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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計劃編號： 2020/0141 

學校名稱：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Confucian Tai Shing Primary School 

計劃名稱： 科研基地在大成 

Innovation Hub in Tai Shing 

受惠目標： 學前 小學  

預計直接受惠人數： 

 

 

 

 

 

計劃開始及完成日期： 

學生:550 人(一至六年級) 

教師:42 人 

家長:0 人 

其他(請註明): 200 人 (區內小學教師、幼稚園學生) 

 

07/2021 至 05/2023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本計劃旨在建造一個「創新科研學習中心」，為學生提供一個進行科研探究的場地，以配合學校發

展全校參與的校本 STEM 教育，優化科學與科技科的學與教，引發學生學習 STEM 相關科目的興

趣。主要目標如下： 

 

1.提升常識室的設計及設備，成為「創新科研學習中心」，以配合廿一世紀的學習需要。 

 

2.以先進、齊全和美觀的室內設計和設備，提升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和提升科研成果的質素。 

 

3.與友校分享資源，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舉辦各種科研交流，為幼稚園和小學學生進行模擬課，

讓區內師生交流科研成果和新發現，藉此提升整個社區的科研興趣和成果。 

 

1.2 校本創新元素 

透過建造「創新科研學習中心」，成為學生進行科研發明的理想空間。並與常識科課程聯繫，延展課

本知識，鼓勵學生探索生活上的事物，透過科研活動實踐所學，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創新科研

學習中心」能讓學生走出典型課室的固定框架，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動手解決問題，提升整體對學

術的探求及交流的氛圍。當中齊全的設備，包括通風系統和水喉供應亦能讓師生進行更多元化的科

研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和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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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劃配合學校需要 / 學生的多樣性需要 

項目：學校現況 

「創新科研學習中心」能讓學生走出典型課室的固定框架，進行各種範疇的實驗活動，包括需要用

到水、空間較大、有機會刮花桌子、有機會產生異味的化學和生物實驗(例如製作濾水器、養水藻、解

剖牛眼等) 。同時，「創新科研學習中心」的桌椅設計亦有利小組學習，六角型的桌子方便移動和隨

意組裝，既可以進行各種全班性的實作比賽，亦方便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實驗。 

 

為應付全球知識型社會的挑戰和機遇，科研教育是培養學生國際視野和解難能力重要的一環。

STEM（即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自 2015 年已明確放入《施政報告》之中（香港，2015，第

152 段；香港，2016，第 89 段；香港，2017，第 212 段）。為應對全球教育的轉變所帶來的挑戰和

機遇，本校的課程規劃及設備亦緊貼全球發展而進行革新，包括： 

 

1.本校在 2016 年成立 STEM 團隊，並進行各種大型比賽，例如在大灣區 STEM 卓越獎(香港區)和太

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中榮獲多個獎項（詳見 2.2）。 

2.本校常識科之校本課程拆分為兩部分，分別是人文學科和 STEM，每周共上課六節，各佔一半，

則每周三節。目標是把 STEM（科技與科學）立入正規課程，使科學實驗、編程等課程再不只是中

學生的專利，從而令他們於中小學課程銜接方面更順暢。 

3.本校常識科尤其著重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興趣，透過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網上自學平台，例如

「新創常識時事問答擂台」和「A360 電子評估平台」，營造出全校對的自學氛圍。 

4.參與 BYOD 自攜裝置計劃，讓每一位學生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平板電腦，從而培養學生對於電子

學習和資訊科技的素養。 

項目：與本周期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相關 

為了更進一步推廣 STEM 教育及配合本校在此週期的學校發展計劃，是次申請的「創新科研學習中

心」能夠實踐本校四年計劃的三個重點關注事項，包括 (i) 推行自主學習，營造學習風氣；(ii) 透過

多元發展，建立學生形象，提升成就感及自信；(iii)加強各持份者的歸屬感。 

 

首先，在推行自主學習方面，「創新科研學習中心」能更進一步讓本校學生在完成小學階段時，已

學會編程、科學、科技及解難技巧，並對探求及分享知識建立濃厚的興趣，以致能成為終身學習

者。 

 

其次，在建立學生形象，提升成就感及自信方面，學生能透過「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得到更多設計

和動手做的機會，從而在製作過程和比賽中取得成功感及提升自信。透過參與不同活動及比賽，老

師及學生的歸屬感亦能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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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本校不少學生家庭的社經地位屬基層人士，學生未必有機會接觸到新科技所帶來的成果，本

校一直為學生盡力爭取更多學習科研的機會（例如 BYOD 自攜裝置計劃）。衷心希望是次「優質教

育基金」（QEF）能申請成功，為學生提供一個設備完善，適合科研發明的理想空間，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接觸到各種具學習意義的科探製作。 

 

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項目：參考教育局課程文件/指引 

本計劃的主要意念來自《施政報告》說明本港在創科方面需要急起直追，而本港的研發落後於其他

經濟體，創科局會以聚焦方式發展四大範疇，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智慧城巿。特區

政府共投放 780 億元推動創科發展，又聚焦發展於科學園設立的健康科技研究平台。利用這次計劃

期望能為香港培養一群對科學、科技有興趣及有能力進行科研的未來主人翁。 

 

