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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教學目標及信念

我們團隊對STEM教育信念：

✓STEM教育的本質是科學及科技教育

✓緊密聯繫生活，處處皆STEM

✓啟發學生創意，強調動手做

✓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參與其中

✓以小組協作為基礎，著意培養學生的溝
通和協作能力

✓透過STEM鼓勵自主學習，發展學生解
難及自學能力

✓培養學生的科學及科技素養，開拓人文
關懷價值



● 2019年起，全面普及STEM教育(中三開設STEM科)

● 兩位老師共同進入班房教學 (電腦科及科學科教師)

● 中三級(上、下學期以單、雙數半級學生進行)

● 以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學習法

● 主題：植物探究及IoT物聯網智能裝置製作為主題

背景資料 - 本校STEM科 (中三級) 普及教育



中三級校本STEM科課程

探索創意解難態度

創意

編程

匯報製作

背景資料 - 本校STEM科 (中三級) 普及教育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

◼ 本課程教學設計的教學目標及應用理論

在整個STEM學習過程中，我們運用Knowles (1975)自主學習的五個學習元素過程，由學習者主動分析他們
的學習需要，策劃學習目標，辨析學習資源、選取合適的學習策略及評估他們的學習成果作本次課程的教學
法及教學內容設計為核心。鼓勵同學自主學習。在課堂前能預習課堂知識，在課堂內能以小組方式進行討論
及研習，在課後能整理所學知識進行匯報。這一連串的學習設計，對加強學生的共通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有
更進一步的推展。

自主學習五個學習原素於
STEM教育的學習成果

自主學習的元素 描述

設定目標 •學生辨析個人學習目標及學習活動

自我規劃 •學生仔細地制訂和計劃與學習相關的決定和安排，例
如計劃、製作學習時間表等

自我監控 •學生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
•學生監管一系列的學習策略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調整自己的學習路徑

自我評價 •學生關注評估準則
•學生能按評估準則小心地評估課業

自我修訂 •學生根據教師或同儕在不同階段的回饋改進他們的課
業
•學生能反思他們的學習並能應用他們所學的在新的環
境
構建學生自主學習的主要元素及策略

M.S. Knowl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 Guide for Learners and Teachers. (N.Y. Cambridge Books 1975)



◼ 本課程教學設計的選題背景

在全球疫情肆虐下，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學生的學習生活，都出現了巨
大的變化。在這廿一世紀主張以STEM知識解決問題及創造新解決方法
的時代，我們應如何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

能夠跳出課室，將學習與生活聯繫，由身邊的生活事物作為起點帶入
學習，讓學習更生活化，而學生能更活潑及有效地發掘知識。我們希
望透過是次專題研習，讓同學更加認識及了解他們日常接觸及配帶的
防疫工具 - 口罩，如何有效地保護他們。

課程資料：

主題：以科學探究為主導的3D打印口罩專題課程

課題單元: 科學探究 + 工程設計 + VR編程製作 + 新媒體應用

年級 : 中三級

STEM科 : 8堂

電腦科 : 3堂

動手製作個人成品

工程設計 - 3D打印技術使用

科學探究實驗
理論與實踐

資訊科技科技
VR編程+ 新媒體影片創作

探索 創意
解難 態度

技能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 本課程教學設計的教學目標及教案

運用科學探究作為主導的學習策略，讓同學們認識不
同類型口罩所發揮的保護作用。透過設計不同的公平
測試實驗使同學對不同口罩的舒適度，透氣功能及防
飛沫效功能......等有更科學的掌握。

學生設計習作- 3D 口罩科學探究實驗設計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 本次課程教學設計的教學目標及教案

提出使用及設計個人特色的3D口罩，學生能親身經歷運用STEM知識，
以動手作的方式來製作個人化的3D口罩。

動手做設計個人特色3D口罩
工程設計 –學習3D打印應用設計製
作，並印製及個人化特色3D口罩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本課程教學設計的教學目標及教案
提出使用及設計個人特色的3D口罩，學生能親身經歷運用STEM知識，以動手作的方式
來製作個人化的3D口罩。實踐運用公平測試的實驗方式，來設計測試3D口罩的特性，讓
同學學以致用。

學生運用公平測試原則，在家中或學校
動手實踐相關口罩的科學探究實驗，並
為探究實驗過程作記錄及拍攝影片。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除了培育學科知識外，
整個3D口罩課程學習
目標是以圖中的六大
技能及態度為培養目
標，裝備學生立足未
來。

