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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BOT
課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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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設計

•立體圖形

課題：

•小學二年級

學生：

• 能分辨立體圖形的特性及名稱

• 利用簡單指令操作Bee-bot，
找出屬於該立體圖形的名稱或
形狀。

課堂目標：

教學內容

輸入知
識

•認識及比較不同立體圖形

的特性

課堂活
動

• 利用Bee-bot找出屬於該
立體圖形的名稱或形狀

產出／學
生成效

• 能分辨立體圖形的特性
及不同立體圖形的名稱



課前預備
1. 認識Bee-bot
• 學習Bee-Bot的基本

操作，向前、向後、
轉左、轉右。

工作紙例子



2. 利用Bee-Bot執行
簡單任務
•排列指令卡
•圈出Bee-bot移動次
序

•執行指令

1. 排列指令卡

2. 於工作紙上圈出Bee-bot
移動次序

3. 執行指令，找出目標數字



課堂實踐

輸入知識:
1.與學生重溫已
有知識

2.分析及比較立
體圖形的特性



分組活動

老師抽出立體

圖形卡或名稱

字卡，同學需

利用BEE-BOT

在方格紙上找

出對應的立體

圖形。

2. 用指令卡排出BEE-
BOT的行走路線

3. 根據已排的指令卡於工作紙
上圈出BEE-BOT的路線次序

1. 老師抽出圖形卡或名稱字卡

4. 利用BEE-BOT執行指令，
找出對應的立體圖形



活動影片分享



課堂習作分享







課堂延伸活動

• 老師加入條件卡（例子：它有2個底，底的形狀是圓形），
學生需找出相應的立體圖形，有助深化學生對立體圖形
的認識，亦增加活動挑戰性，。

• 老師抽出方向指令卡（ 例子：前、前、右、前），學生
在自己組的方格紙上執行指令，然後請學生說出該立體
圖形的名稱和特性。



學生常遇的問題

•學生容易把向前的方向指令當作向
右或向左轉。

混淆Bee-Bot的方向指令

•學生忽略排列指令卡，最終導致
Bee-Bot行走路線出錯。

Bee-Bot移動路線錯誤



學生的得著

訓練學生的計算

思維

• 拆解問題

• 將抽象概念具

體化

學習動機

• 提升學習動機

• 學生更投入於

課堂

學習成效

• 多元化的課堂

活動

• 加深學生的印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