教育局《推動 STEM 教育 — 發揮創意潛能》報告 （2016 年 12 月）的建議，重點包括： 

－ 更新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 增潤學生的學習活動 。 

 

在更新課程和增潤學習活動方面，「創新科研學習中心」能為學生提供更先進和齊全的設備和環

境，以配合本校所設計的學生活動，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環境、地理和編程部分。本校多個學習

活動都需要一個具備通風系統和水喉供應的環境，包括解剖動物器官、養殖水草、驅蟲產品等實驗

活動。配合「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合適的實驗設備和環境，自然能讓教學活動變得更多元化，並能提

升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和提升科研成果的質素。 

 

2.2 學校的準備程度 

項目：教職員已接受的相關培訓∕具備的相關資歷及經驗 

本校教師與學生積極參與各種與 STEM 相關的活動，為是次申請「優質教育基金」（QEF）做好足夠

的準備，包括： 

 

1.教師積極參與 STEM 相關的協作計劃/工作坊： 

•在 2021 年度參加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與友校在全年共同備課和深入交流，提升老師科學

與科技的教學法，繼而提升學生 POE 的探究技巧。 

 

•在明報《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 學校巡禮 2018》中，本校有幸作為黃大仙區代表，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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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學及幼稚園展示「動手做」的 STEM 實作和專題研習。 

 

•參加由教育局推薦的小班教學專業支援計劃，當中包括有工作坊、到校支援、經驗分享會及學習圈

等不同的支援模式，促使本校老師能善用小班的課堂環境以實施與科學與科技相關的教學技巧。 

 

•在課餘時間積極參與 STEM 相關的工作坊和講座，例如參加由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主辦的「無人

機編程工作坊」和聖安當小學主辦的「學與教博覽」等。 

 

•即使是在停課期間，老師亦積極參與與科學和科技相關的網上研討會和網上課堂，例如由香港教

育城主辦的「應用程式設計工作坊」及「智慧城市 CityX」等。 

項目：學校已具備的相關經驗 

2.教師設計校本 STEM 課程： 

•常識科分拆為人文科及科學與科技科（STEM）。每周三節課時，教師為學生設計校內課程，讓學

生可於小學階段多接觸科學與科技。根據每級和每班的特性，為學生度身訂做適合的校本課程，以

作為書本的延伸，例如參觀西貢地貌、研究動物內臟、以及水火箭、消毒液等實作課程。課程規劃如

下： 

 

A.主題：個人及環境衞生 

i)  天然清潔劑（小三） 

ii)  驅蟲實驗（小六） 

B. 主題：健康飲食及習慣 

i)  食物腐爛和分解過程（小六） 

C. 主題：生物 

i)  養水藻（小一） 

ii)  生物對酒精的反應（小二） 

iii)  人體結構知多點(牛眼、豬心、豬肺) （小三） 

iv)  探究微生物（小四） 

v)  光合作用實驗（小五） 

vi)  IOT 生物觀察平台（小六） 

D. 主題：天空變化、天氣與氣候 

i)  空氣污染收集器（小四） 

E. 主題：天文和自然現象 

i)  西貢地質探索（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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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題：物質 

i)  磁鐵文具盒（小一） 

G. 主題：科學知識/原理 

i)  水火箭（小五） 

H. 主題：科技與生活 

i)  橡皮筋彈力車（小二） 

ii)  自製保暖瓶（小三） 

iii)  科學發明（STEM 隊） 

I. 主題：編程 

i)  不插電 coding（小三） 

ii)  Micro:Bit（小四） 

iii)  Micro:Bit 進階（小五） 

iv)  無人機編程（小五） 

v)  MBot 機械人（小六） 

vi)  VEX IQ 機械人（STEM 隊） 

vii)  Gigo 積木（STEM 隊） 

 

•為小五生籌劃為期約三個星期的科學與科技之專題研習，以強化學生的生活體驗，學生需要自行

編寫程式解決科學難題，詳見近三個學年的小五專題研習課程設計： 

 

2017-2018 

主題：智能家居小幫手 

研習成品：四個智能家居機械人、綜合文本、展板、簡報 

 

2018-2019 

主題：大成科學館 

科學實驗：力學廳（介紹力與運動的關係，設計力學科學實驗）、聲學廳（介紹聲音的特點，設計

聲學科學實驗）、數學廳（讓參觀者發掘數學的奇妙，設計數學科學實驗）、綜合文本、展板 

 

 

2019-2020 

因疫情關係，此年度停辦專題研習 

 

3.參加與 STEM 相關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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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千人參賽的 2020 年大灣區 STEM 卓越獎(香港區)中，4 位學生的發明勇奪多項獎項。在化學實

