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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Sir談智慧教育
――  專訪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老柏生局長

         

採訪日期：2021年7月20日
受訪對象：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老柏生局長

序言

社會的發展一日千里，未來的

生活瞬息萬變。我們要跟上時代的

步伐，推動教育的發展，才能讓學

生更好地適應未來。《非高等教育

中長期規劃（2021 － 2030）》其

中一個重點發展方向為“加強創意

與科技教育”，提出建設智慧校園，

並逐步發展智慧教育。今期《教師

雜誌》邀請了老 Sir 來為我們分享

關於智慧教育的想法，以及教育及

青年發展局有關智慧教育的政策與

工作。

老 Sir  ：在說“智慧教育”之前，
先讓我說一說我對“智慧”這個詞的看法。

首先，我認為最基本的“智慧”應該是能

方便、快捷、有效地去處理每一件事，解

決每一個問題。更進一步的“智慧”應該

是能知道使用者所想，並能預測使用者將

要的需求，繼而可以自動理解以及協助解

決不同方面的問題。最終可透過科學與工

程創造出具有“智慧的機器”，明白人們

所思所想，為人類社會謀求福祉。

所以，在我心中的“智慧教育”應該

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基本的“智慧教育”應

能簡化教師所需要處理的日常教學和行政

工作；能方便學校、家長、學生三者之間

的相互溝通；能讓學生隨時隨地學習；能

令家長時刻了解子女的成長歷程。

老Sir可否分享在您心中甚麼是“智慧
教育”?為何如此強調推動智慧教育?

採訪·整理│張浩賢 梁宗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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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Sir  ：2017 年，國務院發佈《新
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當中提及“要

培育高水準人工智能創新人才和團隊”、“全

面提高全社會對人工智能的整體認知和應

用水準”等內容；其後在 2019 年更發佈

了《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和《加快推進

第二個層次，利用“智慧教育”實現

個性化學習、精準輔助學習，達致因材施

教。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一直關注學生的學

習和作業壓力，希望透過智慧教育，讓學

校更系統地了解自身辦學情況、教師能科

學地實施教學、學生能獲得精準的指導和

開展個性化學習、家長充分掌握子女學習

情況，從而減輕非必要的學習負擔，讓學

生可以快樂、幸福、健康地成長。

第三個層次，期望“智慧教育”能讓

學生有能力應對未來的挑戰，讓本澳學生

認知現今社會所需要的人工智能技術，懂

得利用人工智能，甚至讓合適的學生能創

造人工智能，只有學生對人工智能的技術

有充分的認知，才能夠掌控人工智能，進

而引領人工智能時代。

有見及此，“智慧教育”所能解決的

事情都是教青局一直熱切關注並希望實現

的願景，所以我個人是非常重視推動“智

慧教育”的。

本局拜訪廣州市教育局

鄰近地區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等，其智慧教育發展迅速，老 Sir 認
為有甚麼經驗值得澳門借鏡 ?

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年）》，

進一步闡述了國家在教育資訊化上的重要

方向。 

隨後國家教育部於 2019 年公佈首批

“智慧教育示範區”，當中北京市東城區、

上海市閔行區和廣東省廣州市也是示範區

之一。為此，在今年 4 月我聯同一些同

事拜訪了廣州市教育局及三所示範學校，

了解廣州作為國家第一批“智慧教育示範

區”，在推動智慧教學、智慧體育及人工

智能教育方面的發展經驗，為制訂本澳智

慧教育發展政策和措施提供了參考。此外，

2020 年教青局也透過國慶訪問團到訪上

海和北京，順道拜訪了上海市閔行區，了

解該區的智慧教育發展，並認識到在疫情

期間，上海市實施“空中課堂”為學生提

供電子教材的分發等資源服務，並提供直

播、點播等教學服務。同時亦到訪了北京

市東城區，拜訪了當地一所老牌學校，雖

然學校歷史悠久，但校內資訊技術卻佼佼

不群，近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專家的引領下，

資訊科技與學科教學整合，尤其是遠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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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參觀廣州學校的智慧教學

學和遠程教研，都有豐碩的成果。2018

年和 2019 年，教青局亦曾組織了 2次教

學人員外出交流活動，了解深圳在創客教

育和智慧教育的發展情況。

透過與內地教育部門交流和參觀內地

學校的辦學情況，我們了解到在內地，發

展智慧教育已不再是一種口號，而是實實

在在地行動中。學生和教師利用當今的教

育科技，實現了因材施教，在人工智能輔

助教育的情況下，教師有更多的時間關注

每位學生學習以外的身心發展，減少了教

師在評核上的刻板工作，學生也可以更專

注學習未掌握的知識，令整個教學場景發

生變化，教師和學生一同減負增能。

廣州學校的老師展示人工智能的應用

本局拜訪科大訊飛

關於推動本澳智慧教育，教育及青年
發展局有何願景及藍圖 ?

老 Sir  ：今年 6 月我獲邀擔任一個
青年教師論壇的主講嘉賓，當日的主題是 

“展望澳門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我當

日談及對智慧教育的願景和藍圖。教青局

期望透過教育科技達致因材施教、減負增

能的教育願景，促進本澳各學校落實教育

公平並提升教育質量。

智慧教育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

分是以方便教學和行政運作為主的“智慧

校園”，第二部分是以因材施教，減負增

能為目標的“智慧教學”，而第三部分是

以“人工智能教育”為核心的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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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2021 學年，教青局已推出以

網上直播教學和家校通訊為主的智慧校園，

後續會持續優化，添加更多不同場景所需

要的功能以方便學校、教師及學生使用。

在智慧教學方面，教青局將推出智慧

教學先導計劃，組織教育專家團隊，為智

慧教學建立本澳學生的知識圖譜，以落實

課程改革，加快推動教育系統結構性變革，

最終實現提升教學質量的目標。

至於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根據不同的

教育階段，人工智能教育將與不同學科相

互關連，而其中與編程教育較為密切，故

目前教青局正就本澳編程教育及人工智能

教育進行研究和分析，待相關研究項目完

成後，會重新審視及修訂相關法規及文件，

開發相關教學配套資源，期望培養學生的

計算思維和人工智能素養。

老Sir 於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上作主講嘉賓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未來有哪些政策推
動智慧教育 ?如何促使有關政策得以
落實 ?

