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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科學模型製作研究與發展計劃  

由 教 育 署 科 學 組 籌 辦  

1 .  引 言  

1 . 1   常 識 科 教 與 學 現 況  

小 學 階 段 的 科 學 教 育 ， 目 的 是 藉 提 出 與 大 自 然 和 學 生 身 處

環 境 有 關 的 問 題 ， 從 而 引 發 學 生 對 科 學 的 好 奇 心 和 興 趣 。 然

而 ， 目 前 科 學 教 學 偏 重 於 單 向 的 灌 輸 ， 把 科 學 課 當 作 語 文 科

般 教 授 的 情 況 屢 見 不 鮮 。 儘 管 常 識 科 課 程 綱 要 已 強 調 必 須 培

養 學 生 的 科 學 探 究 技 巧 ， 但 學 生 甚 少 有 機 會 在 課 堂 上 進 行 實

驗 和 探 究 活 動 。  

1 . 2   舉 辦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的 目 的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的 目 的 ， 是 讓 學 生 通 過 參 與 各 項 科 學 與 技 術 活

動 ， 從 實 踐 中 ， 養 成 對 科 學 的 好 奇 心 、 發 揮 探 究 精 神 和 創 意 。

這 項 計 劃 為 小 三 及 小 四 學 生 設 計 了 一 系 列 活 動 ， 學 生 只 需 使

用 一 些 簡 單 的 工 具 ， 便 可 進 行 簡 單 而 安 全 的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

這 些 活 動 無 論 在 課 堂 或 課 後 均 可 進 行 。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在 1 3 所 資 助 小 學 推 行 ， 約 有 5 4

名 教 師 和 1  0 0 0 名 小 三 及 小 四 學 生 參 與 這 項 試 驗 計 劃。我 們 選

取 「 光 」 和 「 電 」 分 別 作 為 小 三 及 小 四 試 行 活 動 的 主 題 。 教

師 可 利 用 所 提 供 的 教 材 套 ， 介 紹 該 項 新 課 題 ， 或 在 講 授 有 關

課 題 時 作 鞏 固 學 生 知 識 /延 伸 活 動 。  

1 . 3   參 與 試 驗 計 劃 的 學 校 背 景  

這 些 學 校 分 別 位 於 港 島 ( 1 所 )、 九 龍 ( 4 所 )和 新 界 ( 8 所 )， 其 中

4 所 為 全 日 制 小 學，其 餘 9 所 是 半 日 制 小 學。參加計劃的學生，

學 業 成 績 由 優 良 至 普 通 不 等 ； 共 有 5 4 名 教 師 和 1  0 0 0 名 學 生

參 與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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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方 法  

二 零 零 零 年 三 月 ， 我 們 邀 請 13 所 小 學 參 加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 參 與 教 師 須 參 加 一 項 訓 練 課 程 ， 學 習 在 課 堂 上 帶 領 學 生

進 行 上 述 活 動 所 需 的 科 學 概 念 和 技 巧 。 這 些 培 訓 工 作 坊 先 後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及 四 月 二 十 日 舉 行 。 我 們 向 參 與

教 師 簡 介 舉 辦 是 項 計 劃 的 原 因 ， 以 及 模 型 製 作 背 後 的 教 學 原

理 ， 並 鼓 勵 教 師 在 工 作 坊 上 嘗 試 製 作 模 型 ， 以 取 得 親 身 體 驗 ；

參 與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的 學 生 共 1  0 0 0 人 ， 他 們 全 是 1 3 所 小

學 的 小 三 及 小 四 學 生 。 我 們 安 排 每 班 參 加 的 學 生 進 行 一 至 兩

項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 教 育 署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也 前 往 參 加 計 劃

的 學 校 觀 課 ， 觀 察 學 生 在 進 行 模 型 製 作 時 的 情 況 。 我 們 把 部

分 課 堂 錄 影 ， 並 要 求 參 與 學 校 的 師 生 填 寫 問 卷 。 此 外 ， 我 們

亦 觀 察 課 堂 上 師 生 的 互 動 交 流 ， 以 及 學 生 之 間 的 互 動 學 習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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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觀 課  

3 . 1 .  學 生 的 反 應  

學生的學習行為  
學校 
編號 

 
學生投

入程度 
回答問題 遵照指示 掌握概念 提出科學問題 提出建議 創作 

(試行新的 
建議) 