驗室項目中，4 位學生包攬所有獎項，包括頭三名(金、銀、銅獎)及優異獎。在機械人項目中，2 位

學生分別得到銅獎和優異獎。在資訊及通訊科技項目中，1 位學生亦得到優異獎。 

•在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舉辦的第一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中，4 位學生分別在初賽及複賽

中勇奪多個金獎及銀獎成就。 

•在多於三百位小學生參加的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選拔賽)中，3 位學生勇奪金獎（第二

名）、銀獎（第三名）和優異獎。 

•在「課外不停學-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 2020」中，5 位學生分別勇奪金獎及銀獎成就。 

 

•本校 2016 年成立 STEM 團隊，2017 年在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中贏得全場總冠軍、在 2018 奧

運會中贏得負重賽冠軍。 

 

•在環保羅馬炮架拋物挑戰賽中贏得銀獎。 

 

•在《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中贏得二等獎。 

 

•在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中多次贏得優異獎。 

 

在學生興趣方面，根據過往經驗及學生問卷，超過 80%學生對科學探究活動有興趣，並覺得 STEM

活動有效提升學習動機及自我探究精神。在多於 200 間學校參加的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中，本校

贏取了積極參與學校獎亞軍，反映出學生對 STEM 科深感興趣。 

 

在學校配套方面，本校校舍規格本為中學校舍，共有 24 個課室及 12 個特別用途室，故可騰出空

間建設一個設備齊全的「創新科研學習中心」以供學生使用。加上本校參與了 BYOD 自攜裝置計

劃，學生一人一平版的配套使學生能無時無刻都可以進行本計劃所設計的活動。 

 

為進一步實踐 STEM 教育，本校法團校董會及家教會十分支持本計劃。本校擬藉本計劃把科學、科

技、生命科學等元素進一步融入正規課堂，並設立「創新科研學習中心」，為學生提供寶貴的學習機

會。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 

學校人員：校長 

職責：擬定計劃, 監察督導, 統籌∕協調, 課程/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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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STEM統籌主任 

職責：擬定計劃, 監察督導, 統籌∕協調, 課程/活動規劃, 帶領∕參與活動 

 

學校人員：與 STEM相關的課外活動、課後活動、資優活動的教師 

職責：帶領∕參與活動, 課程/活動規劃, 討論和實施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齊全的設備下，如何加入

與科研相關的課外和課後活動 

學校人員：科任教師 

職責：教材整理, 帶領∕參與活動 

學校人員：對外聯繫主任 

職責：, 向幼稚園和小學學生、家長、社區人士及教育界人士進行模擬課，並介紹「創新科研學習中

心」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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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主要工作 參與老師 

準備階段 1. 策劃及設計整個計劃 

2. 向「優質教育基金」進行申請 

3. 老師參與不同之工作坊，為 STEM 課程作好準備 

 校長； 

 STEM 教育統籌主任 

 STEM 教育核心小組成員 

實施階段 1. 討論和實施「創新科研學習中心」的室內設計和設

備 

2. 討論和實施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齊全的設備

下，如何加入與科研相關的課外和課後活動 

3. 動工增設「創新科研學習中心」 

4. 添置項目所需的設備 

5. 討論和實施如何將「創新科研學習中心」的設備和

科研成果分享給友校，並為區內幼稚園和小學提

供參觀和模擬課 

6. 教學評估：「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對學生學習動機、

學習興趣和學習效能的影響，適時修改或加插適

合內容，期望達致最佳之教與學效能 

 常識科、STEM 科、視藝科老師；  

 與 STEM 相關的課外活動、課後

活動、資優活動的教師 

 對外聯繫主任 

 

 

檢討及評

鑑階段 

1. 學生問卷評估學生對科技學習興趣的提升程度 

2. 評估學生共通能力、解難能力及應用知識能力的

提升程度 

3. 每年設觀課日，讓教師和家長們可於課堂觀察 

4. 評估重點小組的成效 

5. 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建成的前後評估學生在課

堂中的學習效能 

 校長； 

 STEM 教育統籌主任 

 常識科、STEM 科、電腦科科主任 

宣傳及推

廣階段 

1. 向幼稚園、家長、友校及姊妹學校的老師及學

生、社區人士及教育界人士進行模擬課，介紹

「創新科研學習中心」的計劃 

 校長； 

 STEM 教育統籌主任 

 對外聯繫主任 

 

2.4 計劃時期 

計劃開始及完成日期：由 07/2021 至 05/2023 

合共需時  23 個 月 

 

 

 

 

 



9 

 

推行時期 

（月份/年份） 

計劃活動 

 

07/2021 – 11/2021  開展期（要預3－4個月評審及擬定合約） 

07/2021 – 11/2021  招標及裝修「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建造及購買相關設備及物資  

