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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全賴參與本計劃的十所
學校群策群力，敢於 STEM 教育創新求進。
尤其值得表揚的是學校團隊教師們對發展
STEM教育的熱忱，勇於嘗試、不屈不撓的
精神，集思廣益、同心協作的方針，以及反
窮自省、一絲不苟的態度。

縱然學校因疫情爆發而停課，教師仍能隨機
應變，發揮創意，將面授課堂轉化成各種學
習方式（包括線上教學）。我們要感謝參與
學校對教大團隊的充份支持和信任，坦誠分
享心得感受、教育理念和過程中遇到的各類
難題。本教材套的一筆一墨，都是得自參與
學校的集體智慧。

最後，本書能順利出版，承蒙優質教育基金
撥款資助，亦要感謝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
一直以來的支持和提供的寶貴意見。

各參與學校的名單如後（學校排
名依學校類別及筆劃次序）：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曾梅千禧學校
・獻主會小學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梁式芝書院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鳴謝

編者的話

「從STEM教育的自主學習到與小學及中學校本課程的結合」是由優質
教育基金資助，香港教育大學負責推展之STEM校本支援服務，旨在支
援中小學推行校本STEM教育。

今年這份教材套，建基於十所參與學校的STEM教學實踐，將當中的活
動設計、教學過程和師生分享輯錄成教學資源樣式，供全港教師參考，
使中小學教師在設計及推展STEM教育時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達至
學以致用的目的。同時我們更希望藉這教材套的出版，能鼓勵教師致力
推廣STEM學習活動，使學生有更多的實踐機會，達致從做中學習，應
用跨學科知識到真實的解難活動之中。

本教材套的撰寫方式務求詳略得宜，圖文並茂，而學習活動設計則多運
用概念化的圖表以輔助說明，然而，STEM學習活動千變萬化，課程分
析也是百家爭鳴，因此教材套只能在此列舉一隅作拋磚引玉，讀者大可
按理解摘取意念加以演繹及應用。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一直致力透過不同途徑協助中小學發展STEM教育，而

我們於2019-2020學年就有幸透過「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與六所小

學、四所中學合作，並支援這十所學校發展校本STEM教育。

談到計劃的宗旨，STEM教育已在香港發展數年，不少中小學已設計了各式各樣、切

合校情的校本STEM學習活動。然而，不少STEM學習活動的主題不在課程以內，學

生所要應用的知識亦與學科知識無關。這樣的STEM學習活動多數以課外活動形式進

行，較難融入一般課堂。學生在活動中學習新知識，卻不能達到STEM教育中應用及

鞏固學科知識的目的。再者，因為這種STEM學習活動所教授的知識與課程無關，學

生亦缺乏再實踐及深化新學到知識的機會。

有見及此，本支援計劃的主題為「從STEM教育的自主學習到與小學及中學校本課程

的結合」，旨在協助學校領導和教師將STEM教育融入中小學學科課程，並為學校、

教師及學生達到下列三方面的目標：

（1）幫助學校促進STEM教育與學科課程的連繫；

（2）賦予教師以STEM教學活動教授學科知識的策略和能力；

（3）幫助學生通過STEM活動鞏固學科知識。

1.1 分析校本需要

1.2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及參與學校交流

2.1 共同計劃、協助學校

發展校本STEM教案

2.2 教師實踐STEM教案、跨校觀課

3 評估及計劃成果發佈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圖一：支援計劃的三個階段

一.計劃簡介             
            

除了上述目標，我們亦希望STEM學習

活動能幫助學生將學科知識與日常生活

聯繫，了解STEM在社會中的角色，並

為學生帶來正面的價值觀，如以STEM

助人，同時達到情意教育的效果。

為達到上述目標，我們的支援計劃可分

為三個階段：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與環境學系 
                                                              

楊志豪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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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個階段中，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的教授們及STEM校本支援團隊的同

事，透過下列的方法支援參與學校：

總括而言，支援計劃先透過了解校本需要，再安排合適的專業發展工作坊，為參與學

校的教師提供課程為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所需的技巧及知識。工作坊過後，支援團

隊到校與教師團隊進行共同備課會議，並為學習活動設計提供專業意見、技術技援及

模型製作等。因為二零二零年疫情肆虐，面授課堂大受影響，支授計劃還特別為教師

提供了兩個網上工作坊，講解如何以Zoom進行網上教學及應用 micro:bit classroom 網

上平台，期望為教師帶來在網上STEM教學的點子。在教案實踐時，我們會協調及促

進跨校觀課活動，包括網上跨校觀課，亦會為任教STEM教案的教師及參與活動的學

生，進行問卷調查及小組訪談，並為課堂提供詳盡的分析。

支援計劃的特色之一，是網絡計劃中學校的互動。在聯校會議及工作坊中，各參與學

校的同工不但有機會跟其他學校分享校內STEM教育的發展，還在工作坊的討論環節

中跟其他學校的同工交換STEM教學的心得。而整個支援計劃中一個最特別的環節就

是跨校觀課，教師可親身觀摩另一所學校的STEM課堂，或在疫情時透過網上觀課，

從中領略其他學校的STEM教學設計及特色。他們更有機會在課後檢討會議中與任教

的同工交流，不少參與跨校觀課的教師更認為活動使他們獲益良多。

本教材套正是計劃的其中一個重要成果。我們希望藉著本教材套，可將十所受支援學

校在本計劃中的教學設計及成果發揚光大，並備有詳盡的教材及實踐教學設計後的師

生分享，供其他學校的教師參考及使用。

藉此，我僅代表教大STEM校本支援團隊再次感謝十所參與學校中的校長、副校長、

STEM領導教師、各科主任及教師，與我們合作無間，尤其是在二零二零年疫情肆虐

下仍為計劃付出及作出很多新嘗試，當中很多成果可從教材套中的教學設計及師生分

享中看見。最後，我們亦要感謝優質教育基金及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的同工對本計

劃的支持。

計劃階段 支援模式

第一階段
・分析參與學校的校本需要
・協調參與學校互相交流
・教師專業發展研討會及工作坊

・到校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到校共同備課會議
・到校技術支援
・教案模型製作及測試
・為校本STEM教案提供專業意見
・協調及促進跨校觀課活動

・進行問卷調查及小組訪談
・製作教材套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表一：支援計劃的支援摸式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與環境學系 
                                                              

楊志豪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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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icro:bit、擴展板及其他

元件作為素材，設計一個具

感應及開關能力的智能消毒

洗手裝置，並應用到真實的

校園環境

學校的STEM教育過往集中在科學科與

電腦科的結合，而在上一學年於中一科

學科開展以太陽爐為主題的STEM學習

活動。

學校教師對STEM教育理念及自主學習

策略已有初步的認識，電腦科的教師亦

熟悉多種編程工具如arduino、mBot、

micro:bit、iPad、APP等，也曾帶領學生

參與校外機械人競賽活動。基於上述的

背景、課程的限制、以及今年的疫情發

展，學校選擇中三電腦科作為校本

STEM學習活動的試點。

活動主題：智能消毒洗手裝置

(一)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建議年級︰

中學三年級

活動目標︰

課程結合︰

電腦科 – micro:bit編程

關注問題︰

如何設計及製作智能洗

手裝置以代替傳統按掣

潔手瓶？

先備知識︰

使用自動消毒洗手裝置

的經驗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教學資源︰

Micro:bit、micro:bit擴展板 

(F5fischertechnik)、9V電池、

超聲波傳感器、伺服馬達

(MG996R)、連接線、幼繩、

潔手瓶、小皮塊

友伴同行  編程抗疫

4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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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認識閉合電路
·應用力學知識，   
 讓幼繩能受力

並拉動開關

工程
科技

數學

·製作智能消毒洗
手裝置

·以科技產品作為
工具(如micro:bit,   

　 超聲波傳感器、
伺服馬達等)

·設定感測器的偵測
距離、時間

·調整伺服馬達的
         角度

·設計、製作、測 
試及改良智能
消毒洗手裝置

·以編程方式控制裝  
置的反應

·教師播放教學短片，教授學生如何使用擴展板、伺服馬達和超聲波感應器等。

·教授學生micro:bit編程、TEAMS內的課程筆記*及作業的基本運作。

·網上授課時，學生在TEAMS make code作業內編程，教師可以即時核對學生的  

   功課，並作出即時回饋。

課堂導師評估小組表現並給予評價 播放校內
消毒洗手的情

景短片，讓學生
了解主題活動的

情景及相關
任務。

探究市面上的智

能消毒洗手裝置

的運作原理。

讓學生透過
micro:bit、相關
設備和編程去設

計模型。

讓學生測試
模型是否能夠

達到目標和解決
問題，並因應效

果嘗試作
改良。

界定問題

研究

設計及製作模型

測試及改良模型

智能消毒洗手裝置活動流程

前置技術的傳授

*詳情可參考︰附件一
STEM 課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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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籌備工作

STEM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實踐，有賴於以下幾方面的準備工夫 :

課程設計
在規劃活動前，教師在課程工

作坊認識及應用STEM課程單

元設計框架及評估策略工具。

技術研習
教 師 透 過 在 專 業 工 作 坊 研 習

micro:bit微處理器的技術，一

邊學習，一邊實踐，提升了技

術知識和技巧熟練度。

專家支援

STEM統籌就活動設計及技術

困難與校內外夥伴交流意見，

改良課堂規劃。

物資採購

STEM統籌透過網上平台搜購

適切的STEM活動材料，將物

資整理做學生學習套件。

7

   工程設計與情境討論

從STEM教育來說，提問是開啟學習大

門的鑰匙。為了協助學生發展解難及探
究能力，情境化的討論會是一個很有效
的方法，將現實生活的問題聯繫到設計
循環或科學探究的實踐之中。

智能消毒洗手裝置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學生都有以消毒液潔手的經驗，然而裝
置的成效受多種因素影響，例如拉動開
關的角度、力量及噴出的液體容量等。
由此可見，學生小組只要能清楚問題所
涉及的因素，便能主動而有效率地參與
工程設計，繼而發展設計思維。這樣可
協助學生發展自主解難能力，將技能擴
展至其他生活層面。

