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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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級的學習模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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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範圍一  物料和結構

核心部分的學習元素：

(K3) 物料及資源

(K4) 結構和機械結構

延伸部份的學習元素：

(E2) 物料處理

知識範圍二  營運和製造

核心部分的學習元素：

(K5) 工具及儀器

(K6) 製造過程

延伸部份的學習元素：

(E3) 項目管理

知識範圍三  系統和控制

核心部分的學習元素：

(K8) 系統概念

(K9) 系統應用

延伸部份的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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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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課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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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建議教學時間分配

模擬控制系統



增潤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二級)

教師手冊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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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學校每週能安排兩教節，教師可選擇核心部分 組合甲 加上 組合乙 

即： 模組｛K3 (5)； K4 (15)； K5 (7)； K6 (22+8)； K8 (1)； K9 (8)｝共 66 節 

若學校每週只安排一教節，教師可選擇核心部分 組合甲 或 組合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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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增潤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 中二級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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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料的特性及測試

• 探索一般物料（如木材，金屬，塑料及織物）的特性，如硬

度，拉伸強度和導電性。

• 運用物料試驗結果以提議物料的適當用途。

(K4) 結構和機械結構

結構及運動的簡單特性

• 運動的分類，如線性運動、旋轉運動、擺動運動和往復運

動。

按不同需求而設計的結構

• 意識到應用不同的結構及機械結構，能夠提升各式設計的功

能，以切合不同的需要

• 應用適當的結構設計，並考慮結構的平衡狀態和弱點。

應用機械結構裝置傳動及控制運動 

• 應用常見的機械部件以轉換和控制運動，如驅動系統、旋轉

軸、皮帶和滑輪。

生活模式的改變

• 辨認日常涉及運用科技的活動，如通訊和交通。

• 運用工具、設備、資源和人類的智慧去改變自然世界以滿足

需求。

• 明白大部分科技發展都是市場和利潤導向，必要時需進行審

議。

• 明白技術上的決策是因著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來考慮；反

過來，經濟﹑政治和文化問題卻受著技術開發和使用所影

響。

• 以創新科技設備改善個人生活質素的例子。選擇一個可以改

變我們基本生活的發明例子。

• 預測創新科技可以如何改變未來，及其對個人、職業、家庭

及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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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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解如何運用物料處理方法來實現設計方案，包括：去除：

手工具切削，車床車削加工，鑽孔和鋸法。

選擇及使用合適的物料處理過程    

• 按要求選擇合適的物料和處理過程，例如物料的性質，安全

和數量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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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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 解釋和示範如何運用工作台型機器加工物料，如線鋸機和鑽

床。

選取及運用合適工具、儀器和機器以實踐設計概念

• 選擇、操作、維護及棄置科技設備的適當方法。

(K6) 製造過程

基本設計元素  

• 運用徒手草圖和投影圖（如草圖、透視圖、等角繪圖、三維模

型）展示二維和三維設計理念。 

• 設計運動（例如藝術和工藝，新藝術風格，裝飾藝術，風格

派，包豪斯，現代主義，波普藝術，立體主義，孟菲斯，後現

代主義等）

設計過程  

• 識別一個現有的簡單科技問題。

• 應用各種設計方法以作問題解難（如因子分析，橫向思維，心

智圖，腦力激盪）。

• 用圖紙和文字傳達一個問題、設計或解決方案。

• 對不同領域作出研究並就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 使用不同的材料設計和建構模型，並利用所建立的模型來測試

特定的功能和特性 

• 使用所提供的材料以建構裝置來實施解決方案。

• 評價解決方案是否符合目標。

• 改進所建議的解決方案。

• 識別在設計周期中所使用的各程概念和應用於問題解難

設計上的考慮 

• 有關產品設計、生產和銷售的道德問題。

選取合適製造過程所涉及的因素及限制

• 正確及安全地按不同物料和科技部件去選擇適當的手工具、機

器和設備。

• 大量生產的製成品或系統的基本設計概念。

• 在家居、閒暇、商業和工業情境下的簡單製成品或系統的功能

和應用。（如電風筒、吸塵機和電熨斗）

• 用於生產此類產品或系統的材料和過程。

• 涉及此類產品或系統的基本科學原理和科技。

• 產品或系統的善後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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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部份：

