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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One

開設小學科學科
的緣由

o配合國家「科教興國」的方
向，從小啟迪學生的創意和
科學潛能

o培養科學素養，深化
STEAM 教育

o完善中小學階段科學教育的
銜接，配合整體小學教育發
展



配合國家「科教興國」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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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推動科學教育，從小培養學生的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像力

• 激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能力，以及發展他

們的科學思維

• 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培育未來科研和創科

人才。



培養科學素養，
深化 STEA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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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學生有系統地掌握科學的知識和概念，培

養科學過程技能，以及建立基本科學態度

• 透過「動手動腦」的 STEAM 學習活動，培養

學生的探究精神、基本工程思維，以及讓他們

了解科學、科技及工程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 於真實生活情境中，綜合運用不同學習範疇所

學解決問題，發揮創意和創新精神



完善中小銜接，
配合整體小學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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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小學科學教育訂定清晰的定位，確立小

學科學科的課程理念

• 重新組織常識科中科學與科技的內容，同

時引入配合時代發展的新課題

• 完善初小、高小和初中學習階段間的銜接，

實踐九年一貫的科學基礎教育



完善中小銜接，
配合整體小學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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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整體小學教育發展，以「生活化」、

「趣味化」、「多元化」的方式，推動健

康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環境教育、

國情教育、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等，以培

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願景
• 加強科學教育，提升學生整體的科
學素養

• 培養好奇心和興趣，打好科學基礎，
讓更多學生在中學甚至大學選修相
關科目

• 培育更多未來人才，從事科研和創
科相關工作，為國家和世界作出貢
獻



小學科學科

教育局 課程支援分部
科學教育組

課程簡介



Lesson One
小學科學科
課程理念

o探新求知

o樂學活用

o創造未來



探新求知

• 強調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

•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使學生具備持續
學習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樂學活用

• 提供機會讓學生愉快地學習科學並能學以致用

• 讓學生應用所學解決真實問題

創造未來

• 把創造性思維融入科學學習，讓學生為未來的
挑戰作好準備

• 通過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創新思維，讓他們能
夠提出新的想法、解決難題，並爲社會帶來積
極的改變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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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主題

生命與環境 • 人體健康
• 生物的特性
• 生命的延續
• 生物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係
• 生態系統
• 顯微鏡下的世界

物質、能量和
變化

• 物質的特性和變化
• 能量的不同形式和傳遞
• 力和運動

地球與太空 • 地球的特徵和資源
• 氣候與季節
• 宇宙中的太陽系

科學、科技、
工程與社會

• 科學過程和科學精神
• 航天與創新科技
• 工程與設計



新增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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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與繁殖 細胞與顯微鏡 常見的微生物

地球的歷史國家和世界的
航天科技發展

創新科技發展 科學過程和
科學精神

工程、設計循環
和應用



課題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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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個主題，當中包括39個不同的課題，因應學

生的年齡、能力水平、學習興趣、前備知識等，

以螺旋式分布在小學的六個年級

• 學校應按照本課程的課題編排與建議課時分配

在各級施教，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 本科四個範疇的課時，共佔90%課時；其餘

10%則為彈性課時。



建議課時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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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範疇

彈性課時
[~10%]

總課節
[100%]

（一）
生命與環境

[~30%]

（二）
物質、能量和

變化
[~30%]

（三）
地球與太空

[~15%]

（四）
科學、科技、
工程與社會

[~15%]

小一至
小二

每年節數
18節 18節 10節 10節 8節 64節

小三至
小六

每年節數
28節 28節 14節 14節 12節 96節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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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人
體
健
康

 健康的生
活方式

 傳染病與
非傳染病

小四  認識常見的傳染病﹙例如︰流行性
感冒、霍亂﹚，以及其主要成因和
病徵

 認識傳染病的傳播途徑﹙例如︰飛
沫傳播、病媒傳播、接觸傳播、食
物傳播、血液傳播﹚及其預防方法

 認識常見的非傳染病﹙例如︰心臟
病、癌症﹚，以及其主要成因、病
徵和預防方法

 意識到科學的進步有助應對大規模
的傳染病﹙例如︰2019冠狀病毒
病﹚，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促進
生物安全

 測試口罩是否有助預防飛沫傳
播的疾病﹙例如︰將顏色水溶
液以噴水瓶噴射，比較以口罩
隔開和沒有口罩隔開的濺水效
果﹚

 測試正確的洗手步驟是否有助
去除手上的病原體﹙例如︰以
顏色水溶液替手部染色，比較
以正確洗手步驟和隨意洗手後
手上殘留的顏色多寡﹚

 蒐集一些常見的非傳染病的主
要成因、病徵和預防方法的資
料

範疇一︰生命與環境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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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人
體
健
康

