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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課程宗旨及教學目標

課程議會於2002年公布的《科技教育學習

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中提及的課

程架構，闡述中一至中三學生在每學習階

段的不同知識範圍內，學生可通過三個學

習範疇，來達致學習宗旨，發展其共通能

力，培養自身的價值觀。這三個學習範疇

是：

- 科技的知識範圍

- 科技過程

- 科技的影響

就著三個學習範疇，所建議的學習元素可

分為共通學習元素與及在六個科技領域內

的知識範圍。

科技教育的共通學習元素包括：

- 科技與社會

- 安全與健康

- 資訊處理及演示

- 設計及應用

- 消費者教育

科技教育的六大知識範圍如下：

- 資訊和通訊科技

- 物料和結構

- 營運和製造

- 策略和管理

- 系統和控制

- 科技與生活

重點能力發展：

科技教育的宗旨是要在瞬息萬變的科技世

界中，培育優質的人力資源，讓學生：

• 能同時發展學生的科技能力、科技理解

和科技覺知三方面

• 能明辨慎思地評估科技為個人、家庭、

社會及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 成為整個科技世界及社會出類拔萃兼且

躊躇滿志的成員

科技教育的課程，是按學生不同階段的興

趣和智能發展而設計

• 第一及第二學習階段：覺知及探索

• 第三學習階段：探究、體驗及熟習

• 第四學習階段及以後：終身學習及專門

化的方向探究

科技教育的學與教應該是：

• 有目的

• 循序漸進及循迴鞏固

• 實踐與解難並重 - 手腦並用

本增潤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回應及建

基於課程指引，並進一步增潤了原來的中

一至中三課程框架，建議使用學習模組方

式，將與科技科目較有直接關係的三大知

識範圍內的學習元素與共通學習元素融匯

貫通，在各知識範圍內以核心及延伸的模

組  (分別為K及E模組) 實施有關課程，而

中一級的學習模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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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範圍一  物料和結構

核心部分：

(K3) 物料及資源

(K4) 結構和機械結構

延伸部份：

(E2) 物料處理

知識範圍二  營運和製造

核心部分：

(K5) 工具及儀器

(K6) 製造過程

知識範圍三  系統和控制

核心部分：

(K8) 系統概念

(K9) 系統應用

延伸部分：

(E6) 系統整合

(E7) 控制與自動化

模組內容按程度及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

在三年的課程中循迴鞏固學生的知識及技

能基礎，課程除提供相關知識外，又輔以

課堂練習及活動，還透過專題活動，讓學

生手（實踐）與腦（解難）並用，達到優

良的學與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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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課程概念圖

I I .  增潤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 中一級學習元素

知識範圍(1) - 物料和結構

核心部分：

學習元素 內容

(K3) 物料及資源

一般物料的種類及性質

• 能辨別常用物料，並了解其日常用途 

• 天然物料及人工物料之間的區別，如金屬、木材、塑料。

• 識別如合成，複合和生物物質的材料特性。

• 按物料的性質及來源分類

• 解釋某些材料為什麼是有用的，並給予例子。

設計中應用合適的資源

• 探討如何根據材料的屬性和特點選擇它們，以及它們與其他

材料在設計/產品中的互相配合。

(K4) 結構和機械結構

結構及運動的簡單特性

• 結構中力的性質和不同負載的基本概念，如壓縮、拉張、屈

曲、扭轉和剪切。

• 不同結構類型的最終作用力與各項結構元素的平衡狀態。

• 認識運動的一些特性

• 按不同需求而設計的結構

• 了解不同的結構設計具有不同的負載能力

• 根據需要，分類和辨認各類型的結構，如拱架、構架、橫樑

和方箱。

應用機械結構裝置傳動及控制運動

• 了解在機械設計中簡單輸入--處理--輸出  模式（黑盒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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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部份：

(E2) 物料處理 物料處理 – 切除、成形、接合及完成處理

• 了解經處理後的物料及資源，可切合不同的需要。

• 一般材料的處理方法，例如成形，屈曲，衝壓法，真空成

形，鑄造和材料層疊。

• 在學校環境內運用一般材料的處理方法以實現設計方案。

知識範圍(2) - 營運和製造

核心部分：

學習元素 內容

(K5) 工具及儀器

保護性衣物

• 在設備為本的科技教育學習特別室內穿著適當防護衣和服裝

的重要性。

• 工具、用具及化學品的選擇、使用及保養

• 在工作環境的健康和安全問題：包括正確使用和存放工具及

設備、機器操作、電氣安全、化學及化學廢物處理。

• 工作態度

• 在工作環境的健康和安全問題。

• 工作區的良好管理

• 在工作環境的安全管理措施（即安全、規則和規例、安全守

則）。

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 講解與示範如何使用基本手工具以加工物料，如刀、螺絲批

和鋸。

• 選取及運用合適工具、儀器和機器以實踐設計概念

• 應用一系列的工具以實施設計問題的方案，包括：

- 測量工具

- 劃線工具

- 夾持工具

- 切削工具

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一級)

