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展STEAM 教育
結合常識科中的光學主題，

探究「比」的概念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唐永康先生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劉秀芬老師、李俊康老師、林國華老師

2024年4月20日



課程文件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2022)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curr/ME_KLACG_chi_2017_12_08.pdf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1.3.2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發展方向

(a)透過 STEM 教育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b)強調透過電子學習加強學與教效能，促進自主學習和提升學生
運用資訊科技學習數學的能力

(c)在校本數學課程中，強調跨課程語文學習，如以推廣數學閱讀
讓學生了解數學與現實生活和其他學科的聯繫

(d)透過不同的數學學習活動，加強綜合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正
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curr/ME_KLACG_chi_2017_12_08.pdf


STEM 教育中，數學……

裝備學生擁有相關代數、幾何、
數據處理和邏輯推理的知識和
能力，幫助他們綜合和應用不
同學科的知識及技能，以實際
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創新的設計
解決現實生活問題。

數學建模在解決現實生活問題
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包括那些
涉及科學和科技情境的問題。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

過程中學生分析那些或許沒有
明確解答的現實生活問題，為
問題建模，制定解決方案並最
終解決問題

通過為學生創造應用數學知識
和技能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機
會



以數學作為起點去
推動 STEM 教育

M：以數學語言理解生活經驗的意識，
從而進一步界定探究的問題

E：從問題出發，設計解難所需模型

T：協商探討為解決問題創造所需工具
（包括電腦軟件的使用）

S：利用實驗進一步探索相關的自然環
境現象

羅浩源(2018)。STEM 教育：以數學作起點來推動 STEM 教育的挑戰。
學校數學通訊 (頁6-11) (第二十一期)。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示例分享：
結合常識科中的光學主題，

探究「比」的概念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學校背景

 每級設有2班，全校共12班

 2023/24學年，數學教師團隊共有8人，

• 當中有7位教師去年曾參與設計校本STEAM 數學課程

 高年級按學生能力進行分組教學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學校STEAM教育發展的情況

• 2021/22學年前
 常識科主導，配合常識科主題家

課及科技日活動，以專題研習形
式進行。

 數學科在進行相關活動前，教授
或重温研習時所需的數學知識及
技能，或於活動後分析數據。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年級 主題 科學元素 科技元素 工程教育 數學元素

二
可愛不
倒翁

重心越低越穩
定

/
設計一個不不
倒翁

放置重物的方
位

三
自製
陀螺

認識物體在旋
轉中的穩定特
性

/
改良陀螺的設
計

計時-分、秒

四
模擬
地震

認識及測量地
震的不同級別
強度

使用震動測量
儀App量度不
同程度的地震
實驗

製作防震地基
物。

記錄不同強度
的地震下建築
物的破壞情況

五
會發光
的卡片

認識閉合電路
及並聯電路的
運作原理

利用LED燈泡
設計會發光的
電路

製作一張會發
亮的生日卡

量度長度

六 投石器
應用槓桿原理
來投射物件

利用app 測量
投射距離

改良投石器設
計

量度投射距離
（m/ cm)

年級 主題 科學元素 科技元素 工程教育 數學元素

一 紙蜻蜓 空氣的承托力
選擇合適物料
來製作紙蜻蜓

設計紙蜻蜓
記錄紙蜻蜓在
空中停留的時
間

二 聲音炮
空氣佔有空間、
重量和會流動

選擇合適物料
來製作聲音炮

設計聲音炮
量度空氣炮的
射擊距離

三
自製指
南針

認識磁效應及
明白指南針的
原理

選擇合適物料
來製作指南針

/
分辨正確方位
（東、南、西、
北）

四 濾水器
認識不同物料
的特性

運用Micro:bit

製作光敏感應
測試器

設計濾水器
量度不同物料
的用量（g）

五
自製吸
塵機

認識空氣壓力 / 設計吸塵機
整理、應用及
分析數據

六
自動餵
魚器

生物與環境的
相互依存關係

以microbit運
算編寫自動餵
魚器的編程

製作一部自動
餵魚器

懂得量度角度
和計算馬達運
行時間

科技日：

常識科主題家課：



學校STEAM教育發展的情況

• 2022/23學年
 開展以數學課程主導的STEAM學習活動。
 數學科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透過數學科

推動STEAM教育工作坊」。
 透過與課程發展組支援人員共同備課，

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發展適切的教學
材料及策略，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

• 2023/24學年
優化上年度數學科校本的STEAM學習活動。
強調以探究活動為本，以實際操作活動讓
學生探究數學概念。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數學
認識「比」的
生活應用

規劃以數學為主導的STEAM 學習活動



數學科課程學習重點

•學習單元：5N5 分數(五)
•學習目標：進一步認識分數的概念
•學生已在三年級學習分數的基本概念，在本學習單
位，學生須認識分數可理解為兩個整數相除的商或
兩個整數的比， 但不須引入比的符號“：”。



學生學習難點

•「比」概念相對抽象，學生較難明白

•A是B的2倍，B是A的二分之一

•利用生活例子，以及探究活動幫助學生理解
「比」的概念



數學
認識「比」的
生活應用

科學
光與影的關係

規劃以數學為主導的STEAM 學習活動



常識課程學習重點

•學習範疇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 認識一些與光、聲、電、運動及能量相關的規律和現象

• 探究一些與光、聲及電的特性和相關現象（例如：光的反射、閉
合電路的探究）

光的特性

• 光是以直線進行。

• 當光照射在不透明的物體上時，便會受到阻擋，形成影子。



常識科的配合

•在進行此STEAM課程前，學生已完成常識科—「光、
聲、電的世界」學習，對影子的形成及特性有一定
的認識。



•當光線遇到不透明的物件阻擋，便會形成影
子。

形成影子的原因

物件

影子
（背幕）



物件的高度
( h1 )