 常見的微
生物

 細胞與顯
微鏡

小六  知道細胞是生物的基本單位
 使用顯微鏡觀察動植物的細胞
 辨識動植物細胞的不同部分，並
比較動植物細胞的異同﹙植物細
胞有細胞壁，動物細胞則沒有；
大部分植物細胞有葉綠體，大部
分動物細胞則沒有﹚

 使用顯微鏡觀察動物細胞及植物
細胞的基本結構，比較兩者的異
同

 使用顯微鏡觀察不同的植物組織
﹙例如：洋蔥表皮、樹葉表皮﹚

 使用便攜式顯微鏡進行戶外考察，
觀察植物的組織

 簡單繪畫動植物細胞的結構

範疇一︰生命與環境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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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物
質
的
特
性
和
變
化

 物理變化
與化學變
化

小四  認識一些加快物質在水中溶解的
因素﹙例如︰溶質的表面面積、
水的溫度、攪拌速度﹚

 區分簡單溶液的高低濃度﹙例如
︰在相同容量的水中加入不同份
量的糖﹚

 測試如何加快物質在水中溶解，
量度並記錄相關數據

範疇二︰物質、能量和變化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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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宇
宙
中
的
太
陽
系

 在地球上
可觀察到
的一些由
太陽、地
球和月球
運動所引
起的現象
和規律

小一  知道太陽東升西降
 知道日和夜的現象與人類和其他
動物活動的關係

 根據太陽的位置來辨識方向
 繪圖表達人們和其他動物在日和
夜的活動

範疇三︰地球與太空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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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宇
宙
中
的
太
陽
系

 日常的天
氣現象

 氣候與季
節的轉變

 不同地區
的氣候特
徵

小五  說出天氣和氣候﹙從長時期的天
氣記錄所統計得到的平均情況﹚
的分別

 運用天氣數據，描述香港的氣溫、
風力、風向、相對濕度、降雨量
等天氣資料

 認識一些常見天氣現象﹙例如︰
霧、雨、雪、霜、雹﹚的成因

 運用簡單的儀器﹙例如︰風向儀、
雨量計﹚測量天氣數據﹙過程中
可適當運用編程工具製作測量儀
器﹚

 蒐集並記錄一周天氣數據，繪製
相關的統計圖﹙例如︰氣溫、濕
度﹚，並進行模擬天氣報告

範疇三︰地球與太空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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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航
天
與
創
新
科
技

 日常生活
中的科技

 創新科技
發展

 國家和世
界的航天
科技發展

小三 • 知道歷史上一些重要的科技發明﹙
例如︰蒸汽機、電燈、電話﹚改善
了人們的生活

• 認識一些常見產品﹙例如︰電話、
電視、汽車﹚設計的演進過程

• 列舉創新科技在日常生活應用的一
些例子﹙例如︰智能家居、電子支
付、新能源汽車、自動駕駛﹚

 蒐集不同年代的同類型產品照
片，說出它們的分別

範疇四︰科學、科技、工程與社會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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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四︰科學、科技、工程與社會
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航
天
與
創
新
科
技

 日常生活
中的科技

 創新科技
發展

 國家和世
界的航天
科技發展

小四 • 認識人造衛星在日常生活的應用
及影響﹙例如︰衛星定位、氣象
觀測﹚

• 列舉一些應用了太空科技而製成
的日常用品的例子﹙例如︰氣墊
鞋、防刮擦鏡片、擠壓式飲品﹚

• 知道國家的一些航天員的事跡和
貢獻

• 認識太空人在太空生活的情況
• 欣賞國家在航天科技發展上所作
出的貢獻

 觀看國家航天員的訪問片段或文
章

 使用平板裝置的衛星定位或衛星
圖像功能

 參觀太空館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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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工
程
與
設
計

 工程、設
計循環和
應用

小二  知道生活中常見的產品的結構和
功能

 辨識一些簡單的設計如何提升產
品的功能

 描述一些常用物料﹙例如︰塑膠、
木、玻璃、金屬﹚的特性和用途

 意識到良好的設計兼顧美感和實
用性

 觀察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說出它
們的設計特點﹙例如︰水樽的底
部較寬闊，水樽不易傾倒；水樽
口較窄，不易倒瀉水﹚

 觀察同類型的日常生活用品﹙例
如︰普通雨傘、折疊雨傘、有彈
簧開關的雨傘﹚，指出一些能提
升產品功能的設計

 拆散一些簡單產品﹙例如︰原子
筆﹚，描述其構造和特點

範疇四︰科學、科技、工程與社會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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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工
程
與
設
計