11/2021 - 05/2023  教師培訓工作坊（費用由其他津貼資助）   

 檢視現時 STEM 相關科目學習內容及規劃校本 STEM 教育計劃 

11/2021 - 05/2023  參與計劃的教師及計劃協作者設計教學活動及編寫教學計劃 

11/2021 - 05/2023  教師檢視教學設計，並進行備課會議 

11/2021 - 05/2023  教師觀課及檢討計劃的進展和成效，並修訂有關教學設計 

11/2021 - 05/2023  STEM團隊及參與的教師共同檢討計劃成效，並加以修訂課程內容及教學設計，

商討下學年如何進一步發展校本 STEM 教育及相關學習活動 

 在校內舉辦 STEM 分享活動，以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 

 舉辦專業發展分享會，邀請友校教師參加，分享計劃的成果及經驗 

2.5 計劃活動的詳情 

「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小一至小六每星期的使用率預計約 90%。現時全日制下，一星期每個班別合共有 50 堂。來

年小一至小三每星期各有三節 STEM 堂，各級每星期會有兩節 STEM 堂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上課。小四至小

六每星期各有四節 STEM 堂，預計各級有兩至三節 STEM 堂會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上課。 

每星期「創新科研學習中心」使用率的計算方法： 

小 1：3 班 x 2 堂 = 6 堂 

小 2：1 班 x 2 堂 = 2 堂 

小 3：2 班 x 2 堂 = 4 堂 

小 4：3 班 x 3 堂 = 9 堂 

小 5：6 班 x 2 堂 = 12 堂 

小 6：6 班 x 2 堂 = 12 堂 

所有班別每周使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的堂數 / 每個班別總堂數 = 45/50 = 90%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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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行計劃措施 

課程規劃： 

活動名稱 科學/科技 

之範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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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1 

對抗水污染 

環境 主題：對抗水污染 

通過養水、養水藻和 DIY 過濾器學

習對抗水污染 

目標對象：全體二年級學生 

 

-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 P.21 

- 範疇： 

 健康與生活─健康飲食

及習慣 

 人與環境─適者生存 

 

 

 

 

 

 

 

 

 

6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過濾器的基

本製作原理。 

- 認識水污染及過

濾器的重要。 

 

技能 

- 正確測量及紀錄

金魚藻的生長情

況。 

 

情操 

- 保育環境的心

態。 

- 與大自然和諧共

處的精神。 

活動2 

魚BB可否飲

酒? 

生物 主題：魚 BB 可否飲酒? 

 

目標對象：全體三年級學生 

 

-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 P.17 

- 範疇： 

 健康與生活─健康飲食

及習慣 

 人與環境─生生不息 

6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學生懂得使用顯

微鏡及處理幼小

生物。 

- 明白魚的生物特

徵(眼睛和心臟) 

- 明白生物對於酒

精的反應。 

 

技能 

- 正確觀察魚的生

理情況。 

- 學習量度及數

據處理。 

 

情操 

- 保育環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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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 遠離酒精。 

- 尊重動物。 

 

活動3 

個人衛生的

重要 

生物、化學 

 

探究不同的微生物、探究不同清

潔劑的功效和探究「三秒規則」 

 

目標對象：全體四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 P.40  

- 範疇： 

 健康與生活─預防疾病 

 

 

6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學生懂得使用顯

微鏡及處理幼小

生物。 

- 認識不同的微生

物。 

- 認識清潔劑的原

理。 

 

技能 

- 正確觀察微生

物。 

- 學習使用顯微鏡

及處理樣本。 

- 提升學生的研習

能力。 

 

情操 

- 擁有良好衛生意

識。 

活動4 

對抗空氣污

染 

 

環境 

 

製作和設置空氣污染物收集器，

再製作出過濾器進行過濾實驗 

 

目標對象：全體四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 P.25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神奇的空氣 

 人與環境—香港小百科 

6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認識空氣污染的

嚴重性。 

- 認識改善空氣污

染的方法。 

- 分析不同的空氣

污染物。 

 

 

 

技能 

- 正確製作及使用

空氣污染物收集

器。 

 

情操 

- 保育環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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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 與大自然和諧共

處的精神。 

 

 

 

活動5 

認識植物 

生物、 

 

 

探究光合作用與生態的關係 

理解植物的光合作用及光合作用

的條件 

 

目標對象：全體五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40,51 

- 範疇： 

 人與環境—適者生存 

6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學生認識植物的

生理學。 

- 明白光合作用的

條件。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了解變數的概

念。 

 

情操 

- 保育環境的心

態。 

- 與大自然和諧共

處的精神。 

 

 

 

活動6 

食品保存 

生物 

 
探究食物腐爛及分解過程 

 

目標對象：全體六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 P.43 

- 範疇： 

 人與環境—綠色生活 

8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認識影響微生物

生長的因素。 

- 認識保存食物的

知識。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排除環境外在因

素對實驗的影

響。 

 

情操 

- 擁有珍惜食物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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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7 

主題實驗 

 

化學 

 
主題實驗 

運用所學知識，解決生活問題 

（主題為驅蟲方法） 

2018年黃大仙區內發現全球首宗由

老鼠傳染人類的戊型肝炎個案，

區內蚊患肆虐。 

目標對象：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21 

- 範疇(延伸知識)：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人與環境 

課外延

展 

8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認識蚊蟲的特

徵。 

- 認識防蚊知識。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應用實驗數據來

分析日常生活。 

 

