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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縱向技能發展－設計與實踐 

林從敏博士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夏芷惠老師 (寶血會嘉靈學校) 

黃家玲老師、李銘謙老師(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引言 

自 2015 年開始，STEM 教育在學校相繼開展，學生有更多機會進行手腦並用的探究活

動。在開展了一段時間後，老師開始思考如何更有系統地培養具備 STEM 素養的下一代？當

中涉及什麼元素？寶血會嘉靈學校和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參考美國 K-12 的「科學和工程相關

技能」縱向能力表，從而訂立校本 STEM 縱向技能架構，作為設計活動時的方向。協作學校

利用設計循環的概念，透過兩個年級的活動，闡釋如何有系統地發展學生的科學與工程技

能。寶血會嘉靈學校以物料為題材，設計了一年級的「城市中的時裝」和四年級的「口罩設

計」;慈雲山天主教小學以水為題材，設計了四年級的「淨水系統」和六年級的「自動澆水

器」。 

 

STEM 教育的精神 

很多老師在設計 STEM 活動時，都會考慮活動是否具備 STEM 元素，例如活動中涉及什

麼的科學知識(S)、科技知識(T)、運用了什麼工程(E)和數學(M)概念，雖然這種思考模式能幫

助老師具體地呈現各種學科元素，但過份執著不同學科內容，容易忽略了 STEM 教育的精

神，就是讓學生在自然的環境下，有機地揉合不同的知識體，透過解難的過程來解決日常生

活所面對的問題。另外，學者 Bybee(2013)清楚指出 STEM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具備 STEM

素養的下一代，當中包括運用相關的學科知識提出及定義問題，建立以證據為本的結論來解

答與 STEM 有關的議題；理解不同學科的特徵，包括其知識、探究過程及態度的培養；使到

學生樂意參與 STEM 有關的活動及成為一個具備反思能力的公民。這樣看來，STEM 教育不

單只在乎學什麼，解決怎樣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怎樣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以致日

後能運用相關的技能終生學習和探究事物的態度。 

 

STEM 教育涉及的科學和工程技能 

那麼，在解決 STEM 相關難題的過程中，學生需具備什麼技能？美國的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2)因此提出「科學和工程相關的技能」架構，當中涉及以下五項: 

(1) 提出和定義問題：在提出問題後，科學家或工程師均需要釐清問題的性質和界定成功的

準則； 

(2) 利用模型/設計圖以發展工程概念：模型包括實物、圖像如設計圖、或電腦模擬等； 

(3) 設計及進行測試：過程涉及辨別變數、蒐集怎樣的數據、在公平的條件下測試製成品的

效能； 

(4) 分析和數據詮釋：涉及以不同形式展示數據，在有需要時運用電子儀器輔助蒐集大量數

據，亦會運用數學概念來有效表達測試或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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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傳意及反思：無論是科學家或工程師，均需要提出理據以支持自己的論點或製成

品，與其他人分享交流，從不同的角度反思過程及解決方案，這

樣才能不斷優化方案及提升後設認知能力。 

 

課程縱向技能設計的理念 

誠然，若要學生具備科學和工程相關的技能，並在生活中純熟地運用來解決問題，確實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課程設計者需要就學生的生活經驗、已有知識和課程內容，有計劃地

設計不同年級的 STEM 活動，使學生循序漸進地發展科學和工程的技能。有鑑於此，兩所協

作學校因應學生的能力，制定了校本小一至小六 STEM 縱向技能架構表(附件一)，並應用常

識科課程指引的設計循環學與教策略(課程發展議會，2017)，分別於一年級、四年級及六年

級作為實踐平台。 

 

協作學校的老師先提出生活或社區問題，讓學生綜合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及在探究過程

中發展科學和工程技能，例如設計循環其中一步驟是「蒐集資料、思考以作出選擇，並組織

材料」，學生可蒐集一手實驗數據和二手資料來選擇解難方案。在初小時，讓學生利用五感

進行質性觀察，學習運用簡單符號或數字記錄觀察所得的結果，從而找出較佳的解難方案；

在高小時，則學習蒐集質性和量性的數據，並使用正確的單位記錄結果，透過比較測試數

據，解釋它們之間的關係及從中選擇較佳的解難方案。這過程不但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亦

有目的地發展學生「利用數學概念分析和詮釋數據」的技能。因此老師們根據校本的 STEM

縱向技能架構表，在設計循環的各步驟，融入各種科學與工程的技能，從而提升他們的

STEM 素養。 

 

