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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2022/23 

學習領域／範疇：STEAM 教育 

教學設計 

 

鳴謝：此教學設計改編／摘錄自香港南區官立小學黃文詩主任及楊倩兒主任的課堂實踐 

 

學校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年級（科目）  小五（常識科） 

主題  導電體及絕緣體 

課時  70 分鐘   

學習目標  知識：  

 定義導電體和絕緣體 

 將材料分類為導電體或絕緣體 

 應用導電體和絕緣體的相關概念至現實生活中 

技能： 

 概括確定材料是電導體還是絕緣體的規則 

 在小組中協作設計和構建電路 

價值觀和態度：  

 培養對電導體和絕緣體主題的好奇心和興趣 

 了解科學實驗和觀察的重要性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知道何謂閉合電路及形成閉合電路因素。 

(2) 學生能設計及製作簡單的閉合電路。 

(3) 連接電池、電線和燈泡基本動手技巧。 

教學設計重點  課堂運用了預測—解釋—觀察—解釋 (PEOE) 的科學探究模式，學生

將參與動手和互動活動，例如識別和測試材料的導電性、設計和構建

自己的電路以及進行故障排除和調整。本教學設計旨在挑戰學生運用

高階思維技巧，並培養學生的個人及社交能力。課程結束時，學生將

對電導體和絕緣體的概念及其在電路中的作用有深入的了解，並掌握

一系列技能，使他們能夠設計和構建自己的電路。 

照顧學習差異的策略  ● 彈性分組 

● 高層次提問 

● 錨式活動 

 

學習活動流程 實施的基本原理和技巧 

預測階段 (Predict) 

學生將根據他們的前備知識和生活經驗對各種材料

的導電特性進行預測。教師讓學生查看材料清單，

並預測哪些會導電，哪些不會。學生將他們的預測

記錄在工作紙內。 

 活」轉教室翻「進行Nearpod 利用

收集學生的提引起學生動機以及動

，引帶著問題到課堂向學生 問，

。發思考  

解釋階段 (Explain)  學生完成實驗前進行預測，嘗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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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解釋他們的預測並概括他們自己的規則，以判

斷材料是導電體還是絕緣體。 

定一條規則去記錄導電的物品的共

同點。 

觀察階段 (Observe) 

學生將使用簡單的電路測試材料的導電性能。學生

將分組，將指定材料連接到電路測試儀並觀察燈泡

是否亮起，並於工作紙內記錄他們的實驗結果。 

 觀察並記錄實驗結果後，著學生比

較實驗結果與自己的預期結果，並

修定預測時所定立的規則。 

 照顧學習差異︰學生如有需要，可

以問老師領取「小錦囊」以得到實

驗的提示。 

解釋階段 (Explain) 

學生與同儕分享他們的實驗結果，並解釋為什麼他

們認為某些材料是導電體或絕緣體。學生制定規則

來確定材料是導電體還是絕緣體。 

教師帶領課堂討論，以澄清誤解，並提供有關現實

生活中導電體和絕緣體特性的更多知識（例如電線

用塑料包裹）。 

 從以上的實驗，歸納出:  

1) 能通電的都是金屬的物件，是導電

體；  

2) 不能通電的都是非金屬的物件，是

絕緣體。 

 教師提問︰ 

1) 日常家用電器的電線有不同部分，

哪些是導電體？哪些是絕緣體？ 

2) 電線要這樣設計的原因是甚麼？ 

3) 根據如果電線有破損，會有甚麼影

響和危機？應如何處理？ 

挑戰題（錨式活動） 

教師為學生提供其他材料進行導電性的探究，其中

包括：水、麵粉、白紙、果汁 

讓學生使用自己較早前定下來的規則來確定材料是

導電體還是絕緣體。學生將在實驗後修改他們的規

則。 

 [課後延伸活動1︰蠱惑的水] 

1) 教師利用兩杯水作實驗示範，邀請

兩名學生以A杯(鹽水)及B杯(蒸餾

水) 作通電測試。 

2) 讓學生觀察哪杯水能夠通電[A

杯]，並讓學生估計兩杯水不同的

地方。 

3) 教師再以「汽水」作為「挑戰

題」，邀請兩名學生作通電測試。 

4) 讓學生估計汽水/汽水罐能否通電，

並利用自己的「規則」，分析能否

通電的原因。 

 [課後延伸活動2︰挑戰題︰讓絕緣

體「通電」！] 

1) 教師以「怎樣做才能令這些絕緣體

『變成』導電體呢？ 」作延伸，

讓學生加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