TM - 5



(K6) 製造過程

基本設計元素

• 設計基礎。

• 美學、視覺語言和人體工程學。

• 繪圖工具、基本的繪圖技術和繪圖慣例。

設計上的考慮

• 設計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例子。

• 拆解和批評簡單科技產品的零部件、材料和工作原理。

• 設計的性質和概念

• 設計的基本考慮因素：使用的材料、顏色和形狀、大小和重

量、功能及美感。

• 簡介設計中的人類因素：易於使用、安全性和人體工程學。

• 解釋科技為何在人類的道德問題上有正反兩面影響。

• 科技如何影響商業及日常生活的例子，及相關的環境問題和

可能的保護途徑。

• 設計、生產和銷售產品的相關環境問題。

應用於不同領域的製造過程

• 在產品和系統上適當地運用安全和正確態度以配合各種材料

加工方法。

• 運用於製造過程的一些設備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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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範圍(3) - 系統和控制

核心部分：

學習元素 內容

(K8) 系統概念

輸入、處理及輸出

• 各種形式的系統：機械、電子、氣動和電腦，以及其運作原

則。

• 分析和識別控制系統的輸入、處理和輸出元件，以及其反饋。

(K9) 系統應用

機動式、電機式、電子式及氣動式控制系統

• 使用機械、電氣、電子和氣動控制系統的優點和局限。

• 不同的控制系統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延伸部份：

(E6) 系統整合

系統與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

• 基本電子和電氣系統，包括：

- 系統簡介

- 基本電氣系統

- 運用模組學習基本電子系統

- 簡介以微控制器為基礎的系統

(E7) 控制與自動化

現代產品

• 控制與自動化技術在現代產品中的應用，例如：機器人技

術，污染監測系統，自動化，遙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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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各教材單元的主要內容 

教材一: 基本設計元素及傳意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基本設計元素及傳意

1、設計考慮因素 - 美感與功能

（a）基本設計元素之運用

（b）構圖

（c）色彩

（d）材料的表達

（e）比例

（f）視覺組合

2、傳意

（a）徒手繪圖

（b）工程繪圖

（c） 基本繪圖儀器及工具的使用

方法

（d）工程圖的一般常識

設計與傳意 1

(課室圖書角)

---

教材二: 物料的認識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物料及資源

1.1 物料的種類

1.2 天然物料

1.3 人工物料

1.4 材料的特性及用途

（a）木材

（b）金屬

（c）塑膠

設計與傳意 2

(書帶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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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三: 安全及手工具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安全使用手工具

1、安全裝備和工場安全守則

（a）外表、衣著和安全配備

（b）工作須知

2、常用量度工具

課堂活動 ---

教材四: 設計過程及人的因素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設計過程及人的因素

1、設計概念

2、設計過程

i、處境

ii、設計概要

iii、設計細則

iv、資料搜集

v、解決方法

vi、製作

vii、測試

3、人的因素

（a）人體測量學

（b）心理效應

（c）舒適有效

（d）安全設計

物料處理 1

(告示夾)

人體工學 - 

(分析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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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五: 結構與機械結構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結構和機械結構

I 結構

1、結構簡介

2、結構的受力

（a）壓縮

（b）拉力

（c）屈曲

（d）扭轉

（e）剪切

3、結構的平衡

4、材料及切面形狀

（a）材料的特性

（b）空心橫切面

（c）不同種類的結構

（d）不同橫切面的樑

（e）摺曲面

II 機械結構

1、機械黑盒概念

2、機械運動的特性

（a）增加力量

（b）增加速度

（c）方便施力

3、機械結構的應用

（a）簡單機械

（b）複合機械

結構1 (瞭望塔) ---

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一級)

TM - 10



教材六: 系統和控制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系統概念及應用

1、系統簡介

2、不同形式的控制系統

a、機械控制系統

b、電氣控制系統

c、電子控制系統

d、電腦控制系統

e、氣動控制系統

3、控制系統的應用例子 

氣動玩具 ---

教材七: 科技與環境及製造過程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科技與環境及製造過程

I 科技與環境

1、科技與生活

2、科技在環境的影響

（a）環保設計

（b）環保和綠化

3、科技在人類道德的影響

II 製造過程

1、安全和正確的態度

2、製造過程的設備

物料處理 2

(機械寵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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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八: 物料處理科技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物料的切除、成形、接合及完成處理