情操 

- 擁有防蟲害的觀

念。 

活動8 

生物觀察平

台 

 

生物 

 
延展 

運用所學知識，利用IOT物聯網技

術打造生物觀察平台，收集生物

的環境數據，了解在生命在不同

環境因素下的變化。 

目標對象：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生

小學 

常識課程指引P.21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人與環境 

課外延

展 

8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認識生態系統。 

- 認識物聯網技

術。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應用實驗數據來

分析生態圈。 

 

情操 

- 保育環境的心

態。 

- 與大自然和諧共

處的精神。 

活動9 

紙飛機大比

拼 

物理 運用力學的知識製造一架能夠飛

得最遠的紙飛機。 

目標對象：二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4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課外延

展 

4節 +校

內比賽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飛機飛行

的原理。 

- 了解到阻力、推

力，重力等力學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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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科學知識/原理 

（每節

35分

鐘）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培養學生創造

力。 

 

活動10 

橡皮筋彈力

車 

物理 運用力學的知識將車子彈到最遠

的距離。 

目標對象：二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4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科技與生活 

課外延

展 

6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拉力、阻

力、推力，作用

力和反作用力等

力學原理。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培養學生解難能

力。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活動11 

自製降落傘 

物理 運用不同物料去製作一個風阻較

大的降落傘，令降落傘停留在空

中的時間較長。 

目標對象：二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4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科技與生活 

課外延

展 

6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阻力和地

心吸力等力學原

理。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培養學生解難能

力。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活動12 

人體結構知

多點 

生物 透過老師解剖牛眼，讓學生觀察

眼球的結構。 

目標對象：三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6 

課外延

展 

3節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 

- 認識到不同器官

的結構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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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健康與生活 

 認識身體 

（每節

35分

鐘） 

知識和經

驗)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提升學生的觀察

能力。 

 

情操 

- 培養護眼概念。 

 

 

活動13 

天然清潔劑 

化學 運用不同天然物料去製作清潔劑。 

目標對象：三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6 

- 範疇： 

 健康與生活 

 個人及環境衞生 

課外延

展 

3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各種天然

物料的特性和用

途。 

- 認識到不同天然

物料結合後所產

生的化學反應。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提升學生的創造

力。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活動14 

自製保暖瓶 

 

物理 運用不同物料製作保暖瓶。 

目標對象：三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7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科技與生活 

 

課外延

展 

3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不同物料

的導熱性能。 

- 了解到物件導熱

的原理。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正確使用温度

計。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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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 

 

 

 

活動15 

自製口罩 

 

化學 運用不同物料製作一個透氣、防水

和防護性能高的口罩。 

目標對象：四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9 

- 範疇： 

 健康與生活 

 健康飲食及習慣 

 

 

課外延

展 

3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不同物料

的過濾性能、防

水度和透氣度。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提升學生的創造

力。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活動16 

自製消毒液 

化學 運用不同液體製作高消毒效能的

消毒液。 

目標對象：四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49 

- 範疇： 

 健康與生活 

 健康飲食及習慣 

 

 

課外延

展 

3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不同液體

的特點和用途。 

- 了解到不同液體

結合後所產生的

化學反應。 

 

技能 

- 正確設計實驗。 

- 正確使用量具。 

 

情操 

- 了解防疫的重要

性 

 

 

活動17 

西貢地質探

索 

地理 透過實地考察火山探知館和觀察

西貢獨特的地貌，分析西貢早期

的火山岩和各種自然地貌。 

目標對象：四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50 

課外延

展 

6節 +  

實地參

觀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 

- 了解到不同火山

岩和石頭的特

性。 

- 了解到由火山所



17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岩石和自然現象 

 

 

 

（每節

35分

鐘） 

知識和經

驗) 

產生的自然現

象。 

 

技能 

- 提升學生的觀察

能力。 

- 能正確繪畫岩石

圖。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 保育環境的心

態。 

- 與大自然和諧共

處的精神。 

活動18 

太陽系的小

成員 

天文 延伸書本沒有提及的「矮行星」和

慧星等星體及其他天文現象。 

目標對象：五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54 

- 範疇：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天文和自然現象 

 

課外延

展 

2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更深入了解「八

大行星」以外的

行星，以及慧星

和各種天文現象

出現的原因。 

 

技能 

- 提升學生的觀察

能力。 

- 能正確使用星體

觀測工具。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活動19 

水火箭 

物理 運用在香港太空館所學到的航空

和力學知識，製作一個能夠飛得

最高的水火箭。 

目標對象：五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54 

- 範疇： 

課外延

展 

4節 + 參

觀香港

太空館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到更多航空

知識，以及火箭

升空所產生的作

用力和反作用力

等力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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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

技 

 科學知識/原理 

（每節

35分

鐘） 

 

 

 

 

 

