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行求知—跨科對話 ‧ 貫通學習 」
經驗分享會 2 0 2 0



在常識科結合 S T E M教育
及跨課程語文學習

黃鎮波、陳家驊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
吳木嘉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你的考量?

• 介紹㇐個具創意的STEM題材 (浮力)
• 加強綜合及應用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學習經驗 (落實設計循環)
• 促進跨科及結合不同課程舉措的嘗試 (結合跨課程閲讀)

這節分享的要點 –



你的考量?
•為何需要跨學科協作?

•為何不願跨學科協作?



學生需要正面面對轉變的能力和態度

跨課程閱讀STEM教育

價值教育

電子學習 自主學習

為何需要跨學科協作?



中文
• STEM教育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教育
• ……

英文
• STEM教育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教育
• ……

數學
• STEM教育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教育
• ……

常識
• STEM教育
• 跨課程閱讀
• 自主學習
• 電子學習
• 價值教育
• ……

價值教育

STEM教育
跨課程閱讀

自主學習
電子學習

為何需要跨學科協作?

從學校行政的角度

從學生經驗的角度

學習是追尋意義的過
程，跨科的協作有助
學生結合學習經驗



㇐些可能的原因:

• 既有現況 (時間表、人手……) 的障礙

• “教學科” 與 “教學生” 的取捨

為何不願跨學科協作?



建立正面的跨學科協作經驗
• 刻意的計劃和安排

• 建基於相關學科的學習目標

• 達至 “1+1 > 2”的協同效應

• 展現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成果



S T E M教育與跨課程語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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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 STEAM? /STREAM?
迷思!

• 學校STEM教育已見雛型
• 如何發展STEM 教育?
• 是否須要加入不同科目元素?



推行 STEM 教育學習活動的模式

推廣閱
讀文化

語文元素
(中文科)

常識科

專題研習



在常識科結合STEM教育
黃鎮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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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 (小㇐至小六 )
（ 2 0 1 7 ）

發展STEM教育 (頁66-68)：
• 培養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和好奇心，並提升創意；
• 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完善學與教，策略包括︰提供手腦
並用的探究活動，發展科學過程技能。

• 可設計與生活化課題相關的 STEM 活動，讓學生有機會綜
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



我們的教學設計
• 設計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引發學生對自然界及科學世

界的興趣；

• 透過 STEM 專題研習，協助學生初步發展綜合和應用知
識與技能的能力，以解決真實問題；

• 為學生提供學習經歷，以提升他們的創造力和創意潛能



我們的起步點

四年級常識科單元 – 水的世界（課題：水的探究）
• 透過動手探究，增進科學概念（浮力）的認識

延伸至STEM專題
讓學生綜合和應用科學概念



課程剪裁 (  8個常識課節 )
第㇐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五節：

第六、七節：

第八節：

探究水的浮力 (可樂及蔬果實驗)

介紹專題 + 找出増加飲管浮力的方法 + 安排學生回家製作浮力台

測試浮力台 (探究飲管位置如何影響平衡) + 派發物料讓學生回家製作裝置

學生第㇐次測試裝置及評估成效，讓學生回家改良裝置 (設計循環)

學生第二次測試裝置及挑戰終極任務，並評估成效

學生完成研習冊，進行自我檢討/反思，總結整個活動效能



常識科課堂㇐貫的探究式學習

目的：認識及探究水的浮力



實驗㇐：把以下兩罐飲品放在水中。



結論：
重量與浮沉關係



實驗二
認識及探索水的浮力

• 物料：車厘茄、薯仔、燈籠椒

• 步驟：

1)量度三種物品的重量

2)估計並畫出三種物品在水中的位置

3) 根據結果，繪畫它們在水中的真實位置



實驗二
認識及探索水的浮力

• 物料：車厘茄、薯仔、燈籠椒

• 步驟：

1)量度三種物品的重量

2)估計並畫出三種物品在水中的位置

3) 根據結果，繪畫它們在水中的真實位置

物件佔有空間愈大，
浮力就愈大



S T E M專題題目 - E U R E K A
挑戰:

製作一個浮水的裝置，以安放指定的重物，並能令重物高
出水面。

相關概念: 水的浮力、結構承重、平衡不倒、物料特性……

材料:
用不多於26支紙飲管(6枝粗、20枝幼飲管)製作一個能承起
指定重物的結構物。同學可加其他物料(需得老師批准)，
但不得作為增加浮力。

評分標準:
以重物高出水面的高度(重物底部與水面的垂直距離)、美
感、創意、口頭匯報和小冊子內容作為評分準則。



S T E M專題研習 - E U R E K A
• 把科學概念（浮力）結合到科技和工程教育

• 浮力不再是單㇐獨立的概念，而是聯繫到設計、平衡、結構等問題

•設計循環相關要點的實踐
• 發現/引入問題
• 發展方案（繪圖/計劃）
• 實踐方案（製作）
• 評估方案 （測驗後的檢討和總結） 發掘新問題



設計循環 - - - 發現 /引入問題
若要完成任務，要考慮甚麼問題？

•如何加強飲管在水中的浮力?

• 要怎樣浮力台才可平衡不倒？

• 除了飲管，我還需要哪些物料製作浮力台? 