1、物料切削

（a）手工切削

（b）機械切削

2、物料成形

（a）彎曲

（b）衝壓

（c）滾壓

（d）模塑

（e）鑄造 

（f）層疊

結構 2

 (建橋專家)

樽裝飲用水瓶

教材九: 物料處理科技

相關知識 專題活動 個案研究

系統整合及控制與自動化

1、系統整合

2、基本電氣和電子系統

（a）基本的電氣系統

（b）電子系統

（c）模組化電子系統

（d）模組化電子系統學習套件

（e）微控制器

3、自動化的現代產品

模組電子系統實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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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建議教學時間分配

核心部分 (組合甲)

模組 名稱 學習元素 課節 教材 備註

K6–S1a 製造過程

•基本設計元素

•基本的設計理念

•草繪技巧

6 教材一

相關知識 1.5節 

課堂練習 0.5節 

專題活動 4節

K3–S1 物料及資源
•物料的基本認識

•物料的特性
9 教材二

相關知識 2節

課堂練習 1節 

專題活動 6節

K5–S1a 工具及儀器

•安全

•基本手工具

•基本量度工具

4 教材三甲
相關知識 3節

課堂練習 1節

K6–S1b 製造過程

•進行設計

•使用不同的物料

•人的因素

15 教材四

相關知識 3節

課堂活動 1節 

專題活動 8節

個案研究 3節

    (小計) (34)    

核心部分 (組合乙)

模組 名稱 學習元素 課節 教材 備註

K4–S1
結構和機械

結構

• 結構和機械結構

的基本概念
8 教材五

相關知識 3 節 

課堂活動 0.5 節 

課堂練習 0.5 節 

專題活動 4 節

K8–S1 系統概念 •系統的基本概念 2 教材六

相關知識 1.5 節  課

堂練習 0.5 節 專題

活動 3 節 

K9–S1 系統應用
• 系統應用的基本

概念
3

K5–S1b 工具及儀器

•安全

•基本手工具

•基本量度工具

4 教材三乙
相關知識 2 節 

課堂練習 2節

K6–S1c 製造過程

• 進行設計•包括

結構和機械結構

的製作

15 教材七

相關知識 4 節  

課堂練習 2 節 

專題活動 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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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包括相關知識 (筆記)、課堂練習、

課堂活動及專題活動指引等

註： 此教學計劃之建議是假設全學年有33

週，而每節40分鐘 

若學校平均每週安排兩教節，教師可選擇

核心部分 組合甲 加上 組合乙 

即： 模組｛K3 (9)； K4 (8)； K5 (4+4)

； K6 (6+15+15)； K8 (2)； K9 (3)｝

共 66 節 

若學校平均每週只安排一教節，教師可選

擇核心部分 組合甲 或 組合乙的學習模

組。

若學校平均每週可安排三教節，教師可選

擇延伸部分的學習模組。

(小計)   (32) 

總計   66

延伸部分

模組 名稱 學習元素 課節 教材 備註

E2–S1 物料處理
• 切除、成形、接

合及完成處理
11 教材八

相關知識 3節

課堂活動 1節

專題活動 3節 

個案研究 4節 

E6–S1 系統整合
 • 系統與系統及子

系統之間的聯繫
12 教材九

相關知識 6節 

課堂活動 2節 

專題活動 6節

E7–S1
控制與自動

化
•現代產品 2

(小計) (25)

總計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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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  建議教學流程

教材一

學習單元 元素

(K6) 製造過程 相關知識 - 基本設計元素及傳意

專題活動 - 課室圖書角

1. 目的

學生對設計有基礎的認識，運用合適的傳

意技巧表達設計的意念。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基本設計元素

•基本的設計理念

•基本傳意方法

3. 建議時間

3週x 2節 = 6節 (24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1.基本設計元素

2.基本的設計理念
課堂活動 1

觀察周邊的物件，了

解它們所使用的基本

設計元素

2

1.基本傳意方法

2.徒手繪圖技巧

3. 教師提出圖書角的

基本要求

1.課堂活動 2

2. 利用數碼相機把其他課室的圖

書角或圖書館的設計拍攝成相

片，選取一些特別的設計。

徒手畫出常見物品，

達 基 本 要 求 拍 攝 相

片，並選取特別的設

計貼在工作紙上

3

1. 設計的徒手繪圖技

巧

2.說明設計的意念

1. 以徒手繪圖表達小型圖書角的

外觀設計

2.利用點列形式說明設計的意念

繪圖小型圖書角，達

基本要求說明設計的

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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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二 及 教材三甲

