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推動 STEM 教育 
 
本文件名為《推動 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概覽，旨在就香港

中、小學推動 STEM 教育所提出的建議和策略，蒐集教育與社會各

界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本文件應與《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
領域課程更新》諮詢簡介一併閱讀。 
 
本文件提及有關推動 STEM 教育的建議和策略，將會與學校未來十

年的校本課程發展有直接關係，亦為未來的學校課程持續更新擬定

方向。若對本文件有任何意見，請於 2016 年 1 月 4 日或之前致函﹕ 
 
     九龍塘沙褔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 2 樓 232 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科學教育） 
    （傳真﹕2194 0670；電郵﹕science@edb.gov.hk） 
 
 
 
 
 
課程發展議會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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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 
 
簡介 
 
1. STEM 是 代 表 科 學 (Science) 、 科 技 (Technology) 、 工 程    

(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各英文譯寫的首字母縮略詞。

推動 STEM 教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

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2. 在香港現行課程中，STEM 教育是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推

動。就 2015 年《施政報告》所述，教育局將更新及強化科學、

科技及數學課程和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訓，讓中小學生充分

發揮創意潛能。   
 
  



2 
 

為何推動 STEM 教育？ 

  
3. 為保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我們在不同層面需要具備不同能力的

多元人才，以滿足現今世界在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

尤其在國家的主要發展策略（例如：「一帶一路」）下，香港可更

好地抓緊作出貢獻的機遇。因此，本港政府正積極推廣創新與科

技，而公眾亦越加關注 STEM 相關範疇中創新的重要性。這些宏

觀環境的改變，促使學校推動 STEM 教育。 
 

4. 推動 STEM 教育是學校課程持續更新（又稱「學會學習 2.0」）下

的一個發展重點，旨在裝備學生，讓他們具備應有的知識、共通

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並能有效地終身學習，以應對二十一

世紀的挑戰。 
 

5. 過去多年，香港學生在有關科學、科技及數學的國際研究（例如：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和

國際性比賽（例如：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

工程大奬賽）中均有良好的表現。整體來說，本港學生積極參與

校內外與 STEM 範疇相關的不同學習活動。 
 
6. 然而，香港學生在科學、科技及數學表現良好的同時，大多偏重

於學科學習；部分學生亦較少參與「動手」的學習活動。因此，

我們有需要讓學生就著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

的解決方案，從而增強他們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

力。此外，雖然在本地學校課程中的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

習領域均含有與 STEM 教育相關的元素，但在規劃和統籌與

STEM 相關的學習活動方面，這三個學習領域的教師之間仍須加

強協作和相互協調。推動 STEM 教育為上述學習領域的教師提供

共同合作的機會，以進一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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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STEM 教育的方向 
  
推動 STEM 教育的主導原則 
 
7. STEM 教育的推動參考自本地、內地和國際的經驗，並緊貼以裝

備學生具應有的知識和技能來面對世界與社會的改變和挑戰為

本的教育趨勢，以及配合達至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學校課程持

續更新。推動 STEM 教育的主導原則為： 
  
i. 以學習者為中心 

就安排與 STEM 相關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生學會學習的

能力，學校應配合學生的興趣和需要，採用多元化的學

與教和評估策略。 
 

ii. 提供學習經歷 
所有學生均具備學習能力，他們應獲得與 STEM 相關的

學習機會，包括課堂以外的學習，而這些學習機會是重

要的學習經歷。  
  

iii. 就不同目的、意見和興趣取得平衡         
就推動 STEM 教育，學校須考慮到學生的興趣和需要、

教師的意見，以及與社區持份者的夥伴關係，以便在各

方面取得平衡。   
 

iv. 建基於現有優勢 
本港推動 STEM 教育是建基於學校現有的經驗和其他的

有利因素，例如學校可靈活運用課時和安排全方位學習

活動。 
 

v. 持續的發展過程 
推動 STEM 教育是一個持續和不斷改進的過程。學校可

先由小規模的課程發展計劃開展，以便處理不能預計的

問題和為日後的優化過程提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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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STEM 教育的宗旨和目標 
 
8.  就制定在香港推動 STEM 教育的宗旨和目標，我們已考慮到由

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的學校課程持續更新（又稱「學會學習 2.0」）

相關的主導原則，相關內容可參閱《學校課程持續更新─聚焦、

深化、持續》概覽。簡而言之，本港學校推動 STEM 教育旨在

強化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以培育相關範疇的多元人才，提

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具體的目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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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所需要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

具備創新思維與企業家精神。 

 強化校內教師的專業能力和他們之間的協作，以及學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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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的發展及其

在國家發展（例如「一帶一路」）的策略性位置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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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推動 STEM 教育有哪些建議？ 
 
