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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資優課程

課程簡介

2023年10月4日

(課程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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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中的香港經濟
The Changing Hong Ko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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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識 有關有趣

轉變中的
香港經濟

金融業

旅遊業

數據

分析

貿易
服務業

經濟學
概念

課程目標

加廣跨科

加深增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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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轉變中的香港經濟 (中文及英文版)

課程設計：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級別 內容 所需學習時數

第一級 4個範疇

(共15課) 

約60小時

級別總測驗

第二級 3個範疇

(共12課) 

約80小時

級別總測驗

第三級

(高中程度)

2個範疇

(共10課) 

約80小時

級別總測驗



1.香港的經濟發展概況

1.1 從漁農經濟發展成轉口港

1.2 香港經濟的工業化

1.3 服務業成為香港的主導產業

1.4 香港已成為高增值服務中心

3.香港的經濟周期

3.1 經濟周期

3.2 影響本地生產總值的因素

3.3 經濟衰退及穩定經濟政策

2.怎樣量度香港的經濟表現

2.1 本地生產總值

2.2 本地居民生產總收入

2.3 本地生產總值的國際比較

4.香港的經濟增長和發展

4.1 量度經濟增長

4.2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

4.3 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係

4.4 經濟增長引起的問題

4.5 「一帶一路」計劃及

香港的角色
6

第一級(中文版) 

香港經濟發展：波動中增長 課題 (共14課)
由古至今 發展重點

主
要
經
濟
概
念



1.香港：

國際旅遊城市

1.序言

2.香港旅遊業發展概況

3.香港旅遊業的經濟

貢獻

4.香港旅遊業的機會

與挑戰

2.香港：

國際貿易樞紐

1.序言

2.香港：國際貿易中心

3.貿易及物流服務業

對香港經濟的貢獻

4.貿易及物流業的競

爭優勢與挑戰

3.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

1.序言

2.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

3.香港金融業的經濟

貢獻

4.香港金融業的機會

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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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要行業 (共12課) 當代香港 主要行業

經
濟
概
念
數
據
分
析

第二級(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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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議題 (共10課)

1. 香港應否檢討

「自由行」政策﹖

1.「個人遊」議題的

背景

2.「個人遊」的經濟

貢獻

3.「個人遊」對社會

的影響

4. 總結

2.香港應否增加扶貧

福利﹖

1.甚麼是收入不均？

2.收入不均對社會有

何影響？

3.如何量度收入不均？

4.導致收入不均的成因

5.應付收入不均(貧富懸
殊)問題的政策討論

6. 總結

當代香港 經濟議題

像
經
濟
學
家
般
思
考

第三級(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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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 (English Version) 
Development of HK Economy: Growth in Fluctuations (14 Topics)

1. HK Economic Development
1.1  From an Economy of Agriculture  

& Fishery to an Entrepôt
1.2  Industrialisation
1.3 Service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Industry
1.4  HK Has Become a High Value-

added Service Centre

3. HK’s Business Cycle
3.1  Business Cycle
3.2  Factors Affecting GDP
3.3  Economic Recession and  

Stabilisation Policies

2.  How to Measur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HK?

2.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2 Gross National Income
2.3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GDP

4. HK’s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4.1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4.2 Factors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4.3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4.4 Problems Caused by Economic Growth
4.5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Hong Kong’s Role



1. HK-International   
Tourism City

1. Concepts
2. Development of HK  

Tourism
3. Contribution of HK  

Tourism to Economy
4.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of 
HK Tourism

2. HK-International Trade  
Hub

1. Concepts
2. HK: A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3. Trading & Logistics 

Services Industry:  
Contribution to HK

4. Trading and Logistics 
Services Industry 

3. HK-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1. Introduction
2. Development of HK'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3.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HK Financial 
Industry

4.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of HK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10

Hong Kong Major Industries (12 Topics)

Level 2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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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ould HK Review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IVS)” Policy?