教師提問，引發學生猜想書本背後的裝置設計

8



學生心聲

計劃團隊在活動後訪問了幾位參與學生，他們的意見經整理後分為以下部份︰

學習感受及所得

·非常符合當刻時事，貼地又有趣

·多了實踐，做出一件實物，獲得很大 

   的成功感

·可以將學到的知識運用出來，例如為 

   超聲波、或者光感應器編寫程式

·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比較有關聯，能讓 

   日常生活變得更好

小組協作

·這次要合作去做一個自動酒精搓手液 

   裝置，當中會分工，遇到困難時，也 

   會一起討論

·二人合作的效率更高，會學到更多，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互相請教，想 

   想如何解決問題

·超聲波感測器難以固定在樽身表面， 

   我們嘗試了幾種方法，相互對照，一 

   起討論

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及建議

·伺服馬達拉動的方向跟力度都需要調整。上面類似風扇的物體，我們要將繩固定在        

   上面以拉動按鈕，但力度卻不足。現在我們將繩子拉緊，才有足夠壓力將搓手液擠    

   壓出來。如角度不對，我們會多試幾次，包括拉繩的角度

·遇到一個小問題，就是沒有觸動感應器時，自動裝置有時也會溢出洗手液來

·一小時的課比較短，有點急迫，要快捷完成任務，希望有更多時間去進行改良

9

教師分享
                                                              羅嘉俊老師

以往課堂學生未必有機會認識知識與生活之間的聯絡，而STEM學習活動則是一個很

好的機會做到這個目標。今次的活動是讓學生透過電腦科所學的編程知識，以有限的

時間和工具，嘗試以自己的創意解決日常生活會面對的難題。我留意到一般的編程活

動只透過電腦內的平台讓學生撰寫程式，但他們對這些學習模式興趣不見得很大，反

而通過micro:bit將編程內容具體化，學生對編程的興趣便會有所提高。

課堂完結後，全班有超過七成的學生能順利完成這個裝置，無形中建立了他們的成功

感，而這個成功感有助他們日後更願意主動學習。計劃亦為教師給予了成功的教學經

驗，讓我們學習到STEM的教學設計。學校亦藉著今次的機會清晰化了以後的STEM發

展路向，我們也很高興能與其他計劃學校建立網絡，為未來提供更多潛在的跨校協作

機會，促進學校與學校之間的互相合作和學習。

最後要多謝教育局提供機會予我們參與這個計劃，亦多謝教大團隊在計劃中提供了技

術支援及建議，如當初我在設計課程時也遇到技術困難，如何揀選伺服馬達等等，他

們都能夠給予很多有用的意見，讓我多作嘗試。我有時候也都會想了解一下自己教學

的成效，因自己難以掌握課堂中的所有情況，而在今次計劃的課後討論，計劃團隊給

予了很多寶貴的建議，讓我知道如何改善教學的安排，並運用到日後的課堂之中。整

體而言，這計劃是一次很不錯的經驗。 

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及建議

·伺服馬達拉動的方向跟力度都需要調整。上面類似風扇的物體，我們要將繩固定在        

   上面以拉動按鈕，但力度卻不足。現在我們將繩子拉緊，才有足夠壓力將搓手液擠    

   壓出來。如角度不對，我們會多試幾次，包括拉繩的角度

·遇到一個小問題，就是沒有觸動感應器時，自動裝置有時也會溢出洗手液來

·一小時的課比較短，有點急迫，要快捷完成任務，希望有更多時間去進行改良

10



補充資料

建議事項
市面的潔手瓶有按壓及噴射式兩種，所需壓力亦因產品而異，建議教師在活動前先行

測試伺服馬達是否有足夠動力推動。

安全事項
在接駁電線時要提醒學生慎防短路的情況發生。

11

學校的STEAM課程發展主要以初中課

程為核心，期望學生在中一級先掌握機

械設計原理(如簡單機械)，到中二級學

習數碼設計(如micro:bit微處理器)，賦予

他們科技知識及設計技能，再應用到中

三級的創客實踐。今次的活動以DIY吸

塵機作為主題，旨在提供學生動手製作

的機會。再經歷工程設計循環的同時，

結合電腦科G-suite應用軟件的教學，促

進學生在STEAM的學習成效。

活動主題：DIY真空吸塵機

(二)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不可能變可能
    翻轉STEAM教室

12

學生透過應用空氣流向、氣壓

及機械知識，以LEGO套件及

回收膠樽製作吸塵機，並運用

New Google Sites，將學習過程

及成果製作成電子學習歷程檔

建議年級︰

中學一年級

活動目標︰

課程結合︰

電腦科 – G-suite for 

              Education

科學科 – 氣壓原理

關注問題︰

如何設計及製作高效能

的吸塵機？

先備知識︰

對吸塵機的運作及吸力有

基本認識或體驗

LEGO套件、螺旋槳、膠水

樽、膠紙或其他黏合工具

工具材料︰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科學

·認識氣壓原理讓
吸塵機產生吸力

工程

·設計、製作、
測試及改良

吸塵機

科技
·製作DIY吸塵機
·以Google應用軟
   件作為工具，
記錄學習歷程

數學

·調整齒輪比，
以改變(加大) 

　螺旋槳的轉速

視藝

·設計及修飾
吸塵機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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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DIY真空吸塵機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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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簡介兩個學習任務，製作吸塵機及個

人學習歷程網站，說明當中的評估準

則。

界定任務

研究

教師講解氣壓原理，並鼓勵學生於網

上搜尋更多吸塵機的相關資訊。

示範

教師透過DIY吸麈機成品具體地介紹操

作原理，再而將其拆解，說明製作的

要訣。

透過逆向工程，學生更

深入了解模型內的結構

設計循環過程中，學生使用

New Google Sites 建立學習

歷程檔

QR code:

學生學習歷程檔例子

以「疫情下的生活調查」為題，讓學生以不同

的Google應用軟件製作問卷、圖表及簡報等，

最後分組匯報調查成果*

階段一：電腦科 G-Suite for Education 

階段二：DIY 真空吸塵機設計循環

*詳情可參考︰附件二
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指引



將簡單至複雜設計的過程
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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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06

07

設計

學生討論並提交3個不同的設計方案，

再分析比較之間的優點和缺點。

收集物資

因要實現遙距學習，教師將物資包透

過不同方式分派給學生。

製作、測試、修改

學生就已有的材料，製作他們的吸塵

機，並進行測試實驗。透過分析測試

結果，再進行修改，實踐設計循環。

匯報

學生在網上課室分享他們準備好的簡

報、影片或網站，展示學習成果，教

師給予回饋。

將成功及失敗經驗記錄

課前籌備工作
STEM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實踐，有賴於以下幾方面的準備工夫 :

積極裝備跨學科課程知識
團隊委派不同代表出席多個工

作坊，充實團隊在課程規劃及

學科知識。

深入研習電子學習工具
透過New Google Sites應用工

作坊，STEAM統籌教師對平

台有更充份的了解，亦藉小

組討論，與友校教師交流課

程設計心得。

快速應變停課新常態

學校因應疫情迅速地將學習物資

分類、包裝及派發，務求在短時

間內啟動網上STEAM教室。

與團隊成員無間溝通

團隊成員在籌備過程中建立信
任，相互扶持，分配工作及負
擔，共同謀劃後續的安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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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策略

三、豐富的資源也很重要 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讓學生
      記錄每一個學習步驟

今次我們用到的New Google Sites是很
有用的協作平台，非常方便易用，內
裡可以存放各類媒體，讓學生將他們
的學習過程、成果和反思組織成一個
網站。

二、每一課的教學我們都有三個元素
 
1) Deconstruction(結構分解) 
　　即先由教師做示範，讓學生從模型成品中了解如何操作，有甚麼關鍵的機關
2) Co-construction(共同建構)
　　師生一起動手做
3)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獨立建構)
　　賦予學生創客空間，動手創造

至於如何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STEAM教師團隊歸納了以下幾點︰

網絡上有很多可以順手拈來的學習資
源，例如Youtube動畫、教學影片，
我們會透過Google Classroom平台發
佈這些內容。 

五、給予學生機會匯報學習成果

在同學們面前親身示範，教師再而給
予讚賞，他們的自信心自然會增強，
會為日後學習帶來很大的動力。

一、把整個活動拆成不同的小步子

當面對複雜的任務，學生會亳無頭

緒，所以我們引導他們先構想，後

實踐，例如從小小的設計圖開始，

學生便容易起動。

18

學生心聲

計劃團隊訪問了幾位學生，了解他們在活動後的意見︰

學習感受及所得

·享受動手創作，包括吸塵機及New  

   Google Slides的部份 

·懂得如何計算齒輪比和設計更有效率 

   的齒輪組

·學會用New Google Sites來匯報，作為 

   一種表達傳意的工具 

·透過今次活動累積使用New Google  

   Sites的經驗，之後做其他們網站便更 

   加純熟了

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及建議

·較難將膠樽與LEGO合併

·樽口的尺寸不合適，便有機會阻礙螺 

   旋槳的轉動

·自己不斷摸索，不斷嘗試，也會經常 

   犯錯

·希望能有後續的比賽活動

·期望課程集中在一個更長的課節中， 

   以專注地學習

·希望可以將自己的成品帶回家，而不 

   是交給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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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分享

