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課程領導‧推動課程倡議」
教育局 校本支援服務(2025/26)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指定主題」

培育STEAM及人工智能人才的創新網絡計劃

網上申請編號：B4

#STEAM教育 #人工智能教育 #價值觀教育



提供支援服務的單位/組別、支援對象及範圍

► 提供支援服務的單位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 支援對象
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

► 支援範圍
支援參與學校有策略地設計及實施
融入人工智能學習元素的STEAM校本課程



第一部分：計劃目的及內容



IN-SMART

Innovation Network for STEAM Mature, AI Ready Talents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CITE), HKU 

培育STEAM及人工智能人才的創新網絡計劃



Innovation Network for STEAM Mature, AI Ready Talents

什麼是 "STEAM Mature"

能夠在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的引導下，運用
STEAM 知識和技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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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Network for STEAM Mature, AI Ready Talents

什麼是 " AI Ready "

能夠有效且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和
工具來實現特定的學習/生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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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Network for STEAM Mature, AI Ready Talents

誰是"the Talents"

IN-SMART網絡中的所有成員, 包括學生、
教師、學校領導和CITE團隊。

培育STEAM及人工智能人才的創新網絡計劃



Innovation Network for STEAM Mature, AI Ready Talents

要使這個" Innovation Network "
成功, 需要什麼要素

我們在使用「連繫多層級多尺度的學習模型」促進學
校基礎建設, 在實現其教育創新目標方面, 取得許多
成功經驗。

培育STEAM及人工智能人才的創新網絡計劃



支援服務旨在

• 提高教師對STEAM教育、人工智能和自主學習的理解，並通過課堂實踐，發展學生
的STEAM相關學科知識與技能和21世紀能力

• 提升教師設計STEAM學習設計的能力，特別是將人工智能學習元素融入STEAM教學活
動，以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和創新精神，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 提升教師通過STEAM教育，發展學生數碼素養的能力和促進價值觀教育

• 支援教師利用電子學習科技設計和推行STEAM教育，如學習設計室 (Learning 
Design Studio)和學習管理平台iLAP的應用

• 促進學校之間的協作，並通過學校多層領導網絡，擴大教育創新的實踐



支援模式及活動

* iLAP=互動學習及評估平台為教師及
學校提供重要的學生學習分析數據
LDS=學習設計室為教師提供一個簡易
的網上學習設計平台,支援教師的學習設計過程

校本
支援

學校
專業
網絡

網上問卷、
到校校長和教師訪談

共同備課會議

（使用*iLAP及LDS）

兩次課程實踐
(其間兩次觀課、課後反

思及學生訪談)
了解學生、教師及學校情況
，與學校共同制定符合學校
需要的支援計劃

網上問卷、
到校校長和教師訪談

透過分析計劃前後的問卷調查數
據, 包括學生的數碼素養，幫助
學校整合支援經驗，為規劃學校
未來STEAM發展作準備

透過不同活動建立所有參與學校之間的專業網絡，
包括：每月教師工作坊、學生及教師獎勵計劃、學
校發展領導層會議及計劃成果分享會等

學期初(九月) 學期尾(六月)

支援25
所學校



教師/學生
獎勵計劃

學校創新歴程網上文集

計劃成果

分享會

計劃成果展示

從學校創新歴程,
看未來學校教育

發展方向

INSTEAM 23/24學校的發
展歷程珍貴記錄, 分享當
中學生, 老師, 領導層及
學校在教育創新道路上的
成長及蛻變

從成長中蛻變：透
過多層級連繫學習
促進教育創新

廿四所學校的發展歷程
珍貴記錄，分享當中學
生、老師、領導層及學
校在教育創新道路上的
成長及蛻變

融合自主學習的
STEAM教育: 學校
創新突破的足跡

九所學校的SDL-STEAM
發展歷程珍貴紀錄, 分
享當中學生、老師、領
導層和學校在教育創新
道路上的足跡與突破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324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324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324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324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324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324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324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223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zh/schoolcases2223indexzh/
https://instem.cite.hku.hk/schoolcases2122/
https://instem.cite.hku.hk/schoolcases2122/


第二部分：設計融入人工智能學習元素的STEAM校本課程



將人工智能學習元素融入STEAM教育中: 原因與方法

學生通過在科學探究和工程設計過程中，使用人工智能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以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和創新精神



學校 B學校 A 學校 D學校 C

《為長者製作微波加熱暖包》

AI生圖

2023-24

《校園植物辨識》

AI模型

2022-23

《智能音樂燈牌》

AI提示工程

2023-24

《光合作用》

AI提示工程

2023-24

在STEAM課堂中融入AI學習元素，促進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例子

https://ldsstem.cite.hku.hk/publicsharing/$2y$10$bxcvYdxN7oFDatJ6rhxJy.vcHbIG3HLkwpRfhwUYVfp059TyC80qe
https://ldsstem.cite.hku.hk/publicsharing/ae1fc0c1f98745ad
https://ldsstem.cite.hku.hk/publicsharing/$2y$10$dzrDuofGsFCok69D0Wqc6eb9czm2N5o8q2PIsSJl7WBUXHxppRcZq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GcE3fmFWA/RzQjQfWTyiHjIDha3f7pDA/view?utm_content=DAGcE3fmFWA&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uniquelinks&utlId=hea52509006


