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部 (計畫撮要) 2016/0222 (修訂版)
計 畫 名稱:科 ﹒樂﹒ 動 - 提升科學 與 科 技 的 學 與教效能 機構名稱: 保良局錦泰小學
【 (一) 目 標 :

1 . 優化校園設施，營造一個使科學生接觸科學與科技的學習環境，籍以提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 ;
2. 規創科學與科技的校本課程，培養學生正躍的科學探究態度與技能，並為具潛力的學生提供資優培訓，培養他們

綜合應用科探能力作為創新解難的工具;
3. 舉辦多 元化科學與科技學習活動，讓學生動手進行實作的科學與科技呂學習，以內化學生正確的科學探究態度與技能 ;
4. 成立科學與科技教育 統籌小姐，透過集體備課、協作教學、經驗分享及教師培訓，提升教師的科學與科技教學效能;
5 . 以家技合作形式學辨親子活動或工作坊， 椎動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

(二)受息對象 : l. 直接受息對象及人數:全校學生約1000 人;老師灼的人;參與棍子活動約400 個家庭。
2. 間接受息對象:通過綱頁發放訊息，給家長及其他學校作參考。

(三)推行方案:

a. 施行方法:
]. 計畫以三大方向 推展 :i. 設計課程及非正規課程， 以培春學生正確的科學探究態度與技能。11. 管進一個學

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的環境，持此提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111. 提升教師有關科學與科技的專業發展，
並鼓勵家長促進有闊的學習。

2. 計畫將會設計校本課程，配合學校整體科學與科技教育發展， 以從向 及漸進形式，由低小到高小 、 由廣泛的
興趣垮養到拔尖的資優培訓，以照顧不同學生在不同層面上的需要 : 在低小的校本課程設計皆在幫助學生
「建立科學探究的正確態度和技能J'在高小階段就能有良好的動力(興趣)及能力 (科探概念與技能)繼

續作更深層次的科學探究(應用)。 例 如 : 專題式探究實驗活動、 濃縮課程。
3. 經過一連串有系統的課程訓練後，為評估學生綜合運用各種科探能力，計畫安排學生於六年級進行以指定科

技產品製作為題目 的跨科專題研習。
4. 本計畫透過營造一個便於接觸、使於提問及使於回 饋的學習環境，在校園不同位置，設立不同的設施 : 例 如 :

科樂園(擁有智能積木、數學思維學具、科學實驗棋型組裝材料等設備，讓學生於小息時能輕鬆地接觸學具，
以提升興趣)、STEMIVORKS HOP (創建一個有利環境，讓高小學生便於處理科學與科技的綜合應用，配合電腦
室 的資訊科技設備及科學儀器，讓學生能於工作間內完成各種科學與科技的研究)及數理角 (於一至三年級
課室內，添置訓練邏輯思維的遊戲，以培養他們解難及主動學習的興趣)。

5. 透過全校非正規課程， 如 : 科學實驗班、 機械編程班及常識/固書科學增益諜等等，接此堵養他們的解難及
主動學習的興趣，並提供一個機會予資俊生作抽離式發展。

6. 通過老師跨學科協助及舉辦的工作峙，協助老師掌握料探教學能力及相關科學知識的認識。
7. 讓家長了解科學教育，並鼓勵及故發其與措子一起學習科學。

8 . 計畫完成後，透過科學與科技諜程、「料樂園」及rSTEM lVorkshop J的持續發展， 讓學生能時刻接觸科學，
掌握恰當的科探能力與態度。

b. 過程: 通過定期按討計畫的推展，修訂計畫的內容及施行方式。
C. 時間表:計畫涵 蓋時間一-2018 年 1月五2020 年 8 月

1-3/1 8 :  lT賄資訊科技設備 、 科學實驗套裝等設備;規章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及活動 ; 籌備教師工作坊。
1-6/1 8 :  建設料樂園及STEM工作間;
1-6/1 8 :  推展計畫;推行校本課程及傘辨相關的活動;定期進行計畫的檢討及反思， 修訂計畫的內容 。
7-8/1 8 :  聘請計畫助理;整理計畫資料 ; 進行第一期計畫評鑑及檢討。

9/1 8-6/1 9: 推展計畫 ; 推行校本課程及您辨相關的活動;定期進行計畫的梭討及反思，修訂計畫的內容。
7-8/1 9: 整理計畫資料;進行第二期計畫評鎧及被討。

9/1 9-6/20: 推展計畫;推行校本課程及笨辨相闊的活動;定期進行計畫的檢討及反思，修訂計畫的內容 。
7-8/20 :  整理計畫資料;檢討整個計畫的成效;延 續計畫，設計新學年的校本課程。

(四) 產品/成果 :
a. 產品:]. 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教材 2.科學與科技學習活動教材3. 教師及家長工作坊的資料 4. 學生的作品
b. 成呆: 1 . 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活動的機會、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得以提升。 2. 學生綜合科探能力 、

創新及解難的能力得以提升。3. 學生能以正確的態度學習科學與科技。4. 老師的科學與科技的學與教的
能力得以提升。5. 家長能椎動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得以提升。

C. 成果推廣: 1 . 資料上綱 ， 供外 界瀏覽。 2. 學辨展覽及工作坊，向家長推廣。
(五)預算: 1 . 員工開支 $ 264， 600 

2. 建設設施及設備購置 $ 31 5，000 
3. 一般開支 $ 8 ，000 

申 請撥款額: $587，600(向上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 總計: $ 58 7，600 
(六)評鑑

表現指 標成致衡量
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校本科學與科技課程

學生對科學與料技的興趣及好奇心提升了
能照顧不同學生需要的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

學生在綜合科探能力 、 創新及解難能力的表現
學生的學習態度
老師的專 業發展
家長對計畫的支持度

學生應用所學的科探能力、 創新及解難的能力得以提升。
學生科學與科技上有正確的學習態度。
老師能夠掌握有關科學與科技教學上的知識與技能。
家長樂意且有能力協助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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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畫詳情)

(一) 引言

科﹒樂﹒ 動 一 提升科 學 與 科技 的 學 與教效能

根據 201 5 及 2016 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將更積極推動 STEMCScience， Techn o lo gy， En ginee rin g  an d 
Mathe matics)教育，教育局將史系fr及強化科學、科技及數學課程和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訓， 壤中小學生 充
分發揮創意潛能;發展議會於 201 6 年 11 月 發表的〈呂學校課程持續史新小學常識料課程( 1)、一至小六)諮詢簡
介〉書， 該書又指出 「聚焦發展STEM 教育」是建議的課程史新項目 。 可 見，STEM於現時的 「社會政策」及 「教
育課程」都甚為被看重。

事實上，針對未來社會的發展， 香港也是需要一些擁有STEM素養的人。

於 2017 年 l月，香港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 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 • 
當中將在佔地 8 7 公頃的河套地區共同發展 「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J '這是 香港歷來最大的創科平 台，相信屆時對
科學科技人才的需求是頗大的。

然而，港科院發表的「科學、 科技和數學教育與 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研究報告，其數據反映本港 STEM
教育落後歐美及亞洲 多 園。 有 見 香港發展STEM 教育較為落後，但STEM教育卻能培育科學科技相關範疇的 多 元
人才，提升 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並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本校銳意發展 STEM教育諜程， 以
回應現時社會的需求。

那STEM教育應有甚麼特色呢?

根據近期一個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畫 (PIS A201 5)， 香港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趣及科學 自我技能成顯著下
降;由於科學對小學生來說往往是深奧及無法理解的，若他們對科學失去 了 興趣 ， 沒有興趣就無法主動探究科
學 了 ，更談不上學習科學探究的方法。

有 見及此，本校設計的課程除 了 會著重教授學生科學科技知識外，還期望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

另外，根據 201 5 <椎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提A部分學生較少參與 「動手」的學習活動，本校亦希
望設計的校本課程能引入更新課程文件內所提及學生能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包括 「動手做J'讓學生有實
際的經驗體驗。

再進一步審 視 香港的學校課程，現時主要是通過小學的常識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椎動STEM教育的。本校
故此期望通過常識與數學學抖的合作，建立校本課程，以讓學生建立科探的知識基礎，提高他們對科學、科技
和教學的興趣 ; 垮眷他們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培育與STEM相關範疇的人才。

(二) 本校推展 「科學及科技教育」的背景及經驗

回 顧本校的科探課程，本校曾經於低年級進行 「 科技日J. 以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知識;亦於高年級
進行資優諜程，以謀部分科學資優的學生發展所長。

然而 ，部 分課程較缺少科學探究的元素，學生又較少主動學習科學的課題，致學習科學知識成效不大。
由於缺少學習經驗，包括 動手做，史談不上能能幫助學生堵眷對科學的興趣。

故此，本校有急切的需要及決心發展STEM教育。

(三) 現況及校本需要:

