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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STEM教育?
 STEM –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於90年代提出，涉及不同範疇如教育、工
業和經濟等



STEM教育的目的

 強化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並在科學和科技範
疇培養不同層面具備不同能力的多元人才，以加
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普及
拔尖



參考自本地、內地和國際的經驗，緊貼當前的教育發展趨勢，以及配合
學校課程的持續更新，亦回應社會、經濟和人口的宏觀環境變化：
i. 以學習者為中心

配合學生的需要和興趣

ii. 提供學習經歷
與STEM相關的學習機會是學生學習經歷中的重要一環（包括課堂外的
學習）

iii. 就不同目的、意見和興趣取得平衡
考慮到學生的興趣和需要、教師的意見，以及與社區持分者的夥伴關係

iv. 建基於現有優勢
建基於學校現有的推行經驗和其他有利因素，例如靈活運用學習時間、
安排全方位學習的經驗等

v. 持續發展
推動STEM教育是一個不斷改進的發展過程



 在科學、科技及數學範疇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並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以助他們日後在有關範疇升學和就業，應對現今世界的轉變所
帶來的挑戰。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生二十一世紀所需要創
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具備創新思維。

 強化校內教師的專業能力和他們之間的協作，以及教師與社區持份者的
夥伴合作關係。

 培育與STEM範疇相關的人才和專家，為香港及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學科知識
綜合與應用



知識

態度技能

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
積極的態度

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
並強化綜合和應用
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培養多元人才
以提升香港的國

際競爭力
培養創造力、協作
和解決問題能力，

並推動創新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STEM學習活動的建議模式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模式一
建基於一個學習領域課題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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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 數學教育量度

圖片來源: Na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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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綜合不同學習領域的相關學習元素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專題研習

綜合和應用

數學教育學習
領域學習元素

科技教育學習
領域學習元素

科學教育學習
領域學習元素



食物

金字塔

食物
成分

數據的
收集和
整理

數學教育估計與
量度

健康的飲食

科學教育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科技教育

• 設計餐單

• 編寫計算卡路里的手
機應用程式

• 食品研發

食品研究
與開發

烹調食物
及食物衛
生原理



2. 增潤學生
學習活動

1. 更新課程

3. 提供學與教
資源

5. 加強與社區
夥伴的協作

6. 進行檢視及
分享良好示例

4. 加強學校
與教師的專業發展



更新課程架構

 更新科學科(中一至中三)課程內容(例如生命科學範疇)

 進一步加強學生認識科學的應用和科學與日常生活的關聯

 加強教學法以促進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例如：科
學探究、問題為本學習、設計和製作活動）



更新課程架構(中一至中三)
 在「資訊和通訊科技」知識範圍安排不少於百份之三十的課時教授程

序編寫的概念（包括編碼）。

 在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下的六大知識範圍，即「資訊和通訊科技」、
「物料和結構」、「營運和製造」、「系統和控制」、「科技與生活」
組織成為十六個核心及十個延伸學習元素單元，以確保學生能獲得全
面和穩固的知識基礎

 建議所有學校安排百份之八的課時(每6天週期4 節)，教授核心學習元
素單元。部分學校可考慮提供延伸學習元素單元，以配合學生的不同
學習需要(安排不多於百份之十五的課時)

 推廣以主題為本和包含設計與製造元素的學習活動，透過這些專題研
習活動可提升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透過進行手腦並用的STEM相關活動，培養學生的興趣和好奇心，使他

們為大眾福祉而解決問題和創造解難方法



更新課程架構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小一至中六）課程將分階段進行全面檢視

 優化學習進程的縱向連貫性、加強與其他學習領域的橫向連繫，並促進
STEM教育，以及配合課程持續更新的其他發展重點

微調學與教次序

加強「數據處理」和「概率」的學與教，培養學生運用數據計算風險和
作明智決定的能力

加強為學生提供學與教活動（例如：專題研習、數學建模和問題為本學
習），讓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並有創意地解決問題、建立新的
構思或經審慎計算而作出判斷。

備註：

-為小一至中三更新數學課程內容 (2016)

-為中四至中六更新數學課程內容 (2017)



更新課程架構
 更新課程內容(例如：低碳生活、全球暖化)

 增潤有關應用科學與科技來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學與教活動
(例如：日常生活中的能源使用、簡單機械的運用)

 促進教學法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應用知識和技能（例如：科
學探究、專題研習）

 培養學生的基本科學過程技能（例如：觀察、量度、分類、傳
意）



2.1 組織大型學生博覽會

2.2靈活及彈性處理課時，有效運用課堂以外的學習時間，
為學生安排學習活動，使學生能獲得寶貴的學習經歷(例
如：跨學科和跨學習領域的專題研習或比賽)

2.3提供機會讓具有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學生參與本地、國家
及國際性與STEM相關的比賽或活動

2.4提名具特別才能的學生申請本地及海外獎學金



3.1 製作資源套，提供跨學科活動、專題研習的資料予教師參考
(例如：小學常識科新發展的學與教資源套)

3.2 提供使用電子資源的建議，例如網上圖書館、網上課程、電子書
及其他與STEM教育相關的網上資源，以助提升學與教效能

3.3 增潤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負責管理的「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
平台」的資源

3.4 加強推廣不同團體（例如香港科學園和香港科學館）製作的學與
教資源和所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漁農自然護理署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展城館

香港天文台

香港太空館

香港濕地公園

航空探知館

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海事博物館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

嗇色園生物科技
流動實驗室計劃

世界自然基金會
米埔自然保護區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香港科學館

香港科技園

英國文化協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青年企業家發展局
香港機場管理局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非政府機構 政府及有關機構專上院校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浸會大學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4.1為校長及學校課程領導舉辦研討會。透過這些活動，匯聚有關
持分者，推動STEM教育。

4.2在未來三年，教育局會持續為全港中小學的中層管理人員和教
師舉辦專業培訓課程

4.3透過不同的平台(例如：教育發展基金「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和「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建立專業學習社群，促進
專業知識的交流

4.4讓教師與本地、內地及海外學者交流，認識科學與科技範疇的
最新發展，擴闊視野



STEM 教育

社群

教育局及

課程諮詢

委員會

中學及

小學

專業團體 (例
如：香港數理教
育學會、香港科
技教育學會、香
港工程師學會)

其他政府
部門 / 政府
相關組織

非政府組織

大專院校



6.1 進行研究和評鑑，適時檢視課程

6.2 識別良好的學校示例，並總結經驗

6.3 透過專業培訓和卓越中心，例如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計
劃、教育發展基金的「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分享學校推行
STEM教育的實例



 STEM教育- 以「專題研習」培養創造力、創新思維、協作和解決問題能
力，以及企業家精神

 資訊素養- 有效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

 跨課程語文學習（LaC）/跨課程閱讀（RaC）- 包括有效地表達創新意
念

 優化共通能力 - 基礎能力、思考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價值觀教育 -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例如：通過解決真實的
問題，改善生活，貢獻社會和國家

教育局網站>課程發展>最新專題>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URL address: http://www.edb.gov.hk/renewal



學習領域/
學科課程指引

諮詢開始日期 諮詢完結日期 公布日期

科學, 科技, 數學
(STEM教育) 

2015年11月 5 及 6日
(科學 - 11月 9 及 25日)
(科技 – 11月 20 及30日) 

(數學 - 11月 10、 11、 23     
及26日) 

2016年1月4日 2016年中

小學常識科 2016年2月 2016 年3月 2016年6月底



推動STEM教育

是

持續的發展過程

協作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