1. Background: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2.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IVS

3. Social Impacts of IVS
4. Conclusion

2. How should HK Deal with
Income Inequality?

1. Why?
2. Impacts on society
3. How to measure income 

inequality?
4. What Leads to Income 

Inequality?
5. Policies Targeted at Income 

Inequality & Wealth Disparity
6. Conclusion

HK Economic Issues (10 Topics)
Level 3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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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閱讀(文字、圖表、數據)中

探究及分析問題

• 探究深入程度由學生自定

-自選研習延伸閱讀的份量

-瀏覽不同超連結

• 善用多媒體學習資料

-電視評論/紀實節目/人物專訪

-協助學生深入及多角度了解議題

內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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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鼠標移到」效果(Mouse-over)

1. 為艱深字詞、概念提供簡明解釋，使學生增進詞彙和
概念的認識

2. 提供參考網頁和影片，學生自主進行延伸學習

中英對照

促進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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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 培育及發展高層次思維

- 掌握香港經濟的轉變和發展趨勢

- 着重數據分析、尋找經濟概念之間的關聯

- 對不同香港經濟議題作理性討論和評價

包括下列各類分析題目:

• 數據分析: 應用經濟概念，培育數據分析和推論能力

• 趨勢分析: 解釋轉變的關鍵、預測發展趨勢

• 內容分析: 事物內容

• 功能分析: 事物所扮演的角色或所發揮的功能

• 關係分析: 各要素、概念之間的關係

• 過程分析: 因果關係、發展過程

• 比較分析: 比較異同、影響

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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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題

配對思考組織圖

填圖

開放式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s
鼓勵延伸學習並
提高自學能力

題型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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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課題：影響香港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

內容舉隅

題型：配對
根據經濟學對不同生產要素的
比較分析，辨識香港財政預算
案背後的政策理念。

議題：
是實物資本還是人力資本促進香港近年的經
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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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配對
(以拖放方式作答)
根據經濟學概念，
比較分析不同行業
分別屬於哪種產業。

第一級課題: 
量度香港的

本地生產總值方法

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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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開放式問題
應用經濟學概念，

為情境作辨析和推論。

第一級課題：經濟挑戰站
量度本地生產總值

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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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舉隅

第二級課題
香港：國際貿易中心

圖A：香港商品進口 圖B：香港商品出口 圖C：香港商品轉口

題型：圖表分析
比較及分析在1980年至
2013年間香港商品進口、
出口及轉口的變化。
進而解釋有關變化，並
預測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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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舉隅

第三級課題：
香港應否檢討

「自由行」政策﹖

題型：數據分析
引用經濟學概念及方法
分析現實世界的真實問
題(authentic issues)，能
夠有效促進人文學科資
優/高能力學生的高層次
思維技巧。

相關經濟學概念的介紹，
引導學生從多角度考慮
有關議題，促進慎思明
辨能力。



運用本課程，促進資優學生的自主學習

有關自主學習的兩道重要問題：
1. 教師的精力和時間會否花在製作課堂外的學生自主

學習材料，而忽略了備好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果？
2. 學生有甚麼動機、誘因在課堂外、在家裡做電子習作？

自主學習材料，與課堂內的學習有甚麼關係？如何得
到回饋？

~趙志成(2015)：《推行自主學習的進路、策略與再思》，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問題1：
本課程為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的專家學者所設計，
內容充實，大大減輕了教師為資優學生製作課堂外
自主學習材料的精力和時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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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適課程：
加深——選取部分內容(例如：自由行)的數據及資料設挑戰題
加廣——讓學生收看課程內的影片(例如：支柱行業)/翻轉課堂

• 堂上滙報/小老師：課程學員與其他同學分享所學；
老師從中辨識更多有興趣與潛質的學生

• 抽離式小組：志同道合的學生交流學習難點、心得；
進一步參加相關校外學習、比賽(例如：與社會時事相關的比賽)

• 全校活動/校園電視台：資優學生以另一個形式總結所學

• 聯課活動：
選取部分內容(例如：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作辯論比賽主題

問題2：
設計多元化學習活動，以提升資優學生的自主學習動機

學習領域 / 科目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相關科目
• 數學科



迦納-多元智能理論 (Howard Gardner 1985, 1999)

語文

肢體
動作

邏輯
數學

人際
關係

空間 內省

音樂

自然
辨識

如何在涵蓋「多元智能」的
「學生人才庫」中甄選合適
人選去修讀這個網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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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及
自主學習

意願

閱讀、
數據分析

慧眼識資優：如何甄選適合的學生？

=> 學習動機 /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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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

課堂觀察

本港及/
或國際

相關獎項

學生課業學生作品

教師甄選

家長推薦、
教師覆核

自薦、
教師覆核

多元化識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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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宜只偏重學科成績