協作學校一：寶血會嘉靈學校 

配合學校本年度的學習主題「我是小巨人」，學校分別於一年級和四年級，以課題延伸

的模式設計活動。一年級的課題是「城市中的時裝」，老師引導學生發現身邊不同職業人士

穿著圍裙的目的，探究圍裙物料和設計與其功能的關係，老師繼而提供不同的物料進行測

試，讓學生根據老師提出的方法進行測試，包括物料的透明程度、防水性、容易清洗程度及

吸油性，學生從測試中學習利用五感觀察的技巧，運用簡單符號記錄觀察所得，歸納及找出

不同物料的特性。然後學生需要就指定的職業，嘗試設計及改良由老師提供的半製成品，並

加入創新的元素，親子製作一條獨一無二的和具功能性的圍裙，最後老師引導學生運用圍裙

的測試結果，提出改善的建議。表一列出了設計循環的步驟，詳細的活動內容及附件一涉及

的科學與工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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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一年級 STEM 活動設計「城市中的時裝」 

設計循環的 

步驟 

教學流程及內容 科學/工程技能發展 

辨別需要和

問題 

 

 從生活經驗、觀察圖片和短片，

發現不同職業人士穿著的圍裙在

物料及功能上是不一樣的 

 老師提出任務，為特定職業的人

士設計及改良圍裙 

 就生活中的發現，利用已建構

的概念和知識嘗試解決問題 

蒐集資料、

思考以作出

選擇，並組

織材料 

 學生學習科學方法，利用常見的

物料進行測試 

 歸納各種物料不同的特性，包括

透明程度、防水性、容易清洗程

度及吸油性 

 根據老師提出的科學方法進行

測試 

 從測試中觀察，學習記錄有用

數據，運用簡單符號或數字記

錄觀察所得的結果 

 利用五感進行質性觀察，找出

較佳的方法解決問題 

發展解決問

題的方案 

 透過了解不同職業的工作環境，

訂定各職業的圍裙物料及設計需

符合特定的功能 

 老師透過例子說明，讓學生掌握

繪畫設計圖的技巧 

 

 進行質性觀察後，能提出簡單

的設計，解釋解決問題的意念 

 繪畫簡單的設計圖，展示對製

作的理解 

 比較不同設計圖的異同 

 老師引導學生討論及分享，作

出改善建議 

實踐並管理

解決問題的

方案 

(過程中重視

測試與改良) 

 

 學生透過組內匯報設計圖，闡釋

設計理念 

 學生透過評價半製成的圍裙，指

出須修正的地方，並掌握製作及

改良圍裙時須注意的地方 

 親子製作並改良半製成品，學生

進行圍裙測試 

 嘗試改良半製成品，並加入創

新的元素 

 根據老師提出的科學方法進行

測試 

 利用個人的製成品進行公平測

試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 

 

交流解決問

題的方案，

覆核和評鑑

方案的成效 

 學生匯報測試結果及展示成果 

 在老師引導下，提出改善圍裙的

建議 

 

 分享製成品，在老師引導下提

出改善建議 

 所有改善建議建基於測試結果

和第一手資料 

 

 

 

基於物料這個題材，協作學校在四年級以「口罩設計」作為延伸課題，學生這次的任務

是為老師設計一個既舒適又具效能的環保口罩。老師以棄置口罩的數量來帶出設計及製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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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使用口罩的重要性，學生先認識市面上各種不同類型的口罩，從生活經驗中思考、討論

高效能的口罩需具備什麼條件，與老師一起討論設計口罩的成功準則，如防水、防微粒、透

氣效能，每組學生分別蒐集 5 種不同的物料進行測試，過程中老師與學生討論公平測試的準

則，如使用定量的粉末來進行透氣及防微粒測試；學生使用檢測空氣質素儀器，量度物料阻

隔 10 微米以下懸浮粒子的數據，得出防微粒的效能；在固定的距離噴出水花，以測試物料

的防水效能。學生需要綜合比較 5 種物料的測試結果，再選取其中的 3 種作為製作口罩的物

料，這樣的過程讓學生有目的地分析數據並進行歸納，從而選出最佳的物料及方案設計口

罩。最後學生匯報設計理念，分享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並反思製成品的不足

如不能測試防菌程度、未能在物料上加工等。表二列出了設計循環的步驟，詳細的活動內容

及附件一涉及的科學與工程技能。 

 