學習單元 元素

(K3) 物料及資源
相關知識 - 物料及資源

專題活動 - 書帶扣

(K5) 工具及儀器 相關知識 - 安全及手工具

1. 目的

(K3) 學生對材料及其特性有基礎的認識，

並運用於設計品上。

(K5)  學生對工場安全及手工具有基礎的

認識，並運用於製作設計品上。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  物料的基本認識

·  物料的特性

·  安全

·  基本手工具

·  基本量度工具

3. 建議時間

(K3) 4.5週x 2節 = 9節 (360分鐘)

(K5)  2週x 2節 = 4節 (1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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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1.物料的基本認識

2.書帶扣的基本要求

教材二 - 課堂活動 1

專題活動 - 書帶扣

完成課堂活動，達基本

要求

2
1.物料的基本認識

2.書帶扣的資料搜集
書帶扣的資料搜集 資料搜集，達基本要求

3

1.工場安全

2.書帶扣的設計考慮

3.書帶扣的初步設計

1.書帶扣的設計考慮

2. 以徒手繪圖表達書帶扣的初步

設計

繪圖書帶扣，達基本要

求

4
1.工作安全須知

2.改良書帶扣的設計

1.教材三甲 –課堂活動 2

2. 教材二  -  課堂活動以徒手繪

圖表達改良的書帶扣設計

3.利用點列形式說明設計的意念

1. 完成課堂活動，達基

本要求

2. 繪圖改良的書帶扣，

並說明設計的意念

5
1.常用工具

2.製作書帶扣的方法
製作書帶扣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書帶

扣

6 修飾書帶扣的方法 製作及修飾書帶扣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書帶

扣

1. 製作及修飾書帶扣

2. 製作設計報告

1.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書

帶扣

2.按指引完成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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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三乙 及 教材四

學習單元 元素

(K5) 工具及儀器 相關知識 - 安全使用手工具

(K6) 製造過程

相關知識 - 設計過程及人的因素

專題活動 - 告示夾

個案研究 - 人體工學產品分析 - 水龍頭 

1. 目的

(K5)  學生對工場安全使用手工具有基礎

的認識，並運用於製作設計品上。

(K6)  學生基本認識設計過程中需考慮到

人的因素，它如何應用在設計品上。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 進行設計

• 使用不同的物料

• 人的因素

• 安全

• 基本手工具

• 基本量度工具

3. 建議時間

(K5)  2週x 2節 = 4節 (160分鐘)

(K6) 7.5週x 2節 = 15節 (60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設計過程
教材四  -  課堂練習 

1A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2 人的因素
教材四  -課堂練習 

1B, 1C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3 人的因素
教材四 -課堂活動 1, 

2
完成課堂活動，達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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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告示夾的基本要求

2.告示夾的資料搜集
教材四 - 專題活動

1.  告示夾的資料搜集2.  告示

夾的設計考慮資料搜集，達基

本要求

5
1.告示夾的設計考慮

2.告示夾的初步設計

以徒手繪圖表達告示

夾的初步設計
繪圖告示夾，達基本要求

6 基本手工具

1.教材三乙 –課堂活

動  1,  2  2.告示夾的

初步設計意念

1.  完成課堂活動，達基本要求

2.  繪圖告示夾，並說明設計的

意念

7
1.安全使用手工具

2.改良告示夾的設計

教材三乙  –課堂活動 

3, 4

2.改良告示夾的設計

3.製作告示夾

1.  完成課堂活動，達基本要求

2.  繪圖改良的告示夾，並說明

設計的意念

8 製作告示夾的方法 製作告示夾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告示夾

9
人體工學產品分析_水

龍頭

1.人體工學產品分析_

水龍頭

2.製作及修飾告示夾

完成分析報告

修飾告示夾的方法
1.製作及修飾告示夾

2.製作設計報告

1.  安全使用工具製件告示夾2. 

按指引完成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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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五

學習單元 元素

(K4) 結構和機械結構
相關知識  -  結構和機械結構專題活動  -  瞭

望塔

1. 目的

1.  學生對結構學有基礎的認識，並了

解力、材料和平衡。

2.  學生以黑盒概念對機械獲得基本認

識，它如何應用在設計品上。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1. 了解及運用主要設計程序；

2.  運用結構學和機械結構的基礎認識，

設計習作；

3.  與同學合作嘗試、討論、分析及改良

設計。

3. 建議時間

4週x 2節 = 8節 (320分鐘)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結構 1.課堂活動 完成課堂活動，達基本要求