我們認為STEAM教育是有別於傳統成

績為本的課程，它是讓各科共同實踐知

識的平台，就像專題研習一樣。而最關

鍵的一點是，如果過程能讓學生學得開

心，他們自然會有興趣繼續鑽研和探究

當中的知識和技術。

梁永焯老師  葉文輝老師 羅政詡老師

今年校本STEAM課程得以順利進行，

我們認為是有賴於一些策略的運作。首

先是課程設計，因為今次計劃的主題是

DIY吸塵機，當中包括了氣流及氣壓的

原理，因此活動有科學科的參與，並讓

學生在課堂上先掌握相關的知識。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維度是課程的縱向發

展，科組如何在中一至中三擔任角色，

我們期望中一會有多科的內容，如 

D&T、電腦及數學科內容的結合。中二

級因為比較重視數碼學習，會將重點放

到電腦科中。中三則較重視創客文化

(Maker Culture)，會有很多動手做的活

動內容，所以側重於D&T科的角色。這

裡要做到有效的溝通，便需要有更多跨

科組的會議，討論如何調動課程，尋找

合作空間。

充份的團隊合作也非常重要，成員不僅

需要互相學習，也要適時向外尋求專業

意見，例如今年我們得到香港教育大學

團隊的支援，幫助我們解決了很多遇到

的困難。另外，活動設計還要考慮到物

資，要購買怎樣的材料給學生創作。我

們便透過教大的協助購買了一系列的模

型套件給學生。第四項策略是活動實踐

的同時，儘量聽取各方的意見，包括教

師、學生，以及專家的寶貴意見，因此

我們定期進行一些計劃進度及評估的會

議。雖然過程也是跌跌碰碰，摸著石頭

過河，然而我們團隊教師都抱著不怕犯

錯、不怕失敗的心態，了解越早犯錯，

便能及早修正，避免走進死胡同。

補充資料

建議事項
因活動內容包括眾多G-suite應用軟件，建議將教學結合Google Classroom進行。

安全事項
如使用熱熔膠鎗作為黏合工具，那就要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參考網站

學生學習歷程檔樣本: 

https://sites.google.com/view/qtntsampl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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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教學的設計主要是聚焦於香港的居

住環境及現況，並提供一個真實而切身

的情景，讓學生運用STEM的知識及思

維解決日常生活的難題。教學設計的第

一步，就是讓學生製作一個一百呎單位

的模型，並為其設計加上綠色生活和智

能家居的元素，從而探討生活、科技及

環境保護之間的連繫。

主導是次活動的教學團隊，是由各個相

關學科的任教教師組成，學生聽取教師

的活動簡介後，可以根據自己所選擇的

專題方向，選擇合適科目的教師進行分

組。

活動主題：港式家居

(三)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21

自主學習  與時並進

通過專題研習，探討環保

和社會居住現況

建議年級︰

中學一年級

 活動目標︰課程結合︰

視藝科 – 專題研習

設計與科技科 - 模型製作

關注問題︰

如何使兩個人能夠舒適及

節約地居住在一個一百呎

的單位中?

教學資源︰

薄木板、膠片、布料等

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住屋

問題

先備知識︰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22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科學

·認識及探討現時
的環境議題 (能源
使用、環境污染)

工程

科技

·應用3D打印和
   鐳射切割等技術

·認識智能家居
  的概念和應用

數學

非STEM要素
日常生活觀察及體驗

·量度呎吋
·計算面積
·計算現實與
  模型的比例

·學習不同物料
     的運用
·學習模型製作
     技巧
·手繪及電繪
     設計圖



智能家居模型活動流程*

23

01

02

03

04

界定問題
·香港人生活居所的局限

·綠色生活如何改善生活質素

·視覺藝術科 (VA)

·設計與科技科(D&T)

·資訊科技科 (IT)

選擇組別

設計製作

學生利用繪圖軟件為家居模型繪畫設

計圖，並使用3D打印器將傢私等模

型列印出來，拼貼在家居模型內。

過程中，學生不乏鍛鍊運算思維的機

會，例如計算傢私於現實和模型的比

例、模型面積等，並將學習成果體現

在模型成品上。

基礎成果

從學生的成品中，能夠看出他們各自

對美術設計、空間運用、運算思維等

有不同程度的掌握，同時亦反映出學

生對議題的想法和建議。

活動的新階段將給予學生利用對科學

和科技的認識，例如電路的使用、微

電腦器的編程，把智能家居和綠色生

活的元素加入模型當中。

*相關工作紙請參考附件三：
跨學科校本課程（中一級生活
居所工作紙）

課前籌備工作

STEM活動進行前，進行了以下的籌備工作：

New Google Sites應用工作坊
透過使用免費線上資源，教師能讓學

生在網上分享他們的學習過程、成果

及反思，促進學生與教師、同儕之間

的交流及互動。工作坊亦給予STEM

教師交流的機會，讓他們分享網上教

學的心得。

微型電腦技術研習
教師透過參加micro:bit應用工

作坊，增加使用微型電腦作

為教學工具的信心，令到編

程及科技等重要STEM元素，

能夠更加順利融入他們的教

學設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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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心聲                                                             

活動初期，教師把學生分成三組，分別為視覺藝術科(VA)、設計與科技科(D&T)和資

訊及通訊科技科(ICT)。按照原定計劃，學生每一星期轉換一次組別，即是在一個學期

內，學生可轉換到各組別兩至三次。後來，經過教師會議檢討後，三科教師決定更改

計劃，首先由一位教師作課堂簡介後，學生根據自己所選擇的專題方向，選擇合適科

目的教師作指導及討論。

在這個教學設計中，教師需要清楚地向學生說明專題研習的題目、界定問題及評估準

則，再設計自學教材給學生進行專題研習。經過前期的議題探索及討論後，學生能獲

得基礎的議題知識，並為專題研習訂立方向及目標。班上較優秀的學生亦能透過自主

學習繼續進行探索，照顧個別差異。

我們未來會參考這個教學方針繼續發展，然而，這種方針對很多傳統教師來說比較新

穎，需要較大的勇氣去嘗試，如何吸引同事參與，將會是成功推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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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學生在活動後接受了團隊的訪問，他們的意見整理如下︰

學習感受及所得

在學生訪談中，學生覺得STEM課堂能
使自己的知識更豐富，在日常生活中更
聰明。在製作房間模型的過程，使大腦
思維更清晰。

此外，學生亦表示學習到發揮同理心，
因為在設計的過程中，如果有同理心，
就會更容易明白使用者需要。

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在製作過程中，最困擾學生的是計算比
例，他們表示很難拿捏正確的比例，例
如房間內的家具、佈置等，當製作完成
後才發覺比例不對，只好重新再來。

除此之外，因為大家是中一新生，彼此
仍然需要時間熟絡，因此在分組上需花
較多時間磨合。

The STEM activity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ity of climatic conditions in China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limatic conditions on plant growth 
and food yield.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not only transform agricul-
ture with their innovations but also 
enhance their programming skills 
wit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hydroponic device which is modi-
fied by the EdU support team with 
add-on components and micro:bit 

Cultivating students’ creativity is the long-term goal of the college on their STEM education. 
Teachers of Leung Shek Chee College dedicate themselve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essent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cross STEM disciplines to solve real-world problems. To achieve the 
college’s visions and goals of STEM education, teachers attempt to integrate examples and 
content knowledge in a real-life scenario in this STEM activity, so that students can enhance 
their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skills by designing experiments on their own.

Theme：IoT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e for Smart Farming

(四) 梁式芝書院

Target Students:

Secondary 2 students

Objectives:

Subject Integration:

Science, Geography, Chinese 
history and ICT 

Areas of Concern:

How to model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China?
How to monitor and measure 
plant growth?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Prerequisite knowledge

Food Smart - Crop Growth in China

IoT Hydroponic machine, micro:bit, 
sensors, humidifier, heater, cooler 
and LED lamp etc.

Teaching Resources:

Measurement of various 
selected parameters 
e.g. temperature, moisture, 
plant height and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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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 Design, create and 
improve prototype

• Control the response
 of prototype by 

programming

Technology
• Use IoT products as tools 

for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 Design and construct a
 closure to provide a sealed 

and automatic controlled 
environment for 
plants to grow

Mathematics
• Collect and analyse 

climate data 
• Calculate and measure 

time, temperature, 
humidity of the closure

• Measure the height 
and leaf suface area 

of plants

Relationship of STEM Learning Objectives

Science
•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crop growth

Other subjects:
Chinese History

Geography

Keys:
Blue Frame: Major category 
Arrow         :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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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Activities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4 for the activity material: 
S2 “Food Smart:Hydroponics” Teacher Manual 

Information 
searching 

Students are asked to plant lettuce with the IoT hydro-
ponic devices, which are placed in five controlled envi-
ronments to model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the five 
regions. 

Modelling

Information Searching
Students research on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five 
regions in China and how the climates determined the 
selection of crops cultivated in the specific regions.

The growth of lettuce in different controlled environ-
ments are monitored and recorded by students.

Application of Programming
By programming Micro:bit,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control the variables such as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light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the hydroponic device 
accurately with add-on components.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From the data collected, students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discu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s.

Data Collection

Design-and-Make
Students could design a simplified hydroponic device by 
themselves to enhance their hands-on skills.

01

02

03

04

05

06

}
}

Phase 1 was 
completed in 
academic year 
2019/20

Du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Phase 2 was 
delayed and 
would be 
completed in 
the next aca-
demic year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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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aration for STEM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In this STEM activity, students experience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process in Phase 
1 and the engineering design cycle in Phase 
2.