技能 

- 提升學生動手做

的技巧。 

- 提升學生的創造

力。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活動20 

酸雨探究 

 

化學 利用pH筆及試紙研究香港雨水的

酸性，探討香港的酸雨問題。 

目標對象：四年級學生 

小學常識課程指引P. 54 

- 範疇： 

 環境與生活 

 

課外延

展 

3節 

（每節

35分

鐘） 

STEM科任

教師及研

究技術員

(具該方面

知識和經

驗) 

知識 

- 了解酸雨的成因

及影響 

- 認識酸鹼度，並

能夠進行分類。 

 

技能 

- 提升學生的研習

能力。 

- 能正確使用 pH

檢測工具。 

 

情操 

- 能勇於把課堂上

所學應用到生活

當中。 

- 保育環境的心

態。 

- 與大自然和諧共

處的精神。 

 

 

STEM教育相關學科協作安排： 

STEM 科會帶領常識科、數學科和電腦科為各級協作不同 STEM 活動。例如在小 5 和小 6 所製作的驅蟲器（活動

7）中，常識科會先以角色扮演的遊戲讓學生了解傳染病的相關知識，例如傳播媒介。當學生對傳染病有基本認

識後，學生會在 STEM 科對各種驅蟲方法進行對照實驗，例如先將蚊子放入一個大容器，在容器的一面噴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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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水，再觀察蚊子的移動方向。數學科則會教導學生如何運用不同圖表、百分比和平均數，以紀錄實驗過程，

例如棒形圖表示每日有多少個百分比的蚊子或每日平均有多少隻蚊子遠離防蚊產品。完成對照實驗紀錄後，學

生會以小組形式設計驅蟲器。當中，電腦科會教授學生如何運用編程使驅蟲器定時自動操作，並製作 Scratch 遊

戲向大眾宣傳他們的驅蟲器和教育大眾防蟲知識。部分優異作品會先在本校試用，如試用順利，將會捐贈至本

校附近的中小學、幼稚園和老人院，向區內分享科研成果。 

 

工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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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本校實驗室改建為「創新科研學習中心」，

工程項目包括： 

透過有關工程，有助重新規劃現在實驗室的用途，發展成為

「創新科研學習中心」， 並有助學生分組學習 

拆去原有之膠地蓆 

新建矮櫃 

新鋪課室地磚及地腳線（包英泥底料及包

磚） 

供應及安裝學生桌椅（膠板飾面） 

供應及安裝教師桌椅（膠板飾面） 

供應及安裝防煙課室門（油漆飾面） 

供應及安裝蜂巢型吊櫃 

供應及安裝假天花 

新造來去水喉 

新造電源位 

供應及安裝抽氣扇 

供應及安裝風扇 

工程保險 

完工後基本清潔 

 

b. 教師培訓 (如適用) 

活

動

名

稱 

 

 

科學/科

技 

之範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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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期學習成果 

活

動

1 

生命科

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3小時） 

為全校教師提供教師培訓活

動，內容如下： 

1. STEM 生命科學的課程規劃  

 

2節 

每節1.5

小時 

員工培訓導師－ 「STEM生物

科技教育的課程規劃、學習活

動設計及評 估」工作坊負責 

人需具備相關碩士學位、具備

 教師明白

STEM生命

科學的課

程規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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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2 

生命科

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3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1. STEM 學習活動設計及評估 

2. STEM生命科學實驗操作示範

及流程 

 

2節 

每節1.5

小時 

教育文憑或同等學歷，並具

備不少於五年課程發展、科研

發展或教學經驗 

 

 

 

習活動的

設計和重 

點，以及

運用STEM 

相關設備

的技巧。 

 教師對某

些課題之

深入認識 

活

動

3 

生物、化

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3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1. 對抗水污染 

2. 魚 BB 能否飲酒? 

3. 探究不同的微生物、探究

清洗雙手的影響和探究「3

秒定律」 

 

 

 

2節 

每節1.5

小時 

活

動

4 

生物、化

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3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1. 探究光合作用與人類的

關係 

2. 理解水中植物的光合作

用 

3. 理解光合作用的條件 

4. 探究食物分解 

5. 對抗空氣污染 

 

 

2節 

每節1.5

小時 

活

動

5 

生物、化

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3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主題實驗 

運用所學知識，解決生活問題 

（主題為驅蟲方法） 

 

 

 

2節 

每節1.5

小時 

邀請香港中文大 

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湯兆昇博

士作為培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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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6 

生物、化

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3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生物觀察平台

 

生物觀察平台由生觀察器及

IOT 物聯網雲端伺服器組成。觀

察器是基於 Raspberry Pi (Linux

的單片機電腦) ，可運行常用的

Linux 系統，便利學生自主開

發。學生可透過不同的感應器收

集生物的環境數據（E.G. 溫度、

濕度、影像及微形開關），實時

與 IOT 雲端伺服器交流， 

 

