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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
尋找理想的地方 - 海濱公園篇



來自生活的數學
用於生活的數學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在學校推展STEM教育的目標包括：

 讓學生在科學、科技及數學範疇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並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幫助他們日後在有關範疇升學和就業，
以應對現今世界的轉變和挑戰。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生在二十一
世紀所需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具備
創新思維和開拓與創新精神。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curr/ME_KLACG_chi_2017_12_08.pdf


應用數學於生活
它幫助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及技能，以
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創新的設計解決現實生活問
題。

 STEM不是數學科的一個新範疇，而是著重在不同情
境中應用數學，當中不同程度地綜合了科學和科技
元素。

換言之，通過為學生創造應用數學知識和技能解決
現實生活問題的機會，STEM教育能得以加強；過程
中學生分析那些或許沒有明確解答的現實生活問題，
為問題建模，制定解決方案並最終解決問題。



推行模式



專題研習形式推行的優勢
達至跨學科整合及應用知識與技能

引發和提升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的有效方法

提供了不同的學習經驗，是推動學生積極地進行自主學
習和自我反思的學與教策略

建構數學知識的同時，能連繫共通能力、價值觀及態度

利用數學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研究，藉此體現數學與現
實世界或其他學科的聯繫

涉及數據分析及利用圖表和圖像表達數據，因此能提升
學生的數學能力；

培養他們的創造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



我們自己的看法

數學就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一種思考和觀察世
界的好方法。

動手做（learning by doing）就被認為是培養整合
能力的方法之一

讓學生在過程中，透過親身經歷了解「數學為我們
做了什麼？」



以數學科及常識科中的科學知識為基礎，

加上生活情境的問題，利用microbit進行

編程，製作指南針，並不斷改良。再應用

及電子儀器進行科學探究實驗式的量度，

讓學生以電腦製作統計圖表，並分析數據

並解決生活上的難題。



S - 認識一些與光和聲音相關的規律和現象

- 公平測試

T - 使用microbit進行編程

- 使用不同的電子測量儀器

- 使用電腦製作圖表認識一些與光和聲音相關的
規律和現象

E - 製作及改良microbit指南針

- 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M - 認識八個方向

- 使用指南針測方向

- 量度及整理光、聲音、風速的數據

- 製作統計圖表及分析相關數據



活動前準備

五年級數學及電腦科均為同一位老師任教

數學科課程調配

五年級加入micro:bit編程課程

進行兩次共同備課

出發前老師的培訓

購買測光、測風及測音儀器各35部



選取方向為活動主線的原因

用指南針測方向部份常被老師忽略

學生缺乏使用指南針的實際經驗

學生未能記下八個方向的英文簡稱

把「東」和「西」的位置倒轉。



製作micro:bit指南針

透過製作micro:bit指南針學生學會簡單方位角
及八個方向的英文簡稱

製作micro:bit指南針就好像一個機會鞏固學生
在上述兩方面的知識



專題研習過程

研習前輸入

• 學習八個方向及

方位角

• 學習Micro:bit 編

程並編寫指南針

程式

第一天研習

• 了解研習問題的

背景

• 了解尋找理想環

境的方法

• 製作microbit指南

針底盤

第二天研習

• 到大埔海濱公園

考察

第三天研習

• 數據輸入並製作

圖表

• 運用圖表數據決

定最理想的地方

• 分組運用圖表進

行匯報



學生任務

 3月2日為學校親子一天遊，所有學生及家長會到大埔海
濱公園遊覽，當中需要小休及吃輕食。

 STEM專題研習要求學生替家長們尋找理想的小休地方。



何謂理想的地方？

照度(lux) 環境

0-200 家中環境

>200-600 教室，圖書閱覽室，教職員休息室

>600-1000 一般商場服裝店

>1000-3000 戶外但有遮蔽地方

>3000-10000 戶外露天地方

>10000 戶外露天地方並有太陽照著的地方



專題研習使用儀器



活動安排



專題研習小冊子



大埔海濱公園的檢查站

回歸塔小食亭 涼亭近廁所

心形紅磚牆

西式花園



活動花絮分享



活動花絮分享



數據分折



數據分折



檢討及反思

學生十分投入活動

學生能運用數據選取合適的地方

缺乏使用指南針的實際經驗，往往需要多花時間找
出檢查站

學生安全問題

安排後備儀器到各個檢查站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