In Phase 1, emphasis is put on the study of 
real-life scenario examples and the devel-
opmen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skills of 
students. Students learn to explain the 
selection of crops cultivated in the selected 
regions with sufficient scientific evidence. 
By modelling climatic conditions for culti-
vation, students can monitor and measure 
the growth of lettuce by varying selected 
parameters, such as plant height and 
weight, leaf surface area, and root length. 
Eventually, students are able to 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plant growth after modelling and to 

Need Analysis and 
Co-planning Meetings
• Initiate various idea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TEM activities  
  into subject curriculum

Technical Support
• Design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hydroponic device by com 
  bining the existing equipment 
  and add-on components.

proposing explanations for the selection of 
crops cultivated in their selected regions. 

Phase 2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hands-on 
skills. At the end of Phase 1,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identif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periment. To eliminate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 the EdU support team not only mod-
ified the IoT hydroponic device to be 
enclosed but also adds IoT sensors and 
tools to control the variables by program-
ming. Students can then  apply their knowl-
edge of programming to control the modi-
fied hydroponic device. Ultimately, 
students are asked to design and make a 
simplified device that can model the climat-
ic conditions to grow plants based on their 
findings in Phase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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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Feedback
Students’ responses towards the STEM activity are quite positive. The following is the sum-
marized feedback on student interview after STEM activity:

• Gain a sense of achievement after growing plant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 Through the process of hands-on experiences, they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in         
   plant growth and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learn         
   about them from the textbook
• Enhanc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which students can touch, smell and taste the plants  
  during hands-on experiences 
• Provid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make the knowledge meaningful and practical
• Design experiments and change variables by themselves instead of only following teacher’s  
  instructions   

Feeling and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 Enjoy working as a team with classmates 
• Share data sets collecte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 Enjoy discussing with teammates in order to figure out possible solutions

Team collaboration

Plant grown by hydroponic
machine

Simplified version of 
prototype for testing, 
debug and demonstration

An all-round function add on 
to the IoT hydroponic machine 
to control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light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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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Feedback
羅劍雄老師                                                            

自STEM教育被列為學校課程其中一個發展重點，學界紛紛加強與社區夥伴的協作和

連繫專業社群，設計各種學習活動讓學生得到親身體驗的機會。

大多數學習活動以編寫程式和機械人製作為主打，我校則另覓蹊徑。以物聯網科技，

結合農作物生長、中國地理環境、氣候、數學統計和工程元素，設計出一項以「中國

農耕」 （Crop Growth in China）為主題的學習活動計劃。中二全級同學在綜合科學科

學習「光合作用」課題時，由中四同學協助進行這項活動，在實驗室內用水耕機做種

植食用植物的實驗。同學由播種開始，每天觀察和記錄幼苗的各項生長數據，作統計

和分析。同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實時監察並控制農作物的生長環境，包括光譜、

光強度、室溫、水溫、供水、礦物量和濕度。在完成種植期後，同學以收集到的客觀

數據，評論該農作物是否適合在特選的省份內種植作為糧食，以供應給當地國民。在

活動完結前，同學需要評估整個實驗是否能夠準確地模擬實際氣候環境，同時以電子

組件（micro:bit, sensors, LED 和風扇等）設計環境控制裝置，以增加整個活動的可靠

性。

此項STEM計劃獲得香港教育大學團隊的支持，在設計學習活動、改良器材、學習評

估等方面進行商議。在多次會議中，各領域的專家、講師、科研人員和教師作出深入

討論和實踐，以完善整個項目。從同學的積極參與、認真投入的學習態度、交回的詳

細數據記錄、深入分析、扼要結論及精細的設計圖中，可以看到同學們在這活動中有

所增益，並了解到可以怎樣用STEM去解決民生問題和改善國民生活，從中獲得正規

課程以外的裨益。

展望來年，我們會把在本學年的活動經驗，把水耕活動再進一步推廣；同時亦會把活

動心得應用到其他STEM課程上，讓各級同學都可以獲得更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我們

的同學更透過這計劃獲邀參加STEM學習活動展覽，可惜在疫情下該活動被取消，期

待下年度再覓機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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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級︰

小學五年級

活動目標︰

課程結合︰

關注問題︰

如何在micro:bit上表達

月相變化？

先備知識︰

常識科 –

月相的認識

電腦科 – 

micro:bit編程

活動主題︰月相動畫

學校期望未來能夠以LEGO WEDO 2.0及

micro:bit套件作為主要STEM學習平台，

建立一套別具特色縱橫各級各科的校本

STEM課程。因應疫情發展，原訂的面

授 課 要 改 於 網 上 平 台 進 行 ， 正 好

micro:bit在網上也有合適的編程平台及

互動教室。因此，學校STEM團隊選擇

透過線上的micro:bit月相動畫製作學習

活動，讓學生貫通常識及電腦科等學科

知識。

教學資源︰

數碼紀元新姿采
  自然現象掌中尋

日常生活中觀察月亮的經驗

通過家中的科學模擬活

動，結合micro:bit的月相

動畫製作，協助學生掌

握月相規律及micro:bit編

程知識

月見表文檔、乒乓波、

膠紙、雙面膠紙、具攝

影功能的手提電話或平

板電腦

(五)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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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認識月相變化    
 的成因和原理

·以網上月相模擬器
作為科學現象的說明工具

·應用無限循環
 (Infinite Loops)、

停頓(Pause)等
編程概念

科技
工程

數學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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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前置知識及觀測實驗

學生透過不同的方式理解及體驗
月相的變化原理

探究月相

界定問題

教師在網上平台發佈學習任務
01

02

月相動畫活動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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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利用繪畫板畫出心中的月  

   亮形狀

2. 學生在家下載並打印月見表， 

   依照教師的指導影片進行月相 

   變化的探究

3. 學生亦可自行找出其他方式模 

   擬月相變化

4. 學生將過程記錄及提交，教師 

   在網上課作分享

5. 教師在網上開啟月相變化模擬 

   器，展現月相的變化原理



利用micro:bit classroom，

師生可在平台上互動交流

程序碼。教師亦設計了編

程自學筆記*予學生參考

透過情境應用題，學生以

除法算式求出月相之間的

停 留 時 間 ， 再 代 入

micro:bit程式碼中

教師在網上分享及展示學

生的成品

*詳情可參考附件五︰

Micro:bit教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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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部份 - 數學解難 

設計、製作及改良

分享

疫情無阻學校與支援團隊的

聯繫，大家透過網上平台討

論探究月相的學與教策略。

教師親身體驗micro:bit編程及App 

Inventor製作過程，透過手腦並用

的方式讓教師更深入了解如何在課

程設計運用相關平台。

教師透過網上工作坊，學習如何在網上

環境進行以micro:bit為本 STEM 學習活

動，認識全新的micro:bit classroom，掌

握遙距教學的相關技巧。

Micro:bit 及 App Inventor
專業發展工作坊

   課前籌備工作

STEM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實踐，有賴於以下幾方面的準備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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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規劃會議

Micro:bit 網上教學工作坊



公平測試是學校經常用到的科學探究方

法，然而在處理科學問題時教師還是有

其他選擇的。

今次活動的思考問題是如何說明月相的

變化及規律，教師透過測試解釋（Test-

ing an explanation）的探究方式，引導

學生驗證月相是月球圍繞地球公轉的結

果。其他常見的科學探究還有鑑別與分

類、找出規律、探索、設計與製作等，

適用於不同類型的科探問題。

學生在活動後接受了團隊的訪問，他們
的意見整理如下︰

學習感受及所得

·很喜歡編程活動，過程有趣

·課堂內容很有趣，而且可以用到 

   micro:bit設計月相

·互動性很高，比平日的課堂更活潑

·我們可以用手機、工作紙、燈和乒乓 

   球做月相實驗，拍下了月相的變化

·想進一步探索其他主題，如日蝕、月 

   蝕、八大行星等等

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

·希望內容再深入一點，有更多課本以 

   外的知識

·希望在動畫中加入音效，但比較難 

   具特色的科學探究

   學生心聲

37

總體而言，我們認為今次STEM計劃是

很成功的。雖然今年度因為疫情關係，

學生未能回校上課，但他們仍然很積極

學習。除此之外，學生亦會活用現有資

源學習，利用網上或書本的知識資源增

值自己，甚至進行探究，例如在月相模

擬的活動中，學生就想到在黑房中用電

筒照射乒乓球，模擬太陽光射到月球的

狀況，並嘗試改良及優化。

學生樂於接受挑戰，面對困難時不會輕

言放棄，在課堂結束後仍然不斷改進作

品。就算在復課後，都有同學主動找教

師，希望想將程式下載到micro:bit的板

上，並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及家人看。

   教師分享

最後要多謝教大每一位同工在今次計劃

所給予的支援，因為在疫情期間，我們

難以面對面交流，但他們都給予了我們

很多的方法，例如用Google form來與學

生進行互動，另外亦要感謝輔小團隊的

同事，大家都很團結，以僅有的資源，

將最好的教學帶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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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月相變化的模擬或呈現方式多樣化，教師可提供空間予學生運用家中物資進行創作。

資源連結︰

1. 網上月相模擬器：https://ccnmtl.github.io/astro-simulations/lunar-phase-simulator/

2. Micro:bit classroom: https://classroom.microbit.org/

參考書目︰

Goldsworthy, Anne., Rod. Watson, and V. Wood-Robinson. Developing Understanding in 

Scientific Enquiry : Investigations. London: King's College, 2000. Print.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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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製作投石器，讓學生自行嘗試以實

驗、數據分析及製作模型等，學習槓桿

原理。同時亦希望透過計劃，讓學生能

嘗試自主學習，自行找出和分析問題，

然後發現及找出答案。

活動主題：投石器製作

（六）獻主會小學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投石問路 自主探究　

*詳情可參考︰
補充資料: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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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六年級

數學科、常識科

怎樣的設計可使投擲

物拋得更遠?

