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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程規劃的角度

從學生學習的角度

中文
• STEM/STEAM
• 專題研習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觀教育
……

英文
• STEM/STEAM
• 專題研習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觀教育
……

數學
• STEM/STEAM
• 專題研習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觀教育
……

常識
• STEM/STEAM
• 專題研習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觀教育
……

STEAM教育

電子學習
跨課程閱讀

自主學習專題研習

知識的學習並不
是割裂的，跨科
的協作有助學生
結合學習經驗

為甚麼要進行跨課程學習？



為甚麼要推動跨課程學習？

課程發展議會(2022)《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跨課程學習提升解難能力

連貫八個
學習領域

共通能力
(包括：解
難能力)



學校發展需要

• 三年關注事項(2021-2024)：持續推動
「三好孩子」，培養孩子成為具守法、
同理心、堅毅的良好公民。

• 學生的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待提升。



推行跨課程學習的理念

• 我們推動跨課程學習時，強調學生對現實生
活中的問題進行探索，並且運用多學科的知
識和技能，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並進行評
估和反思。

• 在學習過程中，我們不但讓學生綜合運用知
識，更希望通過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同理心，
鼓勵學生關心身邊的人和事。



建基學校發展基礎

• 自2019/20起，學校已開展跨學科協作計劃，
教師對跨科協作有一定經驗。

• 已按學生能力制定「STEM縱向技能架構
表」，結合「專題研習能力培養一覽表」，
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的研習和綜合應用能力。



本校推行跨課程學習的模式

主題式學習：
將相關的學科知識組織起
來，圍繞㇐個主題或問題
進行學習。例如，通過探
索環境問題，學生可以同
時學習科學、社會學、地
理等相關學科的知識。

跨學科項目：
學生參與具體的實踐
項目，如模擬公司、
社區服務等，需要結
合多個學科的知識和
技能。

專題研習：
學生進行深入研究，
結合多個學科的知識
和技能，解決㇐個具
體的問題或提出創新
的解決方案。



推行主題學習的模式

• 以常識科為基礎，加入不同學科的學習
內容，提供手腦並用的機會，讓學生通
過搜集資料、分析數據、口頭匯報等，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包括解難能力。



主題學習設計理念

識別問題

(Identifying 
problem)

確定問題

(Defining 
Problem)

探求可行方
案

(Exploring 
alternatives)

執行計劃

(Acting on 
plan)

觀察效果

(Looking at 
the effec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
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tech-subjects/idt_4.pdf



主題學習設計理念

跨學科

專題

研習

STEAM

跨課
程閱

讀

•創建學習活動，提供真實、具體的情境

•引導學生發現生活中的難題識別問題

•通過跨課程學習，包括閱讀相關資料

•理解難題的癥結，構思解決問題的方案

確定問題及探
究可行方案

•運用所學知識解難，並結合服務學習，
加以應用

執行解決問題
的方案

•引導學生觀察解難的成效觀察果效



學校課程發展脈絡
各級科學探究

課程

(常識科)

2018之前

設計四、五年級
STEM專題研習

(常識科)

2018-2019

設計四年級
主題學習

(跨學科)

2019-2020

設計五年級主
題學習

(跨學科)

2020-2021

設計六年級主
題學習

(跨學科)

2021-2022



校本主題學習課程：

一至三年級：

四至六年級：



四年級主題學習
主題 識水．惜水

情境
全球有不少地方水資源貧乏，兒童缺乏潔淨的
食水。

問題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

角色 慈航環保大使：關心他人，推廣水資源的訊息

STEM
任務

• 進行實驗，認識水循環
• 透過閱讀，了解水資源的情況
• 記錄用水量，檢視自己的用水情況
• 自製濾水器，協助當地居民得到潔淨的食水
• 寫作說明文，推廣節約用水的信息



Problem(STEm)
水資源不足，
欠缺乾淨食水

Technology
• 運用app測試水的

透光度(Lux)

Mathematics
• 透過紀錄自己的

用水量，檢視自
己用水的情況

Engineering
• 透過公平測試，選擇濾材
• 透過設計循環改良濾水器的效能

• 認識水循環(英)
• 透過閱讀，認識水資源的珍貴及全球水資源的情

況(圖)
• 確定探究問題、構思解決方法(常)
• 撰寫說明文，宣傳節約用水的信息(中)

