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灣潮州公學

以跨學科協作促進
學會學習的能力



學校簡介

本校辦學宗旨：
• 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啟迪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建立正
確人生觀及價值觀

•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各類型課外活動，促進學生
「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發揮學生的潛
能，建立自信，肯定自我

關注事項
• 優化課程及教學策略，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
• 增強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及判斷是非能力
•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 培養學生對事物的欣賞能力，並誘發其創造力
• 培養學生自尊感，建立正面價值觀
• 培養學生自學精神



跨科協作，提升小四學生的閱讀能力，建立閱讀、整
合、表達和明辨性思考能力；發展獨創力和精進力

推動跨學科閱讀，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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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發展方向

推動閱讀，加強文學與文化
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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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掌握閱讀策略，拓
寬閱讀面，提升閱讀深度，
增加閱讀量，積累知識和語
言材料，拓展視野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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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四專題研習加入科探元素，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優化課程，誘發學生的興趣， 通
過探究及解難活動以建構知識

1

常識科發展方向

在各級專題研習中加入科探元素，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令
STEM概念得以在全校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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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社區資源，促進學生全方位
學習，為學生提供不同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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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常識科 圖書科

培養高階
思維能
力，促進
學會學習

 打通學科的學習內容
 建立閱讀、整合 、表

達和明辨性思考能力
 通過創作發展獨創力

和精進力，奠定學會
學習的基礎







學科 學習重點 預期成果
常識科 1. 說出水的特性；描述水的循環過程

2. 說明水的形態有什麼變化
3. 找出影響水的蒸發速度的因素，並培養

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4. 思考「水」的來源、「水」的污染等現

實生活的問題

「乾衣能手」裝
置

圖書科 1. 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2. 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3. 拓寬閱讀面
4. 提升閱讀量

建立良好的閱讀
習慣

中文科 1. 學習和應用分析、比較、綜合、歸納等
策略，理解文本的內容

2. 理解新詩的內容和寫作手法
3. 運用擬人法和想像力創作一首新詩
4. 運用群文閱讀，拓寬閱讀面
5. 培養學生獨創力、精進力
6. 培養品德情意：珍惜水資源

掌握閱讀策略
發揮創意，創作
新詩



• 學生只認識「現象」
• 水受熱會蒸發成水蒸氣，水蒸氣會凝結成水…

• 溫度是影響水的三態的最重要因素

• 未能解釋「為甚麼」
• 為甚麼沒有加熱，地上的水也會消失？

• 究竟水蒸氣如何凝結成水？

加入「水分子」的概念，令學生能解釋和應用



「水分子」是中學課題，
對於小學生來說不是更難明白嗎？



1

1. 會動

有些快些，有些慢些。

2. 增加溫度（熱），快的數目多些。

減少溫度（冷），慢的數目多些。

3. 靠近時，之間有吸力。

water molecular movement_1-2.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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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圓形代表水分子

• 利用箭咀代表水分子的移動方向

https://courses.lumenlearning.com/boundless-chemistry/chapter/kinetic-molecular-theory-of-matter/
water molecular movement_1-2.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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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出不同情況下，水分子的移動情況

水的表面面積較大時，水
分子較易離開，蒸發速度
會較快

在陽光照射下，水分子移交
速度較快，更多水分子被
「撞走」，蒸發速度會較快



• 學生可運用「水分子」概念解釋水的形態變化
• 會移動、溫度影響速度、互相有吸力

• 學生可運用「水分子」概念認識影響蒸發速度的
因素
• 溫度、水的表面面積、空氣的流通程度

「水分子」令學生感覺到水的「活躍」（能
動、會碰撞、會拉住對方），使學生在水的擬人
法中有更多想法



1. 根據主題，檢視圖書館館藏
2. 制定與「水」有關的主題書單



3. 設立專題書展



4. 透過共備，選出合適的科普文章，取
材源自生活的經驗，藉此豐富學生創
作的靈感

水有什麼特點？
水和冰的關係
不易結冰的糖水
奶粉哪裏去了？
溫度升高後，水會變成什麼？

5. 進行協作教學，了解學生學習過程



6.展示及推介書目，鼓勵學生到圖書館
借閱

7.善用推廣閱讀津貼，豐富館藏，配合
學校未來的發展

Agostino Traini(2010)：
《水先生的奇幻旅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馬爾科姆．蘿絲(2016)

《水資源大掲祕》
台灣：小魯文化出版社

香川元太朗
(2016)

《水世界迷宮》
台灣：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金世實(2012)

《變了樣子的水》
中國：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英娃 (2018)

《小水滴歷險記》
中國：天地出版社



1.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拓寬閱讀面

2.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1.理解新詩的內容和寫作手法
2.運用擬人法和想像力創作一首
新詩
3.學習和應用分析、比較、綜合、
歸納等策略，理解文本的內容
4.培養學生獨創力、精進力
5.培養品德情意：珍惜水資源

學習重點



比較
異同

歸納
整理

聯繫
生活

增加
趣味

馬爾科姆．蘿絲(2016)

《水資源大掲祕》
台灣：小魯文化出版社

英娃 (2018)

《小水滴歷險記》
中國：天地出版社

金世實(2012)

《變了樣子的水》
中國：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香川元太朗(2016)

《水世界迷宮》
台灣：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指尖上的探索(2015)

《水的祕密》
中國：化學工業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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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滴水
渴望躍身水循環之中
尋找一探險的朋友們

我們變成
一串細小的水流
用自己的雙手
輕撫小石的臉兒
奏出美的樂曲

我們化成
軟綿綿的白雲
徜徉於藍天之中
遙看醉人的彩虹
邀請美麗的鳥兒共舞

水
我們走過
氣劫雄偉的冰川
看見一座座秘的雪山
企鵝悄悄地親親我
問我小魚兒在哪裏

朋友們
我們一起探險
遊歷更多的名山大川
尋找更多的稀世珍寶

根據心緣《水》一詩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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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躍身水循環之中



我們變成煮食的水蒸氣
拉唐生菜一起跳舞
開心地和湯一起唱歌
抽油煙機把我們吸入神奇
的管道

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探險
遊歷更多的神奇名山大川
尋找更多的歷史古跡

我是一滴水
渴望躍身水循
環之中
尋找一起探險
的朋友們

我們化成一團團
的白雲
在藍天之中聽到
飛機的聲音
見到一隻隻小鳥
飛來飛去
奏出響亮的交響
樂曲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4.我樂意在小組活動中分擔一部分工作。

3.我在習作中較敢於表達自己的見解。

2.我在課堂上有許多新的意念和想法。

1.我投入此課程的活動。

跨學科閱讀學生自評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深刻了解水的形態和循環過程，這樣寫新詩的時候就聯
想到更多的想法。



明白「水的形態」及「水的
循環過程」使我在寫作新詩
《小水滴》時有更多想像。



加強溝通，建立跨科協作
文化

1

教師角色的轉變2

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3



中文科

常識科 圖書館

培養高階
思維能
力，促進
學會學習

 打通學科的學習內容
 建立閱讀、整合 、表

達和明辨性思考能力
 通過創作發展獨創力

和精進力，奠定學會
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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