學生與學生

的互動學習

情況 

1 2 2 2 2 1 1 1 1 

2 2 2 2 1 1 1 0 1 

3 2 1 2 2 1 1 2 2 

4 2 1 2 1 1 1 0 1 

5 1 1 2 1 0 0 0 1 

6 1 0 2 1 0 0 0 1 

7 2 2 2 2 1 2 2 2 

8 2 2 2 1 1 1 0 2 

9 2 2 2 2 2 1 1 2 

10 2 2 2 2 1 1 1 1 

11 2 1 2 2 0 0 0 1 

12 2 2 2 2 0 0 0 2 

13 2 2 2 2 2 2 2 2 

         
平均 1.85 1.54 2.00 1.62 0.85 0.85 0.69 1.46 

         

 

高 = 2; 低 =1; 沒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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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教 師 的 表 現  

 

教師在各方面表現的特性  
學校 教學熱誠 信心 與學生的 

互動交流 
提出能啟發 
學生科學化地
思考的問題 

選用合適的 
課題教材 

對科學 
概念的掌握 

1 2 2 2 1 1 1 

2 2 2 2 2 1 1 

3 2 2 2 1 1 2 

4 2 2 1 1 1 1 

5 2 1 1 2 1 1 

6 1 1 1 0 0 1 

7 2 2 2 2 2 2 

8 2 2 2 1 1 1 

9 2 2 2 2 2 2 

10 2 1 2 2 2 2 

11 2 2 2 1 2 2 

12 2 2 2 1 1 2 

13 2 2 2 2 2 2 

       
平均 1.92 1.77 1.77 1.38 1.31 1.54 

       

高 = 2; 低 = 1; 沒有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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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結 果  

4 . 1 .  教 師 問 卷  

4 . 1 . 1  教 師 的 背 景  

在 1 3 所 參 與 試 驗 計 劃 的 學 校 中 (資 助 小 學 )，有 5 4 名 教 師 交 回

問 卷 (回 收 率 達 1 0 0 % )。  

 

教師的背景 人數 百分率 
性別   
 男 9 17% 
 女 45 83% 
教學經驗   
 少於 2年 10 19% 
 2至 5年 12 22% 
 5年以上 32 59% 
高中選修科目   
 理科科目 18 33% 
 非理科科目 36 67% 
學歷   
 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 24 44% 
 學士學位 29 54% 
 碩士學位 1 2% 
以理科為 
 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 
 大學的選修科目 

  

 是 20 37% 
 否 3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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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影 響 常 識 科 科 學 課 題 教 學 效 益 的 因 素  

我 們 向 教 師 發 出 一 份 臚 列 影 響 常 識 科 科 學 課 題 教 學 效 益 的 因 素 。

教 師 須 按 他 們 認 為 會 影 響 教 學 效 益 的 8 項 因 素 按 次 序 排 列 ，「 1」

為 影 響 最 輕 微 的 ，「 8」 則 是 影 響 最 深 遠 的 。  

 

影響常識科教學的因素

0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G H

因素

平
均
評
級

 

圖 解  

A :   科 學 知 識 不 足  

B :   對 採 用 不 同 教 學 法 的 訓 練 不 足  

C :   擔 心 實 驗 室 的 安 全  

D :   難 以 引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E :   憂 慮 未 能 解 答 學 生 所 提 出 課 程 以 外 的 問 題  

F :   欠 缺 籌 辦 科 學 /實 驗 活 動 的 能 力  

G : 對 照 顧 能 力 參 差 的 學 生 感 到 困 難  

H :   教 學 資 源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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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常 識 科 最 常 採 用 的 教 學 法  

我 們 向 教 師 發 出 一 份 臚 列 各 種 教 學 法 的 一 覽 表 ， 並 請 他 們 按 採 用

這 些 教 學 法 的 頻 次 排 列 ，「 1」 表 示 最 少 採 用 ，「 7」 表 示 最 常 採 用 。 

 

常識科經常採用的教學法

0

1

2

3

4

5

6

7

A B C D E F G

教學法

平
均
評
級

 