強化綜合和應用能力 
 
9.  透過綜合和應用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中的知識與技

能，學生便能明白科學、科技及數學的發展與社會環境是息息

相關，而科學與科技的進步可幫助改善現今世界的生活素質。 
  
10. 學生透過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來解決真實的問題和製作發

明品所獲取的經驗，有助學生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對學生的全人發展至為重要。這些學習機會促進他們探索和了

解與 STEM 相關的職業，亦有助培育他們的企業家精神。這樣，

不但加強學生對 STEM 範疇的興趣，亦為他們日後在 STEM 和

其他需要相關知識、技能和態度的範疇升學和就業，打好基礎。 
 
 
 
 
  

知識

態度 技能 

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 

積極的態度 

培養創造力、協作和解決 

問題能力，並推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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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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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STEM 教育學習活動的模式 
 
11. STEM 教育的重點在於強化學生在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

習領域及跨學習領域的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下為

推行 STEM 教育學習活動的兩個建議模式﹕  
 

模式一 
 
建基於一個學習領域課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綜合其他學習領
域相關的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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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KLA 
ME KLA 

一個學習領域的課題  (例
如：科學教育) 

學習 
元素 

學習 
元素 

課題 

學習元素
不同學習領域(例如：科技教

育、數學教育)的相關學習元

素 

綜合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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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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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協作和社區夥伴關係  
 
12. 由於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與推動 STEM 教育有著密

切的關係，我們鼓勵相關教師加強在校內的跨學科協作，為學

生規劃和組織以學習領域為本及跨學習領域的學習活動。  
 
13. 為促進學校推動 STEM 教育，我們會加強與社區夥伴的協作，

包括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各範疇的學者和專家、專業團體

及其他相關組織，使學生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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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STEM 教育有哪些策略？   
 
14. 為推動 STEM 教育，我們已採取整體而全面的模式，透過不同

策略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學校教育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

能力，從而發揮他們的創意潛能。 
 
15.  六個建議策略如下:  

(1) 更新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  

(2) 增潤學生學習活動；   

(3)  提供學與教資源；  

(4)  加強學校與教師的專業發展；    

(5) 強化與社區夥伴的協作；及  

(6) 進行檢視及分享良好示例。 
 

策略 1 更新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 
 
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以及小學常識科課程正

按照課程發展議會於 2015 年 10 月制定的一系列主導原則和本文

件有關推動 STEM 教育的考慮要點（即本文件段落 7）進行更新。

請一併參閱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課程更新的諮詢文

件。 
 
1.1 更新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的課程架構，強調

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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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架構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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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更新課程內容，讓學生緊貼科學與科技範疇的最新發展

步伐，並提供適切的學與教活動建議予教師參考。 

科學教育（中一至中三）課程的更新要點 

 更新內容以配合科學與科技的急速發展，尤其有

關生命科學範疇的內容（例如﹕DNA 作為生命天

書、生物工程與健康） 

 優化部分內容以加強初中與高中科學課程的銜接

（例如﹕元素和原子、週期表）。 

 透過統一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不同科學範疇之間

的連繫和知識的關聯。 

 加強科學過程技能的培養，尤其有關科學探究的

基本數據處理，包括分析數據和圖表、運用符號、

方程式和圖表以表達和傳達意念。 

 增潤學與教活動，讓學生透過手腦並用的活動綜

合應用知識與技能，從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

製作發明品（例如﹕專題研習和設計與製作活

動）。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中一至中三）課程的更新要點 

 在「資訊和通訊科技」知識範圍安排不少於百分

之三十的課時教授程式編寫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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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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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確保學生能獲得共通及穩固的知識基礎。  

 建議所有學校安排百分之八的課時，教授核心學

習元素單元。部分學校可考慮安排不多於百分之

十五的課時，提供延伸學習元素單元，以配合學

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推廣以主題為本和設計與製作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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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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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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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課程的更新要點 

 數學教育（小一至中六）課程將分階段進行全面

檢視，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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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議的學與教次序和課程架構是為 

(i) 加強學與教的效能； 

(ii) 加強數學科在推展 STEM 教育上的角色；及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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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常識科課程的更新要點 

 更新的內容著重日常生活和科學與科技的連繫

（例如：低碳生活、全球暖化）。  

 透過科學探究（例如：公平測試），提升學生的

基本科學過程技能，包括﹕觀察、量度、分類和

傳意，從而加強中小學課程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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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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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推廣促進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教學法（例

如：透過科學探究、專題研習、以問題為本的學習和

包含設計與製造元素的學習活動）。 
 
 

策略 2 增潤學生學習活動 
 
教育局正致力為學生增潤學習活動，以推廣科學、科技及數學跨

學科學習的文化。 
 
2.1 定期籌辦學生博覽會，以展示和表揚學生在 STEM 相關範

疇的多方面成果。此重點活動亦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經

歷，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創造力和創新意念，並加強他

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解決真實的問題。 
 

2.2 建議學校有效運用中央課時內的「可供彈性處理」課時及

課堂以外的學習時間，為學生安排合適的學習活動，讓學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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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及

