和專注的團隊，致力為香港的研究

和教學作出貢獻。首期通訊探討了教育領域最迫切的當代議題和趨勢 - 數碼科技的應

用及其如何改變現代教育。學系四位同事透過分享各項資助計畫的成果，特別為數碼

科技在課程、教學和評估中的作用及積極的影響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從而拓寬我們

的視野。深信這些創新措施的分享能為業界提供一個相互「交流」和「啟發」的平

台，並「培養」和「燃點」同工們對優質教育的潛力與熱情，這正和我們C＆I學系

一直致力推廣的核心任務一脈相承。

教大網上學習平台增ChatGPT問答機械人 助3,000基層

學生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夥同「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補天）構建的網上學習平台於第二階段新增多項功

能，包括ChatGPT問答機械人、學生發問專區及影片

搜索，預計未來將惠及3,000名中小學基層學生。

補天網上學習平台為未能及時接受一對一義補服務

的基層學生提供自學平台。平台第二階段積極善用

人工智能資源，新增的ChatGPT問答機械人除了即時

解答學生提問，提供適時的學習支援，亦會針對答

案提供相關解釋，給予個性化建議。教大課程與教

學學系副教授容煒灝認為，「人工智能勢不可擋，

與主流及影子教育（補習）可互相配合。」他指出，

運用人工智能為「學習過程」，除了提供答案外亦

涵蓋解釋及思考過程，教師應鼓勵學生不要過分依

賴ChatGPT。

平台第二階段獲省善真堂慈善基金、宏才拓展有限

公司及紅磡三約街坊福利會贊助，並獲得香港研究

資助局《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的支持，於二零二

二年八月開始試行。經過100對師生試用及提供意見

後，第二階段平台現已全面開放予計劃師生使用，

幫助基層學生接觸科技並網上自主學習。

補天網上學習平台於二零二一年九月推出，整合超

過5,000條涵蓋小一至中六的中英數科目的教學片，

製成不同單元讓學生自學溫習，至今瀏覽次數接近

19,000次。 

人工智能勢不可擋，與主流及影子

教育（補習）可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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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ALPD@ELP，實習教師將成為教學知識的使用者和產出者，並在這個持

續變化的實踐社群中，通過專業探究，扮演研究者、主動的決策者、稱職

的施行者、反思的實踐者及革新的行動者等角色。

教育領域在疫情影響下

經歷了顯著的轉變，使

得實體及網課學習的融

合成為一種盛行趨勢。

這種轉變在香港的小學

中尤其明顯，並逐漸成

為常態。本次專案從計

劃行為理論出發，採用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探討了

香港小學教師在封校不停學期間如何進行電子評

估。878名小學教師參與了本次問卷調查。問卷資料

用描述性統計、T檢驗、ANOVA和結構方程建模進行

了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小學教師較傾向於使用電子測試/練

習，而不是其他電子評估方法。他們的電子評估實

踐因教學階段、經驗和學科而異。教師使用特定電

子評估類型的意圖以及對此的感知控制顯著影響了

他們相應的電子評估實踐。態度在使用電子測試/練

習和其他電子評估任務方面起到了作用，對於電子

反饋的作用較小。主觀規範影響了使用電子測試/練

習和電子反饋的意圖，但對於其他電子評估任務的

影響較小。

該專案提出八項政策建議，這些建議將豐富和和促

進小學電子評估的發展：包括

1) 以學習為導向的電子評估體系

2） 將其他電子評估策略融入日常教學

3） 為教師提供有針對性的電子反饋培訓

4） 培育以電子評估教師學習群

5） 促進採用電子評估的意願

6） 加強電子評估素養

7） 提高對其他電子評估方法優點的認識，以及

8） 採用全校參與的電子評估方法。

在香港教育大學的「未來教室」中推動教學革新：

a) 在行動學習週期內，令實習教師有能力建立學習社區（以學科為本），

並重新制定校本評估計劃和策略；

b) 指導實習教師由專業探究過渡到專業學習，最終發展其教育領導力；

c) 將實習教師的學習過程可視化，批判性地反思他們在實施校本評估

中的教學實踐，解決教與學中的主要挑戰，並理解其觀念上的變化

和習得的技能；

d) 通過前、後測評估及自我反思報告，展示教師彰權益能、師資教育

及教師專業發展。

E-Assess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