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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常識科課程的定位在於促進學生「結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與科技教育三

個學習領域所涉及的能力、知識及價值觀進行學習」（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1，頁 2）。為

達成這個目標，常識科多以貼近生活經驗的主題組織課程，從而聯繫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習元

素，促進學生掌握相關的學習之餘，也擴展學生以跨學科的視野，綜合多個學習領域的學習，

拓寬學生的思維。 

 

以「簡單機械」這個單元為例，一般課本都會探討及解釋各種經典機械的原理，並列舉

這些機械在日常生活的例子，討論使用機械的安全考慮，甚至探討機械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

響等。這種主題式課程有助把上述三個學習領域聯繫起來，使學生的學習更為連貫及豐富。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的老師與課程發展支援人員商討「簡單機械」這個單元時，提

出了加強學生應用知識作為校本課程發展的焦點。為此緣故，課程發展團隊一起參考了相關

的課程發展理論，並構想藉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取向進一步豐富學生的

學習，讓學生透過親身動手的經驗，學習解決真實的問題，綜合不同科目的學習，培養活用

知識的能力。 

 

甚麼是 STEM教育？ 

 

STEM 教育其實說不上是教育新猷，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由對美國科學及科技發展

極具影響力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出（Sanders, 2009）。當時美

國學校的科學教育被評為過於偏重科學理論的教授，學生普遍認為科學課堂艱澀枯燥，以致

出現了高中學生普遍不願選取理科科目的現象。有見及此，國家科學基金會提出 STEM教育

取向，旨在加強這些相關範疇的整合，以及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從而提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

教育的興趣。但 STEM教育在九十年代並未有帶來多大的革新，隨著時日的過去，STEM教

育也漸漸被人遺忘。直至美國奧巴馬總統於 2009 年再次積極提倡 STEM 教育，提出要在

2010-20年的十年間培訓十萬個 STEM教師，以求在隨後十年間培養一百萬個 STEM大學畢

業生（羅暉、李朝暉，2014），從而推動美國社會及經濟的持續發展。STEM教育於是在美國，

以至世界再次成為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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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的組織模式 

 

STEM 教育著重的並不單是強化個別學科，更重要的是綜合各個學習領域的學習，並促

進學生在實際生活中應用這些知識（Sanders, 2009）。香港教育局亦提出了兩個促進 STEM教

育的課程模式，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課程發展處，2015，頁 6）。

第一個模式是在組織具體課題的課程時，加強學生綜合其他學習領域的相關元素，這正正也

是常識科課程的取向。而作為一個照顧學生三個學習領域的跨科課程，常識科提倡的開放和

靈活的課程架構及單元模式，與 STEM教育的整合取向實在有頗多相通之處。教育局的另外

一個建議是以專題研習的模式，藉具體情境和真實問題作為焦點，讓學生貫串不同學習領域

的學習元素，提供豐富的主動探究經驗，促進學生親身主動綜合和應用各個範疇的學習。 

 

協作學校在組織是次校本課程時，也應用了以上兩個促進 STEM教育的模式。老師在教

授「簡單機械」這個單元時，著意透過課程的設計綜合相關學習領域的學習，例如老師引入

了一連串的動手活動，加強學生親身觀察各種簡單機械的實際操作，並記錄相關的數據。這

些主動探究的學習經驗，有助學生綜合科學、科技及數學學習領域的學習，使學生熟習各種

機械的原理和運作，也培養他們親自動手的信心。在完成「簡單機械」這個單元的學習後，

老師引入專題研習作為延伸，並擬定了一個具體的情境，讓學生設計一個最省力的機械裝置，

把指定的罐頭從地面送上一個 30厘米高的平台。透過這個專題研習，學生需要掌握的不是個

別獨立的科學或科技知識，而是有意義地聯繫各個學習領域的元素，以解決真實的問題。 

 

從學生在專題研習表現反映，老師在相關單元課程刻意加強學生動手操作經驗的努力得

到了回報。這些專題研習的前期鋪排，為學習奠下成功的基礎，對學生的發揮起了很大的作

用，使學生能把相關學習領域的學習元素運用在自己的製作中。以其中一班學生為例，在六

組學生中，三組用上了滾子加斜面原理，另外兩組用了槓桿，還有一組學生令老師有額外的

驚喜，就是他們應用了課堂沒有觸及的輪軸原理。各組學生在製作過程中雖遇到多番波折，

但大部份組別最終也能把他們的構思付諸實踐。 

 

傳統的科學課堂多著重認識科學理論，學生能在紙張回答概念問題，卻未必能應用在實

際情況之中，而 STEM教育著重的正是學生把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以是次學生最常用的滾