表二: 四年級 STEM 活動設計「口罩設計」 

設計循環的 

步驟 

教學流程及內容 科學/工程技能發展 

辨別需要和

問題 

 

 老師引導學生發現課室的空氣質

素也會受粉筆所影響，請學生為

老師設計一個高效能的口罩 

 認識市面上各種不同類型的口

罩，透過討論歸納口罩須具備的

條件，包括防微粒、防水及透氣 

 就生活中的發現，綜合應用已建

構的科學概念解決問題 

 建基於生活經驗，與學生共同討

論製成品的要求 

蒐集資料、

思考以作出

選擇，並組

織材料 

 學生搜集五種製作口罩的物料 

 老師利用市面上的口罩作測試，

讓學生學習進行公平測試的步驟

及技巧 

 學生分組利用五種自選的物料進

行測試，包括物料的防微粒程

度、防水程度及透氣程度 

 學生記錄測試結果，並透過比較

測試結果及數據，選出三種最合

適的物料製作口罩 

 根據老師提出的科學方法進行測

試，學習運用儀器進行多重測試

及驗證 

 從量度獲得質性/量性的數據，並

使用正確的單位記錄觀察所得的

結果 

 透過比較測試結果及數據，歸納

實驗獲得的結果，並解釋它們之

間的關係 

發展解決問

題的方案 

 老師說明繪畫設計圖的技巧及須

列明的項目，包括物料及選取原

因、尺寸，讓學生討論及完成設

計圖 

 透過匯報設計圖，闡釋設計理念 

 進行質性/量性的觀察後，根據測

試的結果和經驗，提出簡單的設

計 

 繪畫平面設計圖，展示尺寸及物

料，並要求對製成品有深入理解 



5 
 

實踐並管理

解決問題的

方案 

(過程中重視

測試與改良) 

 透過欣賞及評價其他組別的設計

圖，指出須修正的地方，並掌握

製作口罩須注意的地方 

 分組縫製口罩 

 利用小組製成的口罩作測試，並

記錄結果 

 提出不同設計圖的功能及局限 

 利用小組的製成品進行公平測試 

 以小組形式探究及討論，並提出

改善建議 

交流解決問

題的方案，

覆核和評鑑

方案的成效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並

與市面上的產品作比較 

 分組討論及匯報以下問題: 

a.口罩在哪方面較市面上的口罩 

優勝? 

b.怎樣優化你們的設計? 

c.在製作過程中，你們遇到甚麼

困難？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並

與市面上的產品作比較 

 透過小組匯報，應用科學原理解

釋製成品的功能，並分享製作過

程中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反思製成品的不足，並建議可行

的改善方法 

 

 

協作學校二：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協作學校分別就四年級和六年級，配合水的題材，讓學生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在四年

級設計解難情境，讓學生綜合應用虹吸和濾水的科學原理來解決山區居民的食水來源問題，

老師先簡介山區地勢環境，學生找出如何運用虹吸原理把在高地的湖水運送到偏遠及地勢低

的山區。老師繼而帶出湖水需要經過沉澱、過濾後再輸送給居民。過程中不同組別的學生需

自行選擇過濾的物料，檢視不同物料擺放次序的效果，量度和觀察濾水的速度和清澈度。最

後各組需綜合不同的數據，自行製作模型，模擬將高地的湖水運送至地勢低的山區及進行過

濾，最後老師帶領學生反思真實情況與模型的分別，以培養學生科學求真的精神。表三列出

了設計循環的步驟，詳細的活動內容及附件一涉及的科學與工程技能。 

 

表三: 四年級 STEM 活動設計「淨水系統」 

設計循環的 

步驟 教學流程及內容 科學/工程技能發展 

辨別需要和問

題 

 

 老師誘發學生思考，帶出「食

水的來源」、「成份」及「潔

淨的水」對人類的重要，請學

生為偏遠山區的居民設計一個

淨水系統 

 認識虹吸原理及不同淨水的方

法(沉澱法、過濾法)，透過討

論，歸納淨水系統須具備的條

件，包括能運送高地的湖水到

集水箱、濾水的速度及清澈度 

 就生活中的發現，綜合應用已建

構的科學概念解決問題 

 建基於生活經驗，與學生共同討

論製成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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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資料、思