學生運用AI生圖技術 (Canvas) 更好地建構STEAM工程設計產品原
型，從而提高學生自主學習中自我監控的能力

《為長者製作微波加熱暖包》學校A

辨識
問題

構思解
決方案

設計解
決方案

測試並優
化產品

建構
原型

1. 自訂目標

學生希望解決市
面上暖包不夠環
保的問題

2. 自我規劃

學生通過科學探究決
定自製環保加熱暖包
的最佳溫度範圍

3. 自我監控
學生製作加熱暖包, 

並製作帶有插圖的
說明書。

為了解決人手繪畫
說明書不夠準確的
問題, 學生們使用AI

生圖技術幫助他們
生成清晰易懂的說
明書插圖。

4. 自我評價及
5. 修訂

學生測試並優
化暖包

工程設計

科學探究

2. 自我規劃

學生決定自製環
保加熱暖包



包含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的學習設計模板：

學生透過應用AI生圖技術以及AI提示工程，製作插圖，從而建構產品原
型，以作自我監控

工程設計過程：建構產品原型 自主學習：自我監控

建議預期學習成果
學科知識
能夠了解什麼是AI生圖

學科技能
學生能夠應用AI生圖技術以及AI提示工程

非學科知識與技能
學生能夠發展包括自主學習在內的21世紀能力以
及數碼素養

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

1. 學生根據產品規格設計插圖內容；
2. 學生學習AI生圖技術以及AI提示工程

；
3. 學生使用AI生圖技術以及AI提示工程

，按照需要生成插圖。



學生運用機器學習 (Teacherable Machine) 更好地建構STEAM工程
設計產品原型，提高學生自主學習中自我監控的能力

《校園植物辨識》學校B

工程設計

辨識
問題

構思解
決方案

設計解
決方案

測試並優
化產品

建構
原型

1. 自訂目標

老師希望加深學生
對鳥語花香的校園
內的植物的了解

3. 自我監控

學生收集植物圖
片, 訓練AI模型, 

對植物進行辨識
與分類

4. 自我評價及
5. 修訂

學生利用其他
圖片測試AI模
型, 並優化及
反思整個過程

2. 自我規劃

於是他們開始了解如
何運用AI幫助他們提
高分類效率及準確度

2. 自我規劃

學生決定對校園的植物
進行分類。在分類的過
程中, 學生發現如果用
傳統的植物分類方法, 

可能會不夠準確, 分類
效率低等問題



包含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的學習設計模板：

學生透過應用機器學習技術建構AI模型，對物件進行辨識與分類，從而
製作產品原型，以作自我監控

工程設計過程：建構產品原型 自主學習：自我監控

建議預期學習成果
學科知識
學生能夠掌握相關的物件分類知識；能夠了解什
麼是機器學習與AI模型

學科技能
學生能夠應用機器學習技術建構AI模型

非學科知識與技能
學生能夠發展包括自主學習在內的21世紀能力以
及數碼素養

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

1. 學生討論傳統辨識與分類方式的弊端，
AI能否及如何幫助解決此問題；

2. 學生為AI訓練數據建立篩選標準；
3. 學生使用訓練數據，利用機器學習建構

AI模型，對物體進行辨識與分類。



學生運用AI提示工程 (POE) 更好地對STEAM工程設計產品進行評估
，提高學生自主學習中自我評價的能力

《智能音樂燈牌》學校C

工程設計

辨識
問題

構思解
決方案

設計解
決方案

測試並優
化產品

建構
原型

1. 自訂目標

學生認為市場購
買的燈牌不夠獨
特及環保

3. 自我監控

學生運用編
程技術,  製
作環保燈牌

4. 自我評價及5. 修訂
學生發現每個人對“優秀
產品”的定義都不同。為
了能夠對全班同學的產品
進行公平的評估, 學生確
定全班認同的評估維度: “

實用、環保、美觀”, 並運
用AI生成統一的評估準則
, 進行自評與他評, 對產品
進行修訂

2. 自我規劃

學生根據自己的需
要設計環保燈牌

2. 自我規劃

學生希望為喜
歡的偶像設計
環保燈牌



包含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的學習設計模板：

學生透過應用AI提示工程，自訂評估準則，從而對產品進行測試與優化
，以作自我評價

工程設計過程：測試並優化產品 自主學習：自我評價

建議預期學習成果
學科知識
學生能夠明白什麼是AI提示工程

學科技能
學生能夠應用AI提示工程自訂評估準則

非學科知識與技能
學生能夠發展包括自主學習在內的21世紀能力以
及數碼素養；學生能夠明白自評與他評的重要性

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

1. 學生討論出全班都認同的評估維度；
2. 學生學習AI提示工程；
3. 學生運用AI提示工程生成上述維度的

評估準則；
4. 學生使用評估準則進行自評與他評。



學生利用AI生成回饋(POE) ，從而更好地修改設計方案，提高學生
自主學習中自我規劃與自我修訂的能力

《光合作用》學校D
1. 自訂目標

學生學習光合作用原
理, 想探究哪種顏色的
燈光能夠幫助農作物, 

更好地進行光合作用

5. 自我監控
學生利用“黑
房”進行實驗

2. 自我規劃

學生設計探究實
驗, 但需要先製作
一個實驗裝置--燈
光控制裝置“黑房
”