現況
1 . 現時推展的 r.科學教育」較為零碎，暫時並沒有一個有規劃的課程讓學生作有系統的學習。
2. �見時並無特別 的常規課程或潛在課程讓學生建立jf_;;宜的科學探究態度。
3. 現時推展的 「 科學教育」 較為理論性，較少學生動手學習的課題或活動。
4. 部份教師沒有科學學歷背景，缺乏有關 「科學教育」設計與有效教學的經驗。

校本需要
1 . 透過課程規剖 ，撒問學生學習科學的技能與經驗。
2. 透過一些潛在課程讓學生建立正確的科學探究態度與技能。
3. 為老師提供科學教育的工作坊，提升他們學與教的能力。

P.I 



( 四) 計畫目 的

1. 營造一個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的環境，持以提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2. 發展一套技本的科學與科技課程，以培養學生正確的科學探究態度與技能。

3. 提升培育者(家長及教師)有關科學與科技的專業發展。

(五) 計畫目 標

1. 優化校園設施，營造一個便利學生接觸科學與科技的學習環境，籍以提弄 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
，已主 ， 

2. 規釗科學與科技的校本課程，培養學生正確的科學探究態度與技能，並為具潛力的學生提供資優垮訓，垮
替他們綜合應用科探能力作為創新解難的工具;

3. 舉辦多元化科學與科技學習活動，讓學生動手進行實作的科學與科技學習，以內化學生正確的科學探究態
度與技能 ;

4 . 成立科學與科技教育統籌小姐， 透過集體備課、協作教學、經驗分享及教師培訓，提升教師的科學與科技
教學技能;

5. 以家技合作形式舉辦親子活動或工作坊，椎動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

(六) 計畫特色

1. 本計畫的重點在於先培養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並引發其好奇心，讓學生能有動力於本校的科學與科
技課程中學習正確的科學探究態度與技能，並且能將所學的靈活地綜合運用，內化成他們其中一個有致的
學習工具。

垮養

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
興趣和好奇心

2. 建設便利的環境及設施

建立

學生對科學探究的正確
態度和技能

應用

綜合科探能力
作創新及解難的探究

本吉十畫透過營造一個使於接觸、使於提問及使於 回 饋的學習環境，在校園不同位置，設立科樂園
(S cien ce C orn er)、STEM工作問 (STEM Workshop / LAB)及課室數理角 。

透過這些設施，學生可易於善用課餘時間接觸有趣味的數理與科學遊戲、學具及圖書。 當學生對相關
科學議題有興趣/有疑問時，可以易於向學長及老師提悶，以及得到他們的田饋/協助。 當學生有較多機
會接觸到科學與科技的設施時， 便能發掘到它們有趣的地方 ， 從而引發學生的好奇心，以垮養他們對學習
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3. 規畫照顧不同學生需要的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

A . 校本課程規盡無構

吉十畫將會設計校本課程，配合學校整體科學與科技教育發展，以縱向 及漸進形式，由低小到高小、
由廣泛的興趣堵養到拔尖的資優培訓，以照顧不同學生在不同層面上的需要。

P.2 



課程規畫 三層無構的資優教育元素

廣泛的 優化校園環境及設施，營造一個便利全校學

興趣培養 生接觸科學的學習環境，提昇他們對科學與
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

於一五三年級常識課程內加入科學探究課
程，讓學生掌握科探概念及科探技能 第一層次的資優教育(A)

(1生科探課程力。入高層次思維技
於 四五 六 年 級課程內加入專題式探究課 巧、創造力和個人反社交能力等
程，讓學生綜合運用已掌握的科探概念及科 三大資優教育元素)

探技能

於 四五六年級學習能力較佳的班別 內，將常
識抖的常規課程濃縮，跨出課時進行資優科 第一層次的資優教育(B)

學與科技探究活動，讓學生對特定的科學與
(在課堂內加入增潤反延伸的科

科技主題學得史深史廣
學與科技課程內容)

於高年級成立 STEM T eam' 進行科學領袖生 第二層次的資優教育(C，D) 

培訓，協助料樂園及STEM工作間的運作
(以抽敵方式在課堂外進行科學

延伸課程.&.領抽才能會Ilj練)

於五、 六年級內挑選資優學生參與科學增益 第二層次的資優教育(D)

可 諜，進行拔尖訓練
(以抽離方式在諜堂外進行科學

延伸課程)

拔尖的 j住結資俊生參與校外機構的科學課程及
第三層次的資優教育(E)

資優培會11 I 訓練精英學生參與校外公 開比賽
(4ít �學生參與富挑戰性的校外

3曾 i問 .&.延伸學習課程)

ß. 低小課程 - 建立科學探究的正確態度和技能

在低小的校本課程設計置在幫助學生 「建立科學探究的正確態度和技能J'期望為低年級的學生設
t十一個分層的縱向發展課程，以層層遞進的方式讓學生於課堂內接觸學習科學應有的「概念」和可運用
的「技能J' 有系統地接受訓練，使他們掌握關鍵的科探能力。

a. 建立 「科探概念」

要讓學生建構科學與科技的知識 ， 關鍵的 「抖探概念」非常重要，這三個具層次的概念是有
包含性的，需要以縱向及漸進的形式幫助學生發展。

科探概念\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æd僥認知 :
科學皆由 「成觀認知」 開始，學生需d社會如何運用 J ../ J 

自己的 「五成」來觀測及收集實驗結果以學習科學

公平測試:
在運用æ;.觀認知進行探究的基礎上，學生需學習如 J J 

何違至實驗的公平性

設計循環:
設計循環包含學生已掌握的戚觀認知a公平測試概
念，進入科學探究的應用層次，學生需學習辨別問 J 

題/需要、發展解決方法、收集資料、實踐、分析成
致及改良的過程

b. 學習 「料探技能」

除 了 上述三個概念外，在科學探究過程中，學生必需應用到一些相應的 「科探技能 J ' 以幫助
他們有邏輯及合理地作科學探究，因此課程設計上亦會平均地於各級安排合適的科探技能，作為1亥
年級的重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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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探技能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 

觀 察:運用成覺器官觀察事物的特徵 J 

預 測:運用經驗及觀察所得作出預測 J 

分 類:比較相似與差異，並進行分類 J J 

3己 錄:以數字、圖像或文字記錄資料 J J 

量 度:利用工具進行量度 J J 

辨識變數:知道公平測試中的變數 J J 

j住 論:根據記錄的結果作出結論 J 

傳 意:使用 多 種 方法表達資料和意 見 J 

C .  高小課程 - 不同層次的綜合應用

經過低小階段的課程，吉十畫已為學生垮養一定程度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和好奇心，並擁有正確的
科學探究態度和技能。學生在高小階段就能有良好的動力(興趣) 及能力 ( 科探概念與技能)繼續作史
深層次的科學探究 (應用)。

a . 專題式探究實驗活動 -料探概念與技能的綜合應用

本吉十畫在高小的校本課程的設計會著重於學生的科學與科技應用層面，為讓學生能進一步加
強綜合運用這些技能，在高小階段會逐步按年級，安排專題式探究實驗學習，讓學生在探究過程中，
善用低小階段所學的3 個科探概念與 8 項科探技能。

b. 濃縮課程 - 騰出課時進行資優科學與科技活動

除了上述專題探究學習外，於高小年級學習能力較佳的班 別 內，進行課程濃縮，把較簡單的
學習內容加遠處理或讓學生在家進行 自學，並利用課業評估確係學生正規課程內所需學的概念及內
容已融會貫通。藉此時出課時進行進階活動，將專題式探究實驗學習的主題作史深/史層的研究。

每個學期 課時分佈

學習能力較健J)l別 (AB) 常規課程內容 ( 1 9 週) 旦旦動
一般學習能力推別 (CDE) 常規課程內容(22週)

進F皆活動主題，比起一般常規課程更具挑戰性、史有趣味，課程內容 以較深入的科學與科技
探究為主，昌在讓學生進一步掌握科學的概念、發展學生的科學探究技能、擴問學生在各科學領織
的知識、發展學生探究其實問題的能力及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

c . 跨科專題研習 - 校本科學與科技教育的總結評估

(七)計畫內容

經過一連串有系統的課程訓練，在學生對各種科探概念及科探技能都有相當多 的應用機會下，
為評估學生綜合運用各種科探能力，計畫安排學生於六年級進行以指 定科技產品製作為題目 的跨科
專題研習，學生須根據產品設計循環的步驗，再運用不同的科探技能去完成整個專題創作，讓他們
有足夠的實踐機會，最終達致有效靈活運用。

1. 優化校園設施

本吉十畫透過卷進一個便於接觸 、 使於提問及使於 回 饋的學習環境，在校園不同位置，設立以下設施:

A . 科樂園 (Sc ience Corne r) 

科樂園將建於二樓圖書館側，內裡添置智能積木、數學思維學具、科學背驗棋型組裝材料等設備。
定時按主題讓學生於小息、午膳等課餘時間隨時、輕易地接觸到相關學兵，學習簡單的科學原理，體驗
當中的樂趣。學生隨後可於圖書館再借閱相關的圖書作延伸閱讀，深化他們對相關主題的科學知識，並
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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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樂園內將會安排經過訓練的 STEM Te am 隊員當值，帶領同學按主趣使用實驗棋型及學具，分享
他們的使用心符， 當參與的學生對有相關主題、學具遇有疑問時，他們可以易於向STEM Te am學長提問
以及得到他們的回 饋/協助。

