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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課程文件



推展科普閱讀

開闊學生的視野和提高學習興趣

幫助學生科學概念的建構，促進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提升科學素養

培養學生理性思考

學習像科學家那樣閱讀

提升興趣
/關注度

擴闊視野
結合生活
經驗探究

加深理解



科普讀物
科普讀物一般是指有關自然科學知識的通俗讀物，如地理、天文、化

學、物理等方面的科學類科普圖書、不同媒體的科普雜誌、 科學論文等。

科普讀物

科學家傳記
/故事類

百科/常識類
讀物

科普雜誌/
分類讀物

實驗類
讀物



提升科學素養

(參考 PISA 2015)

科學素養

解釋科學現象

解釋科學數據及
舉證科學證據

評量及設計

科學探究
閱讀素養

擷取信息

廣泛了解

發展詮釋內容

反思及評鑑

文本內容

反思及評鑑文本
結構與形式

科普讀物

(動手)Hands on
(動腦)Minds on
(閱讀)Words on



如何像科學家
那樣閱讀?

1.審慎資料的來源與可靠性
2.重視邏輯結構與推理過程
3.講究論據與結論之間關係
4.思考另類解釋的可能性

<<讀 +科學 科學閱讀教學36問>>
(黃鴻博等,2019)  



學生難以理解科普讀物的原因:

1. 已有知識不足，難理解文章內容;
2. 缺少閱讀策略:

• 未能掌握文章的內部結構，無法理解作者傳達特定
資訊的順序;

• 沒有留心科學類文章常有的標題與小標題、圖形表
格以及粗體或斜體等形式的文字內容等。



幫助學生理解:

一.活化或提供背景知識
二.嘗試推論、解釋理據與預測
三.反問自己或對作者提問
四.將文本圖像化或視覺化

1. 推測
(Predicting)

按文本圖畫提供的線索做推測，解說理由，並在閱讀過
程中，就發現的新線索隨時修訂先前的推測。

2. 連結
(linking)

閱讀新的文本，啟動前備知識，主動連結已知、連結文
本、連結經驗、連結世界，深化內容理解。

3. 比較
(comparing)

把握信息特點，進行特徵比較、優缺點比較、異同比較、
人物比較等。

4. 澄清
(clarifying)

介紹背景、說明原因、解釋理據。過程中須運用口語或
書面語言表達。

5. 提問
(questioning)

在閱讀過程中，就閱讀的關鍵內容(不明白的、像進一
步了解的、有疑問的、不合理的⋯⋯)自我提問或提出質
疑；也可以在完成閱讀後自擬問題，檢視自己對學習內
容的理解情況。讀者提問的水平展現其理解監控的能力。

6. 摘要
(summarizing)

用簡短篇幅歸納原文的大意及重點，或把文章撮寫。要
有效歸納文章段意、摘取文章要點，學生須懂得辨別文
章的關鍵詞和尋找段落主句。

7. 找主旨
(gist concluding)

通過確定篇章中心句，組織段落之間的關係，歸納中心
思想或作者的觀點。

8. 做筆記
(notes taking)

閱讀過程中選取合適方法，如：提示、畫線、列表、繪
畫概念圖、撮要等，勾畫文章要點，整理信息之間的關
係。懂得做筆記的讀者，有很高的閱讀能力，學習能力
也高。

9. 視覺化
(visualizing)

視覺化閱讀要求讀者有很強的觀察力、感知力和信息的
組織力。例如：閱讀敘事文本時，把人物舉動或場面描
寫轉化為影像，過程中可以同時運用多感官連結動作、
神情、氣味、聲音，以至情感，深化理解，發現細節，
增強記憶；閱讀說明文本，可以把閱讀理解的結果以圖
像(如：思維圖、結構圖等)表達。

<<通學匯思:跨課程閱讀資源套(理念篇)>>



不同的閱讀策略

(黃茂在陳文典, 2011)

交互或螺旋使用閱讀理解策略

自我
提問

放聲
思考

重述
重點

對作
者提
問

圖表

閱讀

由文推
詞意

圖像

組織

摘取

大意

找不同
觀點

自詢

推論

理解
監控

由文本
找支持
理由

分析

文本

找出主
題句

預測

重覆

策略

連結
線索



閱讀策略

找關
鍵詞

由文/
圖推
詞意

比較

分析

找支持
理據

因果

推論

找不同
觀點

進階



圖表幫助整理資訊



「科普閱讀與探究式學習」
神奇望遠鏡



學校關注事項：1. 推動STREAM 教育
2.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在常識科加入科普閱讀，以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和
興趣，並把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五年級第二冊---光、聲、電的世界
單元一：光與聲音的探究
第一課：光的特性

