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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M教育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 由美國全國科學基金會(NSF)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提出 

成員需由總統提名，國會通過 

發現重力波的LIGO正是由NSF主力資助 

• 學校科學課程著重理論的教授，學生普遍認為科學
課堂艱澀枯燥 

• 高中學生普遍不願選取理科科目 



S T E M教育目標 

• 推動創新，以維持經濟發展 

• 對應社會需要，增進公民參與的能力 



STEM 教育取向 

• 一種跨學科及著重應用的取向: 

不是要完善 4 個領域的個別學習；而是 

以實際生活中的應用，綜合 4 個領域的學習 

• 曾引起一陣的討論，隨後漸少有提及，直至….. 



STEM 教育重新受重視 

奧巴馬於2009年就任美國總統 

• 美國振興及再投資法案  及  奔向顛峰計劃 

• 強調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的重要性，
並多次公開指出：STEM教育是國家經濟強勁復甦
的關鍵因素。 

• 「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報告建議，在2012年宣
布新科技教育計畫，將培訓10萬名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專業教師，以協助在未來十年內培養
100萬名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的畢業生。 



 



重點 

• STEM 教育的重點在於強化學生在科學、科
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習領域的
綜合 和 應用  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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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跨學科課
程，這是常識科常
用的課程組織方向 



綜合數學元素的例子 



 



推動STEM 教育的宗旨和目標 

• 在科學、科技及數學範疇讓學生建立穩
固的知識基礎，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以助他們日後在有關範疇升學和就業，
應對現今世界的轉變所帶來的挑戰。 

•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培養學生二十一世紀所需要創造力、協
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具備創
新思維。 



你會用甚麼原
理設計裝置? 



 

最常見的設計是斜面加滾子，但也有學生運用:  

•槓桿 

•輪軸 

•滑輪 



發揮創意潛能 

以最常見的滾子為例，你會: 

• 用甚麼物料作滾子? 

• 如何把滾子安裝在你的設計? 

 

 

學生有不少別具心思的設計 



以互動的課堂誘發學生投入主動的探究 

 



從動手到動腦 

 

• 以數據刺激學生思考 

• 引導學生使用科學證據 

數據 詮釋 



+ 砂紙 

+鉛筆 





專題研習的輸入 

在教授有關「簡單機械」單元時，刻意透過
主動探究的課堂，培養學生: 

• 對相關概念的掌握 

• 動手探究的信心 



促進 STEM 教育 

• 認識和應用科學知識的能力，以解決
實際生活問題  

– 科學與科技的專題研習 



 



 



從實際經驗中學習 



從實際經驗中學習 

 



 

加強科技元素的考慮 



 



 



 





教學策略 ─ 提供具挑戰性的學習任務 

• 訂定合適的學習任務，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 就著日常生活問題，讓學生設計和擬定具體
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 參與「動手」的學習活動，增強他們在綜合
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教學策略 ─站在引導者的角色 

• 讓他們在實作過程中學習多元思考與問題
解決 

• 引導學生解釋其構思 

–繪畫草圖時需要清晰及簡潔的描述 

–物料選取是否合宜 

–如何配合省力的原理 

• 學生動手製作時給予意見及支援 



教學策略 ─站在引導者的角色 

• 培養學生觀察及詮釋數據的能力 

• 引導學生解釋測試結果 

 



教學策略 ─站在引導者的角色 

• 從全班討論中引導學生反思如何改進，
並給予具體的回饋 

 

 



配合STEM教育的發展建議 

• 不是 割裂地教授科學，更不是 獨立成科 

• 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 

在常識課堂中，加強學生動手探究的機會 

擴展專題研習經驗，加入科學與科技類型 

• 多元化的手腦並用學習經驗  
(不論是簡單的手作，或是程式機械人) 



總結 

以實際問題作為專題研習題目: 

• 促進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 

• 以單元課程促進學生親身探究的經
驗，建立學生動手的能力與信心 

• 手腦並用的課堂提供多元化的學習
經驗，讓善於不同學習取向的學生
有更多的發揮 



總結 

以實際問題作為專題研習題目: 

• 引導學生記錄自己的學習歷程，多給
學生口頭和圖文並茂的解說機會 

• 多以數據和動手經驗刺激學生的思考 

• 鼓勵學生交流，互相提出意見 

• 建立教師和學生對學習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