槓桿原理

以套件及日常生活材料，

製作可實際操作的投石器

模型

投石器套件，網上資源*，

卷尺



工程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詳情可參考︰
補充資料:教學資源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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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擬器模擬投 
   石器的投擲角度、  
   投射桿的長度、支 
   點位置及投擲距離

   投石器活動流程*

*詳情可參考附件六︰
 投石器：科學探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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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從小遊戲入手，例如橡筋遊戲和

搖搖板，引導學生思考槓桿原理和生

活的關連

教師利用投石車作例子，詳細講解槓

桿原理的應用，並播放使用投石器的

影片，讓學生探討支點、角度、距離

和力量的關係

利用網上投石車模擬器，讓學生自行

探索各個變項的影響

學生利用投石器配件製作投石器，並

思考如何將物件投射更遠的距離

學生需要重複進行投石實驗，並記錄

實驗結果，推斷出各個變項與投射砲

彈距離的關係

教師鼓勵學生利用家中的物件，例如

鉛筆、飲品盒等，製作一個投石器

學生透過重複的測試，及應用課堂的

知識，嘗試改良自己的投石器，並反

思他們當中遇到的困難和學習成果

認識投石車的結構及發射原理



   課前籌備工作

STEM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實踐，有賴於以下多方面的準備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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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型式的工作坊，

增加教師們各種專業技能

STEM統籌透過網上平台，搜購適

合的STEM活動材料，將物資整理

做學生學習套件

本團隊就設計課程框架及評估

策略，為學校教師團隊提供專

業意見

   具特色的科學探究

STEM活動和傳統課堂最顯著的不同，

就是學生在各種階段的參與、投入及探

究。例如在投石器製作，學生自行試驗

多長的支架投射距離最遠，探究怎樣的

彈射角度最有效率。

學生自行實驗、記錄、找出答案，甚或

將活動延伸至家中，利用家中搜集所得

之物件，製作投石器，這都有利學生進

行探究，增強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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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心聲

計劃團隊在活動後訪問了幾位參與的學生，為讓內容原汁原味，這裹節錄了學生的真
情回應﹕

學習所得

·「數學都有…即係計算距離既時候，  

   同埋拋出去既角度。」

·「今次整投石器，運用到地心吸力、  

   重力、力點、支點，同埋勢能。」

·「個個整既野都巧奪天工，啟發我地

   思維同創造力。」

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及建議

·「就係自己整既時候，有陣時可能 

    就唔夠硬淨，做做下就斷左。」

·「如果當我地個人解決唔到問題， 

   我地會同隔離同學商量，睇下有冇更 

   加好既辦法去解決。」

·「如果可以用自己的材料，加上有 

   少少比賽，有少少挑戰性，睇下邊個 

   可以遠點 。」

·「可以用電子科技。」

45

從教師問卷中反映活動能發展學生自主

學習的目標及過程、教授工程設計/科學

探究的概念與過程、運用真實情境發展

學生的解難和創意能力、發展學生的設

計思維能力和促進學生學習，可見教師

頗為同意STEM活動為學生帶來各種裨

益外，亦對自己的專業發展有所增益。

教師透過進行本計劃，學校在推行各種

STEM活動時更有信心，基於現在的計

劃上，將來可以更大規模地進行，教師

在科目上的搭配上亦能有較大的發揮。

   教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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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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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資源

網上短片 動手diy 簡易冰棒棍 投石機 Simple Popsicle Stick Catapult - 幼兒工程

https://youtu.be/Ie_dKqAS51k 

網上短片: Assemble Catapult 組裝投石器模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8y5n6YGE 

(七) 曾梅千禧學校

是次活動以常識科課題「善用物料」及

「溫暖的家」作為起點。因小一學生缺

乏動手做的經驗，也未必有足夠的家庭

支援，所以是次STEM學習活動希望為

學生提供一個結合手腦並用，能獨力完

成，且提升創意的任務。同時，因為小

朋友愛聽故事，所以在活動開初加入了

相關題材的故事繪本*及家人短片，從

情境誘發情意，鼓勵學生關愛家人，藉

不求人表達謝意。

*可參考補充資料：教學資源

建議年級︰

小學一年級

活動目標︰

課程結合︰

關注問題︰

如何設計一把不求人讓

親友自己抓癢？

先備知識︰

痕養及抓背的經驗

常識科 – 

善用物料、溫暖的家

教學資源︰

不求人材料包 

(膠叉、雪條棍、木筷子、

 飯管、橡筋) 

活動以故事繪本引入，聯

繫家中的生活情境，鼓勵

學生透過不同的材料，設

計、製作及優化不求人，

為自己及家人服務。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七）曾梅千禧學校

動手創 家人情

活動主題︰自製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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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

科學

 

數學

·找出不求人設計
的理想長度、
體積或重量

工程

·不求人的
   外觀設計

·設計、製作、  
  測試及優化不 
  求人抓背器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49

·測試並找出最合適      
的物料作為不求人

透過網上短片，聯繫現實情境，
帶出關注問題

現實情境

引入
用相關題材的繪本作為開展，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01

02

提出設計方案03

動手做04 1. 找物料
   將找到的物料放到工作台
2. 拼合方法
   想方法將材料拼合起來
3. 測試效果
   邀請兩位親友試用，並在評估表格
   上給予評分
4. 改良製成品
   找出不求人可以改善的地方，製作
   另一把改良版不求人

個人展示05 邀請學生在課堂分享他們的設計
理念

不求人大比併06 全體學生在評判身上示範他們的
作品，評判選出舒適及美觀獎

*詳情可參考附件七︰
 常識科STEM工作紙(不求人)

   自製不求人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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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設計不求人，並提醒他
們考慮應採用的物料和外觀設計



材料包派發

科組會議

常識科科任教師在科組會議中，

與支援團隊一起，透過集體智慧

開展今次的課程。

受疫情影響，教師在活動前將學

習材料整理，透過學生家長，以

材料包的方式分發給學生。

故事繪本
團隊透過互聯網尋找適合的兒

童繪本，作為今次STEM活動的

引入部份。

教師代表到教大參與有關STEM教

育的工作坊，從中汲取課程知識，

深化對STEM教育的認識。

專業發展工作坊

   課前籌備工作

STEM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實踐，有賴於以下幾方面的準備工夫 :

51

繪本教學︰

透過故事的方式引入，創造愉快課堂的

學習氣氛。

前導組織 (Advance organizers)︰

由學生熟悉的家中情境，帶出探究的問

題，將新舊概念連接。

先情後理︰

學生學習由情意感受開始，再過渡到認

知解難活動之中。

親子協作︰

創造親子間的互動，建構多重鷹架。

學生心聲

學習感受及所得

·「鍾意，因為可以自己做到自己野， 

     唔使人地幫。」

·「可以設計自己既風格。」

·「本身我都唔識做手工，成日用手工 

     工具既時候，都係叫人幫我做，但 

     係我而家學會左點樣用一些野去做 

     一個小小手工。」

·「我想增加佢既長度，同埋佢既美觀 

     度。想佢彩色少少，所以我用左彩 

     色既吸管。」

·「我改良左長左囉，因為可以方便一 

     點，太短既話R唔到想R既地方。」

親子互動

·「我同媽咪，媽咪諗，咁我就整。」

·「我俾呀公試同姨媽試。」

·「有俾屋企人試過，佢地都覺得好舒 

    服。」

·「我俾過我屋企人試，我daddy美觀 

    度俾三個心，舒適度俾四個心。」

·「其實當初我都唔知不求人係咩黎， 

    跟住後來媽媽出去買既時候，佢返黎 

    同我講話，佢買左個模型俾你睇下， 

    不求人係點樣。」

   初小STEM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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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STEM學習活動因應初小學生的背景而應用了一些策略︰

幾位學生在活動後踴躍發言，為讓內容原汁原味，這裡節錄了學生的真情回應︰



教師分享                       

這裡要衷心感謝教大團隊，他們在計劃

中給予了很多支援，而且非常細心。在

我們未有任何計劃之前，他們已經提供

了很多專業培訓，包括STEM活動設計

的元素，評估的實踐方法，也有很多技

術支援工作坊，給予了我們具實用性的

培訓。在集體備課的時候，教大團隊也

有很給力的支援，不單止於在Zoom會議

給予很多寶貴意見，也幫助我搜尋了一

些合適的教材，這些都使課程設計變得

順利。

之後教大團隊也有到校觀課，給予了很

多寶貴的意見，好讓我們下年度繼續優

化課程設計，如讓學生進行更有效的匯

報或展示方式。此外，計劃也創造了機

會給我們與友校互相觀摩，開闊眼界，

學習其他學校的STEM教學示範。我們

教師團隊在今年真是獲益良多。

 

廖珮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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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

建議事項:

教師可因應需要自行配搭材料包的組合，亦可鼓勵學生在家中找尋其他物料及拼合工

具，發揮創意。

教學資源︰

1. Itchy Bear故事繪本（節錄樣本）

https://issuu.com/redrobinbooks/docs/rr_itchy_bear

參考書目︰

Ausubel, D.P. (1960). The use of advance organizers in the learning and retention of mean-

ingful verbal materi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1, 26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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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建議年級︰