(E3) 項目管理

計畫及組織工作的步驟或程序

• 製訂項目的總體目標，例如列出相關任務，活動排序，及制

定工作時間表。

• 評估設計方案後安排各項工序的優先次序，例如選擇合適的

製造過程、材料測試，製作和測試原型、評鑑產品性能、研

究及調適對產品要求所發生的衝突、評估質量及計劃未來的

發展方向。

• 撰寫項目成本預算案及控制項目支出。

• 分析資源及工作分配以促進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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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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環式及閉環式控制系統

• 明白兩種類型的控制系統概念：開環系統和閉環系統。

(K9) 系統應用

機動式、電機式、電子式及氣動式控制系統

• 基本電子和電機組件的功能，設備和簡單理論。

模擬控制系統

• 建設電子、氣動和電腦控制系統時的相關安全措施和注意事

項。

延伸部份：

(E6) 系統整合

系統與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

• 應用適當的設備和儀器，包括：

-電子和電氣設備，以及測量儀器的基本操作。

-完成電子習作所需要的常用工具和機器。

• 不同類型系統的應用（機械，電子，氣動，和計算機），以

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用以實現特定的功能。

• 運用方塊圖分析簡單的系統設計。

• 運用簡單的系統設計以符合特定問題的需求。

• 將互相有關聯的系統組合（應用軟件，結構和/或機械），以

創建一個新的系統，並可以與其他系統連接。

(E7) 控制與自動化

自動化控制

• 運用以計算機為基礎的系統以作控制的基本原理和物理結

構。

• 計算機控制系統的優點和局限性。

• 簡單的輸入和輸出設備的應用。

• 利用流程圖設計簡單的控制程序。

• 使用控制軟件和界面以作控制。

• 應用建構套件以模擬計算機控制系統，以實現特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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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各教材單元的主要內容 

教材一甲: 物料的特性及測試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個案研究

I 物料的特性

1.物理特性

2.機械特性

(a)拉力強度

(b)壓縮強度

(c)延性及展性

(d)韌性

(e)硬度

(f)剛強度

II 物料測試

1.導電性測試

2.硬度測試

3.拉力測試

課堂活動 

-物料測試

課堂練習

物料特性 

–電插頭

教材一乙: 工具及儀器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專題活動

I 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1. 鑽床

2. 線鋸床

II. 選擇、操作、維護及棄置科技設備

1. 選擇切削方法

(a)資源限制

(b)工件的大小和形狀

(c)製造工件的物料

(d)表面質素和精確度

(e)製作的數量

2. 工具及儀器的維護

3. 工具及儀器的棄置

課堂練習
物料處理 – 

個人風格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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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一丙: 物料處理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專題活動

I 物料處理科技

1. 物料移除

(a)手工切削

(b)機械切削

(i) 鑽床

(ii)金工車床

(iii)木工車床

(iv)鋸床

2. 線鋸床

II. 選擇合適的物料和處理過程

1.物料的性質

2.安全

3.製作的數量

課堂練習

工具和儀器 –

精巧拼合裝置

參考資料：

立體拼合裝置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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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二: 設計元素及繪圖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專題活動

基本設計元素

1. 設計運動

(a)藝術和工藝運動

(b)新藝術風格

(c)裝飾藝術

(d)風格派

(e)包浩斯

(f)現代主義

(g)波普藝術

(h)立體主義

(i)後現代主義

2. 徒手草圖和投影圖

(a)透視圖

(b)正投影圖

(i) 第一角投影法

(ii)第三角投影法

(iii)等角投影法

(iv)強化設計品圖像的視覺立體感

課堂練習

專題練習 

-投影圖

設計過程及考慮

- 紀念文具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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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三: 結構與機械結構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專題活動

I 結構及運動的簡單特性

運動的分類

1. 直線運動

2. 旋轉運動

3. 搖擺運動

4. 往復運動

II 按不同需求而設計的結構

1. 不同的結構能夠提升功能，以切合需要

(a)自然結構

(b)人造結構

2. 不同的機械結構能夠提升功能，以

切合需要

3. 應用適當的設計，並考慮結構的平

衡狀態和弱點

(a)平衡及穩定

(b)弱點

III 應用機械結構裝置傳動及控制運動

IV 生活模式的改變

1. 科技對生活的影響

2. 電話的出現和發展的影響

3. 市場對科技的影響

課堂活動 

-結構的設計及生

活模式的改變

結構及運動 - 

結構動力模型

參考資料：

各種活動玩具模型及

模擬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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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四: 系統概念和應用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專題活動