單元教學

檢視內容

科普閱讀工作冊

動手做活動

通過單元教學，進行光的實驗，
探究光的特性。

製作科普閱讀工作紙及工作冊，延伸
學生對光的知識

綜合所學知識，動手做活動



9月：備課決定
科普閱讀主題為
「光的特性」。

11月：利用一
篇影子的科普閱
讀工作紙作為初
探。

1月：停課期間
發放網上讀文及
電子書及影片。

3-6月：恢復面
授，製作科普閱
讀小冊子，教授
學生閱讀策略。

7-8月：製作望
遠鏡、進行活動、
學生反思



閱讀工作紙(一)：影子在生活中的應用─皮影戲

閱讀目標：認識半影

螺旋式學習：透過閱讀文章、
做小實驗、看短片建構知識



半影的影子顏色



為甚麼皮影戲的影子是有顏色，而不是黑色的影子？



閱讀策略
視覺化：
把抽象文字轉化成
自身經驗。
預測：根據閱讀資訊
推測實驗結果。

分組活動：影子有沒有顏色？

預測 影子顏色

實色顏色紙 黑色

有顏色透明膠FILE 黑色，彩色

實色顏色畫紙 有顏色透明膠FILE 實色黑色畫紙



影子顏色

黑色 黃色 藍色 粉紅色

結果： 物料 不透光 透光

影子的顏色 黑色(本影) 彩色(半影)



閱讀工作冊
教節 教學主題 教學目標/活動
1-2 科普閱讀篇章(一) 

