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題目：透過跨學科專題研習推展 STEAM 教育——桿秤的製作 

講者：  曾倫尊博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顧歷康老師、簡詠儀老師、鄭沛翹老師、羅安得老師、胡秀雯老師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引言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中提出，STEAM 教育是小學課程發展重點之一，

學校課程必須強化培養學生跨學科思維、資訊素養、解難及創新能力，讓學生能夠綜合運

用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和能力（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22）。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在 2021/22 學年接受了本組校本支援服務，發展三年級的數

學科校本課程，探討在數學課堂中進行 STEAM 學習活動。為了提供學生情境化的學習體

驗並綜合數學和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技能，教師設計了一個有關「重量」的跨學科專題研習

活動。該活動以共同主題「桿秤的製作」開展，同時回應各科目的學習重點，培養學生的

解難和創意的能力。 

 

跨學科 STEAM活動設計 

學校課程發展主任邀請了中文科和視藝科的教師一同參與合作，探討在「桿秤的製作」

專題研習活動中實現跨學科整合。經商議後，數學科讓學生延伸等距天秤平衡原理的學習，

從而認識中國傳統桿秤測量物件重量的基本原理，使學生能夠準確地用較輕的秤砣測量較

重物件的重量，並透過製作桿秤，增強學生對重量及建構刻度的認知。中文科以桿秤的歷

史故事為重點閱讀材料，加強學生對中國桿秤相關知識的認識，並培養學生處事公平公正

的態度；視藝科教師教導學生在秤盤上繪畫藏傳佛教的曼陀羅花紋。由於曼陀羅花紋在中

華文化中代表著神聖、吉祥和精神追求，並深深植根於中國人民的價值觀中，它的存在豐

富了中國的藝術和宗教領域，因此，教師讓學生以曼陀羅花紋美化桿秤，同時展現中華文

化之美。下文將重點介紹數學科的教學活動、策略及成果。 

 

數學科教學流程及策略 

數學科專題研習活動安排在試後活動週內舉行，在活動前，學生已經完成了有關重量

的學習，掌握了等距天秤平衡原理，能夠使用天秤比較物件的重量及運用砝碼量度物件的

重量，同時懂得閱讀刻度。整個專題研習活動分為兩節課進行。在第一節課中，教師主要

希望學生能夠運用他們已有的等距天秤知識，並進一步學習使用較輕的秤砣來測量較重物

體的重量。當中的學習重點及教學活動、策略及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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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1.運用天秤

平衡原理，

透過在天秤

上移動較輕

的物件，使

其與較重的

物件達到平

衡。 

引入活動： 

 搖搖板 

 動手製作簡單的天秤 

 
學生運用天秤平衡原理，通過移動

較輕的物件，使其與較重的物件達

到平衡。 

2. 探究重

點、重臂、

施力和力臂

的關係。 

探究活動（一）： 

探究如何運用電子秤以較輕的物件

來平衡較重的物件。 

 

探究前準備： 

1.介紹有關電子秤的互動式電子學

習平台。 

 

 

 

 

學生能夠準確地閱讀電子秤的橫向

刻度。 

 

2.重溫天秤上各部分的名稱，當中

包括重點和支點等。 

 

 

 

學生能夠準確地指出天秤上各部分

的名稱。 

進行探究活動： 

學生二人一組，在電子秤上任意移

動各部分，探索平衡較重物件的方

法，再作討論。 

 

學生在固定重點和重臂的情況下，

發現力臂愈長，施力愈輕。 

教師引導學生逐步進行實驗，觀察

力臂的長度與重點重量的關係。 

 

 

 

在固定重臂和施力的情況下，學生

透過改變力臂與支點的距離，成功

地找到力臂的長度以達致平衡。 

學生發現當重點重量增加時，力臂

的長度相應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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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3.認識中國

傳統桿秤稱

量物件的基

本原理，能

夠以較輕的

秤砣，準確

地量度較重

的物件。 

應用探究結果： 

教師展示真實的桿秤，讓學生透過

使用電子秤上較輕的施力來測量物

件重量，轉移到使用桿秤上的秤砣

來量度物件的重量，以建立電子秤

和實物桿秤之間的聯繫。 

 

 

 

 

 

 

 

 

學生發現桿秤上的秤砣與電子秤上

施力部分的原理相同。 

教師通過實物操作，讓學生初步掌

握桿秤量度物件重量的基本原理。 

 

 

 

 

學生掌握桿秤量度物件重量的方

法。 

 

第二節課，教師希望學生透過實作活動，體驗工程設計的各個階段，包括設計、製作、

驗證和改良，以深入理解相關概念。當中的學習重點及教學活動、策略及成果如下： 

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1.通過實作

經驗，理解

桿秤的操作

原理和使用

方法。   

承接上堂： 

教師回饋學生操作真實桿秤量度物

件重量的活動。 

 