教育的初心並非訓練
學生追逐一個分數，
而是對他們啟發和燃
點，同時兼顧學生的
全人發展。



循環周次 課題 / 教學目標及要點 教學資源 / 活動 / 作業 共通能力 / 價值觀和態度

1
STEM的科學探究及理論
•透過生活事件引起同學對解決問題的興趣
•認識口罩的結構及用途
•認識新科技及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方式

•以影片介紹有關香港傳染病的事件，並
邀請同學回應感想。
•Nearpod Open Question
•口罩標準(美國材料和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 - 如何設計實驗測試口
罩的成效影片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
•欣賞別人

2

口罩的標準結構及功能認識
•了解口罩的結構及功能
•透過模擬情境實驗，學習公平測試中的各項變項
•運用公平測試的設計，建立個人口罩測試項目

•以口罩實驗工作紙，學生能在一項科學
探究實驗中，列出當中的各變項。
•口罩相關的科學實驗設計案例
•科學探究 - 5部曲
•分析倉鼠實驗
•設計口罩測試 - 拉力

•溝通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協作能力
•責任感
•尊重他人

3

口罩的科學公平測試與3D NanoHack口罩
•認識科學探究的組成部份
•設計個人的口罩公平試實驗

•以分組研習方式，討論一項對外科口罩
功能或特性可進行科學探究的項目。
•試以學校的場景為不同口罩的耳帶設計
斷裂拉力的實驗

•溝通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協作能力
•責任感
•尊重他人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從來學習就不只是為了考試，更重要是裝備學生應付日常生活的挑戰。疫情期間，防疫是最大的挑戰。在學習過
程中，讓學生更多了解疫症的知識，及有效保障健康的方法，正是我校在STEM科推展的「3D口罩專題」課程的
主要目標。
整個課程以單元方式設計，以一個學期的時間透過八個單元，讓學生在持續評估的方式當中來學習。
課程包括有外科口罩的設計、功能及作用，以科學探究利用公平測試去了解不同口罩的效能。又透過設計及製作
3D口罩，以動手作的學習方式來加深對口罩的認識。



循環周次 課題 / 教學目標及要點 教學資源 / 活動 / 作業 共通能力 / 價值觀和態度

4
3D打印技術應用及3D NanoHack 口罩特點
•透過觀察及動手作，認識3D打印及打印機的操作原理
•透過小組匯報，展示學生預課的成果及交流心得和重點

•以3D打印機打印一簡單3D模型，讓學
生操作及觀察3D打印的過程。
•一起動手 - 筆記整理：記下一件過程中
你最"深刻"或最"困惑"的地方（可選擇繪
圖及文字輔助解釋，填寫方格內最少2項）

•溝通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協作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合作精神

5
3D 打印繪圖應用
• 認識3D建模軟件及操作方式
• 運用3D建模軟件，建立設計個性化口罩

•以網上3D設計模式軟件，讓學生設計一
個個性化口罩。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堅毅

6
3D口罩製作實作及小組匯報
• 運用動手作的方式來組裝3D口罩
• 透過網上預習內容，去應對組裝時出現的困難

•以動手作方式，同學在課堂組裝3D口罩。
•以走組的方式，評論各組對3D口罩應用
的優缺點。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
•欣賞別人
•堅毅

7

學習運用新媒體APP作匯報整理學習成果及展
示
• 學習使用新媒體整理及展示學習成果
• 透過整理學習成果，協助學生組織個人展示結構及內容

•以手機新媒體軟件及劇本工作紙，學生
進行匯報拍攝設計及實作。
•短片製作四步曲：選題、準備腳本、設
計分鏡頭、視頻拍攝工作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
•創造力

8 個人匯報及老師點評
• 以個人設計的框架，將是次學習歷程紀錄及展示

•透過個人匯報，展示個人學習成果

•溝通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協作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明辨性思考能力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循環周次 課題 / 教學目標及要點 教學資源 / 活動 / 作業 共通能力 / 價值觀和
態度

1

「AR擴增實境及VR虛擬實境」
應用及登入Cospaces Edu 
• 學習AR/VR應用技術
• 成功登入Cospaces Edu 

•以影片、工作紙，及PPT讓學生明
白AR/VR 科技應用
•登入Cospaces Edu 班房

•批判性思考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
•創造力

2

CoSpacese 基本場鏡使用及編
程
• 學習使用CoSpaces Edu 軟件展示PPT

學習成果
• 透過簡單編程及角色設計VR展覽館

•以實作教學cospaces軟件及工作
紙，讓學生進行設計及實作。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
•創造力

3

CoSpacese 進階編程及互動和
場景設計
• 學習使用CoSpaces 編程製作展覽館的

遊戲化互動

•以實作教學cospaces軟件及工作
紙，讓學生進行設計及實作。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
•創造力

