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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



推行跨課程學習的原因



OECD《學習指南針2030》



課程發展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2022



本校的發展優次

一、以「學生」為本，著重提升學生閱讀和電子學習能力

參考不同來源的數據/搜集例證—>
找出現象背後的核心問題

1. 持分者問卷：學生對學校的意見

2. 校內、校外評估

發現：
學習興趣影響其閱讀能力和表現

→有清楚、明確的目標: 透過電子閱
讀工具改善問題 / 學生現存的學習
問題



延伸、擴闊及促進學生在各學習領域的學習

➢學生在真實情境中的學習，
以達至在課堂學習較難達到
的學習目標

➢在體驗式學習的過程中，學
生有機會從直接的親身經歷
建構意義

➢與不同學習領域相關的全方
位學習機會有助學生深化對
特定範疇在知識、技能和態
度上的了解



推行跨課程學習的策略



為學生的未來，訂定跨課程學習的主題



學習階段 內容

WeEngage 老師能在協作探究階段提供與專
題研習相關的學習資源

WeCollect 學生自主地整合數據

WeAnalyze
WeExplain

學生介紹整個探究活動的過程

WeReflect 反思了解和想了解的題目和知識

學校課程及內容 (跨學科)

➢ EduVision計劃包含不同學科／學習主題，讓學生親身體驗及了解
有關植物的知識，從多角度豐富學科知識



重視教師團隊的培訓及意見
時間 計劃 內容

2022年8月 教師培訓 在推展計劃前，課程主任與圖書館主任安排老師培訓工作坊，
教導老師如何透過電子圖書，訓練其閱讀技巧

2022年9月-2023年6月 共同備課 老師先設計教案和學習材料，重視學生學習過程所反映掌握
的程度

2023年2月-6月 跨課程閱讀及
跨學科學習

四至六年級年級同級老師安排各班學生在同一週完成相關課
業
第一階段：2-3月
第二階段：3-4月
第三階段：5-6月
每科設計完成整個教學，才安排學生進行練習

搜集數據 -同儕觀課（2023年5月）
-問卷
-訪問



四年級課程

範疇 內容

學習內容: ➢學習主題是「EduVision @中草藥」

➢建立智能灑水系統

➢收集植物生長數據

➢觀察生長形態

➢比較及分析植物在不同的環境下的生長情況

➢跨學科學習：中文、數學、常識、資訊科技及

通訊科技科、宗教



四年級課程

⚫ 學生能走出課室，於計劃中透過不同活動，提
升學習效能，並加深對相關中草藥的認識

⚫ 親身種植中草藥(薄荷和綠蘇)，觀察生長形態



四年級課程

⚫ 學習閱讀策略——運用朗讀、字詞推測以理解中草藥的相關文章

⚫ 閱讀中草藥書籍，學習植物的結構

⚫ 收集植物和記錄生長數據

⚫ 提升自學能力，從網頁或參考書找出植物種植的相關資料

⚫ 進行公平測試實驗，了解植物生長需要的因素

⚫ 利用Micro:bit建立智能灑水系統

⚫ 學生蒐集和分析各項數據，把資料以圖表和文字紀錄於小冊子中，匯集成為學
習報告，作呈現和展示



⚫ 本校學生成功種植了不同的蔬菜，如生菜、白菜、通心
菜等等

⚫ 透過種植活動，強化學生對STEM、生態保育和對物種的
認識，培養學生的溝通、解難和創造能力

⚫ 透過水耕種植，在生態學習中心親身體驗種植不同種類
的水耕植物等等，認識蔬菜種植的過程和植物的生長循
環，從而認識生物的多樣性

五年級課程



中文科和常識科:
⚫ 配合電子學習發展，學生透過閱讀電子書籍，搜集有關資
料，認識「水耕的好處」和水耕種植的方法和植物繁殖等
資訊

數學科:
⚫ 學生透過閱讀電子書籍，認識如何量度和記錄植物的重量

電腦科:
⚫ 學生透過軟件「Popplet Lite」於平板電腦上製作腦圖，
想像水耕種植時遇到的難題，繪畫有關「水耕種植」的腦
圖。

五年級課程



STEM/STEAM課程實施



STEM課程實施步驟



1. 發現問題

● 西貢沙塘口山的珊瑚群落因海水污染引致珊瑚群落衰退的問題。

STEM/STEAM課程實施



STEM課程實施

2. 設計解決方案

● 為了保育我們海洋生物，秀秀決定出一分力，建立一個珊瑚人工智

能辨識系統，以協助研究人員整合普查數據。



STEM/STEAM課程實施
3. 製作模型(Propotype)

● 搜集香港本地常見珊瑚圖片

● 組裝AI辨識裝置

4.    訓練及改良模型

● 利用AI辨識裝置建立珊瑚圖片庫



STEM/STEAM課程實施



STEM/STEAM課程實施



STEM/STEAM課程實施



校本VR植物研習徑



初步成效



初步成效
•教師發現，學生表現在以下表現有進步：

• 知識(融會貫通)

• 閱讀能力

• 學習能力

科目 已獲知識 (四年級)

中文 - 中草藥家歷史背景(如扁鵲---對後世的貢獻和欣賞的地方)
- 閱讀不同古文和文獻

數學 -量度植物高度的方法和使用適當的工具記錄實驗結果
- 使用正確的度量單位

常識 - 水分/陽光/空氣對植物(薄荷)生長的因素和重要性
- 植物製造養分

ICT -製作澆水提示器和學習如何編寫Micro Bit的程式

宗教 - 從古人李時珍學習在生活中實踐憐憫的心 (天主教核心價值: 生命/愛德)



初步成效
•教師發現，學生表現在以下表現有進步：

• 知識(融會貫通)

• 閱讀能力

• 學習能力

科目 已獲知識 (五年級)

中文 - 說明文的寫作方法 (水耕的好處)
- 學習如何向大眾宣傳有關「水耕種植」的資訊

數學 -利用小數記錄農作物收成重量

常識 - 學習果實的特徵(外果皮、中果皮、內果皮、種子)

ICT -利用軟件「Popplet Lite」於平板電腦上製作腦圖，發揮創意思維，思考水
耕種植時遇到的難題

宗教 -實踐綠色環保的方法 (天主教核心價值: 生命/愛德)



研究問題一(方法一)：前測及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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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nferring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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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課程發展組
➢ 課程主任帶領

核心科目共同參
與計劃、協調各
科的工作和課堂
時間表等

中文、數學、常識、
資訊科技及通訊科技、

宗教科
➢ 課程主任及科主

席帶領科任老師
共同參與規劃及
設計教案、協調
各科任的分工等

圖書科
➢ 圖書館主任

按照課題購
置相關書目



身為課程統籌主任……



➢ 先為老師安排專業發展工作坊，提升老師對推

行課程的信心

➢ 透過設計具意義的情境，提升老師的認同感

(認為學生能透過跨學科學習促進其綜合及應

用共通能力)

➢ 透過調動課堂，釋放老師空間

➢ 規劃課程架構和內容

➢ 擔當老師的同行者，持續優化學習材料和課程

內容

➢ 透過訪問內容和前測後測成績，觀察學生的學

習興趣和能力有否提升

建議：

➢ 減少閲讀報告次數及不要指定讀物
➢ 選擇讀物的範圍及層次有所提升
➢ 製作課業跟進學生跨學科學習後的表

現，設計學習材料在6月考試前跟進
➢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

follow-up worksheets
➢ 擴展至其他科目/年級

課程統籌主任的職責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