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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文件

• 2002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2013年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一至
中三級) - 課程補充資料(主流學校)



2015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補充資料
(中一至中三) (初稿) 



科技教育發展路向

• 由掌握以學科為本而
又容易過時的知識和
技能

• 理解寬廣的科技情境，
以便緊隨世界轉變。

• 由偏向學術性、職業
技能學習

• 平衡學術與實踐，增
加學生解決生活問題
能力

• 由學科為本課程 • 以多元化模式設計的
課程

2002年 初中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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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初中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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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知識範圍

(I)
資訊和通
訊科技

(II)
物料和結
構

(III)
營運和製
造

(IV)
系統和控
制

(V)
策略與管
理

(VI)
科技與生
活

學習範疇二： 「 設計及製作」過程

科技過程

學習範疇三： 覺知/ 評鑑

科技的影響

學習範疇一：

科技的知識

(共通課題)

1. 科技與社會 2. 安全與健康

3. 資訊處理及演示 4. 設計及應用 5. 消費者教育

共通
能力

價值
觀態
度



科技與生活學習元素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補充資料 (中一至中三) (2015)(初稿)

核心課程 延伸課程

• K10 食物與營養
• K11 食品烹調與加工
• K12 布料及衣物製作( I )
• K13 時裝及衣物審美能力( I )
• K14 家庭生活
• K15 家庭管理及科技( I )

• E8布料及衣物製作 ( II )
• E9時裝及衣物審美能力( II )

• E10家庭管理及科技 ( II )



中央課程要求 持份者

其他資源 限制

校本課程目標

廣度 vs 深度

理論 vs 應用(技巧)

從中央課程到校本課程的考慮



低碳生活

K14

綠色飲食

K10 K11 K14
K15

科技與社會

資訊處理及演示

消費者教育

畢業茶會

K10 K11 K14
K15

資訊處理及演示

科技與社會

消費者教育

舊衣改造

K12 K13 K14
K15 E8 E9

消費者的教育

時裝設計

單元設計



教學示例特點

• 涵蓋多個學習元素(K10-K15)及共通課題

• 運用共通能力，發展創造力､明辨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 手腦並用，解決生活難題貼近日常生活

• 運用不同策略照顧學習差異

• 多元教學活動：探究、討論、實作

• 評估策略：學生自評及互評、教師評估



學校分享重點

• 校本課程的修繕過程及考慮

• 單元內容所涵蓋中央課程的學習元素(K)

• 單元設計理念(內容、時間的分配)

• 單元設計試行分享(反思、調適工作、成效、建議、優化方法)



總結



實踐流程



建議多運用



照顧學習差異的策略

• 分組

• 同質分組 --根據學生處理文字能力分組(搜集資料:分圖片組、報章雜誌組、

IPAD組)

• 異質分組 –當學生需要互補不足時(烹調食物、設計及改造舊衣)

• 供學生選用物料/方法的數目作設計

• 分能力工作紙(從圖片到文字)



衣、食、住、行

食譜搜尋

產品價格查

金錢預算vs檢討

環保畢業聚餐

環保概念

食物標籤

食品製作

資訊科技應用

金錢管理

食譜分析

食物部份

17

教學示例的靈活運用（一）



衣、食、住、行

食譜搜尋

產品價格查

金錢預算vs檢討

環保畢業聚餐

環保概念

食物標籤

食品製作

資訊科技應用

金錢管理

食譜分析

食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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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的靈活運用（二）

網上
購物



衣、食、住、行

食譜搜尋

產品價格查

金錢預算vs檢討

環保畢業聚餐

環保概念

食物標籤

食品製作

資訊科技應用

金錢管理

食譜分析

食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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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的靈活運用（三）

製作整
個聚餐
餐單



衣、食、住、行

食譜搜尋

產品價格查

金錢預算vs檢討

環保畢業聚餐

環保概念

食物標籤

食品製作

資訊科技應用

金錢管理

食譜分析

食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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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的靈活運用（四）

環保聚餐的
安排：佈置
､餐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