使生物數據/資訊可實時顯示於

前端用户網站之中。 生物觀察

器可由學生自行制作，感受

STEM 的樂趣，並可透過平台，

遙距使用實時影像，觀察生

物，以助填寫培植記錄。平台不

但收集觀察器上數據， 

 

1節 

每節3小

時 

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署理生命

科學部主任鄔振國教授作為

培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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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讓學生提供自設數據作分

析（E.G.生物培養液份量），使

學生可以以數據方式，了解在

生命在不同環境因素下的變化。 

活

動

7 

生命科

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3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1. STEM 學習活動設計及評估 

2. STEM生命科學實驗操作示範

及流程 

1節 

每節3小

時 

  

活

動

8 

地理 教師培訓工作坊 （1.5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1. 香港的火山地貌和自然現

象 

2. 香港的岩石特徵 

1節 

每節1.5

小時 

邀請香港大學地理系主任盧

佩瑩教授作為培訓導師 

 

活

動

9 

天文 教師培訓工作坊 （1.5小時） 

為 STEM 科任教師提供教師培

訓活動，內容如下： 

1. 「矮行星」和慧星等星體及

其他天文現象 

 

1節 

每節1.5

小時 

邀請邵逸夫天文學獎得主劉

麗杏教授作為培訓導師 

 

 

c. 其他措施與活動 (如適用) 

 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定期舉行與科研相關的課外和課後活動，配合學校發展計劃，課程設

備、消耗品及老師之培訓及工作坊則由其他津貼資助。 

 為幼稚園和其他小學學生進行模擬課，分享科研成果，培養他們對科研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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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財政預算 

a. 員工開支 

職位名稱 全職百分

比 

入職要求 每月薪金 強積金 聘任期 

(按月計) 

預算開支 理據 

員工開支預算總額  : 0 

 

b. 服務開支 

項目 服務詳情 單項價格 數量∕時數 單位 預算開支 理據 

服務開支預算總額  : 0 

 

c. 設備開支 

項目 設備規格 單項價格 數量 單位 預算開支 理據 

設備開支預算總額 : 0 

 

d. 工程開支 

項目 工程內容 預算開

支 

理據 

清拆工程 拆去原有之膠地蓆 

(約 530 平方尺) 

8,030 原有之膠地蓆不防滑，當老師示範與火有關的實驗時，有

機會導致火災 

安裝工程 供應及安裝矮櫃

（膠板飾面） 

(500mm x 600mm x 

1975mm)4 個，

(500mm x 600mm x 

1975mm)2 個 

40,000 原有的高身櫃不能用盡空間，亦不足以放置所有實驗教材 

改建/改裝工程 新鋪課室地磚及地

腳線（包英泥底料

及包磚） 

(約 530 平方尺) 

28,000 新鋪的課室地磚防滑和防火，其無縫的地磚設計亦能讓學

生平坦的地板進行實作測試(例如活動 10 橡皮筋彈力車) 

安裝工程 供應及安裝學生桌

椅（膠板飾面） 

(1500mm x 1500mm x 

650mm)5 張 

30,000 取代原先較難移動的大型長方型桌子，改為裝有水喉、防

刮花、方便移動和方便小組活動的六角型桌子 

安裝工程 供應及安裝教師桌

椅（膠板飾面） 

8,000 取代原先狹窄、在進行實驗時容易刮花的教師桌椅，改為

闊大、防刮花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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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mm x 900mm x 

750mm)1 張 

加建工程 供應及安裝防煙課

室門（油漆飾面） 

8,000 當老師示範與火有關的實驗或當學生進行與熱有關的實驗

時，防煙課室門能成為意外發生時的走火通道 

安裝工程 供應及安裝蜂巢型

吊櫃 

(5500mm x 1000mm x 

500cm) 

8,000 原有的高身櫃不能善用空間，亦不足以放置所有實驗教材 

天花工程 供應及安裝假天花 17,700 假天花防火、隔絕水氣，亦豐富室內空間、美化環境 

供水/喉管工程 新造來去水喉 20,000 讓學生能進行各種化學和生物實驗，例如活動 1 養水藻、

活動 13 天然清潔劑等 

電力工程 新造電源位 5,000 令老師和學生能使用各種科學儀器，例如活動 1 中的水缸

燈、過濾器、氣泵、3D 打印機等 

安裝工程 供應及安裝抽氣扇 4,000 讓房間空氣保持清新，防止不同活動產生的異味充斥在房

間裡，例如活動 1養水藻、活動 6食物腐爛及分解過程、活

動 7 製作驅蟲劑、活動 13 天然清潔劑等 

安裝工程 供應及安裝風扇 2,000 讓學生能在溫度合適的環境下學習 

油漆/清掃牆身 完工後基本清潔 5,000 完工後確保學生能在整潔的環境學習 

工程開支預算總額  : 183,730 

 

e. 一般開支 

項目 預算開支 理據 

審計費 5,000  

一般開支預算總額 : 5,000 

 

f. 應急費用 

項目 預算開支 

工程應急費用 18,870 

應急費用預算總額  : 18,870 

 

申請撥款總額 : 20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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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及對學校發展正面的影響 