考以作出選

擇，並組織材

料 

 老師利用人工/加工/天然的濾

材作對照測試，讓學生學習進

行公平測試的步驟及技巧 

 學生分組自選三種的濾材進行

測試，包括水質清澈度及流速 

 學生記錄測試所得的結果，並

透過比較測試結果，初步設計

及改良濾水器 

 根據老師提出的科學方法進行測

試，學習運用儀器進行多重測試

及驗證 

 從量度獲得質性/量性的數據，並

使用正確的單位記錄觀察所得的

結果 

 透過比較測試結果，歸納實驗獲

得的結果，並解釋它們之間的關

係 

發展解決問題

的方案 

 老師說明繪畫設計圖的技巧及

須列明的項目，包括物料及選

取原因、加入圖例說明，並讓

學生商討及完成設計圖 

 透過匯報設計圖，闡釋設計理

念 

 進行質性/量性的觀察後，根據測

試的結果和經驗，提出簡單的設

計 

 繪畫平面設計圖，運用圖例來展

示物料及原因，並要求對製成品

有深入理解 

實踐並管理解

決問題的方案 

(過程中重視

測試與改良) 

 透過欣賞及評價其他組別的設

計圖，指出須修正的地方，並

掌握建立淨水系統時須注意的

地方 

 分組按設計圖建立淨水系統 

 各組利用淨水系統作測試，並

記錄結果 

 提出不同設計圖的功能及局限 

 利用小組的製成品進行測試 

 以小組形式探究及討論，並提出

改善建議 

交流解決問題

的方案，覆核

和評鑑方案的

成效 

 檢視淨水系統在測試中的成效 

 分組反思及匯報以下問題: 

a. 運送高地湖水到集水箱時 

   遇到的問題 

b. 濾水器的效能 

c. 淨水系統優化建議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 

 透過小組匯報，應用科學原理解

釋製成品的功能，並分享製作過

程中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反思製成品的不足，並建議可行

的改善方法 

 

老師們於六年級設計有關自動澆水器的 STEM 活動，先透過手腦並用的探究活動，讓學

生找出力臂、重臂與省力的關係，然後引入生活情境，思考如何應用槓桿原理來為學校小園

圃設計自動澆水的裝置，過程中學生需探究怎樣令澆水器在固定的時間內自動流出定量的

水，因此學生以澆水器作為重點，找出在固定的施力下，不同力點與支點之間的距離如何影

響澆水器的出水量；另外當力點與支點之間的距離是固定時，不同的施力又如何影響澆水器

的出水量，圖一展示自動澆水器的運作原理。學生在蒐集及記錄數據後，以折線圖顯示當中

的關係，並根據圖表的趨勢，設計及改良自動澆水器，以達致在固定的時間內，澆水器自動

流出定量的水。表四列出了設計循環的步驟，詳細的活動內容及附件一涉及的科學與工程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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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自動澆水器裝置 

 

        

表四: 六年級 STEM 活動設計「自動澆水器」 

設計循環的  步

驟 教學流程及內容 科學/工程技能發展 

辨別需要和問

題 

 

 老師引導學生為二年級課室中的

小園圃製作自動澆水的裝置，以

便協助二年級學生照顧植物 

 共同討論自動澆水器的要求 

 課後延伸：學生進行資料搜集，

透過認識不同類型的澆水器，了

解其製作及出水原理，辨識製作

一個定時定量的澆水裝置的考慮

因素 

 探討一些社區問題，綜合應用

已建立的科學概念闡釋設計，

展示解決問題的方法 

 從多個方面與學生共同討論製

成品的要求，使製成品能符合

各項特定的條件 

蒐集資料、思

考以作出選

擇，並組織材

料 

 學生進行公平測試，探究以下因

素如何影響澆水器的出水量： 

a.在固定的施力下，探究不同   

 力點與支點之間的距離 

b.力點與支點之間的距離是固 

 定時，探究不同的施力 

學生利用 Excel 試算表記錄測試

結果，並透過折線圖推斷出水量

及設計澆水器 

 經過小組討論，提出科學方法

進行公平測試，從而探究不同

的變項 

 利用資訊科技輔助收集數據，

使用正確的單位記錄 

 透過圖表，找出當中的趨勢 

 

發展解決問題

的方案 

 老師說明繪畫設計圖的技巧及須

列明的項目，包括物料及選取原

因、比例、科學原理解說，並讓

學生討論及完成設計圖 

 透過匯報設計圖，闡釋設計理念 

 透過欣賞及評價其他組別的設計

圖，指出須修正的地方，並掌握

製作澆水器須注意的地方 

 進行質性和量性的觀察後，根

據測試的結果和經驗，設計及

改良製成品，並達到最佳的效

果 

 繪畫不同角度的設計圖，展示

尺寸及物料，並要求對製成品

的不同部份也有深入理解和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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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並管理解

