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年度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路(QTN)

STEAM+AI素養協作計劃(公共衛生及健康)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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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計劃推展情況：生成式AI教師工作坊

➢日期： 2024年1月8日

➢對象：本校常識科及ICT科老師

➢主題：生成式AI技術的應用與體驗

➢內容：讓老師體驗各種具生成式AI功能的軟件（語言處理、圖像生成）



計劃推展情況：將生成式AI技術融入校本課程
➢日期： 2024年2月20日－3月26日

➢對象：小學六年級學生

➢主題：生成式AI技術的應用與體驗

➢以生成式AI技術為主題，利用Paint with music進行樂曲創作及運用POE

內建的生成式AI工具創作具中國古詩詞元素的圖像。



計劃推展情況：將AI醫療技術融入校本課程
➢日期： 2024年5月8日－5月21日（公開課：2024年5月14日）

➢對象：小學六年級學生

➢主題：AI醫療技術的應用與體驗

➢透過編寫血氧計數據手機監測程式，以IOT方式儲存量度得的血壓數據，

掌握運用AI人工智能技術監測身體數據



計劃推展情況：將AI技術融入校本課程
➢利用App Inventor 編寫手機應用程式，

並分析所收集的血氧數據。

➢利用Health Kit內的血氧計收集血氧

數據，並透過IOT上傳數據至雲端。



你們有試過以下情況嗎？

以上均是缺氧的徵狀



監測血氧量的好處
➢ 當中以患有心肺疾病,如心臟病、肺

炎人士最需要恆常監察血氧量。他

們的身體狀況在劇烈運動下引發的

氣喘問題會更加嚴重。

➢ 透過監察血氧情況,長期紀錄身體狀

況及變化,對醫生診症上有很大幫助。

➢ 至於健康人士,長期監察血氧水平,亦

可以及早了解自己身體是否出現毛

病,並作出改善。



Health Kit: 血氧計

運用 App Inventor 2 編

寫手機程式測量血氧及
記錄數據



Health Kit 智慧健康手機程式

➢Health Kit 具一系列健康護理產品配

合App Inventor 2編寫手機程式

➢以記錄個人身體數據,了解身體變化,

保持個人健康。



Health Kit 智慧健康手機程式操作



Health Kit 智慧健康手機程式操

作



血氧計測量血液氧含量

量度使用者的血氧
飽和度

血液氧含量是否
低於正常範圍

(95%)

提示用家的血液氧含量
低於正常範圍

血液氧含量
是否低於92%

提示用家的血氧飽和度
過低，需到急症室求助

低於正常範圍
(95%)

血液氧含量低於92%

低於正常範圍但高於92%



如果血液氧含量低於
正常範圍(95%)



如果血液氧含量低於
正常範圍但高於92%



如果血液氧含量低於
____%，

提示使用者到急症室求醫

92





血氧計測量使用者的靜止心率

量度使用者的心率
心率是否維持正常

範圍內
( 60 – 100 bpm)

提示用家的心率過高

提示用家的心率過低

心率高於
100 bpm

心率低於
60 bpm



血氧計顯示使用者的血流灌注指數(PI)

量度使用者的
血流灌注指數(PI)

PI是否維持正常範圍
( 0.2 - 20 )

提示用家的PI值
高於正常範圍

提示用家的PI值
低於正常範圍

PI高於
正常範圍( 20 )

PI低於
正常範圍( 0.2 )



血氧計顯示使用者的血流灌注指數(PI)



想一想

為何要讀取 10 秒?

➢ 心率是不斷在改變的

➢ 血氧數據不會保持同一個數值,而是

在不斷上落



想一想

如何保證數據準確?

➢ 在 10 秒內取得所有數據的總和。然後,把總和

除以取得數據的次數,就能得到平均值。

➢ 在 10 秒內,血氧計一共錄得 100 次心跳數據。

➢ 它們的總和是..88+87+89+86+......+90 = 8800

➢ 因此,在這 10 秒內,用戶的心跳平均值

是..8800/100 = 88



展望：將AI技術融入校本課程

➢將AI技術應用於校本STEM課程中(生態學習)

➢積極於校內建立創新教師專業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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