圖 解  

A :   讓 學 生 從 旁 觀 察  

B :   由 教 師 示 範 進 行 實 驗 /活 動  

C :   讓 全 班 學 生 進 行 討 論  

D :   講 授  

E :   讓 學 生 做 實 驗  

F :   讓 學 生 從 事 專 題 研 習  

G :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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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對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的 意 見  

 

教師的意見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A. 能夠加深對相關科

目的了解 
9% 78% 13% 0% 

B. 能夠引起學生對科

學的好奇心及興趣 
43% 57% 0% 0% 

C. 能夠使學生獲得學

習科學及科技的寶

貴經驗 

35% 61% 4% 0% 

D. 能夠鼓勵學生發問 26% 58% 16% 0% 

E. 能夠促進學生協作 17% 59% 24% 0% 

F. 能夠促進課堂教與

學的效果 
30% 63% 7% 0% 

G. 加強了對教授科學

的信心 
15% 56% 28% 1% 

H. 向其他常識科教師

推介採用 
33% 5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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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在 推 行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試 行 期 間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困難 受訪教師提及的次數 
A. 難以完成科學模型製作活動 
 

16次 

B. 課堂時間不足 
 

10次 

C. 若干科學模型的製作指示欠清晰 
 

8次 

D. 學生完成活動的能力頗為參差 
 

6次 

E. 難於完成模型在美工方面的部分，因而未能從活動中獲得成功
感 

 

4次 

F. 科學模型的材料容易損壞(模型的質素未如理想) 
 

4次 

G. 教師本身對科學模型製作背後的原理並無透徹的了解 
 

3次 

H. 紀律問題 
 

3次 

I. 教師在向學生講解有關的原理前，未完全掌握實驗的目的 
 

3次 

J. 學生並不明白科學模型製作的原理及概念 
 

2次 

K. 有關的科學模型未能完全配合常識科課程的課題 
 

1次 

L. 所選的科學課題未能配合學校的教學進度，因為有關課題早已
教授 

 

1次 

M. 在科學模型製作活動完成後並無時間跟進 
 

1次 

N. 安全問題 
 

1次 

O. 缺乏信心及害怕失敗 
 

1次 

P. 忘記吩咐學生自備切刀、膠水及膠紙 
 

1次 

Q. 部分科學模型應由個人改為小組製作 
 

1次 

R. 家長未必有足夠的知識或技巧，指導學生在家中進行科學模型
製作活動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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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推 行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所 需 的 支 援  

 

 需要的支援 受訪教師提及的 
次數 

A. 應就科學模型製作活動為教師提供指引，內容包括教案、相關
的科學原理、教學重點及實驗室安全事宜 

 

14次 

B. 應簡化科學模型製作活動教學紙上所載的程序及圖表 
 

5次 

C. 舉辦更多教師培訓工作坊，以增強教師進行這類活動的信心 
 

7次 

D. 要求教育署、教育界或常識科小組提供支援 
 

3次 

E. 提供科學模型製成品樣本 
 

2次 

F. 學生應在上課前預先閱讀科學模型製作活動的指引 
 

1次 

G. 科學模型製作活動應輔以唯讀光碟或錄影帶闡述 
 

1次 

H. 應提供足夠時間，以便進行科學模型製作活動 
 

1次 

I. 應採用較為容易的科學模型製作活動 
 

1次 

J. 應提供科學模型製作活動的工作紙 
 

1次 

K. 改善科學模型製作活動的設計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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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學 生 問 卷  

4 . 2 . 1 .  學 生 的 背 景 資 料  

1 3 所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的 學 校 共 交 回 6 9 3 份 有 效 的 學 生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6 9 % )。  

 

學生的背景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43人 49.5% 
 女 350人 50.5% 
年級   
 小三 312人 45.0% 
 小四 381人 55.0% 

 

4 . 2 . 2 .  對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的 意 見  

 

