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名稱： 開發及評估學習分析平台，以支援大學教師為促進

學生投入反思學習作教學決定 
 

主要負責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參與的教資會資助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項目負責人： 香港教育大學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江紹祥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宋燕捷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潘建文博士 
 

 
建議書摘要 
 
本計劃目的是開發一個學習分析平台並藉此提升高等教育界別教師推動學生投

入學習及反思學習的能力。隨著促進學生投入學習及反思學習的提倡和學習管理

系統及社交網絡平台在數碼教室的普及使用，高等教育界別正期許教師教學方式

的轉變。與此同時，跨越正規和非正規學習空間的學習管理系統及社交網絡平台

正產生並提供大量學習數據。學生留下的這些足跡就是學習過程的紀錄。 
 
學習分析是指由學生在學習管理系統及社交網絡平台在學習情境所產出廣泛類

別的數據之蒐集、組織、分析和報告，藉著這些數據可協助教師預測和作出教學

決定辨識相關學生的潛在學習議題。進行學習分析的目的旨在為教師提供在學習

過程中促進和指引學生學習的機會，從而達致優化學習成果的終極目標。 
 
本計劃採取設計本位法進行一個為期三年的研究，透過與教師協同設計及協同發

展方法建設一個學習分析平台，從而探討數碼教室的適性教學實踐。這次研究的

重點為： 
 
1. 開發一個能協助資料導向決策的學習分析平台； 



2. 評估此學習分析平台對在學習過程中促進學生投入學習及反思學習的影響；

及 
3. 評估此學習分析平台對教師作教學決定的影響。 

 
本計劃會邀請教師於教師發展活動上共同設計、建立、使用和評估一個學習分析

平台。此計劃亦會邀請教師和學生為學習分析平台的使用進行評估。這個計劃主

要於以下三個範疇提升高等教育學院學與教的質素：首先，教師會因使用這個學

習分析平台而對學生的學習過程有更好的理解，並藉著辨識學生的學習問題去預

測其學習模式而作出相應的教學決定，從而藉此優化學習環境。第二，通過把重

點放在學生的學習需要及其學習蹤跡紀錄，學習分析平台可幫助教師逐漸由總結

性評估的教學模式轉移到以進展性評估的教學模式；學生亦可藉著對分析結果的

回應取得實證數據支持的學習進展。第三，這個學習分析平台將來可以擴展至更

多科目與更多大學的使用，從而促進高等教育的教與學的轉變。 
 
期末報告摘要 
 
隨著促進學生投入學習及反思學習的提倡和學習管理系統在數碼教室的普及使

用，高等教育界別正期許教師教學方式的轉變。大量由學生產生的學習數據記錄

在學習管理系統，提供有關其學習過程的寶貴信息。本項目開發了一個學習分析

平台，以便蒐集、組織、分析和報告這些學習數據，提升高等教育界別教師對促

進學生投入反思學習的能力。藉著由教師設計關於某一主題包含雙語關鍵字的雙

語分類法，學習分析平台自動從學生在學習管理系統產生的文本中辨認出匹配關

鍵字和計算其數目，並把這些結果分層顯示，增強學生反思其學習進度及有利教

師作教學決定，以優化學生的學習成果。此外，由於學生有不同的背景知識，透

過檢閱他們在學習管理系統內的教材瀏覽記錄，調整其學習成果，從中歸納各種

進展模式。比較這些進展模式，可以改良學習活動和教材的設計。本項目由香港

教育大學策動，邀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嶺南大學的

教師，共同設計和開發學習分析平台，對適應性教學實踐進行了為期三年的研究。

學生和老師的評估結果顯示，他們對此學習分析平台在提升學與教方面有正面的

反應。本項目的主要成果如下： 
 
1. 開發了一個學習分析平台，有利於資料導向的決策。這個學習分析平台已經

擴展至更多科目與更多大學的使用，從而轉變高等教育的學與教。 
2. 已評估此學習平台對促進學生投入學習及反思學習的影響。學生和教師普遍

認為，此學習分析平台使他們能夠更好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並提供來自

全班學生的有用信息，激發學生個人智力思想的發展。 



3. 已評估此學習平台對教師作教學決定的影響。教師認為此學習分析平台能夠

識別學生的學習進度，包括學生的優勢和不足之處，以便教師預測學生的學

習模式和改善學習環境。 
4. 已提取學生的學習進度模式，通過使用人工神經網絡作進度模式比較，對如

何改良學習活動和教材的設計提出建議。 

 
總括而言，我們的研究結果提供了依據，確認此學習分析平台提升高等教育院校

學與教的質素。這無疑鼓勵了未來學習分析平台的發展，讓學生追踪同伴的學習

進度，同時也有助老師逐漸由總結性評估的教學模式轉移到以進展性評估的教學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