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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推展 STEAM教育—結合常識科中的光學主題，探究「比」的概念 

講者：唐永康先生（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劉秀芬老師、李俊康老師、林國華老師（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背景 

近年來，STEAM 教育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學校也紛紛致力於設計相關的學習活

動。行政長官在 2022 年施政報告中強調中小學需要大力推展 STEAM 活動，以促進青年多元

發展和培育本地人才。。作為 STEAM 教育的核心科目之一。，數學科在這一發展中扮演著關鍵角

色。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以往較為重視在常識科中推展 STEAM 教育。，數學在 STEAM 活動中的

角色主要是作為量度或計算工具。，扮演著輔助的角色。。然而。，隨著經驗累積。，學校意識到需進

一步強化數學的角色。，以幫助學生在數學和其他相關學習領域建立穩固的基礎。，培養他們綜合

和應用知識和技能以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能力。 

 

課程文件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課程發展議會。，2022）提出 STEAM 教育。、媒體和資訊

素養為七大重點其中之一，反映出 STEAM 教育在小學教育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數學

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2017）亦強調透過 STEAM 教育來強

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教師應透過多元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

極態度。。同時。，課程指引建議在數學課程中加強推廣閱讀。，以幫助學生了解數學與現實生活及

其他學習領域的聯繫。。這不僅能提升學生對數學及 STEAM 相關科目知識的理解。，也能促進學

生把相關知識和技能應用在生活之中。 

 

以數學作為中心推展 STEAM/STEM 教育 

在 STEAM/STEM 教育中。，數學科不僅是一門為學生提供計算或量度工具的入門科目。，更

重要的是作為連繫科學。、工程。、科技和藝術範疇的一種語言。。學者。（羅浩源。，2018）提出。，數

學本身既是窺視 STEAM/STEM 的鑰匙孔。，亦是打開 STEAM/STEM之門的鑰匙。。他認為教師

可以數學作為起點去推動 STEAM/STEM教育。，並從問題出發。，設計多元的課堂活動。，幫助學

生連繫其他科目的知識。。這種以課題為基礎加入 STEAM/STEM 學習活動的安排。，正是數學科

課程指引提出的其中一種推行模式。。羅浩源進一步表示教師宜在課堂上為學生創造更多的討論

空間，並鼓勵他們多從生活經驗中找出解決相關問題的方法。 

 

設計理念 

在聖公會聖約瑟小學的案例中。，教師首先在數學課程中找到一個學習重點作為切入點。，以

此建立數學概念的基礎。。在學習五年級分數除法單元時。，學生常常會對。「分數可理解為兩個整

數相除的商或兩個整數的比」這一概念感到困難。他們常把「A 是 B 的 2 倍」和「B 是 A 的

二分之一」兩者混淆。。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比」這一抽象概念。，教師嘗試找出一些生活

中的例子，並設計適當的探究活動來輔助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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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了解到常識課程的學習範疇中。，學生需要探究光的特性和相關現象的學習重點。。因此。，

教師與常識科同工進行協作。，由常識科教師先與學生進行探究光的特性和影子形成的現象。。數

學科則與學生在課堂中進行相關的實驗。，讓學生探究影子高度與光源和物體的距離。，以及光源

和投影幕距離的關係。。在實驗過程中。，學生需要透過計算物件高度與影子高度的比。，以及光源

和物體的距離與光源和投影幕距離的比。，並作出比較。，從而發現兩個比的數值相同。，以發現影

子的高度會受到光源與物件和背幕的距離所影響（見圖一）。 

 

 
圖一：影子高度與光源距離的關係 

 

在工程方面。，教師設計了一個估量活動。，讓學生運用數學和科學的知識及技能來解決現實

生活中的問題。。在這個活動中。，學生需要思考如何測量操場中央旗桿的高度。。他們可以應用課

堂所學的知識。，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此同時。，教師讓學生閱讀一本關於數學家泰利斯的課

外讀物。《數學家的傳奇歷險記 1—泰利斯》。，以加深他們對光與影的關係的理解。。通過了解這位

數學家解決量度金字塔高度問題的故事。，學生對光與影的關係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並進一步掌

握如何運用數學知識來解決測量旗桿高度的問題。。這不僅提高了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

增強了他們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透過上述設計。，教師致力於建立一個以學生為中心。，建基於數學課題的 STEAM學習活動。。

這種設計將幫助學生更深入理解數學概念。，同時培養他們的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對學習

數學的興趣。。跨學科整合和數學閱讀也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經驗。，使他們能夠將數學知識與其他

學科和生活經驗相結合，提升他們的綜合能力和應用知識和技能的能力。 

 