小學六年級

課程結合︰

數學科、常識科、電腦科

關注問題︰

如何防止飲品過熱、

過冷

先備知識︰

熱的傳遞、

過熱食品的危害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教學資源︰

燒杯、micro:bit、溫度感應

器(TMP36)、酒精溫度計、

發熱片、繼電器、電池、微

處理器、電線

透過實驗性活動，製作有效
的自動飲品恆溫器，供長者
使用

活動目標︰

學校非常重視辦學團體訂立的3C核心價

值(關愛Caring、聯繫Connected、創意

Creative)，因此教師希望透過教學，讓

學生關愛身邊的人和事，加強人與人之

間的聯繫。學生透過探訪老人院，與長

者交談，了解到他們經常因飲料過熱而

感到苦惱。為長者解決生活上的煩惱，

學生決定製作自動飲品恆溫器。教師希

望學生能夠從活動中培養出解難、設計

和實驗等技能，並運用知識貢獻社會，

實踐3C核心價值。

活動主題：自動飲品恆溫器

科技添聯繫
   創意顯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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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認識公平測試和
  測量工具的誤差
·認識過熱食品對
   人體健康的危害
·認識熱力傳遞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工程

·構思、測試及改
良恆溫器的設計

科技
·為micro:bit進行

   編程，控制恆溫器
的反應

·運用應用程式如試
   算表記錄及計算

 誤差

數學

·量度及記錄溫度
·計算各個溫度

感應器之間的誤差
·計算及記錄時間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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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飲品恆溫器活動流程

情境引入

與長者進行訪談，了解到

長者經常面對食物和飲料

溫度過高，以致灼傷食道

的風險

構思設計循環

進入工程設計循環，初步

規劃產品的開發過程

認識及操作micro:bit的溫度感應器

研究測溫的準確性

設 計 公 平 測 試 ， 反 覆 為

micro:bit進行測溫實驗，紀

錄 實 驗 結 果 及 推 斷 

micro:bit測溫的準確性

TMP36溫度感應器接駁

觀看實驗影片，了解TMP36

溫度感應器測溫的方式和準

確度

01

02

03

04

05

觀 看 實 驗 影 片 ， 了 解

micro:bit的運作方式及偵

測環境溫度的方法

58

編寫測溫程式

運用電腦或iPad進行編程，使

TMP36溫度感應器及micro:bit能

偵測溫度及發出相關的提示訊

息

探索可行的降溫方法

引導學生尋找適合的降溫方法，

帶出利用風扇進行降溫的可能性

編寫降溫程式

運用電腦或iPad進行編程，使

micro:bit能驅動風扇來把過熱的

食物降溫

繪畫智能裝置的設計圖，並標

示各個部分的名稱、所用的物

料及尺寸大小

「適飲適食」的最終成品

完成自動飲品恆溫器後，向教師
及同學分享製作裝置的過程、所
使用的物料及功能，及分析將其
推出市面的限制

06

07

08

09

10

製作「適飲適食」的產品原型

活動詳細可參考附件八：
小六特色課工作紙



   課前籌備工作
STEM活動進行前，進行了以下的籌備工作：

課程設計及共同備課
本計劃本著授人以漁的方式，

本支援團隊連同專家與學校共

同建構課程。

物資採購

STEM統籌透過網上平台搜購

適切的STEM活動材料，將物

資整理做學生學習套件。

!

技術支援

·STEM統籌就技術困難與團 

   隊交流意見

·團隊及專家提供技術協助

專業發展
透過不同形式的工作坊增加

教師們各種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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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挑戰性的科學探究
在教師層面上，引導小學學生進行深入

的科探活動，無疑是一大挑戰。然而，

鶴山學校的教學團隊不斷精益求精，除

了設計別出心裁STEM活動流程外，更

希望透過測溫實驗，向學生帶出「公平

測試」和「量度誤差」這兩個深奧而重

要的科探概念。 

教學設計深入淺出，教師指導學生利用

micro:bit、TMP36溫度感測器及酒精溫

度計，在同條件下進行多次對照實驗。

教師讓學生記錄實驗結果，透過比較各

項數據，推斷出各種溫度感測器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誤差的。

「公平測試」和「量度誤差」無疑是難

度稍高的科學探究技能，但鶴山學校的

教學團隊，成功透過本次活動，將科探

價值的精神，早早栽種於學生的心底，

靜待萌芽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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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心聲

幾位學生在活動後踴躍發言，為讓內容原汁原味，這裡節錄了學生的真情回應︰

學習感受及所得

·「最困難應該係編程，因為編程既    

    時候需要注意先乘除、後加減，有   

    些地方如果有格仔錯左，成個程式 

    就錯亂曬，咁就做唔到一個量度溫 

    度既效果。」

·「因為老人家年紀大啦，佢地視覺 

    組織，或者神經系統比較遲鈍，冇 

    好似我地年輕人咁敏銳。」

·「有一種係紅外線，可以更方便， 

    唔使下下都要換個器皿，因為  

    TMP36要緊緊咁痴住先可以比較準 

    確量度溫度。」

61

STEM課堂的特別之處

·「當見到自己編程成功，個陣又覺 

    得有成就感。」

·「我就覺得呢個課程令我好似跟緊 

    呢個時代既變遷。」

·「就係比一般課堂好玩，同埋可以 

    擴闊視野，見到新奇既事物。」

                                                              

陳世剛老師

學校推行STEM教學活動，在每方面都

有很大增益，在教師的層面，即從知識

的層面、思維層面、STEM教育裡面，

甚至在參與這一個計劃之後，回顧自己

付出的努力，在思想上亦有不少增益。

所謂教學雙長，尤其是在教師如何設計

整個課程、如何將組件結合，不是只談

論STEM，因為STEM已經結合了很多

東西。

對學生來說，STEM對他們而言是很大

的挑戰，同時亦有很大的得著。在校內

推行STEM，其實教師們早已經建立這

個文化，當大家要做新事物，大家都會

很有信心去嘗試，鍥而不捨，將我們認

為正確的事，不斷去做。這在推行

STEM上，我不敢稱為成功，但這是我

們行出一步後，繼續前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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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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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
安全事項

1. 實驗過程中需要用到熱水，建議教師協助將熱水倒入容器中。

2. 若活動時濺濕地面，應立即抹乾，以防滑倒。

透過探究太陽能板的發電效

能，讓學生掌握電和再生能

源的相關知識，並將其運用

到太陽能車的製作，最後在

日光或特製光隊道下進行測

試及比賽

(九)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建議年級︰

小學五年級

活動目標︰

課程結合︰

常識科 – 電及再生能源

關注問題︰

怎樣的設計能讓太陽能

車跑得更快？

先備知識︰

對電路和再生能源有基

本認識

二. 校本STEM學習活動設計

教學資源︰

1. 太陽能車套件(太陽能板、 

   太陽能馬達、螺旋槳、車 

   輪連車軸、紙皮、飛機木 

   條、膠紙、電線)

2. 實驗用品︰萬用電錶、量 

   角器、100瓦LED燈

3. 特製光隧道

是次STEAM學習活動以再生能源為核

心主題，結合專題研習課於每周進行。

因為每學期的專題課有十多節，時間比

較充裕，也不用受制於各科課程，所以

教學設計更具彈性，為學生學習提供更

大的自主空間，促進他們應用跨學科知

識於解難活動之中。同時，其他科目會

圍繞專題推行各式各樣的學習活動，豐

富學生STEAM知識及技能。

無懼陰晴天
   比拼新能源

活動主題：STEAM太陽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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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以公平測試的方   
    法，認識太陽能       
   板在不同條件下  
  的發電效能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工程

·設計、製作、測
試及改良太陽能車
·根據光隊道的限
制，調整太陽能

車的設計

科技

·運用互聯網進
  行資料搜集，
  認識再生能源
  的應用原理

數學

·量度太陽能板
與光源的角度和距離
·估算太陽能車完成

賽道的時間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視藝

·發揮創意，
   美化太陽能車

01

02

03

04

太陽能板

了解太陽能板的

電壓輸出與光線

照射角度的

關係

螺旋槳

了解螺旋槳的

葉片大小、數

量與動力的

關係

太陽能車設計

班內比賽

探究（一） 探究（二）
POE科探模式

   太陽能車活動流程*

太陽能車測試
及評估

改良太陽能車

界定任務

電的探究

再生能源的
優點和限制

搜集新聞

太陽能車製作

改良後再測試

POE科探模式 

預測（Prediction）

觀察（Observation）

解釋（Explanation）

*詳情可參考附件九：

電力與再生能源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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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前籌備工作

STEM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實踐，有賴以下一系列課前籌備工作︰

課前會議及模型示範
STEM團隊在共備時間開會討

論教學流程，並邀請了教大支

援團隊到校示範太陽能模型車

的運作原理。

線上太陽能車專題工作坊
因應疫情，學校STEM團隊透過

線上會議，學習如何以模型車進

行科學探究，同時了解光隧道的

操作原理。

搜羅模型套件

學校團隊根據建議，為太陽能

車搜集適切的模型零件，為學

生準備學習材料包。

教師團隊課前實踐

為求精確掌握模型車的製作過

程及難點，學校團隊成員自行

設計及組裝太陽能車，並以光

隧道作為實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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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策略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今次的STEM專題研習包含以下元素：

·訂立學習目標和計劃

·提出議題與同學一起思考 

·與同學協作

·參與課業設計 

·連繫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現實情境

·檢視和反思自己的學習過程

在研習過程中，教師亦透過Google Classroom為學生創造更多自主學習的機會，當
中的策略包括︰

·主題有系統地整合，分類清晰分明

·平台由多位教師共同管理

·鼓勵全級學生在平台上進行討論及

   溝通

·教師為學生完成的專題部份提供即

   時回饋

·加入實驗影片，方便學生重溫內容

·教師提供足夠自學素材給學生如影

   片和文章等

專題研習小冊子的實驗部份運用了POE教學策略(Prediction,Observation,Explanation）

協助學生進行科探，也有培養學生搜集資料能力的部份，鼓勵他們運用網上搜尋器 
或 Google Classroom 內找出有用的資料。另外，小冊子也整合了思維十三式及SCAM-
PER等框架，協助學生學習。這都旨在提供足夠的空間，讓學生反思學習經歷，並強
化他們作為自主學習者的反思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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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分享