項目：整體學習氣氛提昇 

建造一所「創新科研學習中心」： 

•設備完善，成為學生進行科研發明的理想空間 

•成為區內科研的展示室，促進區內學校的科研交流 

•提升區內科研風氣，增加本校學生甚至是區內其他學校學生的科研興趣 

項目：有助學生建立的正面價值觀 

1.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學生於小學階段已學會編程、科學、科技等知識去解決問題，並對探求及分享知識建立濃厚的興

趣，以致能成為終身學習者。 

 

2.增強學生的自信、成就感和歸屬感 

•學生得到更多設計和動手做的機會，從而在與科研相關的活動和比賽過程中取得成功感、歸屬感

及提升自信。 

 

3.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在各種科研範疇的活動中，學生發掘到自己的興趣和專長，有助在升中後繼續發展自己的興趣。 

項目：提升學校教師團隊的課程設計及教學能力 

增強老師的成就感和歸屬感 

•老師能感受到校方對其之重視和在教學設施和配套上的支持，從而獲得歸屬感。老師亦可透過指

導學生進行與科研相關活動和校外比賽時，獲得成就感。 

項目：整體學習氣氛提昇 

校外宣傳 

•學校能成為區內的科研先驅，為幼稚園和其他小學學生進行模擬課，分享科研成果，提升區內的

科研風氣。 

 

成立及促進「區內小學科研圈」 

•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舉辦各種科研交流活動，讓區內師生交流科研成果和新發現，藉此提升整

個社區的科研興趣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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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評鑑 

評鑑方法：問卷調查 

成功準則： 

 推出問卷評估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否提升（表現指標: 80%教師及學生同意「創新科研學習中心」能

有助引起學生學習 STEM 相關科目的興趣） 

 推出問卷評估學生的共通能力、解難能力及應用知識能力有否提升（表現指標:70%教師及學生

同意該計劃能有助提升學生的相關能力） 

 推出問卷評估提升教師專業能力的效用（表現指標:70%教師認為該計劃有助提升他們推行

STEM 教育的信心） 

評鑑方法：課堂/活動觀察 

成功準則： 

 每年設觀課日，讓教師和家長們可於課堂觀察互相觀摩。 

評鑑方法：重點小組訪問 

成功準則： 

 每學期結束前進行重點小組錄影訪問，評估重點小組的成效如何。 

評鑑方法：前測/後測 

成功準則： 

 在「創新科研學習中心」建立前進行前測，評估學生在有關方面的知識掌握程度，並於「創新科

研學習中心」建立後進行後測，評估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效能。 

評鑑方法：重點小組訪問 

成功準則： 

 邀請友校觀課和參觀，並諮詢友校的意見以作參考。 

 

3.3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只適用於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 萬元的申請) 

 課程於計劃完結後會持續推行及不斷優化 

 推廣至其他班級/年級/學科 

 善用相關設備及器材，在計劃完結後繼續舉辦學與教活動 

 透過不同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培訓等網絡，安排分享環節，使計劃的成功經驗得以傳承 

 

3.4 推廣 (只適用於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 萬元的申請。) 

項目：座談會/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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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打算在計劃完結前，舉辦一次計劃分享會，邀請小學教師參加，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並由

參與教師分享計劃內容及推行 STEM 活動的心得。 

項目：學習圈 

•成品將上載學校網頁及香港教育城供教師參考。 

•參與香港科技 STEM 共享平台，定期把成果於教育展中展示。 

 

 

學校在撰寫本計劃書時，有否參考優質教育基金(基金)網頁的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計劃書示例∕

已獲批撥款計劃  

有。 相關計劃書示例編號：  已獲批撥款計劃編號：2018/1126 

學校聲明 

本校同意及承諾： 

1. 遵照所有校舍改動工程的規則及條例，並獲得區域教育服務處的批准，方會開展有關計劃； 

2. 承擔由相關校舍改善/改建工程引致的開支/後果，包括但不限於相關的撥款及維修工作； 

3. 明白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是一次性的，本校會承擔往後的支出，包括維修費用、日常運作費用及其

他可能引致的支出/後果； 

4. 採取適當的措施，以確保參與者的安全； 

5. 遵守優質教育基金知識產權政策，確保計劃成品不會侵犯其他知識產權，以及確認計劃成品的版

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所有，及可與其他學校分享；嚴禁服務供應商複製、改編、分發、發布或向公眾

提供成品作商業用途；及 

6. 確保所有貨品（包括設備）及服務的採購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並會採取措施以

避免採購過程出現任何實際或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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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透過「網上計劃管理系統」提交） （須連同證明文件的硬複本， 

以郵寄方式或親自提交）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中期財政報告 
 

01/07/2021 - 30/06/2022 31/07/2022 01/07/2021 - 30/06/2022 31/07/2022 

計劃總結報告 
 

財政總結報告 
 

01/07/2021 - 31/05/2023 31/08/2023 01/07/2022 - 31/05/2023 31/08/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