I 系統概念

開環式和閉環式控制系統

(a)開環式控制系統

(b)閉環式控制系統

II 系統應用

系統與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

1 基本電學

(a)電壓、電流和電阻

(b)歐姆定律與應用

(c)電壓，電流和電阻值的關係

(d)串聯與並聯

(e)串聯與並聯電路

(f)串並聯電路的計算

(g)分壓定理

2. 電能的轉換

3 基本電氣元件

4 電的使用

5 電器安全

課堂練習

電子電路 – 

軟焊接線

參考資料：

焊接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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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五: 設計過程及考慮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個案研究

I 設計過程

(a)設計因素分析

(i)設計矩陣

(ii)檢核表技術SCAMPER

(b)垂直和水平思考

(i)垂直思考

(ii)水平思考

• 腦力激盪法

• 心智圖

II 設計上的考慮

產品設計、生產和銷售的道德問題

III 選取合適製造過程上的考慮

1. 正確及安全地按不同物料和科技部件

去選擇適當的手工具、機器和設備

2. 大量生產的製成品或系統的基本設

計概念

課堂活動  -分組

討論設計上的考

慮

設計過程 - 

創新乾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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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六: 計畫及組織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個案研究

項目管理

1. 新項目開發的程序

2. 製訂項目的總體目標

i. 執行規畫

ii.執行過程

3. 安排各項工作

i. 團隊分工

ii.檢討

iii.成本效益評鑑

新產品開發個案研究

1. 助聽器的設計過程

2. 馬鈴薯削皮器的生產成本

課堂活動 成功的創新 

-智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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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七: 系統整合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專題活動

系統與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

I 電子科技的發展

1. 電子科技的發展歷程

a.真空管

b.晶體管

c.集成電路

2. 半導體和晶體管

a.晶體管的功用

b.晶體管的應用

II 常用電子零件

1. 常用輸入部分的零件

2. 常用處理部分的零件

3. 常用輸出部分的零件

III 電子控制電路

1. 設計實例

2. 電路設計

IV 電路圖和印刷電路板

1. 電路圖

2. 模擬測試

3. 實驗電路板測試

4. 印刷電路板

課堂活動

-電路設計

課堂練習

電子控制 – 

環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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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八: 控制與自動化

相關知識 課堂活動 / 練習 專題活動

I 使用集成電路去控制自動化生產

1. 集成電路

集成電路的分類

2. 常用的集成電路例子

a.IC 555計時器

b.IC 741運算放大器

II使用電子，微處理器和電腦控制自動化生產

1. 電子控制電路

2. 微處理器控制電路

3. 電腦(計算機)控制電路

III  識別常用電子元件的代表符號，及繪製簡單

的電子電路圖

IV 使用結構套件去模擬氣動控制系統，以實現特

定功能

1. 氣動系統的各部份

a.壓縮機

b.調壓組件

c.接駁喉管

d.使用壓縮氣體的安全措施

2. 氣動元件

a.方向控制閥

b.其他控制氣閥

c.氣缸

3. 氣動迴路

a.基本規律

b.基本原理

c.迴路圖的佈局

4.各種基本迴路

a.流量放大

b.信號切換

c.記憶功能

d.延時功能

e.單作用氣缸控制

f.雙作用氣缸

5. 氣動系統的應用例子

6. 使用氣動控制系統的安全措施

電子：

課堂練習 – 

繪製電子電路圖

氣動：

課堂練習 –

電腦模擬氣動控

制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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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  建議教學流程

教材一甲

學習單元 元素

(K3) 物料及資源

相關知識-物料的特性

         物料測試

個案研究—物料特性-電插頭

1. 目的

學生對物料的特性有基礎的認識，運用合適方法對物料進行基本測試。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物料的物理特性