                                     關永發主任 文棋明老師 吳小敏老師

我們在活動設計過程最早遇到的是製作

材料的問題，例如太陽能板、馬達、風

扇葉等都不知如何選購。另外在實驗設

計中，我們也會疑惑如何設置實驗，測

試太陽能板的性能。此外，實驗、測試

及比賽亦容易受到天氣影響，在陽光不

足的情況下太陽能車將不能開動，所以

我們得思考如何讓實驗或比賽在任何情

況下繼續。

這次要多謝教大團隊的支援，他們跟我

們開了多次會議，從訂立專題主題（太

陽能車），找合適的材料，到設計實驗

活動都給予很多寶貴意見。他們亦幫助

我們測試不同材料，設計及製作光隧道

模型，容許學生在室內參與比賽。在稍

後的日子，教大團隊也能夠提供即時的

技術支援，協助我們解決疑難。

在此多謝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計劃

團隊的努力。在進行專題研習前，我們

曾擔心教學工具和課程設計等問題，但

是教大團隊的支援，幫助我們解決了這

些困難。同時幫助我們的教師完善課程

和教案設計，使學生能夠更投入活動，

亦讓我們學校能更好地發展校本STEM

教育，促進學校與學校之間的互相合作

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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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

建議事項

1. 太陽能車的框架部份可以其他物料取代，提供學生的自主創作空間。

2. 因室內燈光未能產生足夠的電壓推行太陽能車，所以測試及比賽都建議在室外 

   或光隧道下進行。

安全事項
光隧道由交流電推動，所有設置及操作均須交由教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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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七： 以真實和有意義的問題作為情境，強化解難能力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通過利用真實和有意義的問題作為情境，STEM活動還有助強化學生的解難能力和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倘能將STEM活動與人文學科有效地結合起來，那麼效果便會事半

功倍。例如，有小學讓一年級學生設計「不求人」。

這個活動其實開宗名義，以幫助老人家

自助為主題，讓小朋友認識老人家因身

體衰老，在起居和自我照顧方面都會遇

到各種困難。在這樣的情境下，設計和

製作「不求人」，可以幫助發展小朋友

的同理心，令活動更有意義。此外，亦

有小學以老人問題作為主題，要求高小

學生創製專為老人家而設的恆溫杯。該

恆溫杯的設計特點，是當杯子內的熱飲

料的溫度高於某一特定溫度時，杯子所

附帶的小風扇便會啟動，將飲料降溫，

直至到達一個適合飲用的溫度為止。

從這些例子可見，只要教師多花一點心思，便可以將STEM活動變得更有意義，並藉

此將其他非STEM學科納入綜合範圍，令學習更為生活化和具真實感，進一步拉緊學

校課程和社會之間的距離。同時，亦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念和關心社會的意

識。

以上各點，旨在說明STEM教育不應只重視形式，還須與現行課程作深度整合，以求

貫徹綜合教育的理念，彌補分科學習的不足。本計劃參與學校的成果及實踐經驗，應

該可以給予大家一些啟示，以應對STEM教育所帶來的挑戰及把握隨之而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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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探究濾水器的效能
·理解及應用水三態

的轉換原理

圖例
藍色邊框： 重點範疇
箭嘴      ： 範疇學習目標之間的關係

工程

·設計、製作及
  改良自製蒸餾器

科技
·理解濾水器及蒸
餾器的運作原理
·創作高效能的

蒸餾器

數學

·量度量筒刻度
·量化實驗結果
·記錄濾水及淨

水時間

   STEM學習目標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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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清水學習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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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水的特性和香港食水的濾水過程

置入知識

主題設置
以教育短片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帶出

社會實況及關注問題

濾水器設計

探究自製過濾器能否將污水變成食水

雲製作
教師示範雲怎樣由水蒸氣所產生

置入知識
認識水的三態轉換和生活相關現象

角色扮演
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體驗蒸餾原理

蒸餾器設計
設計、製作及改良蒸餾器，並完成

工作紙的部份*

回應主題

讓學生體會到食水得來不易的道理

經過漫長的等待，學生只
能收集到極小量的清水

學生代表扮成水分子，演活科學原理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詳情請參考附件十：
STEM探究工作紙：一滴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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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前籌備工作

STEM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實踐，有賴於以下一系列課前籌備工作︰

STEM課程評估工作坊
教師透過參與STEM課程評估

工作坊，掌握STEM活動的評

估的原理及策略。

技術難點工作坊
透過親身參與人造雲實驗，教

師掌握當中的程序、技巧及難

點，為之後的課堂示範作更好

的準備。

規劃會議

透過會議，學校STEM團隊就

課程規劃、教學設計、實踐和

評估方式等多方面進行討論。

物資借用及運送

STEM統籌按計劃所需為師生

準備及添置適切的物資及工

具。



   課程特色

   學生心聲

學校的辦學團體強調3C精神，今次的校本STEM學習活動亦充份體現了這些價值觀：

計劃團隊在活動後訪問了幾位參與的學生，為讓內容原汁原味，這裡節錄了學生的真

情回應︰

學習所得

·「想送一個裝置給非洲原住民，令佢們唔使飲不潔淨的食水」

·「學識在戶外迷失時發揮智慧，製作淨水裝置求生」

·「活動有趣，不斷探究及發掘新知識」

·「可以藉著實驗活動自行驗證書本的知識」

·「對蒸餾及過濾過程作更深刻的了解」

·「從設計濾水器中學習思考」

·「學會團隊協作，在過程中收集成員意見，遇到分歧時採用投票的方法解決」

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及建議

·「希望有更多空間自己去做研究」

·「想課堂內有更多時間給自己思考」

·「進行STEM活動時間可以長一點，一半以上的常識堂都是這種學習模式就更好」

Caring
透過活動，讓學

生明白，一滴清水

得來不易，從而學

懂珍惜及關心世

界。

Con
nected

以落後國家的食

水情況作為例子，

讓學生緊扣生活，

與社會及世界接

觸。

Creativity
學生利用課堂

內學到的科學知識，

讓學生發揮創意設

計及改良蒸餾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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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分享

                                    劉秀煥老師  陳少芬老師  彭凱恩老師 

陳梓熙署理主任  藍兆暉老師

這次的STEM探究活動，是從問題出發去連貫整個學習單元，學生的任務是為落後國

家的居民，尋找可飲用的清水。團隊教師都覺得以問題引入這個方法很好，不但給予

學生一份責任，也能與世界連結。另外，每一課堂所教的新知識，都可能對學生完成

任務有幫助，這樣能使學生學以致用，更投入地學習，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們觀察到，學生為了完成任務，還運用了以往所學過的知識。為了能在蒸餾過程中

收集更多清水，他們在蒸餾裝置上加入黑布或錫紙，甚至利用金屬造的容器。因為他

們想增加裝置吸熱效能，以收集更多的清水，這都可以看出學生能把學過的知識應用

出來。學生在改良裝置後，或進行蒸餾活動時都表現得緊張和掛心，看得出學生的投

入度是很強的。我們還要多謝教大的同工，教會我們製造雲的實驗，效果實在令人驚

訝！這個實驗不但令學生大開眼界，也可以令學生對水的循環加深認識。

最後，多謝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的STEM支援團隊。在整個計劃中，他們不

但給予很多意見及建議，可以令到這個STEM活動順利地進行。而在會議中，支援團

隊同工給予很多「小點子」，啟發我們在策劃STEM過程中如何帶領學生從問題出發

及如何提升學生創意的能力，對我們日後再策劃STEM教學有很大的意義。

蒸餾器在教師協助下放置到學校天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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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

建議事項

1. 污水可採用校園範圍內的廢水(請注意衛生問題)，以增添學生對活動的歸屬感。除 

   此之外，亦可考慮採用咖喱粉等著色材料調製。

2. 因自製蒸餾器的效益極低，宜放置在陽光猛烈的地方如學校操場、天台等，以加大 

   收集的水量。

安全事項

雲製作過程會用到香枝及熱水，教師可按實際情況決定學生的參與程度。

教學資源
香港世界宣明會「Mud水變清水 (小三及以下適用) 」 短片
 https://youtu.be/L-MGMSWWW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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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劃總結及建議 

STEM教育的實踐：總結與前瞻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與環境學系

李揚津副教授

經歷過去一年的耕耘，相信各參與這計劃的學校教師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當然，這

些成果不能單以學生能否達標來衡量，而更重要的，是教師能否將教學過程中所獲得

的寶貴經驗，沉澱成堅實的教學知識和方法，並進一步將之化為持續發展STEM教育

的動力。 
 
對於大部分參與本計劃的學校來說，STEM可算是校本課程的新猷。從提出課程設計

意念、擬定目標、設計活動，到解決教學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各校都步步為營。在

不同的起步點上，嘗試從不同學科和主題入手，設計出不同形式及內涵的綜合學習活

動，致力達成STEM教育的目標。誠然，在支援教師和檢討活動成效的過程當中，不

難發現教師們對於如何落實STEM教育的理念，還存在不少疑問。事實上，根據U型學

習規律，這種情況是正常不過。因為當學習者面對任何新的學習經驗，還在理解當中

的竅門時，最容易感到困惑，甚或迷失。但當他們開始釐清相關概念及掌握到基本的

學習方法後，學習效能便會迅速提升，由U型線下滑的一端步入持續上升的另一端。 

回顧過去一年，雖然各校的教學成果有目

共睹，但薪火如何相傳？如何進一步將

STEM教育推廣至到不同學習階段、不同年

級、不同學科以及不同課題，令STEM教育

的星星之火，可以燃亮整個學校課程?相信

在這方面，各學校還要面對不少挑戰和克

服不少障礙。在教師的腦海裡，可能仍不

斷縈繞著以下問題：如何擬定更適切的跨

科學習目標，讓STEM課程或活動目標更能

緊扣相關學科的學習目標，令兩者發揮協

同效應？如何騰出或創造額外課時進行跨

科學習，而又不會影響各科的學習進度？

如何協調相關學科教師共同備課，令不同

的學科內容可以連成一氣？

對於這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沒有

完備的答案，因為各校對STEM教育的願景

都不盡同，課程設計以至教學重點自然有

異。以下是我們向教師提供的一些原則性

建議，希望能幫助教師，更具體地規劃符

合學校願景及實際情況的STEM校本課程和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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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 課程目標需要納入整體學校課程的目標之中