◼ 本次課程教學設計的教學目標及教案
除科學探究外，課程結合編程教育，學生在CoSpaces VR編程軟件
中為自已創作3D口罩為主題作的VR互動展覽館，宣傳抗疫的重要性。

創意解難 編程技能 態度

教學理念、目標、創新教學法及教案以達致裝備學生立足未來的全人發展能力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教學策略及實踐
➢整個課程設不同的學習經歷，以學生個人化興趣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為
不同特質的學生創造學習空間，發展解難能力及他們的創意。

➢提供不同的學習方法、如傳統的筆記摘錄、 網上互動學習平台、線上學
習影片、動手製作經歷或不同的簡單資訊科技學習軟件應用APP等等、
幫助學生經歷學習及深化知識，達致照顧不同學習方法需要的學生。

➢提供合適的空間、場景及物資培養以人為本的精神的學生、使學生在學
中、都能完成課業及3D口罩製佢的成品，達到學以致用、增強自信心。

提供傳統的筆記摘錄方法
或創新的筆記摘錄給學生選用

運用不同的網上互動學習平台
提供給不同需要的同學同學自全
學習，如：預習、重溫學習影片
或動手做口罩的步驟教學重溫。

為國內跨境學生提供教材套物資運送
服務，使學生在家中都能一起參與課
堂，動手做完成個人化口罩習作。

運用簡單的科技
APP及選購合適的
教學硬件設備，給
學生能經歷自主學
習及分組溝通。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教學策略及實踐

(傳統習作) 學生個人PPT專題習作 –為學生作評估

(創新習作) 學生個人 KOL介紹影片 運用創新媒體影片創作及VR 互動展覽館習作–為學生作評估

(創新習作) 學生個人化口罩設計及動手製作個人3D打印口罩成品 - 為學生作評估

配合傳統及創
新的評估習作，
我們希望同學
的STEM及科
學探究之旅不
止於3D口罩製
作知識，更會
將兩者的學習
經歷帶入生活
之中及融入他
們的未來技能
上。



(創新習作) 學生個人 KOL介紹影片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教學策略及實踐

創作3D口罩為主題作的VR互動展覽館，
宣傳抗疫的重要性。



本課程影片



創新教學課程成效及學習成果

◼ 創新課程、專業評估、成果肯定

本課程有幸獲選為「賽馬會STEM自主學
習計劃」，由香港大學羅陸慧英教授及其
團隊為本次的課程作相關課程評估成效。

香港大學羅陸慧英教授及其
團隊到校與本校校長及STEM
團隊作專業課程發展交流

在報告的「前測」及「後測」數據及整體評語中，

能夠體現出本課程以學生實踐自主學習相關的教

學成效、學生21世紀的相關能力、科學知識及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表現、的相關指標顯著提升，

證明本課程的學與教設計充份得到成效。

(1) STEM創新學校發展獎
(2) STEM創新學校多層領導學習大獎
(3) STEM學習設計大獎
(4) 學習設計擂台最佳表現獎



◼ 創新課程、持續創新，專業交流、推廣其他學校、持續承傳
本課程不單為我校師生帶來得益，透過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 (QTN），我們將課程介紹給不同地區的
學校。網絡友校老師亦為他們學校的學生以我校的課程為核心，製作他們的校本3D口罩專題課程，為
同學在疫情中，加入了更豐富的學習元素。

可延續及擴展的創新教學策略及實踐、貢獻專業社群

本校STEM團隊
為友校提供：
-共同備課、議課
-教材套支援
-觀課及評課
-教師培訓工作坊



◼ 創新課程、積極分享、持續承傳

可延續及擴展的創新教學策略及實踐、貢獻專業社群

本校團隊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科技教育組)邀請拍攝本次3D
口罩專題課程特輯，供全港中、小學作經驗分享、貢獻專業
社群

本校團隊於(QTN)主題網絡計劃中的不同分
享會向中、小學校長及老師分享本次3D口
罩課程，報名人數達100多名。

本校團隊於20-21年度，把3D口罩課程進行了兩次全港性
公開課堂、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節–公開課」、及香
港大學「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公開課，其有多達40名老
師報名觀課，把課堂經驗分享及推廣社群。



2021學與教博覽

可延續及擴展的創新教學策略及實踐、貢獻專業社群



◼ 創意教案、團隊獲外界媒體認同報道（老師獎)

可延續及擴展的創新教學策略及實踐、貢獻專業社群

教城電子報
09/2020
中三級STEM課程，由
電腦科及科學科教師
共同教學、相輔相成。

PCM 12/2020
中三級STEM課程，由
電腦科及科學科教師
共同教學、相輔相成。



可延續及擴展的創新實踐



可延續及擴展的創新實踐



多謝各位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