甄選學生：注意事項

~研究指出：
不少資優學生「潛能未展」，學業成績不如人意。
而具挑戰性的增益課程有助逆轉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的學習問題

•不宜忽略對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相關科
目(特別是經濟議題、數據分析)和數學科
具濃厚興趣和潛質的學生

•中、英文版本：學生宜選擇自己最有信心
掌握的學習語言



數學
Mathematics

1



課程目標

• 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一些數學課程
以外的課題，以拓寬學生對數學
的認識

• 透過網上互動的學習以啓發學生
對數學的興趣，並鼓勵自主學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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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1. 代數 (Algebra)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4

代數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1算術挑戰 1負數簡介 1深入瞭解多項式

2算術基礎 2數線上的四則運算 2數列

3一元方程 3數線上的算術性質 3級數

4二元方程組 4負數的應用

5其他應用 5一元多項式

6代數史淺談 6解二次方程

7二次公式

8二次方程的應用



1. 代數 (Algebra)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5

課程第三級：
深入瞭解多項式



2. 數論 (Number theory)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6

數論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1古埃及記數系統 1質數 1線性同餘方程

2巴比倫記數系統 2同餘算術 2數論中的重要定理

3瑪雅和印度‐阿拉伯記數系統 3歐幾里德算法 3密碼學

4其他古文明的記數系統

5其他的記數系統



2. 數論 (Number theory)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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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第一級：
巴比倫記數系統



3. 幾何學 (Geometry)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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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學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1歐幾里德幾何學 1圓 1幾何變換

2三角形 2共點與共線 2反演變換

3多邊形 3其他經典定理 3複平面的幾何



3. 幾何學 (Geometry)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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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第二級：
其他經典定理



4. 組合數學 (Combinatorics)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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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數學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1乘法和加法法則 1容斥原理 1鴿籠原理

2乘法原則的用法 2圓形排列 2二色圖

3加法法則 3類形的分配 3數學歸納法

4全取排列 4過渡篇‐多項式 4拉姆齊理論

5挑選和挑列 5二項式

6組合 6組合數學與求和問題

7組合的其他應用

8組合的性質



4. 組合數學 (Combinatorics)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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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第三級：
二色圖



5. 概率 (Probability)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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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1概率與試驗 1事件的組合 1隨機變量

2概率論的誕生 2組合事件的概率 2組合不同的隨機變量

3概率的計算(1) 3條件概率和獨立事件 3隨機變量的期望值

4概率的計算(2) 4貝葉斯定理 4隨機變量的和的期望值

5概率與遺傳學 5決策

6隨機變量的方差



5. 概率 (Probability)

課程簡介：第一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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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第二級：
事件的組合



6. 複數 (Complex numbers)

課程簡介：第二至第三級

14

複數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1複數簡介 1深入瞭解單位根與棣美弗定理

2複數的四則運算 2三次方程

3坐標平面及極坐標 3歐拉公式

4複平面



6. 複數 (Complex numbers)

課程簡介：第二至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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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第二級：
複平面



課程簡介

16

課題 代數 複數 幾何學 組合數學 概率 數論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與數學課
程之連繫

 ＊    



17

課程特色



課程特色：鼓勵自主學習

1. 課題開展前設有前言╱簡介╱學習目標，
讓學生深入研習課題先有概括認識

18



2. 設分層教材設計，讓學生能依自己的
步伐學習

19

課程特色：鼓勵自主學習



3. 利用互動介面，讓學生能逐步研究題解

20

課程特色：鼓勵自主學習



3. 利用互動介面，讓學生能逐步研究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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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鼓勵自主學習



4. 利用虛擬實驗，培育學生的探究精神

22

課程特色：鼓勵自主學習



5. 設有延伸知識，鼓勵網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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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鼓勵自主學習



6. 設有挑戰題於課題完結時讓同學作進
一步思考

24

課程特色：鼓勵自主學習



總結

•網上資優課程（數學）涵蓋一些數學課程

以外的課題，有助拓寬學生對數學的認識

•課程設計互動，鼓勵學生作自主學習

•老師亦可選用課程內一些有趣或有挑戰性

的課題作課堂教學之用，擴闊學生眼界

25



地球科學
Earth Science

1



課程目標

瞭解地球科學
學習範疇涉及
的科學概念

掌握相關
專門用語

就與地球科學
相關議題作
明智判斷

提升高層次思
維、解難能力

鼓勵自主學習

2



3



4



地球科學 第一級

• 1.1 太陽系與地球
• 1.2 地球的量度
• 1.3 地球的形成
• 2.1 地球的內部結構
• 2.2 大陸飄移與板塊構造
• 2.3 板塊邊界與板塊移動
• 3.1 礦物
• 3.2 常見的岩石
• 3.3 香港常見的岩石