老 Sir  ：在智慧校園方面，教青局
已為全澳學校開設“智慧校園”平台，在

2020/2021 學年已對各校骨幹教師及教職

員提供培訓，參與教職人員約 1,400 名。

教青局會持續舉辦相關培訓課程，為教師

及職員介紹“智慧校園”的功能。除了培

訓外，教青局亦舉辦“智慧校園實踐經驗

教學案例分享會”、“智慧校園模擬網上

教學活動”及“智慧校園教學案例展示活

動”，上述活動由本澳多所學校分享和展

示各自在使用“智慧校園”和網上教學方

面的經驗和案例。教青局已通過問卷、訪

校等不同的方式收集各校的使用情況及建

議，並對各校的需求作分析整合，再按需

求的優先性逐步優化改善。

智慧校園模擬網上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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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智 慧 教 學 方 面， 教 青 局 在

2019/2020 學年和 2020/2021 學年，透過

教育發展基金以資助方式支持本澳部分學

校實施“智慧教學”或類似項目。教青局

將總結學校探索“智慧教學”的情況，並

了解教育科技市場上的實踐經驗和可行方

案，為訂定“智慧教學”行動計劃做好準

備。教青局計劃於 2022/2023 學年推出以

數學、物理和化學三個學科為主的智慧教

學先導計劃。該先導計劃會以試運行方式

獲取實踐經驗，為後續發展本地課程體系

的智慧教學資訊系統奠定基礎，並將開發

學生的知識圖譜，逐步推廣至學校。

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教青局在

2019/2020 學年和 2020/2021 學年，支持

本澳部分學校推行“人工智能教育”。教

青局將總結本澳學校實施“人工智能教育”

的情況，並了解不同地區“人工智能教育”

課程和教學資源，並就相關教材及工具作

研究及分析，以促進“人工智能教育”在

本澳普及化。藉此探索本澳開展人工智能

教育所需要的教材、工具、師資等。

另一方面，教青局持續與本澳教育界

聯手組織“智慧教育”為主題的示範課，

讓教育界同工了解“智慧教育”在教學中

的具體操作及成效，並將透過教青局的創

新科技教育平台（教育資源中心一樓），

開展本澳學校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教學

案例的展示和分享活動。此外，針對人工

智能教育，教青局將適時檢視本澳的《本

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本地學制

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及《課程指引》

等相關文件，務求落實推行人工智能教育。

未來，各教育持份者 (學校、教師、
家長、學生 )應該怎樣做，才能共同
推動智慧教育 ?

老 Sir  ：學校方面可因應校本發展
情況創設合適條件，如善用教青局提供的

資源，讓師生在教學中適當運用資訊科技

進行教學活動。還有在人（資訊科技教育

人員和教師培訓）、物（教學設備設施）、

法（教學方法、課程及教材）方面創設條

件作為基礎，深化推動科技教育。

教師方面除加強認識智慧教育外，亦

需掌握到教師定位的變化。通過運用資訊

科技作為教學工具，輔助教師減少重覆性

較高的教學工作，如評核、統計、分析等，

並可逐步支持教師實現因材施教。在這情

況下，教學範式也存在一定轉變，教師需

意識到自己將過渡成為學生自主攫取知識

和素養的引導者和支持者。

教師培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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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方面應與學校共同合作，引導

學生善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以正面態

度面對智慧教育帶來學習上的轉變，或

許剛起步時會有不適應的時候，這時家

長應關顧子女使用資訊科技學習時的身

心健康狀況，如時間會否過長、過於頻

密或其他異常等，家長和學生亦應共同

加強關注網絡安全、網絡道德行為規範、

真偽資訊辨識等。

除了智慧教育外，老Sir 也十分強調
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老Sir 如何看
待兩者的關係﹖如何把它們有機結合
培育全人、造福社會呢 ?

老 Sir  ：這裡我們談談智慧教育中
的人工智能教育跟人文素養的關係。一般

來說，人工智能教育的核心素養應包括人

文素養和科學素養。人文素養是關心他人，

人與社會的關係，並可體現人的相互尊重；

科學素養是用科學解釋世界、觀察世界、

改變世界。

人工智能是科技發展的前沿，一直為

世界帶來各種重要的改變。在人工智能教

育中，有必要加入人文素養的內容，如人

工智能對社會形態的影響，對人的心理因

素的影響，對合理使用人工智能的意識和

責任感等。

必須強調，人工智能教育是不能忽略

人文素養的，具體體現在人工智能應用倫

理教育，如運用人工智能在判斷、綜合和

決策過程當中，並不是簡單地取代大腦，

而是需要受情感價值觀制約，這也是倫理

道德的約束，以確保人工智能在符合人文

社會規範下合理地運用。

後記

科技改變生活，同時改變教學

場景，期望各持份者一起共建智慧

校園、譜寫智慧教學、創造人工智

能，讓每個學生都能成為有“智慧”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