2 機械結構
1.課堂練習 1-6

2.課堂練習 7-9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3

1. 教師提出瞭望塔的

基本要求

2. 如何加強所提供材

料的強度

專題活動 - 瞭望塔

1. 測試增加報紙強度

的方法和效果

2.設計及製作瞭望塔

1.測試結果

2.設計

4
1.改良瞭望塔的方法

2.比賽要求

1.修改及製作瞭望塔

2.比賽

3.檢討

比賽結果

4.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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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六

學習單元 元素

(K8) 系統概念

(K9) 系統應用

相關知識 - 系統概念及應用

專題活動 - 氣動玩具

1. 目的

學生透過主要設計程序來設計及製作一個

用手推式的氣動及簡單結構的活動模型，

從而了解和運用有關氣動、機械及結構的

知識。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1. 了解系統的基本概念

2. 了解系統應用的基本概念

3. 建議時間

2.5週x 2節 = 5節 (200分鐘)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系統概念 課堂練習1-2 完成練習活動，達基本要求

2

1.系統應用

2. 教師提出氣動玩具

基本要求

1.課堂練習3-5

2. 簡介專題活動–氣

動玩具

3. 玩具主題及生動有

趣的表情

4.初步設計氣動玩具

玩具主題及表情

1. 如何使氣動玩具能

活動？

1.設計氣動玩具

2.製作氣動玩具部件
製作進度

4.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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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改良氣動玩具能活

動

2.美化修飾

1.組合氣動玩具

2.改良氣動玩具能活

動及修飾

氣動玩具的外觀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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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七

學習單元 元素

(K6) 製造過程
相關知識 - 科技與環境及製造過程

專題活動 - 機械寵物

1. 目的

學生對設計程序及安全使用手工具應有基

礎的認識，對結構和機械結構亦應有基礎

的了解，本專題活動的目的是運用以上的

知識及使用合適的工具及程序製做作品。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1. 了解及運用主要設計程序；

2.  了解及運用簡單機械，如齒輪及連

桿等；

3. 了解及運用簡單的製造方法

4.  了解及運用簡單的接合方法，如螺

絲及膠接等

5. 製作展開圖。

3. 建議時間

7.5週x 2節 = 15節 (60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機械寵物的基本要求

簡介專題活動 –

機械寵物

設計活動 1 - 比較機

械寵物設計

進行專題活動，達基本要求

2
科技與環境設計機械

寵物

課堂練習  -  反思及討

論

設計活動 2 - 簡單機

械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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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造過程 - 安全和正

確態度、設備

課堂活動

設計活動參考 1 – 

接合方法

完成課堂活動，達基本要求

4
設計機械寵物並如何

優化設計
完成設計及開始製作 進行專題活動，達基本要求

5 初步製作

初步製作機械寵物

設計活動參考  2  –裝

配步驟

初步製作

6 製作及修改設計 機械寵物製作及改良
1.製作進度

2.安全使用工具

7

1.改良機械寵物使能

活動自如

2.美化修飾

機械寵物製作及修飾 機械寵物的外觀及活動

修飾機械寵物

1. 製作及修飾機械寵

物

2.製作設計報告

1.安全使用工具

2.按指引完成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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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八

學習單元 元素

(E2) 物料處理 相關知識 - 物料的切除、成形、接合及完成

處理

專題活動 - 建橋專家

個案研究 - 樽裝飲用水瓶

延伸活動 - 水火箭

1. 目的

學生對設計程序及安全使用手工具應有基

礎的認識，對結構和機械結構亦應有基礎

的了解，本專題活動同時加上電腦模擬軟

件的協助，再按分析結果，運用以上的知

識及使用合適的工具及程序完成習作。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1. 了解及運用主要設計程序；

2.  運用結構學的基礎認識，設計習

作；

3.  運用合適的電腦軟件，進行模擬分

析；

4. 運用手工具，製作習作；

5.  與同學合作嘗試、討論、分析及改

良設計。

3. 建議時間

5.5週x 2節 = 11節 (4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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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1.物料的切除、成形

2.構架橋的基本要求

1.簡介專題活動 - 建

橋專家

2.構架橋的設計考慮

完成設計考慮

2

1. 物 料 的 切 除 、 成

形、接合及完成處

理

2.建橋專家軟件介紹

1.課堂活動1

2. 以建橋專家軟件初

步設計

1.完成課堂活動，達基本要求

2.初步設計

3
建橋專家如何優化設

計
初步製作構架橋 初步製作

4 構架橋初步製作
1.構架橋製作及改良

2.構架橋負重比賽
比賽結果

5 個案研究分析方法
個案研究  - 樽裝飲用

水瓶

進行個案研究分析的步驟及項

目

樽裝飲用水瓶個案研

究
完成個案研究報告

延伸活動

水火箭製作方法 水火箭製作 水火箭設計考慮

水火箭改良方法 水火箭製作及改良 水火箭飛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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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九

