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QTN：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與 STEM 教育

三年級教學成果



校本STEM主題：

「讓學生從生活中發現。」



三年級 QTN教學計劃

目標：
1. 優化校本STEM課程的框架。
2. 促進教師帶領、執行及發展STEM教育的能力。
3. 透過STEM活動，提升學生的實驗素養和設計思維。

課題 STEM活動

上學期 熱的探究 保冷套
(溫度感測器)

下學期 居住好環境 空氣淨化小能手
(PM2.5感測器)



下學期

「空氣淨化小能手」

(課題: 居住好環境)



STEM活動教學設計重點—POE教學策略

「預測－觀察－解釋」活動
Predict –Observe – Explain 
(Gunstone & White, 1980) 

受已有知識/生活經驗對類似的情況作
出推論

不限於實驗、STEM活動
已有知識：
能比較不同物料的保溫能力
使用保溫能力較佳的物料製作保
溫套

預測 觀察 解釋

將包裹唧唧冰的保溫套置於
紅外線燈下加熱

比較各組保冷套實驗開始及
結束的溫度差距，並對保溫
能力較優及較差的成品作合

理解釋。



保冷套學生學習成果



教學反思及建議

反思：
因本校現有micro:bit溫度套件及設計
上較易損壞，經本級同工商議後，採
用電子溫度計進行是次教學。

建議：
未來與資訊科技組探討在施行保冷套
活動時，商討讓學生學習製作
micro:bit溫度套件的可能性，讓學生
懂得應用及具備簡單維修的能力。



下學期

「空氣淨化小能手」

(課題: 居住好環境)



優化後的STEM活動教學設計

學生扮演消費者委員會的
測試員，進行測試。

情景

知識輸入：PM2.5及問卷調查

運用POE策略進行推測、觀
察、結論

總結、反思及匯報



活動冊中加入問卷調查，讓學
生透過訪問，加強知識與生活
的連繫，亦培養學生運用六何
法自擬問題的能力。

問卷重點：
1. 空氣污染的來源及原因
2. PM2.5 對人的影響

加入問卷調查





學習成果匯報
教師為學生擬訂部份匯報框架
著學生以消費者委員會測試員的身份，以匯報形
式將個人的學習反思和實驗的觀察結果，上傳至
Padlet。



成就

1. 確立校本STEM課程的框架。
2. 成功促進教師帶領、執行及發展STEM教育的能力。
3. 能透過STEM活動，提升學生的實驗素養和設計思維。

發現
1. 提升本校學生對編程的能力。
2. 加強常識科、資訊科技科及數學科的協作，發展跨科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