學生的意見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資料不全 
A. 活動十分有趣 

 
56.9% 39.1% 2.4% 1.5% 0.1% 

B. 能夠輕易完成活動 
 

27.0% 50.4% 19.4% 2.9% 0.3% 

C. 能夠從活動中獲得寶
貴的學習經驗 

54.8% 36.8% 5.9% 2.2% 0.3% 

D. 活動能引發提問 
 

33.0% 45.2% 16.8% 4.8% 0.2% 

E. 活動促進了我和同學
之間的合作 

47.9% 38.2% 8.3% 5.4% 0.2% 

F. 活動能夠改善課堂的
學習氣氛 

53.9% 29.5% 12.2% 4.3% 0.1% 

G. 如果日後常識課舉行
這類活動，我對學習科

學會有更大信心 

61.7% 28.5% 7.2% 2.4% 0.2% 

H. 我希望日後常識課會
舉行這類活動 

76.4% 18.8% 3.2%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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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3 .  在 進 行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時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學生遇到的困難 學生提及的次數 百分比 
A. 並無困難 
 

89次 16.7% 

B. 製作科學模型的技術問題 
 

230次 43.2% 

C. 不明白要做什麼(難以明白和跟從教師
所給的指示) 

106次 19.9% 

D. 提供的材料不足(在進行小組製作時材
料分配不足，或模型的部分組件損壞或

遺失) 

44次 8.3% 

E. 未能完成科學模型製作活動 
 

38次 7.1% 

F. 小組成員未能衷誠合作 
 

11次 2.1% 

G. 在製作模型時受傷 
 

7次 1.3% 

H. 不明白製作模型的目的及原理 
 

4次 

I. 並無足夠時間完成科學模型製作活動 
 

2次 

J. 害怕損壞用以製作模型的材料 
 

1次 

K. 不慎把模型的組件掉在地上 
 

1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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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4 .  學 生 希 望 在 進 行 活 動 時 獲 得 下 列 支 援  

 

需要的支援 學生提及的次數 百分比 
A. 教師、同學、朋友及父母的協助 

 
129次 26.9% 

B. 教師的協助 
 

193次 40.2% 

C. 同學的協助 
 

103次 21.5% 

D. 父母的協助 
 

2次 0.4% 

E. 提供模型的備用組件(即使做錯了仍能
重做，同時也不用那麼恐懼會做錯) 

25次 5.2% 

F. 提供活動所需的工具 
 

11次 2.3% 

G. 模型的設計及用以製作模型的物件有
待改善 

11次 2.3% 

H. 供解說用的製成品樣本 
 

4次 

I. 提供更多時間製作科學模型 
 

1次 

J. 示範科學模型製作的錄影帶 
 

1次 

 
 

1.2% 

 

4 . 2 . 5 .  你 喜 歡 這 項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嗎 ？  

 

答案 作答人數 百分比 
A. 喜歡 630人 90.9% 
B. 不喜歡 49人 7.1% 
C. 不知道 14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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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6 .  不 喜 歡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的 4 9 名 學 生 所 持 的 理 由  

 

理由 學生提及的次數 百分比 
A. 難以完成科學模型製作
活動 

24次 57.1% 

B. 難以明白老師的指示 
 

2次 4.8% 

C. 缺乏趣味 
 

9次 21.4% 

D. 浪費時間 
 

2次 4.8% 

E. 提供給學生的模型不足 
 

1次 

F. 有危險性(短路) 
 

1次 

G. 課堂嘈吵 
 

2次 

H. 活動過於容易 
 

1次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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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7 .  學 生 喜 歡 這 項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的 原 因 評 級 (第 5 題 答 案 為

 「 喜 歡 」 的 學 生 )  

 

我喜歡科學模型製作活動的原因

0

1

2

3

4

5

6

M N O P Q R S T

原因

平
均
評
級

 

圖 解 :  

M : 活 動 十 分 有 趣  

N : 活 動 容 易 完 成  

O : 活 動 能 夠 使 我 對 科 學 知 識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P :  經 過 這 項 活 動 ， 我 不 再 害 怕 上 常 識 課  

Q: 透 過 這 項 活 動 ， 我 有 機 會 與 同 學 協 作  

R : 透 過 這 項 活 動 ， 我 能 夠 思 考 更 多 有 關 科 學 的 問 題  

S : 我 也 能 一 嚐 當 科 學 家 的 滋 味  

T: 在 製 作 科 學 模 型 時 ， 課 堂 的 氣 氛 較 輕 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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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討 論  