學習單元 元素

(E6) 系統整合

(E7) 控制與自動化

相關知識 - 系統整合及控制與自動化

專題活動 - 模組化系統實驗

1. 目的

學生對設計程序及安全使用手工具應有基

礎的認識，對系統整合、控制與自動化

亦應有基礎的了解，本專題活動同時加上

先進行電腦模擬，再按分析結果，運用以

上的知識及使用合適的工具及程序製做作

品。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1. 系統的基本概念

2. 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

3. 控制系統的基本概念

4. 控制系統應用於現代產品的例子

5. 以模組化方式，進行系統實驗。

3. 建議時間

7週x 2節 = 14節 (5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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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系統的基本概念 課堂練習1-2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2
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

聯繫
課堂練習3-4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3 控制系統的基本概念 課堂練習5-6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4
控制系統應用於現代

產品的例子

搜集現代產品的例子

並作簡單分析
分析現代產品的簡單系統

5 模組化系統實驗 I
專題活動  - 模組化系

統實驗
實驗結果

6 模組化系統實驗 I 模組化系統實驗 實驗結果

7
模組化系統實驗II及

III
模組化系統實驗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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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材設計

傳統的教學著重教師講授，學生聆聽，然

後模仿及重複練習。這種學習模式較為

沉悶及欠缺創意。如要增加學生的學習動

機，引導其主動學習，必須先令學生感到

有學習的需要。這種學習方式須配合不同

的課堂活動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要經驗科技教育的主要學習範疇，包括科

技知識、科技過程及科技的影響等，科技

教育一直鼓勵透過解難、設計及實踐的學

習形式，從其中使學生體會到學習及應用

科技的需要，亦明白學習的目的，這會增

加其學習動機及興趣。

本教材設計的活動亦採用此教學模式，因

應教學內容的特性，教材結構主要分為

「相關知識」、「課堂活動」、「個案研

究」、「專題活動」/「設計習作」等學

與教材料。

(i)「相關知識」

每個教材均選定內容，涵蓋某特定學習模

組中全部或部份知識範圍內的學習元素，

圖文並茂，按不同程度將有關知識作出闡

述，供同學和教師作參考，其中並加入「

專用詞彙」及「互動資訊」作為參考及延

伸閱讀資料。教師須選取其中合適的部

份，又可加入一些有趣或新鮮的教材以豐

富教學內容。

(ii)「課堂活動 / 練習」

每個教材或有提供不同的課堂活動或課堂

練習供教師選取，課堂練習一般用以鞏固

學生的科技知識和技巧，例如繪圖練習。

而課堂活動或建議教師安排小組討論，

指導學生搜集資料及進行問題歸納、分析

等。

(iii)「個案研究」

學生透過實際個案研究，明白科技原理在

不同產品及環境中如何被應用，並進一

步運用其科技知識及技能、從而發展學生

的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及進行研習等能

力。學生以探究的學習方式，有助其更深

入了解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iv)「專題活動」

「專題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從解難與實

踐中建立學生的科技能力。活動一般以

處境解難及設計製作的形式進行學習，

即是在一個既定的問題及條件限制下，完

成解難目的。學生考慮處境問題及限制的

條件，定下設計需要，顧及各方面影響因

素，設計出不同的解決方案，然後因應

各方案的強弱，選出最後設計，並作出實

踐，完成規劃方案裡的解決方法，最後評

估這方案的成效，是否能解決原先的問題

需要。

VII .  教材設計及教學活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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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設計習作」需要製作實物或模型，

所需時間較多，通常是六個教週至八個教

週完成。透過設計習作，學生需要製作作

品的實物或模型，實踐設計意念，較全面

地體驗科技過程。

「專題活動」亦可以多種形式進行活動，

包括以實驗模式進行學習，學生從實驗中

體會科技原理。學生考慮處境要求及設備

的限制，設計解決的方法，利用科技的裝

置 (例如： 電子模組、氣動元件、微電腦

控制等)，進行實驗及測試。學生亦可體

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科技原理，例如

氣動原理是較難掌握的科技知識，但透過

「專題活動」，學生明白如何利用氣動原

理操作地下鐵路及巴士門的開關。

因為製作及測試時間較短，一些「專題活

動」所需的教學時間可能較少，只佔一個

教週至三個教週便可完成。學生不需製作

一個完整的設計模型，只需填寫一份專題

報告。

 (b) 教學活動

教師在選取教材後，可靈活運用不同的教

學模式進行活動。就如「專題活動」和「

設計習作」亦可有不同的方法進行，於適

當的時機採用不同的活動，以增加學習的

趣味。例如：  個人或分組、口頭報告或

呈交習作報告、製作模型或實物等。當選

擇進行的方法時，需要考慮所安活動的特

性、所需時間、製作限制、學校設備的配

合等各方面的因素。以下提供不同的教學

模式作參考：

　　　

