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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乙部：計劃書 

(修訂版) 
計劃名稱：  
水耕樂-配合學校環境教育及 STEM 發展 
Hydroponics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TEM 
development 

計劃編號：  
(由「網上計劃管理系統」編配) 
 
2017/1096 

 
學校名稱：  李惠利中學_ 
 
直接受惠對象  
(a) 界別 :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號 )  
 
(b) 受惠對象 :  (1) 學生 :    240     (中一至中六級)   ;  (2) 教師 :    20 ;  (3) 家長 :    15  ;   
                    (4) 其他 :    (請註明)           
 
計劃時期:   1/12/2018  至  31/12/2021 
 
此範本只作參考之用，申請學校可刪去不適用的項目。基金已把有關「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的申請指引上載於基金網站。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本計劃能讓同學認識現代化農業科技，認識水耕系統的運作，引發他們學習相

關科目的興趣，配合學校STEM活動的發展，並培養同學的責任感和珍惜資源的

環保意識。 
1.2 創新元素 

 
由學生設計及製造一套環境監控系統，定期監測環境的溫度、光強度、二氧化

碳濃度及泥土酸鹼度等。 
 

1.3 計劃如何配合校本 / 
學生的需要 
 

1. 配合高中地理科課題「對抗饑荒 ─ 科技是否解決糧食短缺的靈丹妙藥？」 
    透過水耕種植，學生由課室內的學習走到戶外，將理論課變為實習課。 
    農業的自然投入、人文投入、農業特徵、農業限制不再是書本上的二手資 
    料，而是學生親身經驗。 
    透過現代化的水耕種植，學生更能掌握農業科技對農業發展的重要性。 
 
2. 配合高中地理科課題 「消失中的熱帶雨林 (其中一單元：生態系統)」。 
    對於沒有選修生物、化學的同學來說，他們很難理解養分循環概念，他們不 
    大接受動物糞便是有用的養分來源。透過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同學對養分 
    循環概念更清晰。 
 
3. 配合高中生物科課程，研究溫室及不同環境因素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園藝學會同學於校園進行有機耕作多年，而水耕種植 / 魚菜共生是近年新興的

農業技術，此水耕計劃正配合學校近年STEM活動的發展。 
2.2 申請學校對推行計劃

的準備程度/能力/經
驗/條件/設施 

老師和學生對泥土耕種有相當經驗，對不同農作物的種植有認識。 
以往泥土種植的位置現可改為水耕，所以學校有足夠空間設水耕系統。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程

度及其角色 
 

成立統籌委員會負責統籌及監察本計劃的進展，成員包括生物科、地理科老師

和STEM協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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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師亦與同學一齊種植，交流心得，評審各學生組別的種植情況，並帶領

學生舉辦分享活動。 
2.4 家長的參與程度 

(如適用) 
 

邀請對水耕有興趣的家長一同參與，包括工作坊及種植活動。家長可擔任協作

者的角色，藉活動了解學生在相關學科的學習內容，並藉親身參與及與子女協

作，觀察子女學習興趣和進度，給予適當回饋。 
2.5 計劃協作者的角色  

(如適用) 
 

聘請相關工程公司設置水耕系統。 
聘請業界人士到校培訓教師、同學及家長。 

 
2.6 推行時間表  

推行時期 計劃活動 
 

12/2018   建立水耕/魚菜共生系統 

2/2019 舉辦水耕種植工作坊(對象包括學生、教師和家長) 

2/2019-5/2019 種植時令蔬果 

5/2019 頒發獎項 
蔬果美食宴 

9/2019 舉辦水耕種植工作坊 (對象包括學生、教師和家長) 

9/2019-12/2019 種植時令蔬果 

12/2019 頒發獎項 
水耕菜火窩料理 

2/2020 舉辦水耕種植工作坊 

2/2020-5/2020 種植時令蔬果 

5/2020 頒發獎項 
蔬果美食宴 

9/2020 舉辦水耕種植工作坊 

9/2020-12/2020 種植時令蔬果 

12/2020 頒發獎項 
水耕菜火窩料理 

2/2021 舉辦水耕種植工作坊 

2/2021-5/2021 種植時令蔬果 

5/2021 頒發獎項 
蔬果美食宴 

9/2021 舉辦水耕種植工作坊 

9/2021-12/2021 種植時令蔬果 

12/2021 頒發獎項 
水耕菜火窩料理 

 
2.7 計劃活動的詳情  (請刪去下列(a)-(f)任何不適用的項目。)  
a.  學生活動  (如適用)  
活動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
受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

節所需時

間 

參與教師及/或受聘

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驗
要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 1 水耕種植工作坊 
參與學生包括中三至中六級地理科學

共12節， 
每節2小

聘請從事水耕的業

界人士到校培訓，教

學生能掌握耕種方

法，如在苗床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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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物科學生、或對園藝有興趣的

學生 
目標：提升學生對水耕的認識 

時，分3年
進行 

授水耕種植技術(建
議聘用曾到其他機

構及學校有培訓經

驗人士) 