如果學校希望建立一套整全的STEM綜合課程，最好能賦予和其他學科等同的地位，

並清楚界定課程的獨特角色及長遠目標，讓教師團隊對為何進行STEM教育有正確的

理解及共同願望，從而避免部分教師將這套課程視為次等，甚至可有可無，妨礙

STEM教育的全面推行。

 
原則二： 活動目標要緊扣相關學科的學習目標，並在不同學科教師之間建立共識

         

STEM活動的目標可以包括幫助學生鞏固已獲得的知識，延展這些知識，激發學習新

知識，又或是提供有利的學習情境及渠道，通過問題為本學習，讓學生掌握新知識。

但無論如何，教師最好能夠在計劃內，清楚地展示STEM綜合活動所包含的知識與相

關學科的關係。各科教師了解兩者的關係，才能夠有效地協調學科教學和綜合活動這

兩種課程取向。下表以工程設計為本的STEM活動為例，提供一個簡單框架，幫助教

師分析綜合活動與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

STEM活動重點部分 學習目標 

界定和解構問題

學科相關學習元素（已教授或未教授）  

科目一 科目二 (如此類推…) 

訂立解決問題的標準

知識應用

科學元素

科技元素

工程元素 

數學元素

其他非STEM元素

理解和進行工程設計 

設計和制訂計劃

製作

測試

評鑑

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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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STEM綜合活動與學科課程相互關係的分析框架（以工程設計為本的STEM活動為例)

原則三： 分科學習是綜合學習的基礎，在推行綜合學習上不容忽視

整體來說，分科學習可以為學生提供個別科目的知識基礎，為綜合學習創造理想的條

件。但我們必須注意，分科學習不單只是為了教授學科概念，也是為了訓練學生的基

礎技能，例如科學探究技能，建立和運用數學模型的能力，又或是工藝技術等。這些

一向被視為屬於個別學科課程內容的過程技能，同時是發展STEM解難能力的基礎。

我們在不同的活動檢討會上，常常聽到教師慨嘆學生缺乏一些很基本的技巧。不過，

想深一層，這也許要歸咎於分科教學沒有對技能訓練給予應有的重視。因此，如果要

發展以解難為本的STEM教育，分科教育的學習方式也要作出相應改變，以加強學生

的探究和其他方面的技能，為將來解決更複雜的跨科問題作好準備。

原則四： 需要釐清STEM分科學習與綜合學習的互動關係

以上一點說明了分科學習是綜合學習的基礎，不容忽視。但廓清這點對推行綜合學習

還未足夠，我們還需要釐清分科學習與綜合學習的相互關係。下圖(圖一)顯示出這種

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如何以分科學習為基礎，邁向綜合學習，又或利用綜合學習

去促進對學科知識的理解和應用。這正是圖中利用雙向箭咀表示兩者關係的用意。正

如上文所述，分科學習可以為綜合學習提供必需的知識基礎，而通過探究，可以發展

學生解決學科問題的能力。此外，分科學習亦強調應用，以鞏固學習所得和達致學以

致用的目的。

如果將以上的學習方式推而廣之，將從屬於個別學科的探究問題，擴展為橫跨不同學

科的較複雜問題，就能夠引導學生綜合各科的學習內容，以解決問題。這樣，學習便

會由分科提升至綜合層面。要實現綜合學習，可以讓學生進行創意設計，從而造就機

會，進行跨學科探究和應用。當然，學習也可以循相反方向發生，即是透過提出和解

決綜合性問題，以達致分科學習的目標。須知道，要進行複雜的解難，學生是不能單

靠已有的知識基礎，而需要掌握與各學科相關的新知識和技能。因此，綜合學習既可

以發展學生的綜合解難能力，還可以促進相關科目的學習。如果分科與綜合學習配合

得宜，是可以發揮很強的協同效應，對兩種方式的學習都會有所裨益。

分科學習 綜合學習

學科基礎知識 應用

探究 綜合問題 創意

設計

圖一: 分科學習與綜合學習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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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五： 知識對解難固然重要，但思維能力也不容忽視

知識對解難固然重要，但並非最重要的一環。解難的關鍵在於能否恰當地發揮思維能

力。如果要處理綜合性質的問題，便需要運用多向思維，包括與STEM各學科相關的

思維，例如：科學思維、設計思維、數學思維、運算思維等。同時，也要將這些不同

的思維綜合和交錯地運用。事實上，綜合學習所牽涉的解難活動要比單一科的更為複

雜，不單只需要運用與傳統學科相關的思維能力，還需要應用系統思維和創意思維，

才能有效地聯繫各種思維活動，以解決這些複雜問題。這些思維能力的綜合發展，與

下一點建立學生自主學習，有著密切的關係。

 

原則六： 活動設計需要平衡教師指導與學生自主學習兩種教學取向

STEM教育鼓勵學生通過解難，發展學科知識的綜合及應用能力，並培養創意和其他

技能及態度。因此，提供機會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至關重要。誠然，要在教師指導與

學生自主學習之間取得平衡，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因為教師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包

括學生能力、思維發展階段、自律性、先備知識、自學技能、以致安全問題等，而這

些因素往往是難以捉摸。不過，概括言之，就是要盡量避免過分指引，以及硬性地將

學習進度統一化，而忽略給予個別學生足夠的學習和思考空間，運用多向思維，自行

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必須明白，要學生掌握解難的竅門，大前提是要讓學生自

行面對和經歷解難過程，即使面對挫敗，也要求他們從失敗中學習，而這正是任何解

難必然會面對的過程。就算是經驗豐富的解難者，也不能倖免。因此，教師宜重新考

慮過去所慣常運用，將學生置於被動位置的教學策略，是否適用於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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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七： 以真實和有意義的問題作為情境，強化解難能力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通過利用真實和有意義的問題作為情境，STEM活動還有助強化學生的解難能力和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倘能將STEM活動與人文學科有效地結合起來，那麼效果便會事半

功倍。例如，有小學讓一年級學生設計「不求人」。

這個活動其實開宗名義，以幫助老人家

自助為主題，讓小朋友認識老人家因身

體衰老，在起居和自我照顧方面都會遇

到各種困難。在這樣的情境下，設計和

製作「不求人」，可以幫助發展小朋友

的同理心，令活動更有意義。此外，亦

有小學以老人問題作為主題，要求高小

學生創製專為老人家而設的恆溫杯。該

恆溫杯的設計特點，是當杯子內的熱飲

料的溫度高於某一特定溫度時，杯子所

附帶的小風扇便會啟動，將飲料降溫，

直至到達一個適合飲用的溫度為止。

從這些例子可見，只要教師多花一點心思，便可以將STEM活動變得更有意義，並藉

此將其他非STEM學科納入綜合範圍，令學習更為生活化和具真實感，進一步拉緊學

校課程和社會之間的距離。同時，亦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念和關心社會的意

識。

以上各點，旨在說明STEM教育不應只重視形式，還須與現行課程作深度整合，以求

貫徹綜合教育的理念，彌補分科學習的不足。本計劃參與學校的成果及實踐經驗，應

該可以給予大家一些啟示，以應對STEM教育所帶來的挑戰及把握隨之而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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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一：STEM 課堂簡報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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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二：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指引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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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三：跨學科校本課程：中一級生活居所工作紙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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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四：“Food Smart : Hydroponics＂Teacher Manual (梁式芝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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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五：Micro:bit教師指引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102



103 104



五. 附錄

附件六：投石器 - 科學探究手冊 (獻主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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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七：常識科STEM工作紙 (不求人) (曾梅千禧學校)

曾梅千禧學校       常識科 STEM 工作紙 
GEN 1B  工作紙 STEM01 班別 姓名 

成 

 

績 

 

配合 第 3冊第 6課 

家居安全 

 

1(  ) 

 

                   

                    (   ) 日期：      年     月    日 

請到校網觀看自學影片《P1 STEM 動手做》 

         一.利用不同的物料設計一個「不求人」，並把構思畫在方格內。 

 

 

 

 

 

二.你設計的「不求人」使用了以下哪些物料？把適當的○塗黑。(可多於一項) 

   ○膠    ○布    ○木    ○紙    ○金屬    ○其他（如有） 

三.完成「不求人」後，請找兩位親友試用及評分：(把○塗滿及把   填色) 

親友一：  他/她是我的 (○爸爸/○媽媽/○兄弟姐妹/○朋友/○其他：________) 

舒適度  

美觀度  

親友二：  他/她是我的 (○爸爸/○媽媽/○兄弟姐妹/○朋友/○其他：________) 

舒適度  

美觀度  

四.思考題：試用後，你認為你的「不求人」有什麼要改善的地方？ 

    (用料？舒適度？外觀？方便度？顏色？) 

五.試製作一個改良版的「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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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八：小六特色課工作紙(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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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九：電力與再生能源專題研習小冊子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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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附件十：STEM探究工作紙:一滴清水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138



139 140



141



此計劃產品版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擁有，

未經許可，不得翻印以作商業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