學生分享成功使用桿秤量度物件重

量的技巧。 

2.運用適當

數 量 的 數

粒，準確地

製作桿秤上

的刻度。 

 

探究活動（二）： 

探究如何使用數粒準確地製作桿秤

上的刻度。 

 

 

探究前準備： 

1. 定出桿秤零點位置。 

 

學生在製作桿秤的刻度時能夠確定

零點位置。 

此外，學生在定出桿秤上的零點

時，能夠手持提繩，將秤盤清空，

並移動秤砣，使整個桿秤保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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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衡，從而確保桿秤上零點位置的準

確性。 

 
2. 探究在桿秤上繪製刻度的方法。 

 

學生發現桿秤上的刻度不能直接利 

用間尺上的刻度來製作，需要使用

砝碼進行校準。 

 

工程設計部分 

在正式製作桿秤前，教師與學生進行討論，過程中讓學生體驗部分工程設計流程，目

的是培養他們的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和綜合運用各學科知識的能力，培養合作精神。這

樣的學習體驗有助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2.運用適當

數量的數

粒，準確

地製作桿

秤上的刻

度。 

 

工程設計流程： 

（ 一）設計 

教師鼓勵學生以

開放的態度及多

角度思考的方式

探索不同的方法

來設計和繪製一

至十六克的刻

度，從而提高繪

製刻度過程的效

率和準確性。 

 

 

 

 

 

(1) 最常見的方法是逐克逐克地繪製至十六克。這個方

法是精確的，但耗時較長。 

 
(2) 第二個方法是每次增加兩克，直至達到十六克為

止。這種方法在精確度上並不理想，因為學生需要

根據兩個刻度之間來估計中間的刻度。然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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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方法相對節省時間。

 
(3) 另一種方法是以四克為單位進行秤量，先繪製四

克，然後繪製八克、十二克和十六克。這種方法在

精確度上並不理想，因為學生需要估量更多的刻

度，但它是最節省時間的方法。

 
工程設計流程： 

（二）製作 

教師為小組內的

學生分配了具體

的工作，促使他

們分工合作，提

高製作的準確性

和效率。 

 

學生能夠分工合作：一位學生負責拿著桿秤的提繩，一

位負責安排放上數粒，另一位觀察桿秤是否平衡，一旦

達到平衡，則請另一位學生幫助繪製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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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工程設計流程： 

（ 三）驗證 

教師為各組學生

準備了不同重量

的物品讓他們使

用桿秤進行量

度，而驗證和評

估桿秤橫向刻度

的準確性。 

 
從上圖可見，學生發現桿秤無法量度 20克的物品，因

此提出了改良的建議。於是，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行延

伸活動，探討如何使桿秤能夠量度更重的物件。 

 工程設計流程： 

（ 四）改良 

教師要求學生思

考如何調整桿秤

的不同部分，使

其測量的範圍能

夠從 20克增加

至 30克。 

學生經過討論後，作出以下建議： 

 加長秤桿 

 加重秤砣 

 縮短秤盤上的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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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及策略 成果 

 在討論改良方法

後，教師鼓勵每

位學生運用全新

的桿秤套件，重

新製作桿秤，再

進行實驗和測

試，以驗證各種

方法的有效性。 

透過這樣的方式，學生能夠更深入地了解桿秤的原理和

設計，並學習從問題中尋找解決方案。最終，學生根據

他們的實驗結果，提出最佳的改良方案，並討論各個方

案的優缺點。 

 

總結及反思 

在整個 STEAM 活動中，教師發現學生積極投入，樂於與同學合作完成電子學習任務，

並在製作刻度時追求精準。學生不但能成功製作桿秤，還運用它來量度物體的重量以測試

其準確性，並且進行改良，使桿秤能夠量度更重的物件。教師認為整個活動有助於培養學

生的觀察力、分析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學生在設計過程中還展現了獨立思考和

創造力。透過這種學習方式，學生能夠建立自信，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教師透過數學重量單元中的等距天秤原理，讓學生把知識延伸至利用較輕的物件來平

衡較重物件的方法，並明白中國傳統桿秤利用較輕的秤砣來量度重物的原理。這種連結可

以幫助學生更深入地綜合和運用知識來解難，同時也讓他們欣賞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精確

測量的智慧和技術，培養他們尊重、欣賞和珍視我國傳統文化。 

 

這次學習活動讓學生初步體驗工程設計的過程，未來教師將考慮有系統地將工程設計

引入常識科教學內。此外，學校希望持續將 STEAM 元素融入各級的學科內容中，通過橫

向課程規劃加強學科之間的聯繫。展望未來，學校將加強教師規劃及優化跨科課程的能力，

以協調和推動相關活動，期望能為學生提供更多解決問題、創新和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知識

和技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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