移苗到定植區、使用

肥料的種類、份量、

除蟲方法等技能 

活動 2 種植時令蔬果 
- 處理農務工作 
- 觀察並記錄作物不同的生長階段 
- 每組完成一份耕作報告 
- 種植以分組比賽形式進行 
目標：加深學生對種植和相關科目的

趣﹐提升學生的責任感 

為期4個
月，學生在

課餘時間

進行 

教師亦與同學一齊

種植，交流心得 
種植一造作物需時四

個月，故該活動能培

養同學的耐性和責任

感 
 

活動 3 種植以外活動： 
- 蔬果美食宴、水耕菜火鍋料理等 
- 參與水耕的同學分享耕作報告 
- 頒發獎項 
  1. 最佳耕作報告獎 
  2. 最佳作物外觀獎 
  3. 最重單一作物獎 
  4. 農田規劃獎 
目標：培養學生珍惜資源的意識 

1 次半日活

動 
老師評審各學生組

別的種植情況，並帶

領學生舉辦分享活

動 

透過種植蔬果，加強

同學的自信心、成功

感 
 
透過對植物 / 食物來

源的認識，學生學會

珍惜食物，珍惜資源 
 

活動 4 配合生物科課程: 
設立一專題研習，探究不同的環境因

素如何影響植物的光合作用速率及研

究溫室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目標：提升學生對相關學科的興趣和

學習內容的理解 

共3節， 
每節1.5小
時 (為期一

星期) 

由生物老師帶領生

物科選修同學進行

研習 

學生分組探究一個因

素，透過觀察場地內

的植物生長情況，以

找出植物最適的生存

條件並撰寫報告 

活動 5 設計環境監控系統： 
利用編寫程式監控系統，並利用不同

的探測器監控環境因素的改變，並將

數據即時輸出至網上平台 
目標：提升學生對編程和監控系統的

認識和技能 

共6節， 
每節1.5小
時 

由STEM協作老師帶

領同學進行設計及

製作 

學生懂得使用模組及

環境探測器 

 
教學示例： 
 
課題：以環境監控系統作輔助，以探究影響植物光合作用的最適因素                     年級：中五生物選修科同學 
學習目標：從監控系統中， 幫助學生快速得到環境數據，從而分析數據並了解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最適條件 
                    促進學生的合作學習及解難能力 
 
學習內容/步驟/策略： 
 
-  教師示範如何利用探測器組裝監控系統 
 
-  指導學生配合環境探測器觀察環境因素的改變 
 
-  學生分成小組，先量度光強度及記錄植物情況，寫下光強度變化和對植物進行光合作用速率的假說，然後改

變光強度，觀察和記錄光強度的變化對植物進行光合作用速率的影響，向組內同學描述有關變化和植物反應 
 
-  然後利用溫度及泥土酸鹼度探測器觀察不同溫度和酸鹼度對植物光合作用速率的影響 
 
-  數據即時輸出至網上平台，每組組員需負責監察數據並即時作出調整 
 
-  每組輪流匯報結果和有關變化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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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回饋及釐清誤解，並引導學生作進一步的探究(例如：同一個光強度下最適合種植哪種植物？) 
 
-  學生整理資料，課後提交研習報告 
 
 
b.  教師培訓  (如適用)  
活動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
受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

節所需時

間 

受聘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驗
要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 1 水耕種植工作坊 
培訓老師有關水耕的技術，以配合此

活動的持續發展 

共12節， 
每節2小
時，分3年
進行 

聘請從事水耕的業

界人士到校培訓，教

授水耕種植技術(建
議聘用曾到其他機

構及學校有培訓經

驗人士) 

老師掌握水耕種植

技術，並能帶領同學

進行耕作活動 

 
c.  設備  (包括建議添置的裝置及設施)  (如適用)  
 建議購買的設備詳情 

 
該項設備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及如適用，預期的使用率 
1 溫室(50m2)  

- 水管、水流控制裝置 
- 過濾裝置 
- 水缸及其生態系統 
- 鐵架 
- 防水電掣 
- 種植孔 (含種植杯和水苔） 
- 不同種類種子、蔬菜和香草幼苗 
- 有機水培營養液 
- 過濾裝置物料 
- 魚苗 
- 有機驅蟲劑 

此為水耕系統的裝置，可於一學年內，進行兩次耕作活

動，預期此系統可使用3年 

2 Micro:bit 套裝。包括 Micro:bit、wifi 模組、溫

度、光強度及泥土酸鹼度探測器等 
學生使用這些儀器，定期監測環境的溫度、光強度、二

氧化碳濃度及泥土酸鹼度 
 
d.   工程  (如適用)  
 建議的工程項目詳情 

 
該項工程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及如適用，預期的使用率 
1 設立温室 

 
學生親身進行水耕活動及了解相關科技 
每月最少一次 

(公營中學、小學 (包括直接資助學校 )、特殊學校請參閱學校行政手冊第  8 .6段及其他相關的段落。已參加新幼
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請參閱幼稚園行政手冊第1.2段 (1 )(g )。 )  
 
e.  校本課程的特色  (如適用)  
不適用 
 
 
f .  其他活動  (如適用，並闡述這些活動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不適用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SAG_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Admin%20Guide%20Chi%201718%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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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總額:  HK$    120,400   _  

