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科教創新基金四大主題  

（一）   推動教學法、課程、評估和學生發展的轉型  

  創新和突破性科技為學生的學習方式帶來衝擊，亦促進大學更廣

泛地採用不同的教學模式，例如個人化學習、師生協作和同儕教學等，

從而豐富了切合所需的教學策略以迎合不同需求，並以成效為本的教

學方法，推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作為質素保證過程的一部分，

當前的教學模式須與時俱進，以確保學生可持續達致預期的學習成效。 

  此外，創新和突破性科技的廣泛應用亦為大學提供機遇，讓學生在

其學習範疇中，學習和理解不同技術的最新應用，將學術課程與最新科

技相互融合，成為學生教育體驗的重要一環。與此同時，隨着新科技的

發展，評估方法亦需隨之改變，更加強調明辨慎思、活學活用和可轉移

技能的重要性。大學亦應具備潛力以科技追蹤、分析和整合學生發展相

關的數據，以支持培養軟技能和相關畢業生核心能力的發展。因此，在

新一輪教與學模式的轉變中，教學法、課程、評估和學生發展的轉型，

將是體現高等教育卓越教學和質素保證的關鍵。  

（二）   全面提升數碼素養  

  科技發展為未來就業帶來深遠的影響，具備數碼素養的人力將會

是香港成功發展數字化經濟和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關鍵。大學可

以積極發揮作用，鼓勵所有學生發揮潛能，不論學科背景，尤其是非

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課程的學生，透過大學課程發展

數碼技能和接觸創新和突破性科技，提升數碼素養。在此主題下，大學

亦可組織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職員的數碼技能及促進他們在教學活

動上廣泛應用有關技能。  



（三）   推廣科技社會責任和學術誠信  

  科技為社會帶來莫大益處，但亦存在道德問題和不同挑戰。除了學

術誠信外，數據私隱和安全性等法律及道德層面的議題亦須予以重視。

事實上，人工智能及數據安全涉及國家安全。因此，教師和學生須正確

理解不當使用科技的潛在風險和後果，同時亦須明白科技發展對社會

的深遠影響，肩負科技層面的社會責任。此外，學生亦可善用科技展開

個別項目，讓他們理解善用科技能推動可持續發展等惠及社會的目標，

藉此加強價值觀教育，有助培養年輕一代在數碼年代的良好品格。  

（四）   促進學術界與產業協作，增強真實學習體驗  

  大學可透過與相關產業和機構協作，在課程設計中加入實際科技

應用的元素，令學生了解職場科技應用的發展趨勢，掌握更多相關技

能，從中得益。最重要的是，私營界別可發揮獨特角色，提供實踐經驗

及行業觀點，讓大學在各學科領域的日常教學當中增潤實習內容。學術

界與產業的協作可以不同形式進行，例如讓業界人士在課堂上啟發學

生對行業實務及新趨勢的認知、由大學安排可獲學分的實習或培訓，以

至共同設計課程和教材。透過為學生提供實踐經驗的機會、培養學生相

應的科技能力及推廣創業精神，學術界與產業更密切地協作，將可互惠

互補，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這亦將激勵學生作生涯規劃和提升就業能

力，並增強他們畢業後投身社會的自信心及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