• 第 1 級測驗

課程結構

5



地球科學 第二級

• 4.1 地球的大氣層
• 4.2 海洋和水圈
• 4.3 斷層、褶曲和造山運動
• 5.1 地震
• 5.2 地質年代表
• 5.3 地表作用
• 6.1 地下水和山泥傾瀉
• 6.2 岩石形成的過程
• 6.3 香港的地貌

• 第 2 級測驗

課程結構

6



課程結構

地球科學 第三級

• 7.1 礦物
• 7.2 地球的磁力
• 7.3 重力
• 7.4 地質學與發展
• 7.5 能源資源
• 7.6 我們的生活環境
• 7.7 全球氣候變化

• 第 3 級測驗

7



地球科學 第一級 地球科學 第二級 地球科學 第三級

• 1.1 太陽系與地球
• 1.2 地球的量度
• 1.3 地球的形成
• 2.1 地球的內部結構
• 2.2 大陸飄移與板塊構造
• 2.3 板塊邊界與板塊移動
• 3.1 礦物
• 3.2 常見的岩石
• 3.3 香港常見的岩石

• 第 1 級測驗

• 4.1 地球的大氣層
• 4.2 海洋和水圈
• 4.3 斷層、褶曲和造山運動
• 5.1 地震
• 5.2 地質年代表
• 5.3 地表作用
• 6.1 地下水和山泥傾瀉
• 6.2 岩石形成的過程
• 6.3 香港的地貌

• 第 2 級測驗

• 7.1 礦物
• 7.2 地球的磁力
• 7.3 重力
• 7.4 地質學與發展
• 7.5 能源資源
• 7.6 我們的生活環境
• 7.7 全球氣候變化

• 第 3 級測驗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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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圖像化方式描述科學現象。

課程設計

9



• 以動畫形式模擬及解釋科學現象和科學
理論。

課程設計

10



• 滑鼠點到之處，即現辭義幫助學生
掌握科學的專門用語。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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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多元化的互動練習，幫助學生鞏固
知識。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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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課題設有學習目標。

課程特色 ‐ 鼓勵自主學習

13



• 每個課題具備即時回饋的練習和評估。

14

課程特色 ‐ 鼓勵自主學習



• 設有延伸知識，鼓勵網上研究。

15

課程特色 ‐ 鼓勵自主學習



• 設有自學研究問題，鼓勵網上研究。

16

課程特色 ‐ 鼓勵自主學習



• 活用開放式題目，激發學生明辨性思考。

17

課程特色 ‐強化高階思維



• 引入「手動腦動」的活動

18

課程特色 ‐ 提高學習動機



19

課程特色 ‐ 提高學習動機
• 引入「手動腦動」的活動



就與地球科學相關議題
作明智判斷

例子一

20



考考你
全球暖化是

人造還是自然？

21



考考你
全球暖化是

人造還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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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分析
(Graphical
analysis)

考考你
全球暖化是

人造還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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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業革命起，由於使用化石
燃料、 砍 伐 森 林 等，人類不斷
改變大氣的成分。這些溫室氣
體會把地球表面散發的熱能困
在空氣中，使地球氣溫上升，
這就是全球暖化的主要成因。

25



大氣中CO2、CH4和N2O的濃度 （圖片來源：IPCC AR6）

2019年大氣中二氧化碳（CO2）濃度達410 ppm，如此高濃度是最少200萬年所未
見。大氣中甲烷（CH4）和氧化亞氮（N2O）濃度於2019年分別達1866 ppb和332 
ppb，它們的濃度是最少80萬年所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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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地球科學相關議題
作明智判斷

例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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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冰川融化

導致



冰川融化

全球暖化

導致 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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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融化

導致 加劇

???

30

全球暖化



1. 海洋比冰吸收更多熱能。冰的表面能反射光和熱，因此，當更多冰川融化
，海洋便會吸收更多熱能，加速全球暖化的影響。

31



冰川融化

導致 加劇

???

