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發展STEM元素的環境教育課程

探究水母的生長條件並
利用編程建構自動化泵水系統



跨校學習社群 –與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的合作

•計劃架構：
1.共同建立STEM環境教育校本課程

2.分享學生學習成果
3.互相學習及交流教學經驗



共同建立STEM環境教育校本課程



第1-2節：介紹水母的結構及生命教育
（利用海洋酸化之主題引入水母的課題）

第3-4節：水母下水禮-介紹海月水母、
如何使用鹽度計及如何餵飼水母

第5-6節：利用編程設計自動泵水程式

第7-8節：向全級匯報課程成果
(製作及展出成果展板)

課程設計與安排



課題的引入 -同學表現



價值觀及生命教育重要性
•從生態系統的「外敵」，再引用政府廣告「停一
停，想一想」，結合學校今年度價值觀重點「責
任感」

灌輸飼養水母要有責任感同關愛

• 生命教育的重點：
接受、檢討、反思及改善



學生課堂回應



飼養過程中，我們遇到的
問題……

•水母BB的批量死亡

•水母受傷
•水母穿洞
•水母變形
•長假期餵飼的問題

養水母，感覺像不斷迎接新的挑戰……



教師及實驗室技術人員

亦需要生命教育……



互相學習及交流教學經驗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的參觀及經驗交流



靈風中學的經驗交流



資源共享



中五級理科考察 –
奇妙的生命密碼DNA工作坊



分享學生學習成果



學生活動經驗分享：小組長週會分享

https://youtu.be/xU0VuVKNFQk?t=689

https://youtu.be/xU0VuVKNFQk?t=689


學生日常及活動照片分享



學生日常及活動照片分享



學生日常活動照片分享





製作展板、展出及匯報



製作展板、展出及匯報



意外的收穫

•學生的自主性的提升



意外的收穫

•小組組員各自發揮專長，完成專題研習展
板及匯報



•學生自行完成展板的設計、簡報及匯報時所用的講稿

意外的收穫



教師的角色

•框架的提供
•協助角色
•起初時間的投放
•以及同行……



後續發展

•本校的水母缸設計需要繼續改善並繼續飼
養水母

•將水母的課程融入至科學科教學進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