料樂園主題 9 月 至 11 月 (主題 : 海) 12 月 五3 月 (主題:陸) 4 月 五6 月 (主題:笠)

科學實驗 目 的 : 學生透過觀察不同實驗後的結果，體會科學實驗的樂趣，從而提昇學生學習科學

棋型組裝 的動機。 選取的實驗套裝配合課題單元及以簡單輕巧的物料為主，以配合於小息及午膳
較短時間顯示實驗結果。學生可從觀察實驗後的結果，推想科學厚、王里， 可向STEMTe am 
查詢或可從圖書找出答素。
﹒釣冰塊 磁力賽車 . 自製針孔相機

( ì，水的融點實驗) (磁力原理實驗) (光原理實驗)
將;水塊放在玻璃杯內，重 用橡皮固將磁織綁在兩 在紙盒的 相 對 兩 個 側
放一條線到杯中，在緣與 台汽車的底部，一輛車的 函，分別剪下一個方形的
;水塊接觸面;是鹽，倒入少 磁織北極放在車頭處，另 洞口，在其中一個洞口蓋
3午水後;水土鬼黏在緣。 一 磁纖北拯放 在 車尾 上一層鋁箔紙並用針在

.在杯裡泊失的錢幣 處 ， 當兩車前後排成一 其刺一個小洞，另一邊則
(光原理實驗) 排，後面的率可在兩率不 蓋上一層牛油紙，將針扎
將硬幣放在桌上，再將玻 觸峰的情況下，只需推動 的 位 置朝向 明亮的地
璃杯放在硬幣上方，在波 使排的卒，便向前推前�J� 方，在牛油紙看到任'J立的
璃杯中倒入水後，硬幣消 的車。 影像。
失了。 ﹒汽球跑車 ﹒飄浮的球

﹒壓縮樂 (氣壓原理實驗) (氣壓原理實驗)
(密度原理實驗〉 將 汽球吹口 用橡皮圈綁 將可彎式吸管彎成L型，
在嗎泉水膠 瓶中裝滿水 在可彎式吸管的一 端，並 並將兵正H求放在吸 管短
後 ， 將 番茄醬包放入瓶 將 可 彎 式 吸 管 用膠紙固 踹 管口上，用力。欠後，J主
內，待茄醬包剛好浮起來 定在汽車的頂部上，用吸 4J求會向上轉動。
蓋上瓶蓋並擠壓瓶身。 番 管吹氣進汽球中，並用手
茄醬包向下降。 才告壓著 管 口 ， 放 開吸 管

後，車子向前推進。

積木組件/ 目 的:學生通過操作積木的過程建立平面和立體的 空間概念，通過動手製作不同的組

科學實驗積木 件，發揮創意。在科樂園內著重學生根據科學實驗學生手冊內容動手製作， 建立基礎，
以配合學生在高小時建構不同棋型無構，如風力/7j(力發電機、齒輯與槓桿棋型。

液體與液壓科學實驗 光與太陽能發電 風力能源科學實驗組件

(製作 7j(力噴射車) (製作太陽能動力車) (製作風帆車)

圖書主題 ﹒液體與液壓科學實驗 ﹒光與太陽科學實驗 ﹒風力能源科學實驗

﹒關於水的科學書籍 ﹒關於磁力的書籍 ﹒針扎相機的製作原理

﹒關於 空氣特 性 的科學 書
ii 

B. 諜室 委主I豆角

除科樂園外，計畫亦會於一至三年級諜室內，添置訓練邏輯思維的遊戲(例 子 見下表，遊戲的難度
較i逞，學生可 自行閱讀指 引學習) ，讓學生在小，皂 、 午膳時間借用，持此垮替他們解難及主動學習的興
趣。

遊戲 項目 說明

圓形活動 目 的: 按操作卡或題目 的要求，組合各種不同的造 型，培養他們動手做的興趣，提昇解難
及訓練敏銳的觀察力。

'9.J : 形中形(Sh ape by Shape )  :將不同形狀的6片紅色和 8 片黃色塑膠板，正確地擺笠
出的操作卡中各種的不同造型。 遊戲目 的是讓學生能找出所有的解答，學習圓形
拼砌及不同圓形的特性及相互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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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項目 說明

解難活動 目 的: 設定不同情景，完成指 定的任務，解決難題，培養他們解難的能力及訓練敏銳的觀
察力。

þlJ : 塞車時間遊戲:依照40 張不同的操作卡，放置大卡車、小車放在6x6的托盤上，
車子共能前進、後退，如何將紅車從出口開出遊戲目 的是讓學生以邏輯思維推理找 |
出可到達出口的方法，嘗試找出全部組合。

棋類活動 目 的: 棋類能提昇學生獨立解難的能力，訓練學生思維及培養敏銳的觀察力。
例 : J :遊戲者需依規則將手上的牌組成三張或四張向數字，不同顏

色的牌組(群組 )，或 三張以上顏色相同，數字連續的牌。11員組 ) 來出牌，鬼牌可 i
以代替任何一數字牌，也可 以將 別 人已出過的牌組和 自 己 手上的牌組合之後出
牌，若無法出牌就要 多 拿 一張牌，最先將手上的牌出完的人獲勝。遊戲目 的是學
生可透過魔力橋增加數字0..及增強數字排列組合。
德囡囡棋(' ) :玩家輪流選擇放一 棋子放空棋格，也可放棄不放棋子。同顏
色的方塊只能角 對角 相述，不能邊對邊。 沒有位置擺放的玩，家就必須跳過，讓其
他人繼續 。 每玩家的第一 個棋子各 自從一個角 落 開始，最角 落的格子不能望著。
所有玩家無法放棋子時，計算各玩家手中剩餘棋子土的方格數總和，最少者為勝 。
遊戲目 的:學生可透過德國圍棋增加圓形的空間戚。

C .  STEM工作問 (STEM lVorkshop / LAB) 

計畫將重新規畫電腦 室 與常識 室 的 空間，在視覺主主果及空間運用上將主題貫通，在不改動樓宇結
構及不影響走火通道下，利用牆身設計、活動間隔板、室 內裝修及傢你陳設貫通兩室的使用空間，善用
有限的地方設立 rSTEM工作問J'創建一個有利的環境，讓高小學生便於處理科學與科技的綜合應用。

3AlI:i{ 381UI 

1ItØlÄl 

3必單單E 381果越 1 3cll益

STEM工作間活動飽圍

有需要時可通常給室
一拼使用

配合電腦室的資訊科技設備及常識 室的科學儀器，讓學生能於工作間內完成各種科學與科技的研
究， 當中的環境與設施 色括:

環境、設施項目 項目 說明
" 

充足的活動空間 有 別 於 普 通課 室 環境，工作間內需要足夠的活動 空間供學生進行學習
活動，進行小組研習、編程機械人活動能力測試、裝置模型車賽道等 。

桌面/平板電腦 學生在科學與科技研習過程中，必須善用資訊科技，進行資料搜集、
數據紀錄、零件設計、模型創作、程式編寫及機械人操j宜。

智能/物理科學積木 利用積木建構不同棋型架構，如風力/ 7j(力發電機 、 齒恰與槓桿棋型、
簡單顯微鏡等，了解其物理現象及運作潭、王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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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項目 項目說明

3D 打印機 當學生進行 專題研習及產品棋型創作時，要將其設計具體地實現於眼
前，需借助3D打印機的功能，讓學生利用電腦軟件設計產品的零件，
再用3D打印機製作，再裝配於產品模型之內。

編程機械人 讓學生透過程式設計，理解日常科技產品的運作原理，發展其邏輯思:
考能力，並在機械人設計過程中，配合3D打印技術'創作獨有的設計。

數學思維學具 讓學生於遊戲中學習數學思維，動手{仗，學習數學邏輯推理、歸納法 、
位置關條、 空間1I白條等概念，籍此提升解難與創新等能力，培養敏銳
的觀察力及有耐性等習慣。

2. 發展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

小一至小三
建立科探

概念與技能

小四五小五
提升綜合應用

手中探能力
以 專題研習作

總結評估

A. 低小課堂實驗活動 - 建立科探概念與技能

級
別

一

-一

於低小年級的常識料內建立科探概念，以 「居民觀認知」、「公平測試」及 「設計循環」作分層的縱向
發展。先利用五戚來觀察事物，從所得的訊息引發好奇心，對身邊的事物提出問題，繼而通過探究活動
讓他們測試不同因素對物體所產生的影響，初步發展設計公平測試的技能。最後利用簡單的物料，通過
設計及改良，再進行測試。

在小一至小 三級科探活動設計過程中，有系統地重點發展學生不同的科探技能，使學生有邏輯地及
合理地解決問題，增加學生對科學本質的理解和垮養他們應用科學的正面態度，令學生能在初小階段初
步掌握所有 「料探技能」。在科學探究活動過程中，學生都經歷「提出問題」→「預測結果」→「進行
探究」→「結果法釋」等步嗨，教師引導學生運用觀察、預測、量度、記錄、分蚓、辨識變數、推論及
傳意等技能協助完成任務，從而掌握有欽用善用技能的方法。

每年最少安排兩次與「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有關的單元，於課堂內進行科技探究活動。

科探角色力
料探概念 科探技能

成 公 1丈
數學校能 資訊科技技能

p屆H 平 計
辨

單元及課題 實驗內容
認 測 循

觀 預 量 分 識 3己 j全 傅

知 試 主衷 察 測 度 車員 變 骨、 1命 意
數

〉我的身體 〉運用五官(視、舵、、觸、味、。真) J J J J J 

〉奇妙的成覺 分辨三杯不同的飲品。(汽水、
黑豆奶、檸檬茶、茶。)

》我的安樂窩 〉運用五官分辨不同物 料的特 J J J J ./ 

〉家中的物料和 性。
能源 〉哪些物料是較硬?