實驗設置及安排 

在實驗活動設計方面。，教師為了讓學生可以更容易獲得準確的實驗數據。，以便有效地計算

兩個「比」之間的關係，教師在實驗設計上進行了更細緻的安排（見圖二）。首先，為了簡化

實驗的量度過程。，教師把物件的高度。，以及物件和背幕之間的距離都固定了。，讓學生能更容易

去量度出影子的高度。。在這樣的安排下。，學生只需調節光源與物體的距離以及光源與背幕的距

離。。另外。，為了減少學生在測量數據時出現誤差。，教師會把尺子固定在桌面和背幕上。，以免學

生在量度時移動了實驗設置。，因而影響實驗結果的準確性。。另外。，在實驗進行期間。，教師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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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學生必須確保光源。、物體和背幕排成一直線。，以及物體和背幕都要垂直於桌面。，目的是把

誤差降至最低。 

 
圖二：優化實驗設計以提高數據準確性 

 

在整個實驗中。，學生需要完成三次測試。。進行第一次測試時。，學生會在教師的指導下一步

一步完成。，旨在讓學生熟悉實驗設置。，了解測量及記錄數據的方法。。第二次測試。，學生按照教

師指定的光源與物體的距離來自行進行實驗。，目的是讓學生進一步熟練實驗操作。。第三次測試。，

教師開放了測試要求。，讓學生自行調節光源與物體之間的距離。，藉此讓不同組別的學生獲得不

同的數據，以幫助學生進一步驗證他們的估計是否正確。 

 

學生表現 

在第一次測試中。，大多數學生能夠按照教師的指示完成實驗。，學生大致可以得到準確的數

據（見圖三）。計算後，學生能發現物件高度與影子高度的比，以及光源與物件距離和光源與

背幕距離的比是相等的，並作出了兩個比的數值是相同的估計（見圖四）。在第二次測試前，

教師著學生先預測結果後才進行實驗。。過程中。，教師發現學生能更加熟練地操作及測量數據。（見

圖五）。大部分學生的測試結果都與他們的預測一致，證明了他們的估計是正確的。 

 
圖三：第一次測試的學生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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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第一次測試後學生的發現 

 

 
圖五：第二次測試的學生課業 

 

在第三次測試中。，不同組別的學生得出不同的測試數據。，這些數據均進一步確立他們先前

估計兩個「比」的值相等是正確的（見圖六）。有部分組別的學生仍未了解實驗設置中物體與

背幕距離是固定的。，故此。，當他們改變光源與物體的距離時。，未能找出正確的光源與背幕的距

離。，需要教師作出個別的跟進。。此外。，有些學生在實驗中取得了含小數的數據。，因而無法立即

計算出答案。。課程中並未教授分母為小數的分數計算。，不過實驗所得的數據為師生提供了在課

堂上討論含小數分數計算方法的良機。，也讓學生思考如何綜合應用不同課題的數學知識以解決

問題。 

 

 
圖六：第三次測試的學生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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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量活動 

在估量活動中。，教師發現學生能夠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應用出來。。總體而言。，學生能利用

旗桿及木樽影子的長度和木樽的高度。，正確地估算出旗桿的高度。。儘管部分學生在量度的過程

中出現了一些誤差和不準確的情況。，但他們都能使用正確的解決方法。，可見學生能夠將課堂上

學習的知識應用於實際情境中。。從觀察所得。，這個活動不僅讓學生獲得了新的知識。，讓他們通

過應用數學知識解決日常問題，也提升了他們的學習成效。 

 

反思及總結 

教師認為這個 STEAM 實驗活動成效顯著。。學生不僅加深了對。「比」這一概念的理解。，也

提升了數學應用和解決問題能力。。整個活動設計新穎有趣。，學生在過程中十分投入。。通過動手

實踐活動。，學生體會到課堂學習帶來的樂趣。，能夠更深入理解數學和科學概念。。教師表示規劃

及推展這些 STEAM 活動不僅提升了自身的專業能力。，也增強了他們設計綜合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和數學等學習領域活動的信心。。從觀察學生的表現。，教師發現只要能安排適當的學習

活動，學生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就會更深入，學習成效也會相應提升。 

 

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教師進一步計劃與其他學科進行跨學科整合。。教師擬與中文科

和視藝科合作。，在中文課堂上引入皮影戲這項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配合閱讀策略教學。，讓學

生更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歷史傳承。。同時。，視藝課也可以介紹皮影戲的紙偶藝術。，讓學生設計

和製作不同造型的紙偶。，學習相關的藝術技巧。，也欣賞中國獨有的藝術表達方式。。通過跨學科

的教學模式，學生可以全面地了解中國文化，並提升藝術鑑賞的能力。 

 

總括來說，STEAM 教育是當今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而數學科是其中一個關鍵科目，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推動 STEAM 教育時。，教師可以建基於一個數學課題。，讓學生綜合 STEAM

相關的學習元素，透過應用知識和技能來解決生活問題，從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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