(i) 個人習作

一些習作著重設計部分，而學校的資料亦

足夠，便應採用個人習作。這類習作是發

揮個人創作力、訓練學生操作機械技術、

編製習作報告。

(ii) 組別習作

一些教學套件不足每位學生一套使用，或

須學生互相研究來尋找答案，而這些套件

著重學習一些概念性的理論，分組進行便

較為適合。

一些較大型的習作也可使用分組形式，例

如：設計一張智能工作檯，由於要搜集大

量資料，而製作亦需數人合作，這些習作

便適合採用分組習作。

設計一間理想的辦公室，辦公室的設備量

不少，可以每組負責不同的部分，各組完

成後，組合便成為十件大型的完成品。

(iii) 示範及講解

教師可透過示範及講解，與學生闡述相關

知識的內容，又可讓學生清楚如何操作手

工具及機器、工作程序及安全措施等。

(iv)小組討論

學生與其他同學分享及交換個人觀點及發

現，從而發展協作能力、溝通能力、批判

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

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一級)

TM - 31



(v)探究性學習

學生透過實驗，測試他們的假設、設計、

解決方法等，從而發展創造力、運算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及進行研習能力等。

(vi)參觀及訪問

學生可以從參觀或訪問，獲取課堂以外的

經驗或知識，從而發展溝通能力及進行研

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等。

　　　

(vii)與業界或專業團體協作

教師可建議或安排學生與業界的相關公司

或專業團體建立協作的學習模式，例如工

作體驗計畫、找合適的專家作設計或技術

顧問，又或由機構提供一些真實的設計要

求，讓學生進行解難及設計，這樣的學習

模式，必大大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電子模組 氣動模組 氣動模組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氣動模組 氣動模組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電子模組 設計習作 氣動模組 氣動模組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電子模組 氣動模組 氣動模組

氣動模組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電子模組 設計習作

氣動模組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設計習作 電子模組

(viii) 流動式使用學習模組

由於教材設備有限，某些設備不足全班同

時進行專題活動或設計習作，例如：電子

模組、氣動模組等。當進行此類活動時，

便採用流動式學習模組，即同時在班中進

行多項活動，善用資源。

此方法鼓勵學生自學精神，透過實踐中學

習。教師需為學生準備工作紙，使學生依

照工作紙的指示及步驟，完成所需要的實

踐。教師亦應用適當時間，給學生一些指

導及提問。流動式使用學習模組讓學習更

為靈活，例如：  先將二十位同學分成五

組，教師便需預先編訂未來六週每組同學

的活動，如下表所示，第一組於第一週

時進行有關電子模組的活動，同時第二組

及第三組則進行氣動模組，而第四至第五

組則進行設計習作。進入第三週時，第一

及第三組會進行設計習作，第二組進行電

子模組活動，而第四及第五組進行氣動活

動，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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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I .  學習評估方法

