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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匍b弓X匍至 l1/2015計劃進行時間;由12／2014

乙部

填寫此皺瞬雛前’盞先謗 揹弓／﹣／ •

請另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達成目標

2.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活動－覽表

6‧計劃責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受款人姓名＊:﹣計劃負責人姓名

簽名蝨簽名;╴╴1
品

日期;－23﹣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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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1.達成目標

說明目標

l為學生設計多元化

的科學學習課程’訓

練學生在各方面的

共通能力。

2.為學生設計多元化

的科學學習課程,提

高學生對科學知識

的興趣。

3.提升教師專業培

訓,學習「遊戲教學」
的理論,有效的教學

方法,讓教師更有信

心掌握有關科學與

科技範疇的知識及

教學技巧。

4為教師提供專業支

援’設計校本的科學

與科技課程。

計劃總結報告

目標是否達到

與目標相關

的活動

在「課室篇」中,學生認

為科學責驗及學習活動

能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力。

在「課室篇」中,學生認
為科學實驗及學習活動

能提升他們的協作能力。

在「課室篇」中’學生認
為透撾科學科提升我的

探究能力。

在「課室篇」中,學生認
為科學實驗及學習活

動,能增加他們對學習科

學知識的興趣。

在「課室篇」中’學生認

為科學責驗及學習活

動’能使他們更容易明白

科學的知識。

在「老師培訓篇」中’安

排教師工作坊。

平日安排共同備課或教

研’以讓老師設計課程及
交流教學技巧。

在「老師培計I∣篇」中’安
排教師工作坊。

平日安排共同備課或教

研’以讓老師設計課程及

交流教學技巧。

達標程度

達到63.4％

達到63.8％

達到66.3％

達到72‧7％

達到70.3％

達到72.7％

完全達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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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目標

的證據或指標

問卷調查結果,全

校超過六成學生認

為計劃中的多元化

的科學學習課程,

能訓練他們在各方
面的共通能力。

問卷調查結果,全

校超過七成學生認

為計劃中的多元化

的科學學習課程’

能提高他們對科學

知識的興趣。

問卷調查結果’超

過七成的老師認為

此計劃能提供專業

培訓,學習「遊戲

教學」的理論’有
效的教學方法’讓

他們更有信心掌握

有關科學與科技範

疇的知識及教學技

巧。

校本科學與科技課
程教案紀錄

未能達到目標

的理由

大部分教師均認為計

劃提升他們在科學範

疇中的學術知識及教

學技巧;但在運用「遊

戲教學」時稍感吃

力’因部分遊戲步驟

較多’進行遊戲時也

要加倍注意秩序,加

重了老師上課時的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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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拓寬學生和教師的視野: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學生均認為科學實驗及學習活動’能增加他們對學習科學知識的興趣及能使他
們更容易明白科學的知識。在設計科學責驗時’師生都發現－些日常生活的經驗都是進行科學的良好取材,
例如:鏡子影像、感官觸覺’拓寬了師生的視野,日後都多注意了日常生活的例子於課堂上進行責驗或討
論。

﹣加強教師的成功感、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透過教師工作坊、共同備課及教研’老師可一起設計科學責驗’並進行多次的測試’－方面可從中明白賓

驗的可行性’發現各種可能會出現的變因’不斷改良以提升實驗的效度;另－方面’讓老師能掌握各步驟’
在教學時能更有信心處理,這不單加強了老師的成功感’也為老師提供培訓及交流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
發展。

﹣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改善學習氣氛

由於不再是－些單向式或出版社教材套形式的科學探究活動’老師根據課程內容’再針對學生的能力和興
趣,設計不同主題的科學探究活動。從課堂觀察,部分對科學特別感興趣的學生能自我發掘問題’課堂上

加強了師生互動、牛牛百動’這不單只讓渲部分學生發揮潛能,也能改善整體課堂上的學習氣氛。

﹣促進學校團隊精神

本校大部分老師本身並不是修讚理科出身’在設計科學教學活動時’面對一定的難度,對一些專門的科學

知識或概念認識也較表面,往往令老師在教授科學知識範疇上欠缺信心’但經此計劃’老師們有更多空間

共同備課’老師不再單打獨鬥’彼此學習交流’有效提升學校的團隊精神。

3.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表二:預算核對表

變更

【﹙乙﹚﹣（甲）】／﹙甲）

＋／╴％

預算項目

／濰協議禹你姜叨

核准預算

﹙甲）

實際支出

（乙）

服務 一
兀

0
︻
D

0
•

R
︶

︻
D 38,700元 -33%

一般開支 23,l50元 ╴
兀

399l
9

5l
-34%

﹣資源的運用:

所有購買的教材存於學校教具室,除了計劃內各學習主題使用外,老師在設計其他責驗活動時’如發現有合

適的也可以借用。參與計劃的老師,對教授有關科學的範疇能力有所提升,讓老師更有信心設計校本的科學

與科技課程。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本校受為對象為全校－至六年級學生及常識科老師’共576人’單位成本為港幣93.57元。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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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各學習主題的教案及工作紙已有系統地存於學校的電腦檔案及科組文件’供老師參考。計劃後,老師

對各學習主題都進行教學反思’不斷修訂及調適內容,以配合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另外’部分適合的主題會