〉哪些物料是較容易滲7}c.? 1IE.‘ E 

》哪些物料是透明或不透明?
〉運用五居民中的哪一種成觀認

3萱?

》齊來玩玩其 〉利用紙棋製作會旋轉的小1元 ./ J J ./ J J J J 

自製玩具 意，並透過公平測試，探究小
玩意的下墜述度或穩定性。

〉紙張的長度.&.摺法怎樣影響下
墜速度

》動植物的成長 〉利用探究活動進行簡單的實 、K J J J J ./ J J J 

〉齊來種植物 驗，測試土質對植物生長的影

'---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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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探能力
科探概念 科探技能

數學技能 資3民科技j主角色
成 公 吉生

辨
�& F屆H 平 計
耳1I

單元及課題 實驗內容
認 測 描

觀 預 量 分 識 3己 j往 傳

主口 試 環
察 現1I 度 真真 變 錄 t� 意

數

〉通訊真方便 〉利用不同的物料，設計及製作 J J J J J J J J J J J 

一 一個有效的傳聲筒
》探討物料的位置、排列情況會 ， ，包

如何影響傳聲筒的故能
〉冷手口熱 〉利用簡單的物料，設計及製作 J J J � J J J J J J J 

》熱的傳遞和 保溫瓶，探究瓶子的大小及瓶
冷縮熱月長 子質料對保冷程度的影響 。

〉哪一種物料的係溫能力較強?

B. 高小專題式探究學習 - 不同層次的科探概念與技能的綜合應用

f& 
另1I

四

五

d'，L、• 

經過低小階段的訓練，學生已經掌握基本的科探概念與科探學過程技能，為讓學生能進一步加強綜
合運用這些技能，在高小階段會逐步按年紋，安排專題式探究實驗學習，讓學生在探究過程中，善用這
些技能。在學習能力較佳的班級內，史濃縮常規課時以加入進階活動讓學生進一步深化其概念與技能。
最後於小六以中文、數學、常識及電腦料跨科專題研習，評估學生綜合運用各種科探概念與技能的能力
作為總結。

科探能力
科探概念 科探技能

戚 公 古史 是文學技能 資訊科技技能

單元及課題 實驗內容
F話H 平 計 辨

認 測 循 觀 預 量 分 13\ 2己 j像 傳
察 測 度 頓 變 錄 占3�阿、 意

主口 吉式 環 數

大地寶庫 - 7j(
)>7位的探究 〉探究影響物件浮在水面的因素 J � J J J J J 

大地寶庫-空氣
》 空氣與生命 〉光合作用實驗 J J J � J J J J 

〉哪些因素是光合作用必要 條件?

AB班濃縮課程進階活動
》氣壓與水力的研究 - 水力噴射車製作 J J J J J J J J J J J 

光與聲音的探究
〉光的特性 〉認識光反射及折射的簡單原理 J J J J � J J � J J 

》利用盒子製作相機
光與聲音的探究
〉聲音的傳播 〉探究甚麼物料能有效地阻隔聲 J J J J J � J J J J J 

音
〉設計隔音屏

AB班濃縮課程進階活動
〉透鏡的運用 - 製作顯微鏡/望遠鏡 J J J J J � J J J J J 

探索太 空
〉太空的探測 〉了解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 J J J J J J J J � J 

〉製作水火箭
》簡單機械 )>探究使用槓桿原1里提物時省力 J J J J J J � J J � 

的方法
- .回 國

小六 中學期
間 ， " 

1111 " 
中數常電-跨科專題研習
)>製作電動避震爬山車 5 J J J J J J J J 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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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STEM Team - 與同學們教學相長的科學大使
除7在各年級加入科學與科技課程外，吉十畫會成立STEM Team '挑選具潛質的高年級學生參與科學

領袖生培訓，協助科樂園及STEM工作間的運作。STEM Team學生的培訓內容包括知識、 管理及演說技
巧等範疇:

• 科學與科技知識
STEM Team為同學服務前，先提升他們對科學與科技知識的認知及興趣 ， 為他們提供科學實驗、智
能積木棋型組件及數學思維遊戲的會'IJ練，學習操作技巧及體驗製作過程。

﹒ 場地及設施的管理
培訓班亦會提供培訓，讓STEM Team懂得如何從旁協助老師管理同學使用場地及設施時需注意的
事項反當值安排，務求ttl學生能在舒適及安全的環境下進行活動。

﹒ 演說技巧
STEM Team除了 在知識上的裝備外 ，還需要學習演說及表達技巧，有耐性地引導同學參與活動，帶
領同學按主題使用實驗棋型及學具，分享他們的使用心待，當參與的同學對有相關內容具遇有疑
問時 ，STEM Team學生可以有能力協助。

3. 舉辦科學科技學習活動

A. 科學與科技學習日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機會 接觸科學與科技，了解日常生活與科學的關餘，引發學生對科學研習的興趣，
本校計畫為小一豆小三學生笨辨「科學與科技學習自J'由老師/聘請校外導師安排科學與科技主題活
動，按各年級的不同程度， 安排合適的科學與科技產品創作活動 ，讓學生多體驗科學有趣的一函，從而
引發他們的興趣，增加對科學的好奇心。同時，r科學與科技學習日」也提供了 一個機會讓學生把常規
課程的所學習到的知識加以鞏固。

B. 科學研習班
為了讓學生對科學與科技學習有更多元化的接觸，史投入參與的興趣，更深入的了解 ， 於諜餘時間

舉辦不同範疇的科學研習興趣班，供不同層面需要的學生參與。
關 學研習班主題 對象 收生準則 預期人數 |學行地點 舉行模式
科學勞作組 他 年級 自由報名 24人/學期 圖書館 周五活動課
有趣科學實驗班 高年級 自由尋及名 24人/學期 常識室 周五活動課
數學思維遊戲班 全校各級 自由報名 24人/學期 課室 周五活動課

機械編程班 高年級 自由報名 20人/學期 自TEM lVorkShop 校外導師收費活動
常識/圖書科學五、六年級 常識老師在各班挑選 20人/學期 自 TEM \VorkShop 於園書課時

增益諜 科學資優學生 以抽離式進行
機關王競賽技隊 五年級 各班進行基本訓練並 基本: 自TEM lVorkShop 放學後訓練
訓練 同t班內進行預賽，還 五年級全班

H友表現優秀 的學生進 4支隊:
同于技隊訓練 同-12人

C .  參與科學比賽

近年拷問各機構經常舉辦很多有關科學與科技應用的比賽，因此，本校會站著鼓勵學生參加比賽，
訓練 精英學生，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科學與科技知識、解難能力等。學生亦可通過對外比賽 ， 挑戰其他參
賽者，互相學習，使學生能產生動力突破自己。

4. 科學與科技教育統籌小姐 - 提升教師於科學與科技教學的專業發展

科學與科技教育統籌小組由諜程 發展組、常識科組、歎學科組及資訊科技組代表作為核心成員，負責統籌
計畫內各項工作，其間將按個別工作事項安排相關教師加入協助。

A. 教師培訓

常識小組透過舉辦一系列的教師工作坊，t晨全體常識科老師掌握有關科學與科技課題的知識及教學
技巧，特別針對引導學生掌握科探元素及科學過程技巧的訓練，讓教師有效地幫助學生培養科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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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垮會11主題 對象 培訓內容
“圓圓