開支類別* 
開支細項的詳情 理據 

(請提供每項開支細項的理據，包括所
聘請人員的資歷及經驗要求) 

開支細項 金額 (HK$) 

a. 員工開支 不適用   
   
   

b. 服務 
水耕種植工作坊 
(共12節，每節2小時) 

每節 500 
12 節共 6,000 

 

請業界人士到校培訓(包括裝備及

種子等費用) 

3 年設備服務、 
水管及場地清潔 

每年 2000 
三年共 6,000 

 

更換損耗的設備 
保持良好操作及安全性 

   
c. 設備  溫室 (50m2)   

- 水管、水流控制裝置 4,000  
- 過濾裝置 5,000  
- 水缸及其生態系統 3,000  
- 鐵架等器具和物料 15,000  
- 防水電掣 2,000  
- 種植孔 (含種植杯和水苔） 5,000  
編程套裝共8 套 
包括軟件、 模組、溫度、光強度及

泥土酸鹼度探測器等 

每套2000 
8套共16,000  

d. 工程 工程人員安裝及工程費用和相關開

支 3,000  

水、電等連接 5,000  
安裝鐵絲、鐵管和尼龍網等 4,200  
安裝獨立開關水龍頭及相關工程 300  
安裝PVC管道及相關工程 10,000  
安裝魚缸及連接水培系統等 1,500  
完工清場、處理廢料及相關事宜 6,000  

e. 一般開支 不同種類種子、蔬菜和香草幼苗 5,000  
有機水培營養液 500  
過濾裝置物料 2,300  
魚苗 1,700  
有機驅蟲劑 500  
雜項 8,000  
審計費用 5,000  

f. 應急費用 
 

工程應急費用 3,000  
應急費用 2,400  
   

申請撥款總額  (HK$) :  120,400  
 
*  
(i )  在訂定預算時，申請人應參閱基金的價格標準。員工的招聘和貨品及服務的採購必須以公開、公

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申請人可刪除不適用的開支類別。  
( i i )  如計劃涉及學校改善工程，可預留一筆不超過總工程費百分之十的應急費用。  
( i i i )為期超過一年的計劃，可預留應急費用，但一般不應超過扣除員工開支及總工程費 (包括工程的應急費用 )

後的總預算額的百分之三。  
 
 

http://qef.org.hk/tc_chi/application_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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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 

 
 
 
 
 
 
 

 學與教資源    
(課題：高中生物科 光合作用研習 
性質：實驗工作紙 
數量：3份(分別是探測光強度、溫度及pH值) 

 教材套  
 電子成品*(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請列明)  
1. 建立水耕園地 
2. 環境監控系統 
3. 收成的農作物包括葉菜、瓜類、豆類、蕃茄 
4. 學生耕作報告  
*如申請人計劃將電子成品上載於香港教育城，可致電 2624 1000與香港教育
城聯絡。 

3.2 計劃對優質教育 / 學校發

展的正面影響 
聘請專業人士到校培訓，教授水耕種植技術 
透過培訓工作坊、耕作實踐，教師和同學已掌握水耕種植技術，並能帶領日

後的耕作活動。 
 

3.3 評鑑   
請建議具體的評鑑方法及成功準則。  
(例子：課堂觀察、問卷調查、重點小組訪問、前測  /  後測)  
1.審閱同學種植報告, 約 75%同學對水耕及相關科技提高認識 
2.紀錄同學在水耕種植工作坊出席率及投入程度，約 75%同學對相關科目增加興趣 
3.觀察同學在耕作過程和相關活動中所展現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約 75%同學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有所

提升 
4.觀察農作物的收成情況 
 
********************************************************************************************* 
如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0,000，請完成第 3.4 及 3.5 部份。  
 
3.4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3.5 推廣  
請擬備計劃向學界推廣計劃值得分享的成果。  
(例子：座談會、學習圈 )   
 
 
4.「遞交報告日期時間表」 
進度報告：1/12/2018-30/11/2019, 遞交日期為31/12/2019 
中期財政報告：1/12/2018-30/11/2019, 遞交日期為31/12/2019 
 
進度報告：1/12/2019-30/11/2020, 遞交日期為31/12/2020 
中期財政報告：1/12/2019-30/11/2020, 遞交日期為31/12/2020 
 
進度報告：1/12/2020-30/11/2021, 遞交日期為31/12/2021 
中期財政報告：1/12/2020-30/11/2021, 遞交日期為31/12/2021 
 
總結報告：1/12/2018-31/12/2021, 遞交日期為31/3/2022 
財政報告：1/12/2021-31/12/2021, 遞交日期為31/3/2022 
 
5.  此水耕活動會持續進行三年，計劃成品的版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所有，並可與其他學校分享。 
6.  本校已通知教育局分區主任以獲得批准進行有關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