探究問
題

資料搜
集

計劃

實驗

進行實
驗

解釋及
結論

科學探究
工程設計

辨識
問題

構思解
決方案

設計解
決方案

測試並
優化產
品

建構
原型

3. 自我規劃
在“黑房”裝置的工程設計過程
中, 老師使用AI工具, 建立“AI評
估機器人”, 評估學生的設計圖, 

讓學生接收來自AI的回饋, 從而
對設計圖進行自我修訂

6. 自我評價
及7. 修訂

學生匯報實
驗結果

4. 自我監控

學生根據設
計圖製作“黑
房”



包含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的學習設計模板：

學生透過應用生成式AI軟件生成回饋，對產品設計圖進行自我修訂，從
而對產品的設計進行優化，以作自我規劃與修訂

工程設計過程：設計解決方案 自主學習：自我規劃與自我修訂

建議預期學習成果

學科技能
學生能夠應用AI軟件獲取關於設計圖的回饋

非學科知識與技能
學生能夠發展包括自主學習在內的21世紀能力以
及數碼素養；學生能夠對作品進行自我修訂

一系列建議學習任務

1. 學生對作品進行設計；
2. 學生將設計圖上傳至“AI評估機器人

”，從而得到來自AI的回饋；
3. 學生根據“AI評估機器人”的回饋，

對產品設計進行修訂。



•一個包含相關理論框架(例如學習設計和創新領導)及設計資源的計劃網站;

•學校報告, 報告包括校本學生STEAM和AI發展研究結果及數碼素養評估結果;

• IN-SMART學習設計、學習設計模板及學校實踐案例, 以協助教師融合人工智

能學習元素及STEAM概念於校本STEAM課程中;

•一個有關人工智能素養的教師專業發展框架，以及有效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所

需的學習條件和環境。

計劃成果及產出



注意事項

► 支援服務為期一年

► 為善用支援服務，參與學校應:

❑ 委派一名課程領導帶領核心教師團隊參與是項專業支援服務，負責與相關支援人員聯絡，並
訂定支援服務的具體安排

❑ 支持把自主學習融入高小（小四至小六）或初中（中一至小三）學校課程內，以推行STEAM教
育，計劃核心團隊教師互相協作，進行課程設計和實踐規劃，以及同儕觀課和實踐反思

❑ 鼓勵利用電子學習，支援以自主學習推展STEAM教育

❑ 為有關教師安排固定的時段以出席會議及參加不同的專業發展活動，如共同備課

❑ 安排定期會議，讓教師充分參與課程發展的討論、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以及檢視學生學
習成效等，從而加強教師的協作與溝通。支援人員會參與不同環節並提供意見，藉以促進教
師的專業發展

❑ 參與全年兩次行政會議及一次年度分享研討會，以分享成功經驗及面對挑戰的有效處理方法



查詢熱線/電郵
培育STEAM及人工智能人才的創新網絡計劃

網上申請編號：B4

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姓名：莫鳳儀女士
電話：3917 5936

電郵：janemfy@hku.hk



申請注意事項 (1)
●學校可申請最多兩項校本支援服務。為推動課程倡議，幼稚
園及學校可額外申請「推介服務」項目，包括(i) 「內地與
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ii) 為錄取非華語幼兒／學
生的幼稚園／學校提供的支援服務，以及(iii) 「小學課程
統籌主任學習社群：推動課程倡議及發展課程領導」。詳情
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7/2025號或透過掃描以下二維碼，瀏覽
校本支援服務網站，獲取支援計劃的詳情和最新資訊。

●有興趣參加支援計劃的學校可於2025年4月8日至4月30日，
透過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申請「培育STEAM及人工智能
人才的創新網絡計劃」支援服務（網上申請表編號：B4）

校本支援服務
http://www.edb.gov.hk/sbss

http://www.edb.gov.hk/sbss


申請注意事項 (2)

●學校可透過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進入「校本支援服
務網上申請系統」 (http://clo.edb.gov.hk/) 申請支
援服務。如需查詢：

●申請結果將於2025年6月13日公布。

查詢事項 統一登入系統 校本支援服務網上申請系統

聯絡組別 「統一登入系統」服務台 校本專業支援組

聯絡人 「統一登入系統」服務台 黎皓輝先生

電話 3464 0592 2152 3604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