子概念為例，不少學生也在其設計中加上輪子，但在實際運作時，有些輪子卻不能暢順地轉

動，以致發揮不到滾子省力的效果。這次專題研習的學習經驗，讓學生體會到學習並不能單

是紙上談兵，而是要把理論應用在實際情況。 

 

而輪子的物料及設計也反映了學生的創意和解難的能力。各組學生分別用上了紙皮、光

盤和塑膠樽蓋等物料作為輪子，甚至輪子也不一定是圓柱體，有學生就把乒乓球作為輪子。

學生的創意亦不單展現在輪子物料的選取，車軸的設計也不盡相同，而且車子也不一定是四

輪的，有學生就設計了兩輪的車子，甚至有學生用上了無輪的設計。小學生處理抽象概念的

能力可能比成人弱，但他們藉這些具體操作經驗的學習，卻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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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構思到實踐 

 

為推動學生在是次專題的研習，老師花了不少心思去引導學生的學習，照顧學生在擬訂

計劃、選擇物料、測試表現及檢討反思等過程中的學習。打從專題研習開始，各組學生初步

擬訂應用的機械原理後，學生便需要提交設計草圖，以圖文並茂的方法展現他們的思考，從

中讓學生作更細緻的考量。這些專題研習冊的設計有助促進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作自我監察，

亦使老師能了解學生的構思，以便給予具體的回饋。 

 

以其中一組學生的設計為例，他們選取了滾子加斜面原理，而所繪畫的設計圖卻交待了

更多的設計細節。例如學生選擇以紙皮作為斜面，並且在構思過程中已顧及紙皮可能承受不

起裝置加罐頭的重量，故在紙皮底下加上竹枝作為承托。此外，設計圖也顯示了學生的細心

和創意，圖中標明了裝置的前輪小而後輪大，好使裝置到達平台後，罐頭會自動卸貨，而學

生在實際測試亦確實能達成自動卸貨的設計意念。 

 

 

 

 

 

 

 

 

 

 

 

 

 

 

 

 

 

 

 

 

為了加強相關學習領域的學習，老師著意引入設計循環，讓學生以常用的科技設計取向

引導思考，並在測試過程中觀察各組的設計及記錄相關數據，讓學生的檢討和建議能有所依

據。建基在這些真實測試經驗和數據，學生更仔細地檢視各組的設計及成效，從而反思當中

成敗的關鍵，並提出改善建議，然後在第二輪的設計中付諸實行，從中展示了學生綜合和應

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例如在測試各組裝置後，學生對以木板作為斜面物料提出了全面的評

估，從好處想，木板可以負擔得起裝置的重量，但木板一般較厚，甚至超過他們所用滾子的

直徑，這使裝置從地面走上木板時出現困難。於是各組學生在第二輪製作中採納了不同的解

決方法，有的用上較薄的木板或是較大的滾子；有的卻在木板的邊緣加上紙皮作為緩衝，使

小輪子仍然可以輕易走上較厚的木板。這些多樣化的解決方法充份說明了學生主動綜合和應

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機械設計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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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細緻的觀察，學生還提出了其他影響成敗的因素，例如恰當物料的選取，以及裝置

在移動過程中的平衡問題等。由此可見，是次專題研習以一個具體的問題為焦點，但涉及的

卻絶非只是課文中的科學理論，而是促使學生因應目的而設計，把各個不同學習領域的元素

靈活及有意義地綜合起來，促進學生發揮創意，應用知識。 

 

總結 

 

常識科著重促進學生綜合三個學習領域的學習，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而 STEM教

育亦提倡強化綜合與科學相關範疇的學習，從而促進學生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兩者涉及

的範疇和發展經過雖然未盡相同，但其背後的理念卻甚為相近，故 STEM教育對常識科課程

也甚具參考價值。 

 

在實際課程組織模式方面，STEM 教育倡議綜合相關範疇的取向與常識科常用的單元模

式更是一致，老師在組識常識科課程時，大可參考 STEM教育所累積的經驗和素材。此外，

STEM 教育著重以真實問題，促進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而香港學校可以透過專題研習提供

類似的主動探究經驗，進一步促進學生活用知識的機會。 

 

是次協作學校以專題研習模式，藉實際問題延伸學生對「簡單機械」這個單元的學習，

使學生因應是次專題的要求，以及自己獨特的設計，靈活及有意義地綜合和應用各個不同學

習領域的元素。在過程中，老師透過各種方法展現學生的思考，引導學生觀察自己及其他組

別的設計，從而幫助學生改進當初的構思，並付諸實踐，從中促進不同學習領域學習元素的

綜合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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