32

全球暖化



冰川融化

導致 加劇

???

海平面上升？
33

全球暖化



1. 海洋比冰吸收更多熱能。冰的表面能反射光和熱，因此，當更多冰川融化
，海洋便會吸收更多熱能，加速全球暖化的影響。

2. 北極的冰冠是不足數米厚的薄冰層，這些冰層其實浮在水中，就像水杯裏
的冰塊一樣。事實上冰冠融化不會導致海平面上升，因為冰塊的排水量與
其本身的體積相同。全球暖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主要是由於大陸冰原及高
山冰川融化。

34



如何識別資優/高能力學生?
‐ 校本人才庫

- 哈佛大學迦納教授（Dr. Howard Gardner）提出“多元智能”概念，它們分
別是： 語言智能、邏輯數學智能、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身體動覺智能、
自省智能、人際關係智能、自然辨識智能。每個人都擁有以上各項智能，
只是在各項中的表現，有強有弱，因人而異。每項智能都可以經學習和訓
練而達到一定水平。資優學生會在以上一項或數項智能中表現優異。現時
很多國家及地區，均參考這個較為多元化的觀點來制定資優教育政策。



如何識別資優/高能力學生?

多元智能 特徵

邏輯數學智能 主動探索事物的規律、因果關係或邏輯關係，
擅長抽象思維。

空間智能 善於辨認方向，閱讀地圖及交通路線圖，欣賞
平面及立體設計，精於記憶描述分析及統整視
覺意念及圖像。

自然辨識智能 熱愛大自然，喜愛天文地理，對農村或漁村有
濃厚興趣，具環保意識，洞悉大自然生態規律。



課程中的實例
邏輯數學智能

空間智能

自然辨識智能



網上資優課程
課程簡介

古生物學
Palaeontology

Source of imag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yal_Tyrrell_Museum_of_Palaeontology.jpg



課程目標

瞭解古生物學
涉及的

科學概念

鼓勵自主學習

提升
高層次思維、
解難能力

掌握相關 專門用語

掌握相關
專門用語



課程結構

第一級：化石的基本認識



課程結構

第二級：史前的無脊椎動物及脊椎動物



課程結構

第三級：古生物的分類譜系及演化



課程設計

考考你
這些都是有關

三葉蟲的化石，
他們有甚麼分別？



實體化石 (Body fossil)

模鑄化石 (Mold and cast fossil)

遺跡化石 (Trace fossil)

圖像化



圖像化



石化作用( Fossilisation )分為
a. 礦質充填作用

(Permineralization)
b. 置換作用(Replacement)
c. 碳化作用(Carbonisation)



石化作用( Fossilisation )分為

a. 礦質充填作用(Permineralization)

b. 置換作用(Replacement)

c. 碳化作用(Carbonization)

互動
練習

Drag-and-
drop



岩石

沉積岩
Sedimentary  

rock

變質岩
Metamorphic  

rock
火成岩

Igneous rock

由經過高溫高壓等作
用後形成的岩石

由岩漿噴出地面／侵
入地殼後冷卻
凝固形成的岩石

於水中經過長時間
沉澱、緊壓、凝結
和岩化所形成的

岩石



岩石

沉積岩
Sedimentary  

rock

變質岩
Metamorphic  

rock
火成岩

Igneous rock

考考你
以上哪一種岩石
較容易找到化石？





遊戲化
Gamification



分類
Classification 

Drag-and-
drop



紀錄
短片



考考你
這張圖片有
甚麼含意？



鳥類起源的學說：
鳥類的祖先是恐龍？



地棲說
vs.

樹棲說

科學的本質
Nature of  
science



始祖鳥 馳龍科恐龍

請問始祖鳥與馳龍科恐龍的
前肢掌骨結構 有甚麼相似的地方？

引導式
問題



始祖鳥 馳龍科恐龍

我支持
樹棲說



火雞的
右尺骨

伶盜龍的
右尺骨





鳥類起源的各種爭議

……

雖然有眾多相同特徵，但還是有一些解剖學上的差異，否定了
恐龍是鳥類的祖先。例如一些頭骨後部的結構、牙齒的生長方
式，還有恐龍的三隻手指為第1、2、3指，而鳥類的卻是 2、3、
4指。

雖然手盜龍類恐龍和鳥類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卻可能是
平行演化或趨同演化的結果，即各自獨立演化而獲得相類似的特
徵，實際上可能並非有親緣關係。