四年級主題學習：識水．惜水



四年級主題學習：識水．惜水
•情境：全球有不少地方水資源貧乏，兒童缺乏潔淨的食水。

•引導學生發現生活中的難題：飲用不潔的食水所帶來的問題。
識別問題



圖書科：大量閱讀

• 舉行主題書展
• 鼓勵學生大量閱讀

專題圖書



英文科：認識Water Cycle
• 透過實驗認識water cycle

課堂照片



數學科：撰寫說明文
• 透過記錄自己一週的用水量，檢視自己用水的情況
• 學習閱讀統計圖

學生課業



常識科：STEAM活動、探究活動

•喝了不潔的食水會帶來甚麼後果？

•如何能幫助欠缺潔淨食水的人？

•如何能過濾污水，解決食水不足的問題？

確定問題

及探究可行的方案



常識科：STEAM活動、探究活動

•認識不同濾材的特性，設計濾水器

•透過設計循環，改良濾水器的效能

執行解決問題的

方案



學生反思

常識科：STEAM活動、探究活動

•分析影響濾水器的效
能的因素

•反思於主題學習所得

觀察

果效

做實驗才知道乾淨
的水是得來不易

這讓我明白更加
要珍惜食水

活動前，不明白水是珍貴的資
源‥‥‥活動後，知道全球有
三分之一的人面臨缺水‥‥‥



中文科：撰寫說明文
• 撰寫說明文，推廣節約用水的信息。

學生課業

學生課業



課程的縱向發展



從四年級的一個產品

到六年級的多個產品



六年級主題學習

主題 生命的高度

情境
社會上不同種類的殘疾人士有不同的需
要，在現代的智慧城市下，我們如何應
用科技設計產品幫助他們？

角色
彩虹大使：運用所學設計產品，協助殘
疾人士活出生命的局限性。

STEM任務 設計產品，幫助殘疾人士解決生活困難。



生命的
高度

STEAM教育

跨
課
程
閱
讀

專
題
研
習

全方位學習

常電

中 英

數圖

視

六年級主題學習 課題：第1冊 單元二 成長的困惑
第5課 活出彩虹

目標：
• 面對逆境時的態度
• 珍惜生命（同理心 -> 堅毅）
產出：
• 透過專題研習，探討社區的無障

礙設施
• 培養關懷社區的態度

課題：利用micro:bit進行編程
目標：認識micro:bit不同感應
器
產出：
• 運用micro:bit的感應器，設

計產品，幫助殘疾人士解決
生活上遇到的困難

• 寫作
(說明文及匯報作品)

• 體驗殘疾人士的困難
• 閱讀(認識無障礙設施)
• 寫作(向校方建議增設無障礙設

施以助殘疾人士)

課題：統計圖
目標：透過棒形圖統計本
港的殘疾人士種類及數量

• 閱讀尊重生命/殘疾人士
奮鬥的故事

• 製作及美化產品模型



Problem(STEM)
如何幫助殘疾人
士解決日常所需

Technology
• 運用micro:bit的感

應器，設計產品
(電)

Mathematics
• 透過棒形圖統計

本港的殘疾人士
種類及數量(數)

Engineering
• 透過設計循環改良產品的效能

• 透過專題研習，探討社區的無障礙設施(常)
• 確定探究問題、構思解決方法：為哪一類殘疾人士設計產品(常)
• 體驗殘疾人士的困難(英)
• 閱讀(認識無障礙設施、殘疾人士奮鬥的故事)(圖)
• 寫作(向校方建議增設無障礙設施以助殘疾人士)(英)

六年級主題學習：生命的高度



各科的聯繫



識別問題

(Identifying 
problem)

確定問題

(Defining 
Problem)

探求可行方
案

(Exploring 
alternatives)

執行計劃

(Acting on 
plan)

觀察效果

(Looking at 
the effect)

解難的過程



常識：進行專題研習

進行專題研習：

• 透過閱讀和資料蒐集，了解殘疾人士的定義。

• 蒐集殘疾人士面對的困難。

• 參考政府網頁及蒐集其他資料，構思幫助殘疾人士的
方法。



統計數據：

• 運用複合棒形圖，統計香港殘疾人士的數目及年齡。

• 透過數據，讓學生得悉社會上有很多人需要我們的幫助和關心。

數學：運用複合棒形圖，統計數據

英文：透過模擬活動，體驗殘疾人士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



識別問題

(Identifying 
problem)

確定問題

(Defining 
Problem)

探求可行方
案

(Exploring 
alternatives)

執行計劃

(Acting on 
plan)

觀察效果

(Looking at 
the effect)

解難的過程



跨課程閱讀：

• 透過篇章閱讀，認識有關殘疾人士的詞彙。

• 緊扣常識科的知識。

英文：閱讀有關無障礙設施的文章，撰寫計劃書



撰寫計劃書：

• 思考學校現有無障礙設施的不足。

• 向校長撰寫計劃書。

英文：閱讀有關無障礙設施的文章，撰寫計劃書



識別問題

(Identifying 
problem)

確定問題

(Defining 
Problem)

探求可行方
案

(Exploring 
alternatives)

執行計劃

(Acting on 
plan)

觀察效果

(Looking at 
the effect)

解難的過程



初步構思產品：

• 學生運用以往所學過的micro:bit知識，思考如何運用編程製
作產品給殘疾人士。

• 思考硬件與軟件的配合，是否切合殘疾人士的需要。

電腦：構思產品設計，如何幫助殘疾人士



識別問題

(Identifying 
problem)

確定問題

(Defining 
Problem)

探求可行方
案

(Exploring 
alternatives)

執行計劃

(Acting on 
plan)

觀察效果

(Looking at 
the effect)

解難的過程



初步構思產品：

• 學生運用以往所學過的micro:bit知識，思考如何運用編程
製作產品給殘疾人士。

電腦：應用micro:bit編程，設計產品



電腦：應用micro:bit編程，設計產品

構思合適殘疾人士的產品：

• 思考硬件與軟件的配合，是否切合殘疾人士的需要。

視藝：製作模型



識別問題

(Identifying 
problem)

確定問題

(Defining 
Problem)

探求可行方
案

(Exploring 
alternatives)

執行計劃

(Acting on 
plan)

觀察效果

(Looking at 
the effect)

解難的過程



構思如何進一步改良產品：

• 該產品是否切合殘疾人士的需要。

電腦：紀錄產品測試結果

中文：撰寫講稿及介紹產品



圖書：閱讀尊重生命/殘疾人士奮鬥的故事

加強學生的反思

活動反思



課程統籌主任的角色

• 策劃計劃

• 帶領各科組調適課程、調整教學進度

• 理順各科的學習重點，設計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的

解難能力，強調學生綜合應用所學

• 善用學時、創造空間



反思及總結
• 「主題學習」這個學習模式讓學生學到的，不單是課本的知識/概念，而

是結合科技和工程教育(如設計思維、設計循環、計算思維)，促進學生把相
關概念應用於實際情境。

• 跨科協作有助學生聯繫各科的學習，讓學生找到學習的意義。
• 在過程中，學生的學習動力有所提升，不同特質的學生也能發揮其潛能。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