 工程、設
計循環和
應用

小三  知道不同的工程能改善人們的生
活

 知道工程的基礎是科學與科技
 列舉中國古代技術與工程方面的
一些例子﹙例如︰趙州橋、榫卯
﹚

 認識國家和香港的一些重要工程
項目的例子﹙例如︰磁浮列車、
港珠澳大橋﹚

 欣賞國家在工程發展上所作出的
貢獻

 進行有關「中國古代建築技術」
的專題研習

 蒐集有關國家和香港的一些重要
工程項目的資料

範疇四︰科學、科技、工程與社會



學習重點及建議的學與教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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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課題 年級 學生應能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工
程
與
設
計

 工程、設
計循環和
應用

小四 • 知道設計過程的基本步驟
• 運用設計循環設計工程模型或產
品
o 辨別需要和問題
o 蒐集問題相關資料，並對現
有的方式做簡單評論

o 提出能滿足一定條件限制的
設計方案

o 運用簡單的草圖表達設計意
念

o 實踐並管理解決問題的方案，
進行測試與改良

o 就解決問題的方案作簡單交
流

 根據教師創設的情境，在一定條
件限制﹙例如︰成本、材料、時
間﹚下，設計和製作一些簡單的
實物模型﹙例如︰有防水屋頂的
小屋模型、能承重若干重量的紙
橋﹚，或是具備特定功能的產品
﹙例如︰防滑拖鞋、小型吸塵
機﹚，過程中可適當運用編程工
具﹙例如︰在小屋模型內加入能
因應亮度而開關的窗簾﹚

教師可按學生的程度設計不同的情
境，靈活調節活動的難度

範疇四︰科學、科技、工程與社會



靈活的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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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應採用的靈活多元的學與教策略，引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培養學生的好

奇心和求知慾。

• 學與教策略的例子︰

o 科學探究

o 工程設計活動

o 戶外考察

o 跨課程閱讀

• 課程框架提供建議的學與教活動



多元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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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須因應所採用的學與教策略，採用合

適的評估方式，包括實作評估、口頭匯報、

科學日誌、專題研習等。

• 在小一和小二階段，我們建議學校不設紙

筆考試，並以多元化的進展性評估代替。

• 在小三至小六階段，學校可以運用紙筆考

試，輔以其他不同的評估方式。



彈性課時的運用

Explore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omputers, 
including CPU design and memory systems.

• 科學的學習不應局限於課堂

內的科學探究活動

• 學校應善用小學科學科的彈

性課時，為學生提供豐富多

元的科學學習經歷



課堂內外的多元學習經歷

配合不同課題的

校本科學課程

科本／跨學科

專題研習

科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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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內外的多元學習經歷

科學體驗活動 科學講座 戶外考察 /

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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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科學科

教育局 課程支援分部
科學教育組

相關支援措施



一筆過津貼

2

為每所公帑資助小學提供35萬

「一筆過津貼」，用於購置學與教

資源、提升設施和設備，以及支援

教師專業發展等項目，讓學校起動

科目。

預計於2024年3月底前發放，將

透過通函向學校公布詳情



一筆過津貼

3

適用範圍包括︰

• 採購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如科學探究活動套件、
相關應用程式）

• 添置與科學科相關的教具，以及教學輔助設備

• 進行簡單工程或購置傢具，優化現有常識室／
課室設施﹙如購置活動桌椅、加裝插座、安裝
洗滌槽等﹚

• 作為代課津貼，讓現職教師參與科學或
STEAM相關的培訓

• 聘用教學助理，協助教師籌劃開設小學科學科
的工作



在職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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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科學課程領導培訓證書課程﹙15小時﹚

小學科學教師培訓證書課程﹙30小時﹚

小學科學教育學習圈



學與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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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活動學與教資源

小學科學網上學習平台

《小學科學科安全手冊》



(i) 科學探究活動學與教資源

示例一 示例二



(ii)小學科學網上學習平台



(iii)《小學科學科安全手冊》



學與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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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科學探究活動學與教
資源

• 配合新課程的內容，提供30套資源，
協助教師在課堂上帶領學生進行科學
探究活動

• 預計由2023/24學年起陸續推出

(ii)
小學科學網上學習平
台

• 結合電子學習策略，提供虛擬實驗和
自學內容，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

• 預計由2023/24學年起陸續推出

(iii)
《小學科學科安全手
冊》

• 就小學科學探究活動提供相關的安全
考慮原則和指引，以供教師參考

• 將於2024年上旬公布，詳情將會另函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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