編人校本課程’作常規教學’部分則安排科技日進行作為級活動主題,顯示本校充分及靈活使用計劃內的所

有資源。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及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計劃內各學習主題的教案及工作紙已備存,如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可作參考及使用﹩不過’各校的校情及

學生都有所不同,我們都建議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把原有的資源作參考’然後按各校情況再作調適’渲樣可

減省購買服務方面的開支。但由於活動都需要各類型的教具輔助學習’部分更是屬於消耗性物品’所以學校

則需考慮購買教具上的開支。

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表三: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例如種類、名稱﹑
數量等）

科學課程資源庫,

包括:教案、理論

資料

5‘活動－覽表

活動性質

﹙緲勿座談會﹑

嘉黃等）

成果的質素

及推廣價值評鑑

以校本的形式進行,

計劃的主要目標是配

合本校的學校發展計

劃及提升教與學的質

素’是故並未向外作

推廣工作。

概略說明

（〃勿曰紉﹑

主憩﹑地點等）
學校

教師培訓工作坊 日期:20／0l／20l5

l3/02/20l5

主題:老師培訓

地點:本校3l6室

•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模式﹑日期等﹚
及反應

在學校網頁、學校參觀

及家長日向公眾介紹。

參加人數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議推廣模式

0

教師 學生
其他

（請註明﹚
參加者的回應

每次l0人 老師態度正面﹑支持’對學習內容有

所理解,增加各級別老師之間的溝

通。

工作坊後】老師認為能加強自己對教

授科學知識的信心’而教學技巧亦較

有能力掌握,有利科學活動的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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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年級「課室

篇」（協教﹚

P4水的流動

P.5空氣動力

R6彈珠軌道

日期;

l5/l2/20l4

05/0l/20l5

06/0l/20l5

責驗活動對學生來說很有新鮮

感’學生投人學習活動,表現樂

於學習.;而協教老師都發現學生

在責驗過程中能與組員合作溝

通’積極進行探究實驗,但高小

的課時略嫌緊迫﹚致使分享匯報

時間較短。

3

4A、5A、

6A

共8l人

-至三年級「課室

篇」﹙協教）

Rl食物科學

R2聲音物理

R3彈珠軌道

日期:

02/02/20l5

09/02/20l5

02/03/20l5

lA、2A、

3A

共72人

低小的學生對進行實驗更為雀

躍,由於賣驗步驟較簡單’學生

很容易掌握’加上內容多與日常

生活有關’大大提高他們對科學

知識的興趣。

四至六年級「課室

篇」（協教）

R4聲音物理

R5食物科學

R6電力運作

日期:

08/05/20l5

Z2/5/20l5

2g/5/20l5

4A、5A、

6A

共8l人

－年級「課室篇」

（協教）

鏡子影像

日期:

09/03/20l5

l6/03/20l5

30/03/20l5

lA

共24人

-至六年級「課室

篇」（原任老師任

教）

l0人 全校－至

六年級

l5／l2／20l￠﹣

30/ll/20>5

•••

教師觀課 人
人

5l
3人

3人

協教導師

導師和原任老師協教’大致上過

程流暢,因課堂以活動形式進

行,所以秩序上仍需要原任老師

幫助。教學簡報內建議加人多些

責驗用品的圖片,以適合小學生

閱讀。

05/0l/20l5

06/0l/20l5

6‧困難及解決方法

如責際推行的計劃﹙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原來計劃有出人﹚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整體來說’計劃進行l∣頂利,能達致目標’但我們遇到的困難也不少。首先’大部分老師對「遊戲教學」較
陌生’雖然在教師工作坊上’各老師都有跟隨講者的示範與同事責習’但往往帶人課室後,始終還未很熟
練,加上每遇遊戲環節學生都較平時興奮’部分老師需花較大的力氣和時間進行’致使餘下的教學部分較
急趕’為丁解決渲個問題,老師簡化了「遊戲」的步驟’讓大家較易掌握,把師生的注意力都集中於科學
學習活動上。

老師會為每-個學習主題進行共同備課,在設計五年級「食物科學」時,老師發現原本的設計當中涉及的
科學概念﹙糖與鹽的化學元素﹚對小學生來說較艱深,為了解決渲個問題,經商議後,老師決定更改內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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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目標改為利用碘液測試食物中所含的澱粉成分、認識日常生活中’即食麥片是否含鐵質及認識哪種水果
有氧化作用,透過實驗’讓學生從日常飲食中發現科學的知識。

由於此計劃於20l4年12月才獲優質教育基金批准,但為丁配合學校校本課程的發展,所以學校經法團校董
會批准,於20l4年g月學期開始時,學校自費為╴至三年級進行部分學習主題及進行第╴次教師培訓工作
坊’包括:P’l積木幾何、P.2感官觸覺及P.3食物科學’所以現在此計劃的主題並不包括以上所列的項目。
餘下兩次的教師工作坊則由基金支出。

完成教師工作坊後’由於本校老師都發覺可把計劃內部分的學習主題調動’所以計劃內原本P.l感官觸覺改
為P.2的學習主題;而P.2鏡子影像則改為P1的學習主題’以便更能配合各級的課程及學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