影子的高度
( h2 )

探究影子大小與光源距離的關係

光源與背幕的距離
( l2 )

光源與物件的距離
( l1 )



物件的高度
( h1 )

影子的高度
( h2 )

物件的高度 和 影子的高度 之比
(h1 : h2）

光源與物件的距離 和 光源與背幕的距離
之比(l1 : l2 ）

探究影子大小與光源距離的關係

光源與背幕的距離
( l2 )

光源與物件的距離
( l1 )



物件的高度
( h1 )

影子的高度
( h2 )

物件的高度 和 影子的高度 之比
(h1 : h2）

光源與物件的距離 和 光源與背幕的距離
之比(l1 : l2 ）

探究影子大小與光源的關係

光源與背幕的距離
( l2 )

光源與物件的距離
( l1 )

物件的高度(h1)

影子的高度(h2)
= 光源與物件的距離(l1)
光源與背幕的距離(l2)



數學
認識「比」的
生活應用

科學
光與影的關係

工程
從量度學校旗桿
高度問題出發，
設計解決問題的

方法

規劃以數學為主導的STEAM 學習活動



估量活動

操場上中間旗桿(最高)的
高度大約是多少米？

為學生創造應用數學知識和技
能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機會



數學
認識「比」的
生活應用

科學
光與影的關係

工程
從量度學校旗桿
高度問題出發，
設計解決問題的

方法

閱讀
閱讀數學家的故
事，讓學生了解
數學與現實生活

的聯繫

規劃以數學為主導的STEAM 學習活動



推廣閱讀與數學相關的圖書

數學科STEAM 課程 -

課前於TEAMS教室
發放閱讀材料



在數學科加強閱讀元素

•讓學生進行預習，讓他們帶着有
關的前備知識進行探究，並能運
用及驗證所學。



課堂設計

• 學生需要進行 3 次測試

測試一 - 學生模仿教師進行測試
- 了解測試設置及操作
- 教師帶領學生作出猜想

測試二 - 學生根據教師指定的數據去進行測
試

- 驗證學生自己的猜想

測試三 - 學生分組自訂光源與物件的距離
來進行第三次測試

- 透過不同組別的數據，進一步驗
證學生的猜想是正確



實驗過程

為了減少變項，實驗中固定物件的高
度及物件與背幕的位置，讓學生可以
容易找出影子大小與光源位置的關係



課堂前測試設置

•固定設置 vs 開放設置
• 需要準確的數據才能找出兩個「比」
關係

•物件設置時要細緻，否則誤差可以
很大



課堂前測試設置

固定軟尺及
背幕的尺子

固定物件及
背幕的位置



課堂前測試設置

與學生討論實驗設置的注意事項：
1. 電筒（燈泡中心）的高度
2. 物件、背幕必須垂直於枱面



課堂活動安排

•三至四人異質分組

•於環境較暗，以及有較大空間的

視藝室進行探究活動

•選擇燈泡較貼地的電筒，以減低

數據的誤差



測試一



測試一

出現重影，需與學生
釐清需要量度的影像



學生課業 大部分學生在教師
指示下，都可以得
到正確的數據。



課堂討論

教師提問學生兩個分數
之間有甚麼關係

學生還有其他的發現



通過測試和討論，學生發現了……

學生能發現兩個
「比」是相同數值



測試二

教師會要求學生在進行
測試二之前，先根據他
們的猜想來預估測試二
的影子高度。



測試二
大部分學生都能準確地完成
測試，唯部分組別沒有留意
測試的設置，而出現了誤差。



學生課業



測試三

讓學生自訂光源與物件的
距離，經測試後結果進一
步證明學生猜想是正確的



測試三
50  cm5  cm40  cm

其中一組測試情況



學生課業



測試三
34  cm? cm24  cm

另一組測試情況



測試三

數據出現不是整數的情況，
引發學生思考解決方法，雖
然學生最終未能解決有關問
題，但這是一個引發學生思
考及討論的良好機會。

34  cm5.67 cm24  cm



學生課業

部分學生仍未掌握光源與物
件及背幕距離的關係，以致
未能完成測試



估量活動

操場上中間旗桿(最高)的高度大約是多少
米？

小提示一：

木樽高度 = 78厘米

小提示二：

閱讀資料：

《數學家的傳奇歷險記 1

泰利斯》



綜合觀察

•學生喜愛投入活動

•大部分學生都可以應用「比」
的概念去找旗桿的高度

•學生在量度的準確度有待提升

•透過綜合應用數學知識來幫助解
決現實生活問題



數學
認識「比」的
生活應用

科學
光與影的關係

工程
從量度學校旗桿
高度問題出發，
設計解決問題的

方法

閱讀
閱讀數學家的故
事，讓學生了解
數學與現實生活

的聯繫

中文
配合閱讀策略的
教學，認識中國

的皮影戲

未來發展的方向：跨科協作

視藝
製作皮影戲紙偶



未來發展的方向

•優化已設計的課程，與更多不同的學科合作

•加入認識中華文化的元素

中文：配合閱讀策略的教學，

認識中國的皮影戲

視藝：製作皮影戲紙偶



推展STEAM活動的反思

•課程設計新穎

•學生喜愛STEAM 活動，能透過活動加深對「比」的概念

•學生體會到探究活動所帶來的樂趣

•大部份學生都能透過STEAM課堂掌握新知識

•教師專業能量有所提升，並對於在數學科推展有關STEAM
的學習活動更具信心



總結

• STEAM 教育在未來的重要性

•以數學作為起點去推動 STEAM 教育
•由數學逐步擴展至其他科目

•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共通能力均有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