0.視認知 常識科老師 掌握如何訓練學生運用「五居民」觀測及收集實驗結呆的技巧、
設計居民觀認知實驗活動

公平測試 常識科老師 掌握如何訓練學生學習實驗公平性的重要、
設計公平測試實驗活動

設計循環 常識科老師 了解設計循環、掌握如何協助學生進行設計循環的技巧

科探技能 數學、常識及 掌握如何訓練學生學習觀察、預測、量度、記錄、分類、辨
電腦科老師 識變數、推論及傳意的技巧

STEM器材和教具 數學、常識、 認識智能積木、3D打印機、編程機械人及數學思維學具
的使用 視藝及電腦科

老師

B. 集體備課、協作教學
無論在低年級分級課堂活動或是高年級濃縮課程，課堂上都會進行大量科學探究實驗或科技製作活

動，為支援老師教學(特別 是非主修科學的老師)，使課堂得以順利進行，言十劃將安排 統籌小組或助理人
手協助課前預備、課內協作及諜後跟進之工作。在高年級進行濃縮課程時，同.級的常識斜斜任需要定時
進行集體備課會議，定時檢視資優#王及常規班的學習進度，共同設計資優科學與科技課程內容，確保教
學成赦。

5. 舉辦親子科學活動 - 讓家長了解子女學習科學與科技的情況，加強家技合作

A. 於一年級安排親子科學遊戲工作功
為鼓勵家長與孩子一起學習科學，並從中版發家長如何教導學生學習科學，一年級將安排棍子科學

遊戲工作時，以推廣學習科學的文化。另外，於工作坊中，校方將從中向 家長介紹學校的科學教育路向 ，
希望家長了解後能配合校方的發展工作， 以讓學生學得更好。

B. 科學，幌子同樂日

吉十畫將與本校家長教師會協辦 STEM 親子同樂日 ，聘請校外機構於同樂日利用趣味性手法推展展
STEM教育， 家長與學生透過科技活動攤位及STEM棍子工作坊認識STE\I的日常應用及提升他們對科學
與科技的興趣。

(八)預期受惠人數

l. 直接受息對象及人數:全校學生約1 000人;老師約6 0人;參與工作坊及親子同樂日約400個家庭。
2. 間接受息對象:通過網頁發放訊息，給家長及其他學校作參考。

(九)校長及老師參與計畫的程度

1. 校長:
a.監察及督導整體計畫的推行進程。
b.定期向老師及家長報告、給討言十畫的成效， 並作出過切的修訂。

2. 科學與科技教育統籌小組:
a.由課程發展、常識科、數學科及資訊科技組成員組成。
b.負責協調計畫的推行及評估計畫的成效。
c.負責領導老師配合計畫的推行及評估計畫的成效，包括:

一設計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
一推行相關活動
一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
一定期與 統籌小組撿討計畫的進展及成效

(十)推行時間表及推行方索
學年 推行時間 推行內容

1 7/18 2018 年 計畫前期籌備工作:
l月五3月 開展建設「斜樂園CSci ence Corner)J及

rSTEM 工作問CSTEM \Vorkshop)J的前期工作。
2. 規畫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
3. 規畫科學與科技學習活動。
4. 籌備教師工作埠。
5. 挑選及訂購資訊科技設備、科學實驗套裝、教學

思維學具及圖書。

備註

統籌小組

統籌小組
Nt.籌小戶且
統籌小組
統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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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i 推行時間 推行內容
圖區，

備吉主
17/18 2018年 一年級進行課堂實驗活動， 四年級進行專題式探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

l月 五6月 究課程及濃縮課程。
2 .  進行集體備課及觀諜。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

3. 安排校內科學勞作班及有趣科學實驗班及數學思 統籌小組/常識料任老師
維遊戲班。

4. 挑選學生成為STEM Team桔心成員並提供科學領 統籌小姐/常識科任老師
袖生土告會11。

5. 安排六年級常識/圖書科學增益課及五年級機關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
玉競賽校隊訓練。

6. 籌辦科學與科技學習日 。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
7. 建設 「科樂園CScience Corner)J及 統籌小組

rSTEM 工作間CSTEM lVorkshop)J 
8. 定期進行課程的按討及反思，修訂課程的內容。 F丸籌小手且

2018年 聘請計畫助理。 校長
7月 五8月 2 .  評估計畫第一期成效。 統籌小組/計畫助理

3. 整理計畫資料 統籌小組/計畫助理
18/19 2018年9月至 一 、 二年級進行課堂實驗活動， 四 、 五年級進行 統籌小組/常識料任老師/計畫助理

2019年6月 專題式探究課程及濃縮課程。
2 .  進行集體備課及觀諜。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

3. 安排校內科學勞作班及有趣科學實驗班及數學思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計畫助理
維遊戲班。 統籌小姐/常識科任老師

是. 安排校外導師機械編程訓練。 統籌小組/常識料任老師/計畫助理
5. 挑選學生成為STEM Team核心成員並提供科學領

柚生垮訪11 0 統籌小姐/常識、 數學科任老師/
6. 安排料樂園 、 STEM \Vorkshop 及數理角 活動。 言十畫助理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計畫助理
7 .  安排六年級常識/圖書科學增益課及五年級機關

王競賽校隊訓練。 統籌小姐/常識料任老師/計畫助理
8. 籌辦科學與科技學習日 。 統籌小姐/常識料任老師/計畫助理
9 .  籌辦親子科學遊戲工作坊及STEM親子同樂日 。 統籌小姐
10 . 定期進行課程的論討及反思，修訂課程的內容 。

2019年 評估計畫第二期成效。 統籌小組 /計畫助理
7月至8月 2. 整理計畫資料 統籌小組 /計畫助理

19/20 2019年9月 至 一至三年級進行課堂實驗活動， 四五六年級進行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計畫助理
2020年6月 專題式探究課程及濃縮課程。

2 .  六年級進行專題研習。 統籌小姐/常識科任老師/計畫助理
3. 進行集體備課及觀諜。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
4 .  安排校內科學勞作班及有趣科學實驗班及數學思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計畫助理

維遊戲班。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
5. 安排校外導師機械編程訓練。 統籌小組/常識料任老師/計畫助理
6. 挑選學生成為STEM Team核心成員並提供科學領

袖生培訓。 統籌小組/常識、數學科任老師/
7. 安排科樂園、STEM \Vorkshop 及數理角 活動。 計畫助理

統籌小組/常識料任老師/計畫助理
8 .  安排六年級常識/圖書科學增益課及五年級機關

王競賽校隊訓練。 統籌小姐/常識料任老師/計畫助理
9 .  籌辦科學與科技學習目 。 統籌小組/常識科任老師/計畫助理
10. 籌辦親子科學遊/A\工作坊及STEM親子同樂日 。 統籌小姐
11. 定期進行課程的按討及反思，修訂課程的內容。

2020年 評估計畫成效。 統籌小組 /計畫助理
7月 至8月 2 .  整理計畫資料 統籌小組 /計者助理一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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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預期產品及成果

預期產品
1. 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教材
2. 科學與科技學 習活動教材
3. 教師及家長工作均的 資 料
4. 學生的作品
5. 學校網 頁

預 期 成 果
l . 學生學習 科學與科技活動的機會、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得以提升。
2. 學生綜合科探能力、創新及解難的能力得以提升。
3. 學生 能以正確的態度學 習 科學與科技 。
4. 老師的科學與科技的學與教的能力得以提升。
5. 家長能椎動學生學習 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得以提升。

(十 二) 財政預算

開支類別 預 算開支細目 支出金額 向優堂舉荳基金 盤主
宣言前城詩文額

職員薪金 (a) 職員薪酬及強積 金供款(備註 a)
教學助理一名 1$12， 000 x 1 . 05 x 21 $264， 6 00 $264， 6 00 

小計 : $264， 6 00 $264， 6 00 
建設設施 ( b) 2/F 料樂園 及 3/F S TEM WORKS HOP 

( 色括:房間設計及基本裝修、網絡線路改動、儲物
組裝櫃 、 活動組合抬等等) $27 0， 000 $25 0， 000 

設備購置 ( c) 3D Prin te r (3 告�) @5， 000 $ 1 5， 000 $ 15， 000 學校支付
(d) 編程機械 ( 25 部) @8 00 $ 20， 000 $ 20， 000 $30， 000 

(e) 學具(科學實驗套裝 、 智能積木 、 數學思維學具等) $ 4 0， 000 $ 30， 000 
小計 : $345， 000 $31 5， 000 

一般開 支 ( f )  審 計 費 用 $ 5， 000 $ 5， 000 
(g) 雜項(課程 資 源 、 影 印 費 、文具等等) $ 3， 000 $ 3， 000 

小計 : $ 8， 000 $ 8， 000 
2. 開 支總額 $61 7，6 00 
3. 申 請撥款額 |枷止 拇位 控制的 叫j 學校支付

$58 7， 6 00 $30， 000 

備註(a) : 計 畫 推 行 時 ， 由 於在課程 的 規 畫 及實施 、 科 組 的 協 調 、 全校性非正規課程的安排及技術
支援 人 員 的 調 配 等 各 方 面 均 須 投 入大 量 的 人 力 資 源 ， 因 此 必 須聘 用 一 名 教學助理 ， 分擔
及減輕統 籌 小 組 成 員 的 教學 及行政工作 ， 以便統 籌 小 組成 員 能 有 較 充裕的 時 間 及 空 間 推
展 此計 畫 。 其 次 ， 由 於 小 組須 與 各科 老 師 進行科學與科技課 堂 ， 因 此必 須 聘請 一 名 教 學
助 理 協 助 課 堂設計 及 協 作 施教及推行學 習 活 動 。 此 外 ， 按 名 教 學 助 理 亦 須 製作 課堂教材 ，
令計 畫 能順利 地進行 。