•物料的機械特性

•對物料進行導電、硬度及拉力測試

3. 建議時間

2 1/2週x 2節 = 5節 (20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1. 物理特性

2. 機械特性
物料測試

觀察周邊的物件，了解做出它們

的材料，有不同特性

2
物料測試

1. 物料測試

2. 個案研究— 

   物料特性 –電插頭
了解和進行簡單物料測試

3

個案研究— 

物料特性 –電插頭
1. 對產品進行特定方向的分析

2.  運用傳意技巧，表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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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一乙

學習單元 元素

(K5) 工具及儀器

相關知識—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選擇、操作、維護及棄置科技設備

專題活動—物料處理–個人風格名牌

1. 目的

學生對工具及儀器有基礎的認識，正確運用合適的工具及儀器進行製作，及進行維護和

合適地棄置。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選擇、操作、維護及棄置科技設備

3. 建議時間

3 1/2週x 2節 = 7節 (28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1. 課堂練習1

2.  設計個人風格名牌需考慮

因素

1.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

求

2. 合理指出設計的考慮因素

2

選擇、操作、維護及

棄置科技設備

1. 課堂練習2,3,4

2.  徒手繪畫個人風格名牌的

設計

3. 預計使用的工具及儀器

1.  徒手繪畫個人風格名牌的

設計，達基本要求

2.  合理預計使用的工具及儀

器

3
示範正確使用工具及

儀器
製作個人風格名牌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個人風格名

牌

4
1. 修飾個人風格名牌

2. 完成設計報告

1. 完成製作個人風格名牌

2. 按指引完成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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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一丙

學習單元 元素

(E2) 工具及儀器

相關知識—物料處理科技

選擇合適的物料和處理過程

專題活動—工具和儀器 –精巧拼合裝置

1. 目的

學生對手工及機械切削有基礎的認識，按需要合適地選擇物料及處理方法。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物料處理科技

•選擇合適的物料和處理過程

3. 建議時間

4週x 2節 = 8節 (32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物料處理科技

1. 課堂練習1

2.  徒手繪畫精巧拼合裝

置的基本設計圖

1.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

求

2.  徒手繪畫精巧拼合裝置的

設計，達基本要求

2
物料處理科技

1. 課堂練習2

2.  預計使用的工具及儀

器

1.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

求

2.  合理預計使用的工具及儀

器

3
選擇合適的物料

和處理過程
製作精巧拼合裝置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精巧拼合裝

置

4
1. 修飾精巧拼合裝置

2. 完成設計報告

1.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精巧拼

合裝置

2.  按指引完成設計報告



增潤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二級)

教師手冊 P.24

教材二

學習單元 元素

(K6) 製造過程
相關知識—基本設計元素

專題活動—物料處理 - 紀念文具座

1. 目的

學生對設計運動有基礎的認識，並運用於設計品上。並運用徒手草圖和投影圖表達設計

意念。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設計運動的發展

•繪畫徒手草圖和投影圖

3. 建議時間

11週x 2節 = 22節 (88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1. 設計運動第1-2頁
2.  徒手草圖和投影圖第

6-9頁

1. 課堂練習1,2
2. 投影圖練習2-3頁

完成課堂練習及投影圖練習，達
基本要求

2
1. 設計運動第3-4頁
2.  徒手草圖和投影圖第

10-13頁

1. 課堂練習3,4
2. 投影圖練習4-5頁

完成課堂練習及投影圖練習，達
基本要求

3
1. 設計運動第5頁
2.  徒手草圖和投影圖第

14-17頁

1. 課堂練習5
2. 紀念文具座的資料搜集
3. 紀念文具座的設計考慮

1.  完成課堂練習及投影圖練
習，達基本要求

2.  資料搜集及考慮，達基本要
求

4
徒 手 草 圖 和 投 影 圖 第
18-23頁

1. 投影圖練習6-7頁
2.  徒手繪畫紀念文具座的

設計

1.  完成投影圖練習，達基本要
求

2.  繪畫告示夾設計圖，達基本
要求

5
1. 投影圖練習11-12頁
2. 製作紀念文具座

1.  完成投影圖練習，達基本要
求

2.  安全使用工具製作紀念文具
座

6
1. 製作及修飾紀念文具座
2. 製作設計報告

1.  安全使用工具完成製作紀念
文具座

2. 按指引完成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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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三