5 . 1   教 師 教 授 常 識 科 的 能 力  

教師問卷的結果顯示， 6 7 %參 與 計 劃 的 教 師 只 有 初 中 程 度 的 科 學 知

識 ， 而 更 不 利 的 是 ， 大 部 分 ( 6 3 % )的 常 識 科 教 師 並 無 在 大 專 院 校 接

受 教 授 科 學 的 培 訓 。 教 師 問 卷 的 結 果 亦 反 映 教 師 缺 乏 信 心 及 能 力

教 授 常 識 科 中 有 關 科 學 的 課 題 。「 科 學 知 識 不 足 」 是 教 師 認 為 影 響

常 識 科 科 學 內 容 教 學 成 效 的 首 要 因 素 ( 4 . 1 . 2 )。 在 課 堂 上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時 ， 我 們 亦 察 覺 到 這 個 現 象 。 只 有 少 數 教 師 能 夠 在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中 加 入 適 當 的 科 學 素 材 ， 同 時 並 非 太 多 教 師 能 夠 利 用 活

動 引 導 學 生 作 進 一 步 思 考 和 探 討 有 關 課 題 。 教 師 甚 少 提 出 高 層 次

思 考 的 問 題 ， 亦 未 能 引 導 學 生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探 究 。  

由 於 教 師 對 教 授 科 學 內 容 缺 乏 信 心 及 能 力 ， 他 們 在 教 授 科 學 時 通

常 會 採 用 以 教 師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法 ， 例 如 由 教 師 講 解 及 示 範 ， 而 非

採 用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法 ， 例 如 讓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及 專 題 學 習

( 4 . 1 . 3 )。 因 此 ， 大 部 分 常 識 科 教 師 局 限 於 教 授 課 本 知 識 ， 學 生 因

而 未 能 體 驗 透 過 親 身 實 踐 ， 學 習 科 學 及 科 技 。 教 師 亦 不 鼓 勵 學 生

提 出 課 程 綱 要 範 圍 以 外 的 問 題 。  

5 . 2   學 生 對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的 反 應  

9 1 %參 與 計 劃 的 學 生 ( 4 . 2 . 5 )喜 歡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 從 觀 察 所 見 ，

大 部 分 學 校 的 學 生 均 十 分 投 入 參 與 ( 3 . 1 )。 在 課 堂 上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時 ， 他 們 大 都 感 到 很 興 奮 ， 踴 躍 回 答 教 師 的 問 題 ， 部 分 更 提 出 一

些 有 關 模 型 製 作 科 學 原 理 的 問 題 。 與 平 日 的 課 堂 相 比 ， 學 生 之 間

的 互 動 有 所 改 善 。 部 分 學 生 能 夠 利 用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 進 行 有

創 意 的 實 驗 — — 在 參 與 計 劃 的 學 生 中 ， 有 一 名 學 生 發 現 能 夠 利 用

並 聯 電 路 同 時 亮 起 燈 泡 及 發 動 馬 達 。 這 類 活 動 能 夠 培 養 學 生 的 多

項 共 通 能 力 ， 例 如 創 造 力 、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溝 通 能 力 及 協 作 能

力 。 此 外 ， 這 類 活 動 亦 有 助 學 生 更 能 掌 握 有 關 的 概 念 。 在 學 生 喜

歡 這 項 計 劃 的 各 項 原 因 中 ， 這 個 原 因 所 得 的 評 級 是 最 高 的 ( 4 . 2 . 7 )。 

有 少 部 分 學 生 ( 7 . 1 % )並 不 喜 歡 這 項 計 劃 ( 4 . 2 . 5 )，原 因 可 能 是 部 分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的 設 計 欠 佳 ， 使 他 們 感 到 洩 氣 ( 4 . 2 . 6 )。 事 實 上 ，

部 分 活 動 需 要 良 好 的 美 工 技 巧 ( 4 . 2 . 3 B )， 學 生 必 須 付 出 不 少 時 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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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美 工 的 部 分 ， 才 能 裝 嵌 科 學 模 型 。 我 們 對 這 個 現 象 甚 表 關 注 ，

因 為 我 們 希 望 學 生 可 以 盡 快 完 成 科 學 模 型 ， 以 便 教 師 能 夠 引 導 他

們 深 入 思 考 模 型 製 作 背 後 的 科 學 原 理 。 換 言 之 ， 日 後 進 行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時 ， 必 須 選 擇 較 容 易 裝 嵌 的 模 型 。 此 外 ， 大 部 分 學 生