合適的評估可以反映學生的學習是否達到

預期的目標。傳統的評估方法是透過筆試

(例如：測驗或考試)或習作的完成作品及

設計報告來評估學生所學的成效。但實際

上，學生習作的設計未能達到各項要求，

並不代表學生未能達到各項預期的學習目

標。因此，教師需因應個別專題或習作的

學習目的，選擇不同的評估方法，並釐訂

評估準則，亦需要分階段進行，以便整體

評估學生的表現。

(a) 評估的功能

評估的方法，在功能上有很多種形式，例

如：形成性評估  (formative assessment)、

總結性評估 (summative assessment)、診

斷性評估 (diagnostic assessment)、檢討性

評估(evaluation assessment)等。

(i)「形成性評估」是指評估學生的進度

及表現，正面與學生一同進行檢討，令學

生認清下一個步驟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

進行。這類評估適用於習作進行中，作為

中期評估，以便學生更有效地完成整份習

作。

例如：當進行中一級「專題活動  -  書帶

扣」時，學生完成設計草圖，教師便須進

行形成性評估，令學生明白設計有什麼地

方需要改善，下一步是要選擇合適的材料

及工具。當進行專題活動或設計習作時，

教師需要在適當的時間進行形成性評估，

以便知道學生的進度及困難，並加以協

助，學生亦會清楚明白接著所需要進行哪

些步驟及其原因。

(ii)「總結性評估」是有系統評估學生較

全面的表現，這類評估適用於學期完結時

的全面性評估。

例如：中一級的第一學期完結時，便需進

行總結性評估，令教師及學生知道這學期

的教學效果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學生亦會

知道自己學習的成效。

(iii)「診斷性評估」是尋找學習困難的

原因，從而作出適當的協助及指導。這類

評估適用於形成性評估或總結性評估後，

發現學生某方面的學習未達預期的目標，

透過診斷性評估，找出問題的來源，教師

較容易對症下藥。

例如：進行「專題活動  -  機械寵物競步

賽」時，部分學生的機械寵物未能達到設

計細則的要求，教師便須進行診斷性評

估，尋找問題的原因：是學生未能理解機

械寵物的機械理論、設計意念出現問題、

未能掌握選擇材料的考慮因素或製作技巧

未如理想等。當教師找出問題的根源，便

可針對問題，作出適當的處理，令學生的

學習更為有效。

(iv)「檢討性評估」是指將學生學習的

表現與預期目標作出比較，評估課程設計

時，目標的定立是否合適，會否要求過高

或過低，從而檢討課程設計是否妥當。這

類評估適用於學期終結時，評估過去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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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年的課程設計，因應評估的結果，為

新學期重新編制課程。

例如：當中一級的課程推行一年後，任教

中一級的教師需作出檢討性評估，在過往

的教學活動中，會否有一些要求過高，會

否有一些要求過低，會否有些教學活動時

間不足，會否有些教學材料不足，教學次

序是否妥當等各方面問題。當檢討後，便

可修訂來年的中一級課程，這類評估可令

課程趨向盡善盡美。

例如 - 設計課室圖書角(模型)：

評分項目 詳細內容 所佔百分比

（a）難題的探討及分析

學生能列出課室圖書角的功能並作

分析

列出設計所要達到的要求

10%

（b）草擬設計 創意思考並表達不同的設計意念 20%

（c）繪圖的表達技巧

設計意念表達清晰

有效的繪圖方法

熟練繪圖技巧

合適的構圖和比例

30%

（d）設計的嚴謹及精確程度
將設計意念具體而詳細地表達設計

的細節
10%

（e）圖書角模型表達能力
選擇合適的材料和方法製作圖書角

模型
20%

（f）圖書角滿足設計要求

評鑑圖書角模型能否滿足預訂的設

計要求

作出改善建議

10%

(b) 「評估準則」

評估準則是指因應學習元素的目的，評估

學生的在學習上的表現和成效，並說明

在各方面教師要求學生達到的標準和各方

面的計分比重，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或

進行各種學習活動時，清楚明白教師的期

望，能為自己訂立明確的學習方向，以及

所應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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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例子中，教師將評估的項目及所期

望學生學習的要求詳細列出，並明顯將繪

圖技巧的評分比重定得較高，學生當然明

白這個設計習作主要是培養他們的繪圖技

巧。

 (c) 評估的形式

評估的方法在形式上亦可有很多種進行方

式，除了由教師進行評估及給學生的表

現作出回饋外，教師也可考慮下列評估形

式。

(i) 「學生自我評估」是指學生就著其作

品或作業的質素，以至在過程中的學習態

度，均可作出自我評估及檢討，在反思中

能更了解自己學習上的強弱項，從而作出

改善或加強練習，這種評估比一般教師的

評估來得更主觀及深刻。

(ii) 「同儕 / 小組評估」是指學生的同

儕以個別或小組的形式，品評同學的作品

或作業的質素，以達到互相觀摩及力求改

進的效果。這種良性的評估能有效加強同

學間互相交流、切磋砥礪的學習氣氛，同

儕間更可藉此交流學習心得，使學習過程

變得更有趣味。但教師要防止同學間是否

提出語帶侮辱性的批評，也要讓學生更坦

誠的接受同儕或組內同學的不同意見。

(iii) 「計分 / 口頭 / 文字評估」是指

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可有不同回饋方式，

教師可因應評估的功能，選擇以分數、口

頭或文字方式，或不同的組合形式給予學

生回饋，而各種形式均有其特色。例如計

分方式來得快而直接，學生明白其學習表

現的水平，但回饋不多，印象較淺。口

頭方式可增加互動性，彼此了解各自的想

法，使學生清楚明白所得到的評鑑。使

用文字表達的評估，將會更清晰表達教師

如何評鑑學生的作品或作業的表現，評語

若用得合適，學生的得益也較多，印象較

深，並可讓學生重複反思個人的學習表現

和應改善的地方。

　　　

教師應根據課程的要求，在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學習範圍，選擇合適的評估方法，

從而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及進度、改善教

學方法、檢討課程設計是否妥當、選取教

材是否合適等，希望藉此能提升學與教的

成效，為學生創造更理想的學習空間和增

加他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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