( 十 三) 推行人手及輔助 資 源

聘請教學助理 (21 個 月 ) : 
a . 具合格教師 資歷，主修科學 、 數學、常識成電腦。
b. 代課工作。 (分擔 統籌小組成員部分課堂)
c.負責部分計畫內的行政工作。
d.協助 統籌小組成員及科組老師推行計畫。
e. 協助課堂設計及協作施教。
f . 協助管理計畫內的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設備。
g 負責製作課堂教材。
h .協助科學科技學 習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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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評鎧成效

1. -.î于6監的目的:
a. 梭視計畫施行後能否 達 到 預期 的目標，並反思計畫不足之處，從而改善及修訂。
b. 回應課程的成娃，作為釐 定計畫完結後的發展。
C. t.干鑑方向有五: 學生在學習科學與科技活動的機會、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的表現 ; 學生在綜

合科探能力、創新及解難的能力的表現 ; 學生在學習科學與科技的正確態度 ; 教師的 專業發展及家長
椎動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的成效 。

d. 計畫會透過定期的課程撿討、學生的課堂參與、 反思、 按視學生的課堂實驗課 業、 合作機構的 回 饋 、
教師的觀察和回 饋、家長的觀察和回 饋及問卷調 查等， 多 元化評鎧方式評鑑計畫的成效。

2. 評鑑方法及準 貝1): 

a. 學生在學習科學與科技活動的機會、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的表現

1平生監I頁目
i. 低小科學與科技

課程

ii. 科學研習班

iii . 科樂園

iv. STEM IVORKS HOP 

v. 課 室 數1里角

指 標 表現
1. 每 級每年最 少 安排 2

次有關的單 元 ， 於諜
堂內進行科技探究活
動

ii 7 0% 參 加的 學 生 認 為
自 己 提升 了 對科學與
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

I i . 課餘時間 舉 辨 最 少 6
項不同範疇的科學研
習興趣班， 供不同層
面需要的學生參與

ii 70% 參 加 的 學 生 認 為
自 己 提升了對科 學與
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

I i . 完成 r ，科樂園」、rSTEM
IVORKS HOP J及 「 數 理
間 」 的活動

ii .  7 0%的學生認為在 「 料
樂 園 」 、 r STEM 
WORKS HOP J及 「 諜 室
數理角J' 自 己提升 了
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及好奇心。

iii.70% 的 教 師 認 為 學 學
生對科 學與科技的興
趣及好奇心提弄 。

b. 學生在綜合科探能力、創新及解難的能力的表現

評鑑項目 指 標表Z見
高小科學與科技 i. 每級每年最 少 安排 2
課程 次有關的單 元 ， 於課

堂內進行科技探究活
. 動

ii.每年最少安排 1 次 AB
班濃縮課程的進階活
動

ii 70%學生通過 「 評估測
試 J '能夠綜合運用科
探概念與技能

評鑑方式
1. 學生在常識科內「 科

技探究活動」的表現
ii. 收集教師的意 見

1. 參加的學生在「 科學
研習班」的表現

11.收集學生與教師的
意 見

「科樂園 」、 r STEM 
WORKS HOP J 及 「 數理
間 」的使用人次

11 . 學生在 「 科樂園」、
r STEM WORKS HOP J 

及 「 課 室 數理角 」的
使用情況

ii i.收集老師 及 學 生 的
意 見

評鑑方式
i . 學生在常識科內「 專

趨式探究實驗 學習」
的表現

ii. AB班學生在濃縮課
程 r ì1!f皆活動」的表
現

111. 學生在「跨科 專題研
習 」 的表現

iv. 學生在 「 評估測試」
的表現

v. 收集教師的意 見

搜集資料方法
1. 統籌小組成員、常識

科主任4��，見
ii. 訪問老師對學 生在

課堂的學習表現的
意 見

111 .進行問卷調圭

1. 統籌小組成員、常識
尋呼主任撿手見

i i . 訪問老師對學生在
課堂的學習表現的
意 見

i i i .進行問卷調 查

i. 統 計 「 料 樂 園 」、
r STEM IVORKS HOP J 

的使用人次。
11. 統籌小組成 員、常識

科主任搶手見
ii i .訪問老師對使用「 抖

樂 園 」 、 r STEM 
WORKS HOPJ、「 課 室 數
理角 」 的意 見

IV. 老師觀察學生的學
習表現

v. 訪問學生的意 見
vi.進行問卷調查

搜集資料方法
i. 統籌小組成員、常識

科主任搶手見
i i.訪問老師對學生在

課堂的學習表現的
意 見

i i i .進行 「 評估測試」
iv. 進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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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鑑項目 指 標 表現 2平生監 方式 搜集資料 方法

1 .  科學與科技學習 i. 完成 「科學與科技學 1. 學生在「 科學與科技 i. 統籌小組成員、常識

日 習日 」 專題活動 學習日 」專題活動的 科 主任中念視
ii .  7 0%的學生能掌握 「料 表 現情況。 11.訪問老師對「科學與

學與科技學習日 」應 ii.檢視「科學與科技學 科技學習日 」專題活
用所學的科探能力、 習日 」專題活動內容 動的意 見
創新及解難的能力 iii .收集教師、學生的意 111 .老師觀察學生的學

iii.7 0% 的 教 師 認 為 學 學 見 。 習表現
生的科探能力、創新 iv. 槍視學生的工作紙
及解難的能力 v. 訪問學生的意 見

ii . 參與校外科學比 i. 每年最少完 成 一 次校 i. 學生在進行訓練及 i. 老師觀察學生的學
賽 外 科學 比 賽 ， 以運用 比 賽 峙的表現 習表現

綜合科探能力、創新 11 . 收集教師、學生的意 ii. 訪問學生的意見
及解難的能力 去進行 見
比 賽

C.  學生在學習科學與科技的正確態度

3乎鑑項目 指 標 表現 3于鑑方式 搜集資料 方法
i. 低小科學與科技 學生於日 常的科學與科 i. 學生在常識科內「料 i. 統籌小組成員 、 常識

2果手呈 技學習活動 中 : 技探究活動」的表現 科 主任按手見
i . 樂於運用科探能力 中 ii.  AB Jjl學生在濃縮課 ii. 訪問老師對學生在

ii . 高小科學與科技 的 3 個科探概念與 8 程 「進階活動」的表 日 常活 動 中 學習 表
課程 1頁料探技角色 現 現的意 見

11. 能 有 效運用科探能力 iii.學生在「跨科專題研 iii.進行問卷調查
中 的3個科探概念與 8 習 」 的表現
項科探技能 ii.收集教師、學生的意

見 。

d. 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項目 指 標 表現 評 鑑 方式 搜集資料方法
1.  與老師進行集體 i . 完成與老師的集體備 i. 老 師 參 與 集 體 備 i. 訪問有關計釗老 師

備課及協作教學 課及協作教學。 課、協作及工作坊後 的意 見。
11 . 超過 8 0%的老師參與 2 的意 見 。 1 1.訪問科任老師的意

ii. 科學與科技教學 次教師發展日 。 ii . 有 關計 釗 的老師的 見。
的工作坊 ii i .超過 7 0%的老師認為 意 見 。

有 關的協作及工作坊
能 夠協助他們掌 握 有
關科學與科技課題 的
知識及教學技巧。

e. 家長椎 動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的成致

評鑑項目 指 標 表 現 評鑑方式 搜集 資 料 方法

1 .  家長工作坊 i. 最少有 的 人次參與兩 i. 家長參與工作坊後 i . 訪問家長的意 見 。
次家長工作坊。 的意 見。

ii . 超 過 7 0%的家長認為
可 椎 動 學生學習科學
與科技。

( 十 五) 計畫的成效及延續

1. 學生方面

a. 計劃能使學生使於接觸科學設施及用具 、 使於提問及使於回 銷。
b. 計劃能提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心， 白 發、 主 動地對去認識科學與科技的知識。
C. 為具潛力的學生提供進一步的資優培訓，提供資優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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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方面
a . 提升對科學教育的學與教能力的掌握 ， 有助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的發展。
b. 與家長合作，一起椎動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

3. 家長方面
a. 讓家長了本校科學教育。
b. 鼓勵家長與掠子一起學習科學 ， 並從中故發家長如何教導學生學習科學。

4. 學校方面
a . 計釗能通過成立 「科學囡 」及 rSTEM \Vorkshop J ' 優化技囡科學用具設施。
b. 吉十釗能椎動科學與科技校本課程及小組教學的發展 。
C. 1;十釗能椎動學校與校外機構的協作， 善用校外專業支援 ， 以助發展校本課程。
d. 吉十釗能提升料任間的溝通及協作， 有助建立學校的團 隊精神。