均 認 同 在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時 ， 同 學 之 間 的 合 作 及 學 習 氣 氛 有 所 改 善

( 4 . 2 . 2 )。 最 後 ， 9 5 %的 學 生 贊 成 在 常 識 科 課 程 內 加 入 這 類 活 動

( 4 . 2 . 2 H )。  

5 . 3   教 師 對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的 反 應  

9 2 %作 出 回 應 的 教 師 贊 成 在 常 識 科 課 程 內 加 入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 4 . 1 . 4 H )。 他 們 認 為 這 些 活 動 有 助 學 生 對 科 學 概 念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 能 夠 引 起 學 生 對 科 學 的 好 奇 心 及 興 趣 ， 並 能 透 過 親 身 實 踐 ，

學 習 科 學 及 科 技 ( 4 . 1 . 4 )。 從 觀 察 所 見 ， 大 部 分 參 與 計 劃 的 教 師 都

非 常 積 極 ( 3 . 2 )， 對 教 學 十 分 投 入 。 不 過 ， 只 有 部 分 教 師 能 夠 利 用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活 動 ， 刺 激 學 生 深 入 思 考 背 後 的 科 學 原 理 ， 並 鼓 勵

他 們 作 出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3 . 1 )。 在 一 宗 極 端 的 個 案 中 ， 有 一 名 教 師

用 了 4 0 分 鐘 裝 嵌 科 學 模 型 ， 而 沒 有 適 當 地 照 顧 學 生 。  

整 體 來 說 ， 這 項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試 驗 計 劃 能 夠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的 ， 故

應 推 廣 至 其 他 小 學 ， 但 應 改 善 科 學 模 型 的 設 計 ， 亦 必 須 提 供 包 括

說 明 、 圖 解 及 教 學 重 點 的 教 師 指 引 ， 並 舉 辦 更 多 工 作 坊 ， 向 參 與

計 劃 的 教 師 介 紹 這 項 計 劃 的 理 念 及 提 供 親 身 進 行 活 動 的 經 驗 。 此

外 ， 亦 必 須 舉 辦 更 多 有 關 教 授 常 識 科 科 學 課 題 的 教 師 複 修 課 程 ，

以 建 立 教 師 的 信 心 。  

參 與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的 小 學 名 單  

1.  香 港 九 龍 塘 基 督 教 中 華 宣 道 會 陳 元 喜 小 學 (上 午 )  
2.  浸 信 宣 道 會 呂 明 才 小 學 (上 午 )  
3.  浸 信 宣 道 會 呂 明 才 小 學 (下 午 )  
4.  循 理 會 白 普 理 基 金 循 理 小 學 (上 午 )  
5.  循 理 會 白 普 理 基 金 循 理 小 學 (下 午 )  
6.  聖 匠 小 學  
7.  嶺 南 同 學 會 小 學  
8.  馬 鞍 山 聖 若 瑟 小 學 (上 午 )  
9.  馬 鞍 山 聖 若 瑟 小 學 (下 午 )  
10.  聖 士 提 反 女 子 中 學 附 屬 小 學  
11.  東 華 三 院 鄧 肇 堅 小 學 (上 午 )  
12.  東 華 三 院 姚 達 之 紀 念 小 學  
13.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基 慧 小 學 (上 午 )  



18 

科 學 模 型 製 作 計 劃 活 動 內 容  

部 分 活 動 與 現 行 常 識 科 課 程 綱 要 的 課 題 有 關 ，其 他 則 為 增 益 活 動 。  

小 三  

 活動  常識科相關
課題 

 增益活動 

1 箱子內的奇妙影像—— 反射部分影像的鏡子 
 

 X   

2 潛望鏡  X   

3 有趣的影像(哈哈鏡)  X   

4 萬花筒    X 

5 蔽光框內的彩虹(光的衍射)    X 

6 顏色光線的匯合(以紅、藍、綠三色光線形成白
光) 

 X   

7 運用濾光柱  X   

8 光學轉盤  X   

 
小 四  

 

 活動  常識科相關
課題 

 增益活動 

1 導電體及絕緣體  X   

2 製作馬達    X 

3 製作馬達及發電機    X 

4 製作調光器    X 

5 製作閃光燈塔  X   

6 製作可前進及倒行的玩具車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