學習單元 元素

(K4) 結構和機械結構
相關知識—結構及運動的簡單特性

應用機械結構裝置傳動及控制運動

生活模式的改變

專題活動—結構及運動 - 結構動力模型

1. 目的

學生對結構和機械結構有基礎的認識，並按需求來設計結構，並應用在傳動及控制運動上。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運動的分類

•不同的結構 

•結構的平衡狀態和弱點

•應用機械結構裝置傳動及控制運動

•生活模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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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運動的分類

2. 不同的結構

課堂練習 1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2
結構的平衡狀態和弱

點

1. 結構動力模型的資料搜集

2. 結構動力模型的設計考慮
資料搜集及考慮，達基本要求

3
應用機械結構裝置傳

動及控制運動

1. 課堂練習2

2.  徒手繪畫結構動力模型的初步

設計

1.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2. 繪畫初步設計，達基本要求

4 生活模式的改變

1. 課堂練習3

2.  以正投影圖，繪畫結構動力模

型的的設計

1.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2.  完成設計的投影圖，達基本

要求

5 製作模型的方法 製作結構動力模型 製作進度

6 製作模型的技巧
1. 製作結構動力模型

2. 製作設計報告
製作進度

7
修飾模型的方法及技

巧

1. 製作及修飾結構動力模型

2. 製作設計報告

1. 製作進度

2. 按指引製作設計報告

8
1. 完成製作結構動力模型

2. 完成製作設計報告

1.  安全使用工具完成製作結構

動力模型

2. 按指引完成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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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四

學習單元 元素

(K8) 系統概念

(K9) 系統應用

相關知識—系統概念

系統應用

專題活動—電子電路 - 軟焊接線

1. 目的

學生對開環式和閉環式控制系統有基礎的認識，並對電氣系統及安全使用有基礎的認識。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開環式和閉環式控制系統

•基本電學

•電能的轉換

•電器安全

3. 建議時間

4.5週x 2節 = 9節 (36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開環式和閉環式控制

系統

課堂練習
完成練習活動，達基本要求

2
1. 基本電學

2. 電能的轉換

1. 課堂練習

2. 軟焊接線習作設計

1.  完成練習活動，達基本

要求

2. 完成軟焊接線習作設計

3
1. 安全使用電器

2. 軟焊方法

1. 試用軟焊接線

2.  電子電路  -「軟焊接

線」製作

製作進度

4 「軟焊接線」製作 製作進度

5 「軟焊接線」製作及改良 完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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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五

學習單元 元素

(K6) 製造過程

相關知識—設計過程

設計上的考慮

選取合適製造過程上的考慮

個案研究—設計過程 - 創新乾髮器

1. 目的

學生對各種有助設計旳思考方法有基礎的認識，並於設計時考慮到合適的製造過程。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設計因素分析

•垂直和水平思考

•產品設計、生產和銷售的道德問題

•選取合適製造過程上的考慮

3. 建議時間

4週x 2節 = 8節 (32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1.設計因素分析

2.垂直和水平思考

1. 設計因素分析討論

2.  分組進行水平思考活動(老師

指定課題或乾髮器)

完成課堂活動，達

基本要求

2

1.  產品設計、生產和銷

售的道德問題

2.  如何加強所提供材料

的強度

與設計、生產和銷售的道德問題

有關的練習

完成課堂練習，達

基本要求

3 研究分析方法 創新乾髮器的研究 研究報告進度

4 創新乾髮器的研究 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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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六

學習單元 元素

(E3) 項目管理 相關知識—計畫及組織工作的步驟或程序

個案研究—成功的創新 - 智能電話

1. 目的

學生對新產品的開發及項目管理有基礎認識，並對新產品進行檢討和評鑑。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新項目開發的程序

•製訂項目的總體目標

•安排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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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開發的程序
「成功的創新-智能電話」  的

開發程序

完成活動，達基本

要求

2
1. 製訂項目的總體目標

2. 安排各項工作
「成功的創新-智能電話」研究 研究報告進度

3 「成功的創新-智能電話」研究 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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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七

學習單元 元素

(E6) 系統整合
相關知識 – 系統與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

專題活動 – 電子控制 –環境模型

1. 目的

學生對系統與系統及子系統之間的聯繫，及電子科技有基礎的認識。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電子科技的發展

•常用電子零件

•電子控制電路

•電路圖和印刷電路板安排各項工作

3. 建議時間

9週x 2節 = 18節 (720分鐘) 