5. 教育界方面
a. 利用網頁、 技訊及每主辦分享會向外 界分享計創的成效。

( 十六)推廣及宣傳方法
a . 在推展計畫的過程 中 ， 會把計畫活動的簡介及 花 絮上綱 ， 供家長及外 界人士 瀏 覽 。
b. 轉去辦棍子工作坊， 向 家長推廣信 息。
C. 透過成果展 覽，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

( 十 七) 計畫的成效如何在計畫完成後得以延 續 ， 把計畫成果展示
吉十畫'1完成後 ， 老師會把計劃撿討及修訂 ， 下學年將會在課堂內繼續 推展校本的科學教育課程 ; 同時 ， 校

方會持續運作 「科樂 固 」 及 rSTEM lVorkshop J ' 接學生能時刻接觸科學 ; 在課後， 校方會緝續安排教師組織及
教授科學活動諜， 讓學生能輕鬆學習科學 。

校方將繼續在校內舉辦普 及STEM的活動 ， 並培訓學生進行 比 賽 ， 讓他們有解難的學習經歷， 有機會應用
解難能力及特揮創意。

( 十 八) 此外 ， 透過此計剖 ， 能提升老師們掌握科學教育的學與教的能力， 讓他們更有信心在校內推展此計剖，讓更
多 的學生繼續受息 。 資產運用計畫

類 別 項 目 /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議的調配計劃
建設 科樂園 / / 校內建設，延續作為STEM學與教活動之用 。

STEM \VORKS HOP / / 校內建設， 延續作為STEM學與教活動之用。
電腦Z史件 3D Pri nter 3 $ 1 5，000 已購置於STEM WORKS HOP 內，延續作為STEM學與教活

動之用。
編程 編程機械 25 $20， 000 已購置於STEMWORKS HOP 內，延續作為STEM學與教活

動之用。
學具 科 學 實 驗 套 / $40，000 已購置於科學園、課室及 STEM WORKS HOP 內，延續作

裝、智能積木、 為STEM學與教活動之用。
數 學 思 維 學 具
等

(十 九)遞 交 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 期遞 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 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顯 別 及涵 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 別及涵 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吉十劃進度報告 311 7/20 1 8  中期 財 政報告 3117 /2018 
1 /1 120 1 8  -30 /6/20 1 8  1 /1 /20 1 8  -30 /6120 18 

計畫'1進度報告 31 / 1 /2019 中期 財 政報告 31 /1 /20 1 9  
1 1 712018 -31 /12/20 1 8  1 1 7 /2018-31 /12120 18 

計釗進度報告 31 1 7/2019 中期 財 政報告 31 1 7/20 1 9  
1 / 1 /20 1 9  -30 /6/20 1 9 1 /1 /20 1 9  -30 /6/20 1 9 

計釗進度報告 31 /1 /2020 中期 財 政報告 31 /1/2020 
117 /2019 -31 1 1 2/20 1 9  1 1 7  /2019 -311 1 2120 1 9  

計釗 i往度報告 311712020 中 期 財 政報告 311 7/2020 
1 /1 /2020 -30 /6/2020 1 /1 /2020 -30 /612020 

計劃總結報告 30 / 1 112020 財政總結報告 30 /11 /2020 
1 /112018 -31 /8 /2020 117 /2020 -31 /8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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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常識科

教案設計
建議年級 : 一年級

主題 : 我長大了

單元 : 我的身體

課題 : (二)奇妙的戚覺

教學課節 : 第二節 (45 分鐘)

(甲) 介紹

設計理念 本教案內容是以讓學生通過戚觀認知<亨見 、 聽 、 觸 、 日臭 、 味> ， 來探究物件 。

1. 以科學概念戚觀認知為學習要點
〉 學生親身的經驗來體驗戚覺 ， 利用 廠官來觀察 ， 可讓學生更了解探究後

的結果 。
〉 從觀察所得的訊息可引發好奇心 。

2. 以科學探究活動為手段 ， 發展科探過程技能 。
〉 本教案強調學生先觀察後記錄結果 。
〉 觀察能力是學習科學的基本技能 ， 亦對發展其他科探過程技能 ， 例如 :

分類 、 室度 、 推論等 。

學習 目 標 學生能 :
〉 運用五官找出二種飲品的名稱 。

探究問題 〉 運用五宮(視 、 聽 、 觸 、 味 、 嗅)分辨二杯不同的飲品 。 (汽水 、 黑丘奶 、 檸

檬茶 、 茶)

安全事項
〉 了解學生會否對飲品成份有敏戚 。

(如有需要)

〉 四杯不同的飲品 。 (汽水 、 黑豆奶 、 檸檬茶 、 茶)
教學資源

附件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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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學內容

教學流程 內容 備注

引起動機 〉 天氣炎熱 ， 老師拿出一杯水 ， 並著學生說出杯內盛載什麼液

體 ? ( 水 ) 為什麼 ? 答 : 因它是透明 ， 沒有味道 。 教師引導

學生可用五官感受並找出答案 。

� 教師有幾款不同的飲品 ， 著同學猜一猜飲品的名稱 。

〉 教師用透明膠杯盛載二杯飲品 ， 引 導學生運用估計飲品的方

法 ， 用視 、 聽 、 味 、 日臭 、 觸來戚受 。

活動 : 辨別飲品的名稱(分組活動) 三杯飲品
〉 將學生分組 ， 每 4 人一組 ， 每組均派發二杯飲品 。
� 派發每組一張工作紙 ， 分組運用生活經驗 ， 先估計飲品名稱 。

(工作紙一) 〉 跟著以五官並將觀察結果記錄在工作紙內 。

提問舉隅

問 : 我們以眼睛觀察飲品有什麼特質 ?

答 : 顏色

問 : 我們以味覺可分辨飲品有什麼特質 ?
答 : 甜 / 酸 / 苦 / 鹹/

問 : 我們以嗅覺可分辨飲品有什麼特質 ?
答 : 甜 / 酸 / 苦 / 鹹

總結
總結 : 我們會運用眼 、 耳 、 舌頭 、 手 、 鼻認識身邊事物

句fpa
 



係 良局 錦 泰 小 學

一 年級 常 識料 科 學 探 究 工作 紙

( 二) 奇妙 的 成 覺

附件 lb

第一一組 學 號 :

|探 究 問 題 : 找 出 飲 品 的 名 稱|

日 期 :

實驗 : 在 課 堂 進 行 的 實驗後 ， 圈 出 正確 的 答 案 。

視覺 聽覺 味 覺 嗅 覺 觸 覺 結 果

甲 紅 / 橙 / 黃/ 有 聲 音 / 甜 / 酸 / 苦 / 甜 / 酸 / 苦 / 冷 / 熱 / 汽水 / 黑 豆奶
綠 / 透 明 / 黑 沒 有 聲 音 鹹/香 / 臭/ 沒 鹹 / 沒 有 味道 不 冷 不 熱 / 檸檬 茶 /
/ 啡 有 味道 2川￡ 

乙 紅 / 橙 / 黃/ 有 聲音 / 甜 / 酸 / 苦 / 甜 / 酸 / 苦 / 冷 / 熱 / 汽水 / 黑 豆奶
綠 / 透 明 / 黑 沒有 聲 音 鹹/ 香 / 臭/ 鹹/ 沒 有 味道 不 冷 不 熱 / 檸檬 茶 /
/ 啡 沒 有 味道 主川立

丙 紅 / 橙 / 黃/ 有 聲 音 / 甜 / 酸 / 苦 / 甜 / 酸 / 苦 / 冷 / 熱 / 汽水 / 黑 豆奶
綠 / 透 明 / 黑 沒 有 聲音 鹹/ 香 / 臭/ 鹹/ 沒 有 味道 不 冷 不 熱 / 檸檬茶 /
/ 啡 沒 有 味道 P'之，、

丁 紅 / 橙 / 黃/ 有 聲 音 / 甜 / 酸 / 苦 / 甜 / 酸 / 苦 / 冷 / 熱 / 汽水 / 黑 豆奶
綠 / 透 明 / 黑 沒 有 聲 音 鹹/ 香 / 臭/ 鹹/ 沒 有 味道 不 冷 不 熱 / 檸檬茶 /
/ 啡 沒 有 味道 主川立

。。DE
 



小學常誠科

教案設計

附件 2a

建議年級 : 一年級

主題 : 我愛我家

單元 : 我的安樂窩

課題 : (四)家中的物料和能源

教學課節 : 第二節 (45 分鐘)

(甲) 介紹

設計理念 本教案內容是以讓學生通過戚觀認知<視 、 聽 、 觸 、 日臭 、 味> ， 探究不同物料的

特質 ， 從而驗證 自 己的假設 。

3. 以科學概念感觀認知為學習要點
〉 學生親身的經驗來體驗戚覺 ， 利用 戚官來觀察 ， 可讓學生更了解探究後

的結果 。
〉 從觀察所得的訊息可引發好奇心 。

4. 以科學探究活動為手段 ， 發展科探過程技能 。

〉 本教案強調學生先預測後驗證 ， 以視 、 聽 、 觸等戚官來進行實驗 ， 觀察

及記錄實驗結果 。
〉 觀察能力是學習科學的基本技能 ， 亦對發展其他科探過程技能 ， 例如 :

分類 、 量度 、 推論等 。

學習 目 標 學生能 :
〉 運用戚觀認知辨別一蛤家中常見的物料的軟硬程度 。
〉 透過實驗觀察滲水及透光程度 。
〉 能作出假設並記錄觀察後的結果 。

探究問題 〉 哪些b物料是較硬 ?
〉 哪些b物料是較容易滲水 ?
)> 哪些物料是透明或不透明 ?
〉 運用五戚中的哪一種戚觀認證 ?

