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題目：初小 STEM 學習活動 — 小二立體圖形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蕭霞萍女士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林寶蘭老師、陳美恩老師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近年積極發展校本 STEM活動，讓學生體驗「從玩中學」的學習

過程，從而提升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學習興趣。為了加強數學科在 STEM 教育的發

展，學校在上學年參加了數學科的校本支援服務計劃，發展二年級的數學科校本課程，

同時聚焦探討如何在數學課堂中推行 STEM學習活動。 

 

構思活動時，我們參考了一些教育局的相關文件及學者的文獻，簡單引述如下。 

 

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於 2016年 12月公布《推動 STEM 教育 — 發揮創意潛能》報告，

提出 STEM 教育的建議和策略，當中提到：「STEM教育的主要目標，包括讓學生建立

穩固的知識基礎，提高他們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加強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

能的能力；培養他們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培育與 STEM相關範疇的人

才，以促進香港的發展」(課程發展議會，2016，頁 1)。 

 

2017年修訂的《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當中也提到：「在 STEM 教

育中，數學扮演著一門為學生裝備有關代數、幾何、數據處理和邏輯推理的知識和能力

的學科，它幫助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及技能，以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創新

的設計解決現實生活問題」，以及「STEM 不是數學科的一個新範疇，而是著重在不同

情境中應用數學，當中不同程度地綜合了科學和科技元素。」(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35-36) 

 

此外羅浩源(2018)提出，若我們以數學作為起點去推動 STEM教育，可利用下列的學習

模式來設計課堂活動： 

 M：以數學語言理解生活經驗的意識，從而進一步界定探究的問題。 

E：從問題出發，設計解難所需模型。 

T：協商探討為解決問題創造所需工具（包括電腦軟件的使用）。 

S：利用實驗進一步探索相關的自然環境現象。 

 

綜合上文所提出的觀點，校本設計的 STEM 活動擬訂以綜合的模式進行，包括以生活

問題出發，構思解難模型，透過動手操作和同儕協作進行探究活動，並透過電子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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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促進學生學習。 

 

校本校本校本校本 STEM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年級：小二 

探究題材：甚麼形狀的柱體最有力 

相關課題：立體圖形(二) 

已有知識：認識立體圖形面的概念 

    辨認圓柱及不同的角柱 

    認識四位數 

學習目標： 

數學(M) 透過觀察立體圖形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學生能從探究活動中找出甚麼形

狀的柱體最有力。 

工程(E) 學生能製作三角柱、四角柱、六角柱及圓柱，然後測試每款柱體能承托練

習簿的數量，並作出比較。 

科技(T) 學生能透過電子學習活動理解柱體承托力的原理。 

科學(S) 學生能透過實驗培養科學探究的能力，並把結果應用到專題研習中。 

 

活動流程： 

 

從問題出發 

 

教師先在課堂上教授立體圖形的概念，再透過簡報引導學生觀察相關概念在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圖一至圖三)，並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看見不同的建築物

以不同的立體作支撐。很多家居椅子也以不同的立體作支撐。究竟家居的椅子，由哪一

種柱體造成的支撐腳承托力最好呢？」 

 

 

圖一：建築物像甚麼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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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建築物是以甚麼立體建構而成？ 

 

    
圖三：建築物主要以甚麼立體來支撐？ 

 

設計解難模型 

 

學生動手進行探究活動，先找出甚麼形狀的柱體承托力最好。程序如下： 

 

每組學生利用大小形狀相同的 A4 紙摺出三角柱、四角柱、六角柱及圓柱各一(圖四)，

然後在每種柱體的頂部正中的位置逐一放上練習簿(圖五)，直到柱子倒下，再點算練習

簿的數量，並把結果記錄在工作紙上。 

 

   

圖四：利用 A4紙製作柱體。      圖五：學生以練習簿測試柱體的承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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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影響測試結果，在製作柱體的過程中，教師提示學生摺紙時要留意下列事項： 

1. 紙張要保持平直，不可弄皺。 

2. 沿著紙張上的虛線摺(圖六)。 

3. 用膠紙把開合位黏滿。 

 

 

 

 

 

 

圖六：三角柱、四角柱、六角柱及圓柱的摺紙圖樣。 

 