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1. 電子科技的發展

2. 常用電子零件 認識電子零件的課堂練習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2 電子控制電路 認識電路的課堂練習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要求

3
電路圖和印刷電路板

安排各項工作
電子控制 –環境模型的考慮因素 完成考慮因素，達基本要求

4
1. 環境模型的資料搜集

2. 環境模型的設計考慮

完成資料搜集及考慮，達基本

要求

5 模擬軟件的使用

1. 模擬軟件的使用

2.  徒手繪畫表達環境模型的初步

設計

繪畫環境模型，達基本要求

6 模型製件方法

1. 改良環境模型的設計

2. 繪畫環境模型投影圖

3. 製作環境模型

1.  繪畫環境模型的設計，並說

明設計的意念，達基本要求

2.  繪畫環境模型的投影圖，達

基本要求

7 修飾模型方法 製件環境模型 製作環境模型進度

8
1. 製作及修飾環境模型

2. 製作設計報告
製件環境模及設計報告進度

9
1. 完成製件及修飾環境模型

2. 完成設計報告

完成環境模型及設計報告，達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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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八

學習單元 元素

(E7) 控制與自動化

相關知識 - 自動化控制

課堂練習 – 

繪製電子電路圖

電腦模擬氣動控制系統

1. 目的

1. 學生對運用電子、微處理器和電腦於控制自動化生產上有基本認識。

2.  使用結構套件去模擬氣動控制系統，以實現特定功能，從而對氣動控制系統有基礎

的了解。

2. 學生完成專題活動後應能掌握

1. 了解集成電路的基本分類；

2. 對IC555及IC741的基礎認識，及應用

於設計習作；

3. 了解電子、微處理器及電腦運用於自

動化生產；

4. 識別常用電子元件的代表符號，及繪

製簡單的電子電路圖；

5. 使用結構套件去模擬氣動控制系統，

以實現流量放大、信號切換、記憶功

能、延時功能、單作用氣缸控制、雙

作用氣缸控制等特定功能。

3. 建議時間

16週x 2節 = 32節 (6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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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內容

週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評估

1
了解集成電路的基本分

類
討論及搜集集成電路的使用 完成討論簡報

2 IC555計時器集成電路
課堂練習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

要求

3 IC741放大器集成電路 不同的集成電路有甚麼用處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

要求

4
了解電子、微處理器及

電腦運用於自動化生產
課堂討論

完成討論簡報

5
識別常用電子元件的代

表符號

課堂練習 1,2

繪製簡單的電子電路圖

完成課堂練習，達基本

要求

6 氣動簡介 認識模擬氣動系統軟件

7
氣動系統的各部份及安

全
氣動系統的各部份的認識

8

1. 氣動元件

2. 氣動迴路
從迴路圖識別氣動元件及氣

的流向

識別氣動元件，達基本

要求

9
1. 迴路圖佈局

2. 氣動控制安全措施

從迴路圖識別氣體於氣動裝

置中的流向

識別氣動裝置中氣體的

流向，達基本要求

10

1. 氣動模擬軟件的使用

2.  按迴路圖，接駁氣動

元件

1. 氣動模擬軟件的使用

2.  按迴路圖，接駁氣動元

件

使用氣動模擬軟件，選

取基礎氣動元件

11 流量放大、信號切換

分組活動：

1. 以軟件模擬氣動迴路

2.  按迴路圖，接駁氣動元

件

1.  使 用 氣 動 模 擬 軟

件，畫出基礎氣動

迴路圖，達基本要

求

2.  按迴路圖，接駁氣

動元件，達基本要

求

12
1. 記憶功能

2. 氣動延時迴路

13 單作用氣缸控制

14 雙作用氣缸控制

15 速度控制

16 氣動系統的應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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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  教材設計及教學活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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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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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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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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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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模擬軟件

學生透過使用不同電腦模擬軟件，可以設

計有關電路或氣動巡路等裝置的安排，部

份甚至可以作模擬測試，以便改良設計。

(vii)參觀及訪問

學生可以從參觀或訪問，獲取課堂以外的



增潤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二級)

教師手冊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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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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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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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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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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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I .  學習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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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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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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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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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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 設計課室圖書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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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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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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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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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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