安全事項 〉 在屆曲物品時 ， 不要靠近臉 ， 以兔因物品反彈而受傷 。

(如有需要) )> 選取物料以不易碎的物料為主 ， 如選取易碎物品時 ， 分組活動時要注意安

全 。

教學資源
〉 電筒 、 大膠盆 、 水 、 膠碟 、 手Jþ白 、 金屬碟 、 木板 、 紙碟 、 保鮮紙 、 抹布 、

抹手紙 、 鋁箔紙 、 膠盆 、 水松墊 、 紙巾 、 (易碎物品 ， 如 : 玻璃樽 、 瓷碟)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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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學內容

教學流程 內容 備詮

引起動機 〉 邀請一位同學用直尺接觸布袋裡的東西( 橡皮膠) ， 並猜一猜

袋裡的是什麼東西 。

問 : 同學可否猜到這是什麼東西 ? 為什麼 ?

答 : 不能 ， 因看不到及摸不到 。

邀請該位同學用手觸摸袋裡的東西並再猜一猜 。

問 : 這次能否猜出布袋裡的東西 ? 為什麼 ?

答 : 可以 ， 因可以摸得到 ， 戚受得到 。

〉 教師引導學生除了可用手(觸戚)來觀察事物外 ， 還可以用

視 、 聽 、 l珠 、 嗅來感受 。

發展 :
略到一些家中常見的物料的軟硬程度 、 灌進及透光程度 。 膠碟 、 手帕 、 金屬
〉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在家中 常見物料的名稱 ， 並以腦園 碟 、 木板 、 紙碟 、

(Brainstorming)板書 。 <家中常見物料 : 金屬 、 木 、 塑膠 、 瓷 、 保鮮紙 、 抹手紙 、

玻璃 、 布等> 鋁箔紙 、 紙巾 、 易
〉 教師準備測試的物品並引導學生說出測試的物品由哪必物料 碎物品 ， 玻璃杯)

組成 。 膠盆 、 電筒及水 6

活動一 : 辨別物料的軟硬 (分組活動) 組
〉 將學生分組 ， 每 5 人一組 ， 每組均派發膠碟 、 手帕 、 金屬碟 、

木板 、 紙碟 、 保鮮紙 、 抹手紙 、 鋁箔紙 、 紙巾 、 易碎物品 ，

(工作紙一) 玻璃杯 ) ， 教師向學生提問哪些物品是硬 ? 哪些物品是軟 ?
� 派發每組一張工作紙 ， 分組運用生活經驗 ， 先作出預測 。
〉 跟著以蛾官進行實驗並將觀察結果記錄在工作紙內 。

提問舉隅

問 : 哪些物品是硬的 ?

答 : 膠碟 、 金屬碟 、 木板及玻璃碟是硬的 。

問 : 你們以什麼方法確定這些物品是硬 ?

答 : 以眼觀察物料是膠 、 金屬及木 ， 用手敲打後的聲音是響的(耳)

或用手抹後的戚覺是堅硬的 。

問 : 哪些物品是軟的 ?

答 : 手rlJ白 、 紙碟 、 保鮮紙 、 抹手紙 、 鋁箔紙 、 紙巾是軟的 。

問 : 你們以什麼方法確定這的物品是軟的 ?

答 : 以眼觀察物料是紙 ， 用手觸碰後的戚覺是素軟的

或用 口吹能動手巾白 。
/趴在吉 :

1 . 膠碟 、 金屬碟 、 木板及玻璃杯是硬的 。

2. 手帕 、 紙碟 、 保鮮紙 、 抹手紙 、 鋁箔紙 、 紙巾是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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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物料的透光情況 (分組活動)
活動二 : I 

〉 將學生分在且 ， 每 5 人一名且 ， 每組均派發膠碟 、 手帕 、 金屬碟 、

(工作紙一)

木板 、 紙碟 、 保鮮紙 、 抹手紙 、 鋁箔紙 、 紙巾 、 易碎物品 ，

玻璃杯) ， 教師向學生提問哪些物品是透光 ? 哪些物品是不透

光 ? 哪些物品是半透光 ?
〉 分組運用生活經驗 ， 先作出預測 。
〉 跟著以戚官進行實驗並將觀察結果記錄在工作紙內 。

提問舉隅

問 : 哪些物品是透明的 ?

答 : 保鮮紙 、 玻璃杯是透明的 。

問 : 你們以什麼方法確定這些物品是透明的 ?

答 : 以電筒照射後透出全部光 。

問 : 哪些物品是半透明的 ?

答 : 紙巾是半透明的 。

問 : 你們以什麼方法確定這些物品是半透明的 ?

答 : 以電筒照射後透出部份光 。

問 : 哪些物品是不透明的 ?

答 : 膠碟 、 手帕 、 金屬碟 、 木板 、 紙碟 、 抹手紙 、 鋁箔紙是不透

明的 。

問 : 你們以什麼方法確定這些物品是半透明的 ?

答 : 以電筒照射後不能透出光 。

小在吉 :

1 . 保鮮紙 、 玻璃杯是透明的 。

2. 紙巾是半透明的 。

3. 膠碟 、 手|怕 、 金屬碟 、 木板 、 紙碟 、 抹手紙 、 鋁箔紙是不透明

的 。

辨別物料的滲水情況 (分組活動)
活動三 : I 

〉 將學生分在且 ， 每 5 人一組 ， 每組均派發膠碟 、 手帕 、 金屬碟 、

木板 、 紙碟 、 保鮮紙 、 抹手紙 、 鋁箔紙 、 紙巾 、 易碎物品 ，

(工作紙一) 玻璃杯) ， 教師向學生提問哪些物品是滲水 ? 哪些物品是不滲

水 ?
〉 分組運用生活經驗 ， 先作出預測 。
〉 跟著以戚官進行實驗並將觀察結果記錄在工作紙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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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舉隅

問 : 哪些物品是滲水的 ?

答 : 手帕 、 抹手紙 、 紙巾是滲水的 。

問 : 你們以什麼方法確定這些b物品是滲水 ?

答 : 用眼觀察結果水滴出來便證明滲水 ， 手帕 、 紙 巾均有較大機

會滲水 。

問 : 哪些物品是不滲水的 ?

答 : 膠碟 、 金屬碟 、 木板 、 紙碟 、 保鮮紙 、 鋁箔紙 、 易碎物品 ，

玻璃杯)是不滲水的 。

問 : 你們以什麼方法確定這些物品是軟的 ?

答 : 以眼觀察結果沒有水點滴出來 。

小結 :

1 . 手帕 、 抹手紙 、 紙巾是滲水的 。

2. 膠碟 、 金屬碟 、 木板 、 紙碟 、 保鮮紙 、 鋁箔紙 、 易碎物品 ， 玻

璃杯)是不滲水的 。

總結
總結 : 家中不同的物料 ， 各有不同的特性 ， 有些是堅硬的 ， 有些b

會滲水 ， 也有些是透明的 。

延伸 問題 : 不同特性的物料對製做家居物品有什麼幫助 ?

答 : 如滲水的抹有能用於清潔家居物品 。

答 : 不滲水的玻璃杯能載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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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良局 錦 泰 小 學 附件 2b

第一一組 學 號 :

一 年 級 常 識料 科 學 探 究 工 作 紙

( 四 ) 家 中 的 物料 和 能 源

日 期 :

|探 究 問 題 : 測 試物 品 的 軟硬度 、 滲水 情 況 及 透 光 度 。 |

實驗 : 在 課 堂 進行 的 實驗後 ， 在 以 下 方格 內 加 上 易11 號 。

特性 一 特性 二

測言式項 目 透 明 半 透 明 不 透 明 軟 后更

物 料

l . 膠碟

2. 手 帕

3. 金屬 碟

4. 木板

5. 紙碟

6. 保 鮮 紙

7. 抹 手 紙

8. 鋁 箔 紙

9. 紙 巾

1 0 . 玻璃杯

特性三

;參7j( 不 滲7}之

總結 : 家 中 不 同 的 物 料 ， 各有 不 同 的 特 性 ， 有 些 是一一一一的 ， 也 有 些 是軟 的 ， 有 些 會

也 有 些 是 不 會 滲 水 的 ， 有 些 是 透 明 的 ， 也 有 些 是 半 透 明 或 的 。

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