眾多與鳥類非常相似的恐龍，生存的時代不是比始祖鳥晚就是
差不多，時代上如此接近的兩類動物怎麼有一個是祖先呢？
就好比黑猩猩與人類同時存在，黑猩猩有更多原始的特徵，
卻不能說牠是人類的祖先。



深化知識：
不同的生物
分類方式



刺激
高階思維



生物大滅絕



你認為第六次生
物大滅絕會發生
嗎？
如有，會在何時
發生？
什麼物種會最受
影響？





網上資優課程—
天文學

1



目標

透過天文學讓科學資優學生盡展所長

2



課程結構及與學校課程的連繫

3



4

第一級課程



第一級課程

1.1 夜空 1.2 常見天文現象 2.1 太陽系與地球

1. 恆星與星座 1. 日蝕 1. 太陽系入門

2. 星起星落的時間逐漸變更 2. 月蝕 2. 我們的太陽

3. 星圖 3. 流星和流星雨 3. 內行星

4. 天球 4. 雙筒望遠鏡觀測 4. 外行星

5. 浪遊者 5. 矮行星

6. 季節星座 6. 小行星

7. 天文學的量度方法 7. 彗星

第一級測試

5

小六：
主題： 宇宙窺探
單元： 衝出地球
內容： 地球的自轉和公轉

太陽系的太陽和行星
地球及月球運行的相關現象，如日蝕和月蝕



第二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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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課程

2.2從以地球為中心的
宇宙到以太陽為中心的
宇宙

3.1 太陽系的起源 3.2 行星 3.3 飛出太陽系

1.日心說 1. 恆星系統的誕生(太陽
系是怎樣誕生的？)

1. 類地行星的形成(行星
的自我完善)

1. 星雲

2. 行星的運行 2. 行星的形成(地球是怎
樣誕生的？)

2. 類地行星的大氣(大氣
籠罩的行星 –上篇)

2. 星團

3. 牛頓的動力理論 3. 行星的分化(蛋與地球) 3. 類木行星的大氣(大氣
籠罩的行星 –下篇)

3. 星系

4. 太空探索

第二級測試

7

高中物理科
選修部分
VI.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b.      天文學的發展史

i. 行星運動模型
c.      重力下的軌道運動

i. 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ii. 無重狀態
iii. 能量守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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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課程



第三級課程

4.1 光與望遠鏡 4.2 恆星的特性 4.3 恆星的形成與演
化

5.1 宇宙的大小 5.2 宇宙學 –初探

1.光的一般現象 1. 測量恆星的大小 1. 恆星的誕生 1. 宇宙的大小 1. 宇宙學是甚麼？

2. 光的兩面 2. 亮度與光度 2. 主序星 2. 視差法 2. 大爆炸

3. 折射與反射 3. 顏色與溫度 3. 從主序星到紅巨
星

3. 變星量天尺

4. 光的強度與亮度 4. 質量 4. 恆星之死 4. 超新星也是標準
燭光

5. 星光與天文學 5. 分類 5. 紅移

6. 光的焦點 6. 宇宙的結構

7. 影像的形成

8. 探測和記錄光線

9. 望遠鏡

10. 望遠鏡越大越好
嗎？

第三級測試
9

高中物理科
選修部分
VI.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a. 不同空間標度下的宇宙面貌

i. 宇宙結構
d.       恆星和宇宙

i. 恆星的光度和分類
ii. 多普勒效應



課程特色

利用動畫模擬不同的情景以解釋抽象的概念

10



11

模擬與觀察



上面是2005年10月3日於西班牙馬德里拍攝到的日蝕片段。日蝕是一種常見的
天文現象，日蝕分為三種：日偏蝕、日全蝕和日環蝕。

12

日蝕的種類



13

春季星座



課程特色

以互動及有趣的活動介紹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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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牛頓運動定律



16

恆星與星座



17

星光與天文學



課程特色

透過不同的練習/小測/單元總結，讓學生得
到適時的回饋

18



練習

19



練習

20



21

練習



練習

22



23

單元總結



24

單元總結



課程特色

提供充足的輔助工具，以促進及延伸學
生的學習

25



26

名詞解釋



27

超連結 (相關網頁)

超連結



28

延伸知識



29

延伸閱讀



3030

實物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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