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小學數學教育中推行STEM教育

的實踐經驗」網上分享會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2021.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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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分析那些或許沒有明確解答的現實生活問
題，制定解決方案

• 科學和科技元素，亦可作為學習數學概念的合
用例子和情境



發展STEM教育的兩種模式

專題研習

建基於數學課題的STEM學習活動



數學課題加入 STEM 元素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六年級………速率………車速大測試

六年級………圓周………3D 打印團章設計

周偉志先生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如何設計合乎理念及有意義的活動？

由數學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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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速率─車速大測試

學校附近的交通
是否安全?

回應生活
問題

實地測試街道上
各種車輛的速率



活動流程

探討問題

討論解決方案

運用不同工具計算速率

評估車輛超速的情況

數學
知識

科技
(工具)

解
決
生
活
問
題

設計理念



1. 捲尺量度距離

選擇不同工具



2. 測距儀量度

選擇不同工具



3.Google Map

起 點

終 點

選擇不同工具

探討不同工具的優劣，
有甚麼發現呢？



有車輛超速的問題嗎？

目標車輛



錄影車輛及記錄行駛的
時間，從而計算速率



捲

整理及分析數據



討論問題

‧量度過程中遇到甚麼難點？

‧該段路程超速的情況怎樣？

‧學校附近的交通情況安全嗎？

‧橫過馬路時，你會怎樣保障自己

的安全？



教師的發現：

學生進行活動時甚為投入，因為他們有明確的目標，
就是找出超速的車輛，學生記錄數據後作小組及全班
討論。綜合結果，學生發現大部份車輛都是在安全車
速下行駛，只有部份專線小巴有超速的問題。他們表
示打算向有關當局表達意見，以改善學校附近的交通
安全問題。

至於量度工具方面，有教師和學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在估計量度工具的優劣時，大家都認為動手用拉尺量
度最準確，其次是測距儀，最後是Google地圖。他們
認為全球定位會有偏差，故多花點時間用尺量度應該
是最可靠的。比對不同工具的量度結果後，大家發現
三種工具所得的數據大致相同。同學了解到科技的發
展，不僅可提升效率，也能可靠地解決問題。



六年級 圓周─3D打印遊學團團章

數學
圓周概念

科技
3D打印製作

團章

視覺藝術
團章設計

電子學習



團章



學生創作



活動流程

任務一：

8 𝜋 ×
3

4
+ 8

試以3條
1

4
圓的弧線及2條半徑組

合成一圖形，並計算它的周界。



歸納與
發現：
各圖周界

相同

展示創作
掌握快捷
計算周界
的方法

8 𝜋 ×
3

4
+ 8



任務二：

以 1.5 個圓為限

設計一個閉合圖形



討論兩條弧線的長度

1

4

1

8



學生運用兩款長度的弧設計團章的外形。



學生創作



學生分享

我用了 4 條大弧線 ( 
1

4
個圓)及

4 條小弧線(
1

8
個圓) 組成團章的

外形，長度總和相等於 1.5 個圓。

設計意念：6D 班每位同學都努力
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學生分享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面貌，有不同
的夢想。

希望同學將 6D 班銘記於心。

在計算方面，我用了 4 條
1

4
個

圓及 4 條
1

8
個圓組成團章的外

形，長度總和是 1.5 個圓。



由設計到製作

JPEG檔案
stl/obj/svg

3D 格式檔



www.tinkercad.com



軟件需運用度量及圖形與空間的知識



3D 打印團章



成效與反思

‧活動需時約 4 個教節
（2 節數學課及 2 節資訊科技課）

‧數學活動與科技結合，學生創設產品。

‧如時間許可，將來可更進一步探究團章的
面積和周界的關係



教師的發現：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十分投入，能配合圓周概念及分數加
法歸納出的解題策略，並掌握運用電子課件設計圖形，圖
形設計多元化，美觀而有創意，學生也能在平面設計圖上
透過「Tinkercad」轉換成立體設計圖。

他們能綜合運用不同知識於整個學習活動中，完成任務。
教師訪問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意見，他們表示想不到數學不
只是紙筆練習，也有不同的學習方式，更可應用到生活問
題中，感到新奇和有趣。學生表示在過程中接觸到很多新
事物，遇到一些困難，但他們都樂意解決，也會跟同學和
老師討論。



教師的發現：

在同學分享的課堂中，場面感人。同學在分享設計意念時，
表達對學校的深厚感情、對老師的感恩。在表達同學之間的
友誼時，他們透過團章祝願同學有美好的前程，鼓勵大家朝
著目標奮鬥，流露出不捨之情。跟以往只著學生設計圖形的
課堂比較，這次活動配合了生活主題的活動，學生把自己的
生活經驗和感受連結到創作中，使作品除了在數學和美術角
度有可欣賞之處外，也在設計意念上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提
升了創作的深度。在STEM學習活動中，設定合適的生活情
境和問題至為重要，這不單影響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投入程
度，也影響到學習經驗和成果。



討論問題

問題一：要設計合適的STEM活動，是否很困難呢？

設計合適的STEM活動，最重要是敢於嘗試和創新。
同時採取學習者為本的模式，著 重 通 過 切 合 學 生 需 要
和 興 趣 的 STEM 相關學習活動、多元學習、教學與評估
策略，讓學生掌握相關的技能，促進學習。

正因這樣，教師有很大空間創新，可嘗試結合不同的學習
元素，設計多樣化的學習策略，並為活動訂立有意義的教
學目標。



問題二：設計的活動，不知是否屬於STEM活動？

討論問題

設計活動時不需要過於關注其形式，而是多從學生角度看，

著眼於學生的學習經歷，在知識、技能和態度方面考慮學生

的得著。好的活動可提升學生對數學和其他學科的興趣，讓

他們有綜合應用各科知識與技能的機會，而在過程中學生可

培養到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等共通能力。



討論問題

問題四：活動會否花很多教學時間而影響教學進度？

每個活動所用時間約為三至五課節，當中有關數學探究部份的，

在原先的數學教學計劃中也會進行，一些關於科技的內容，可

配合資訊科技教育課的課程進行。因此，若把活動的不同部份

連結好，多花的時間只是一至二課節。數學教師在進行STEM

活動時，也不應把著眼點只放在數學知識的增長，STEM活動

的學習目標更為廣闊，不能只從學生在數學學習方面的得著而

衡量其課時用得是否有效。



討論問題

問題五：數學教師沒有其他學科的專業知識，很難設計STEM活動？

數學教師們都有一些其他學科的專業知識，在集思廣益下，大家能

互補不足，並在協同效應下共同構思有效的學習活動。近年，很多

數學教師都透過不同渠道進修，學習其他範疇的知識，這都對

STEM教育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此外，STEM教育的發展也開啟

了很多跨科協作的機會，數學教師曾邀請其他學科的同事參與備課、

曾和其他學科合作共同設計教學，而課程主任也有參與其中，在行

政、資源和人事安排上作出協調。STEM教育的發展，不能單靠個

別教師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而是需要集體力量才能促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