國際性與 STEM 相關的比賽，以擴闊他們的學習，發揮在

STEM 範疇的潛能。 
 

2.4 提名在 STEM 範疇中具特別才能的學生申請本地及海外獎

學金，以擴闊他們的視野，促進他們日後修讀與 STEM 相

關專業範疇的課程。 
 

 
 

策略 3 提供學與教資源 
 
我們建議學校善用現有支援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實施的資源，如特別室的設備、資訊科技設施、視聽器材、圖書

館圖書、學與教資源教材套，以推動 STEM 教育。我們將會加強

為學校提供資源，支援學校為學生規劃和組織與 STEM 相關的活

動。 



13 
 

3.1 進一步提供資源予教師參考，包括教學示例、跨學科活

動、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活動及與 STEM 相關的比賽資

料。這些資源可就學校組織課堂內外的相關活動，提供一

些簡介和參考資料。 
 

3.2 提供各種與 STEM 範疇相關的網上電子資源的建議，例如

網上圖書館、網上課程、電子書及其他與 STEM 教育相關

的網絡資源，以助提升學與教效能。 
 

3.3 推廣使用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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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 STEM 教育相關的學與教資源，

並加以增潤。 
 

3.4 加強教育局與不同團體的連繫和合作，例如香港科學園和

香港科學館，推廣有關的學與教資源和全方位學習活動。

 
 
 

策略 4 加強學校與教師的專業發展 
 
教育局現正加強與 STEM 相關的專業培訓課程，提升校長、課程

領導和教師的專業能力，使學校能有效而全面地推行 STEM 教育。

 
4.1 定期為課程領導舉辦大型研討會。目的是透過這重點活

動，滙聚有關持分者，向學校推動 STEM 教育。 
 

4.2 在未來三年，教育局會持續為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和教師舉

辦專業培訓課程，推介適切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綜合

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我們亦會持續舉辦研

討會和工作坊，讓教師獲得與 STEM 範疇相關的最新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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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跨校及校內

的學習社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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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教師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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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5  加強與社區夥伴的協作 
 
一直以來，教育局致力凝聚不同持份者，共同促進學生於 STEM
範疇的學習，現有需要進一步加強與他們的夥伴關係和維繫專

業社群。 
 
5.1 加強與各本地課程諮詢委員會和學校代表的溝通，以促

進學生在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學習。 
 

5.2 加強與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範疇的學者和從業人員

的連繫，並探討與大專院校和專家協作舉辦教師培訓課

程和學生學習活動的可行性。 
 

5.3 持續加強與專業團體及其他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例如：

香港科學園、英國文化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數理

教育學會）的夥伴關係，凝聚社群的力量，以支援學校

推動 STEM 教育。 
 

 



 
 

 

 

策略 
 
我們會

如何透

助推動

 
6.1 

6.2 

6.3 

6 進行檢

會總結學校

透過學習活

動 STEM 教

進行研究

效，以及

 
持續識別

校舉辦跨

 
透過專業

劃、教育

以支援學

 

非政府

大專

檢視及分享

校推行 ST
活動，加強

教育。 

究和評估調

及適時地檢

別學校推行

跨學科學與

業培訓和卓

育發展基金

學校推行

 

府組織

專院校

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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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良好示

TEM 教育

強學生綜合

調查，以

檢視課程

行校本 ST
與教活動

卓越中心

金的「專

STEM 教

STEM 教

社群

教育局

課程諮詢
員會

其他政府
政府相關

EM 社群的

示例 

育的良好經

合和應用

以檢視學校

。 

TEM 教育

的經驗。

，例如資

專業發展學

教育。 

教育

群

局及

詢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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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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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

學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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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專業團體
如：香港數
教育學會、
港科技教育
會、香港工

師學會)

伴 

他們展示和

技能的能力

TEM 教育

示例，並總

教育卓越中

」，分享實

及

(例
數理
、香
育學
工程
)

 

和分享

力，以

育的成

總結學

中心計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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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同心協力，持續推動 STEM 教育 
 
16. 在本港中小學推動 STEM 教育的重點在於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

讓他們能應對現今世界的挑戰。學校推行 STEM 教育應在科學、

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有持續的發展，這亦是學校課程持續更

新的一部分。學校在推動 STEM 教育時，可透過整體的規劃，配

合校情採取恰當的措施，以滿足學生的興趣和需要。我們期望透

過適切的學校策略，以及教師、學校和社區夥伴的共同努力，使

推動 STEM 教育的宗旨和目標能有效地落實，以助學生掌握二十

一世紀所需要的重要技能與素質。 
 
 
 
 
 
 
課程發展議會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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