決問題的方案 

(過程中重視測

試與改良) 

 分組製作定時定量的自動澆水裝

置 

 各組利用製作好的裝置進行測試

改良，並記錄結果 

 嘗試假設及推測後果，利用小

組的製成品進行測試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

並與其他組別的製成品作比較 

 以小組形式進行探究，重複改

善以達更佳效果 

交流解決問題

的方案，覆核

和評鑑方案的

成效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及限

制 

 分組討論及匯報以下問題: 

a.怎樣改良現有的裝置設計給低 

小使用﹖ 

b.製作時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c.在製作過程中，你們遇到甚麼 

困難？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透過小組匯報，舉證描述設計

的優點和缺點，並分享製作過

程中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學習不同組別的優點及建基於

測試數據，作為改良的藍本，

並建議可行的改善方法 

 反思模型的局限性並提出改良

方法 

 

 

課程設計的反思 

在設計不同年級的 STEM 活動時，協作老師們會思考兩個活動的連繫性，例如題材、科

學原理、測試方法和涉及的技能等，這種螺旋式的設計讓學生有機會發展及深化各項的科

學、工程技能。在題材考慮方面，協作老師會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設計具意義和挑戰性

的難題，從而提升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在設計過程中，老師們勇於嘗試，脫離課本的框

框，自製校本教材，製作不同的裝置讓學生觀察及量度數據，探究過程中重視讓學生反思設

計的優劣和改良的方法，藉以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思維。在嘗試新的 STEM 活動時，老師們

亦遇到不少的挑戰，如場地安排、教具製作以至如何即時帶領學生思考數據背後的意義，但

他們都不斷反思和修正設計，讓活動進行得更暢順。 

 

在學生方面，從觀課時不難發現學生均投入學習，主動提出問題，老師們也反映較過往

的活動，學生更積極參與，因為製成品由他們自行設計，搜集不同的物料，以至於製作改良

測試，整個過程學生的自主程度也很高，過程中的擁有感及滿足感，令他們的內在學習動機

亦有所提升。 

 

在技能發展方面，不同年級的學生均能利用設計圖展示意念，一年級的學生能針對職業

的特性來設計圍裙，如他們為魚店店員或理髮師設計圍裙時，會在棉的半製成品上加塑膠作

為防水物料，亦能與其他組員簡單解釋設計意念。四年級學生在繪畫設計圖時，開始有意識

地運用科學詞彙解釋設計理念，有需要時亦會清晰展示尺寸，這有助他們把設計意念具體地

呈現，老師和同學也能在這階段給予建設性的意見，如四年級在設計口罩時，同儕會提出不

同的意見改善設計，例如「鞋帶欠缺彈性，用來製作口罩的耳帶是否舒適？」。可見在這過

程中學生已能就設計不斷反思及提出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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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及進行測試方面，一年級的學生雖然未能設計測試，但在老師的帶領下，嘗試進

行公平測試，而四年級的學生更會在測試後即時檢視數據的準確性，亦會嚴謹地反覆測試，

令測試結果更準確可靠。六年級學生在進行澆水器測試時，組員會互相協作，在發現測試結

果未如理想時，會觀察裝置並提出不同的方案進行改良，亦會應用槓桿原理，討論力點與支

點之間的距離，從而令澆水器發揮最佳的效果。 

 

在數據分析方面，學生在觀察數據後也會主動提出疑問，如四年級學生在測試口罩物料

後，提出「為什麼測試結果與預測的不一樣？」。學生反思測試過程中有機會出現的問題。

另外，同儕之間亦會互相學習，如四年級在製作濾水器時，有組別利用開了小孔的膠袋作為

濾材，發現過濾後的水較為清澈，有的組別在改良的時候也應用了這個濾材。從六年級的學

生作品可見，他們能運用折線圖來預測趨勢，找出不同力點、支點之間的距離與出水量的關

係，更應用測試結果來製作出水量較多的自動澆水器。 

 

在傳意技能方面，學生均會展示製成品並反思製作過程，一年級的學生較少機會進行個

人匯報，因此老師鼓勵學生在家中對著鏡子練習，在課堂二人一組分享製成品，再進行全班

分享，學生在老師引導下，亦能反思圍裙的不足之處，例如圍裙的口袋大小是否合適。四年

級學生更能具體地指出如何優化口罩製作，如使用較輕的物料和利用針線縫合口罩；在製作

淨水系統的活動，四年級學生能應用密度的原理，反思不同過濾物料的擺放次序，亦提出清

洗過濾物料的重要性。這樣的反思過程，除了提升學生後設認知能力，亦讓學生體驗科學家

或工程師不屈不撓的精神。 

 