這些物料有甚麼特性？

發現問題 發展方案 實踐方案 評估方案



學生設計飲管的擺放位置，並測試對平衡力的影響
發現問題 發展方案 實踐方案 評估方案

A

ED

CB

F

學生透過測試，
發現相同數量飲
管的不同分布會
影響其平衡力



發展方案 - -繪畫設計圖
發現問題 發展方案 實踐方案 評估方案



繪畫設計圖及選擇物料

發現問題 發展方案 實踐方案 評估方案



學生早期作品

發現問題 發展方案 實踐方案 評估方案

學生應用早前測
試的發現，把浮
力源放在外圍



改進後再測試

進行試驗，評估成效，辨析下㇐個階段的問題

發現問題 發展方案 實踐方案 評估方案



學生後期作品

發現問題 發展方案 實踐方案 評估方案



課程反思
• 疫情下的STEM專題

遇到的困難 解決方法

時間不足

小組專題研習 →  個人專題研習不能協作學習

課程剪裁 (安排學生回家完成研習)

準備物資 (全級學生150人專題研習) 校方 (校⾧) 全力支援

由老師帶領全班討論不能分組活動、小組討論……

環境場地問題 (學生難以觀察實驗/測試結果) 教師預先攝錄實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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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現有語文學習課程

1. 四年級中文科 QTN計劃之「人物放大鏡」

閱讀單元(讀寫聽說教材)

2. 透過人物生活事件學習人物性格描寫的方法

Perfect Match!

在專題研習中加入語文元素



優化現有教材

增潤刪減

1. 同㇐時段透過同㇐篇文章介紹人物—阿基米德

2. 常識科重點解說浮力原理

3. 中文科以阿基米德的行為表現和神態表現來描述人物性格

協同效應學生回應



1 .  教授課文《媽媽的變化》和《我的弟弟》學習描寫

人物性格的技巧 :外貌描寫、語言描寫、行為描寫

2 .  引入阿基米德「真假王冠」的故事，帶出我們還可以

透過神態描寫顯現出人物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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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1 .  通 過 行 為 表 現 或

神 態 歸 納 了 阿 基 米 德

的 性 格 特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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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1. 當國王要求阿基米德鑑定王冠時，臣子們都在竊竊私語，
但他的反應卻是二話不說，說明了他具備了甚麼性格特徵？

爽快/自信

2. 阿基米德接受了任務後就足不出戶地在家中研究，這又

突顯了他的甚麼性格特徵？

專注投入/鍥而不捨

38

教師透過提問引導學生說出阿基米德的性格特徵



想㇐想（續）
3. 文中描寫阿基米德思考問題時是翻來覆去地想着，怎

樣的人面對難題時是反覆地想着？

勤於思考
4. 文中描寫阿基米德是緊鎖着眉頭，托着腮目不轉睛

地思考問題時，這又可以看出他是㇐個怎樣的人？

認真投入 / 專注工作

39



小結

加入阿基米德的文章，進㇐步配合
中文科的教學目標

40

行為表現 神態
▪ 二話不說

▪ 足不出戶

▪ 整天在房間裏研究

▪ 翻來覆去地想着

▪ 馬不停蹄地畫着

▪ 茶飯不思

▪ 夜不能眠

▪ 絞盡腦汁

▪緊鎖着眉頭

▪托着腮目不轉睛地看着

爽快/自信

專注投入/鍥而不捨

勤於思考

勤奮

專注認真

鍥而不捨

專心致志

專注投入

認真投入

勤於思考

文章透過描述人物的行為或
神態去突顯人物的性格特徵。



S T E M活動完結

訓練語文能力介紹作品

說明文書寫訓練

讀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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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材料

遇到的困
難及解決
方法

作品外形

製作過程

反思及感受

老師以去年製作氣動車的經驗
為題，為學生提供說明的寫作
框架，鼓勵學生應用在是次浮
力裝置的介紹。



數字說明

形容詞

外型描寫



連接詞

詳細敘述

正面影響



推廣閱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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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課程發展議會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
書中，建議在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習領域推行四個關鍵項目，
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運用
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以幫助學生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

以中文科教授的人物為引子，鼓勵及
推動學生認識更多人物，從文章中外
貌描寫、語言描寫、行為描寫及神態
描寫了解不同的人物性格。





受疫情影響，
學校不能讓學
生借閱實體書
籍，故改為於
圖書課介紹電
子書計劃。



香港教育城 > E悅讀學校計劃 > 閱讀組合 > 中華里系列 >
人物系列

H T T P S : / / W W W . H K E D C I T Y . N E T / E R E A D S C H E M E /
Z H - H A N T /

• 孫子 孔子 張衡 諸葛亮 王羲之
祖沖之 李白 杜甫 包拯 蘇軾
岳飛 李時珍 鄭板橋 林則徐 蔡元培
秋瑾 鲁迅 傅聰



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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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考量?

• 介紹㇐個具創意的STEM題材 (浮力)
• 加強綜合及應用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學習經驗 (落實設計循環)
• 促進跨科及結合不同課程舉措的嘗試 (結合跨課程閲讀)

這節分享的要點 –



你的考量?

STEM專題(如Eureka Project)讓學生學到的不單是相關的抽空概
念(如浮力)，而是結合科技和工程教育(如設計循環)，促進學生
把相關概念應用於實際情境。

總結

跨科協作有助學生聯繫各科的學習，讓學生找到學習意義。

學習不單取決於智力。在跨科協作下，學生的學習動力有
所提升，在其展現的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也有理想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