完成測試後，再討論下列問題： 

1. 甚麼形狀的柱體最有力？ 

2. 大家做完實驗後有甚麼感想？ 

3. 圓柱為甚麼是支撐物體的王中之王呢？ 

 

透過電子學習活動幫助學生學習 

 

測試結果顯示，在承托練習簿數量方面，四角柱比三角柱承托得多，六角柱又比四角柱

承托得多，而圓柱能承托的數量是最多的，學生能輕易從測試結果歸納到圓柱的承托力

最好。然而對於小二的學生來說，他們仍會心存疑問，為甚麼圓柱是支撐物體的王中之

王呢？於是教師剪輯了網上短片《生活裡的科學—紙管有夠力》，並在課堂上放映，與

學生一起找答案。現把該短片的重點解說內容輯錄如下： 

 

「當重物下壓時，「棱角」是主要受力的地方，當柱體承受不住物件的重量

時，就會從棱角的地方倒下去(圖七)，所以棱角愈多愈能分散受力，讓柱體

支撐力變大，而圓柱之所以能成為支撐王，就是因為它沒有棱角，也可以

說，圓柱有無限棱角，讓整個柱體都均勻分擔受力，因而能承受更大的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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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當紙柱承受不住物件的重量時，就會從有棱角的地方倒下去。 

 

使用片段時教師注意到，片段中的內容並不是教師們日常的教學用語，例如「邊線」及

「棱角」，日常的教學用語是「邊」及「棱」，而「棱」這個數學詞彙要到五年級學生才

正式接觸到，為讓小二學生易於理解，教師仍會採用片段中的用語向學生解說。 

 

此外，教師又透過 Geogebra 網頁的電腦模擬效果，不斷增加多邊形邊線的數量，使多

邊形的形狀愈來愈接近圓形，從而幫助學生理解為何圓柱可以說有無限棱角(圖八)。 

 

           

圖八：不斷增加多邊形邊線的數量，多邊形最終會變成圓形。 

 

延延延延伸伸伸伸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 

 

為了讓學生學以致用，把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教師還設計了一個 STEM 延伸學習

活動，以「小腳櫈」為研習主題，讓學生動動手，做個設計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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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內容 

在 STEM學習日，同學們發現圓柱的支撐力比其他角柱強。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

用完即棄物品是圓柱狀的，同學們需利用廢物，發揮創意，進行親子合作，一起製

作環保實用家居用品―小腳櫈。 

 

(二) 步驟 

1. 搜集一些圓柱狀的物品，例如：廁紙筒、圓柱的食物包裝盒、汽水罐…… 

2. 把圓柱裝飾，組成不同形狀的組件或合併成一個穩固的組件。 

3. 為組件設計一個頂作蓋子。 

4. 學生可瀏覽以下網址參考製作過程：https://qrgo.page.link/6f8XU/ 

 

(三) 評分 

運用多方參與評估的評核模式(圖九)，包括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及教師評核。 

  

圖九：評核表格 

 

完成 STEM活動及專題簡介後，學校便因疫情而停課。雖然停課的時間不短，復課後仍

能收回部份學生作品(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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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學生作品―小腳櫈，部分已上載到學校的網頁。 

 

其實，紙製的圓柱不但能用來製作小腳櫈，還可以用來製作紙教堂(圖十一)，透過以下

連結，學生還可在網上欣賞紙教堂來感受數學之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OhLQMUgvGI&t=5m48s 

   

圖十一：台灣南投縣紙教堂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對學生而言，數學科 STEM 活動能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99%學生同意是次學習活動能提升學習興趣。另外，就教師觀

察所見，學生們都能積極投入、享受學習的過程，並感到樂趣。總括而言，STEM教育活

動能讓學生結合生活的經驗，引發他們思考、提出問題、作出推測並進行驗證，亦能跨

單元、跨學科地綜合運用學科知識和技能，在過程中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包括溝通能

力、運用數學和資訊科技的能力、明辨性思考、創造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協作能

力。 

 

對教師而言，整個活動能加強團隊文化，教師們透過一起商議、建構和解難，共同優化

教學，亦透過彼此交流、分享教學心得、互相觀摩學習等等，提升教師設計、施教及推

行 STEM教育活動的信心，促進了教師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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