 

總結 

綜合協作學校的實踐經驗，建議其他學校在訂立校本的 STEM 縱向技能架構表時，可因

應學生能力而有所調適，如有學校在初小時，已經利用平板應用程式來收集數據，或有學校

在小三才開始讓學生繪畫設計圖。因此，學校需要定期檢視縱向技能架構表的內容，讓學生

的技能得到全面發展。另外，學校在設計縱向 STEM 活動時，可考慮以下三點，第一，活動

題材與課程的連繫，讓學生有機會應用科學知識來進行解難；第二，不同年級活動的相關性

與當中涉及的技能，以校本縱向技能架構作為探究的里程碑，讓學生循序漸進地發展科學與

工程的技能，建立以證據為本的結論來解答與 STEM 有關的議題；第三，提供機會讓學生進

行匯報反思，以培養學生求真及精益求精的態度。我們期望下一代成為具備 STEM 素養的公

民，運用各項科學和工程技能來迎接社會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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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STEM 縱向技能架構表 

項目 P.1-P.2 P.3-P.4 P.5-P.6 

I. 就生活中

的問題，提

出解決方案 

 就生活中的發現，利用已建構的概念

和知識嘗試解決問題 

 嘗試改良半製成品，並加入創新的元

素 

 就生活中的發現，綜合應用已建構的

科學概念解決問題 

 建基於生活經驗，與學生共同討論製

成品的要求 

 探討一些社區或環璄問題，綜合應用

已建立的科學概念闡釋設計，展示解

決問題的方法 

 從多個方面與學生共同討論製成品的

要求，使製成品能符合各項特定的條

件 

II. 利用模

型/設計圖

以發展工程

概念 

  

 進行質性的觀察後，能提出簡單的設

計，解釋解決問題的意念 

 繪畫簡單的設計圖，展示對製作的理

解 

 比較不同模型/設計圖的異同 

 

 進行質性/量性的觀察後，根據測試的

結果和經驗，提出簡單的設計 

 繪畫平面設計圖，展示尺寸及物料，

並要求對製成品有深入理解 

 提出不同模型/設計圖的功能及局限 

  

 進行質性和量性的觀察後，根據測試

的結果和經驗，設計及改良製成品，

並達到最佳的效果 

 繪畫不同角度的設計圖，展示尺寸及

物料，並要求對製成品的不同部份也

有深入理解和設計 

 反思模型的局限性並提出改良方法 

III. 設計及

進行測試 

  

 根據老師提出的科學方法進行測試 

 利用個人的製成品進行公平測試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 

 老師引導學生討論及分享，作出改善

建議 

 根據老師提出的科學方法進行測試，

學習運用儀器進行多重測試及驗證 

 利用個人/小組的製成品進行公平測試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 

 以小組形式探究及討論，並提出改善

建議 

 經過小組討論，提出科學方法進行公

平測試，從而探究不同的變項 

 嘗試假設及推測後果，利用小組的製

成品進行測試 

 檢視製成品在測試中的成效，並與其

他組別的製成品作比較 

 以小組形式進行探究，重覆改善以達

更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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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利用數

學概念分析

和詮釋數據 

  

 從測試中觀察，學習記錄有用數

據，運用簡單符號或數字記錄觀

察所得的結果 

 利用五感進行質性觀察，找出較

佳的方法解決問題 

 從量度獲得質性/量性的數據，並使用

正確的單位記錄觀察所得的結果 

 透過比較測試結果及數據，歸納實驗

獲得的結果，並解釋它們之間的關係 

 利用資訊科技/電子儀器輔助收集數

據，使用正確的單位記錄 

 透過統計或圖表，檢視數據的信度或

找出當中的趨勢 

V. 結論、

傳意及反思 

  

 分享製成品，在老師引導下提出改善

建議 

 所有改善建議建基於測試結果和第一

手資料  

 透過小組匯報，應用科學原理解釋製

成品的功能，並分享製作過程中的困

難及解決方法 

 反思製成品的不足，並建議可行的改

善方法 

 透過小組匯報，舉證描述設計的優點

和缺點，並分享製作過程中的困難及

解決方法 

 學習不同組別的優點及建基於測試數

據，作為改良的藍本，並建議可行的

改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