透視伽利略
 認識伽利略的生平事蹟
 了解伽利略對天體觀測的體會
 找出關鍵詞

3-4 科普閱讀篇章(二) 
望遠鏡的原理

 認識望遠鏡的原理
 認識望遠鏡的內部結構
 認識凸透鏡和凹透鏡的特點
 找出關鍵詞

5 科普閱讀篇章(三) 
望遠鏡的種類

 認識望遠鏡的用處
 認識望遠鏡的種類
 認識不同望遠鏡的特點
 找出關鍵詞

6-7 動手做:
齊來製作望遠鏡

 介紹製作望遠鏡的材料及步驟
 四人一組分組製作
 25週年校慶小任務

8 心聲分享  學生撰寫一篇短文，說出製作
「神奇望遠鏡」的感想

 貼上製成品的照片，並為製成
品設計一個特別的名稱

閱讀目標：
1. 延伸閱讀伽利略的故事，
鞏固學生對凹/凸透鏡特性
的知識

2. 認識望遠鏡原理
3. 認識不同類型的望遠鏡
4. 製作望遠鏡



閱讀策略
能力較高班別：朗讀、找重點
能力較低班別：朗讀重點、圈出不明白詞彙



閱讀策略：圖像化，利用圖像使學生容易了解望遠鏡
結構及凹/凸透鏡特性。



閱讀策略：抓住重要資訊，略去不重要資訊，
提高閱讀速度。



閱讀策略：利用表格比較、畫圖、列舉、填充、填圖方法，
組織文章資料。



目標：製作伽利略望遠鏡

讀過文章後，把學到的知
識結合在自身的生活經驗。



材料：彩色瓦通紙、凹透鏡、
凸透鏡



望遠鏡製成品







讀寫結合：利用建構
了的知識和自身經驗
總結所學。





多種類閱讀：
圖書、網上讀物、影片



行业PPT模板http://www.1ppt.com/hangye/

科普閱讀與動手做在天循



於單元裡加插不同閱讀活動，以
~豐富學生的知識
~擴闊學生的眼界
~提高學生探究的興趣
~提升學生做科普的興趣
~提升學生關心科學時事

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專題：

全天候風衣

延伸閱讀

科探能力

探究態度

科普閱讀在天循~三年級例子

《布》

探究實驗



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實作實驗 時事篇章

衣料大測試

P3



實作實驗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P3

時段 篇章/內容 目的

預習 假如生活中沒有布 讓學生思考布的作用

帶讀 布的時光隧道
多姿多彩的布世界

引起學生興趣
解讀

自讀 不同的布料 學生享受閱讀
引發學生研習內容
（實驗）

齊讀 讓廢布料重生
精靈布布旅行記

讓學生討論
引導學生創作



時事篇章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實作實驗

發掘新工具，
進行探究活動

P3



時事篇章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實作實驗

 爭取更多課堂討論時間，透過實驗引證書的內容

P3



強化「公平測試」的概念



時事篇章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實作實驗

 改變了實驗安排：

放手讓學生自行完成實驗

 給予空間學生自選物資

P3



應用實驗結果，具創作性的延伸 P3



P3具創作性的延伸



於單元裡加插不同閱讀活動，以
~豐富學生的知識
~擴闊學生的眼界
~提高學生探究的興趣
~提升學生做科普的興趣
~提升學生關心科學時事

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專題：

仿生科技創作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

課外閱讀
科探能力

探究態度

科普閱讀在天循~六年級例子

《給孩子的神奇仿生科學》

《玩轉科技世界

~仿生科技救援隊》



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

動物大搜查

P6



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

兩棲類 魚類 鳥類

• 皮膚濕潤
• 身體表面沒有鱗片
• 幼兒在水中生活、成長
後主要在陸上生活

• 成長後用肺和皮膚呼吸

• 皮膚濕潤
• 身體通常長有鱗片
• 用鰭游動和保持平衡
• 用鰓呼吸

• 全身長有羽毛
• 有喙
• 有一對翅膀和一對腳
• 用肺呼吸

爬行類 哺乳類 昆蟲

• 皮膚乾燥
• 身體表面長有乾硬的鱗
片

• 用肺呼吸

• 大部分身體表面長有毛
髮

• 用母乳餵哺
• 用肺呼吸

• 有三對腳
• 身體分為頭、胸、腹
• 頭上有一對觸角
• 部分長有一對或兩對翅
膀

P6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P6

<<給孩子的神奇仿生科學>>
Muriel Zürcher, 2021

《玩轉科技世界(5)出動!仿生科技救援隊》
崔宰訓, 2021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P6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P6

收窄選擇範圍

容易追查資料來源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請以點列句式表達

P6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課外閱讀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



於單元裡加插不同閱讀活動，以
~豐富學生的知識
~擴闊學生的眼界
~提高學生探究的興趣
~提升學生做科普的興趣
~提升學生關心科學時事

單元知識

主題圖書：

專題：

仿生科技創作

時事篇章

延伸閱讀

課外閱讀
科探能力

探究態度

科普閱讀在天循~六年級例子

《給孩子的神奇仿生科學》

《玩轉科技世界

~仿生科技救援隊》



選書秘笈
選取科普圖書程序和秘訣

1

審視相關書籍內容
就設計任務給予意見
確定程度是否合適

常識科級聯絡

3 52 4

選取與跨學科課程
有關的書籍

嘗試設計相關任務

級科任老師
選定書籍的範圍
訂定任務
決定閱讀要求

同學試讀

確定購書與否
結連學習經歷

常識科級聯絡

派發書籍
安排學習任務

檢視成效並給予意見

級科任老師



多元化的推行模式:
課程延伸閱讀

在常識課，重視科學書本的閱讀，可以設計閱讀問
題；根據教學內容適當爲學生增加一些科普內容，
用科學本身的魅力激發學生課外閱讀的興趣。



多元化的推行模式:
以STEAM教育活動推動科普閱讀

STEAM教育並非純粹重視學科知識，更需要有靈活的頭腦，將知識應用到現實

生活中，科普閱讀可以是連結抽象知識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橋樑。從閱讀中學習，

透過動手做實踐創意，使科普閱讀與STEAM創作無縫連接起來，以此推動科普

閱讀。



多元化的推行模式:
進行科普主題閱讀活動

科學歷史故事、科學家精神對學生情感世界的觸動是無法估量的；把一篇篇幅較

長的課外讀物濃縮成一個故事講出來，引導學生去閱讀；簡要介紹一些學生較少

接觸的知識來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Suggested-Book-Lists/2019/STEM%20Education_Primar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Suggested-Book-Lists/2019/STEM%20Education_Primary.pdf


多元化的推行模式:
透過時事推動科普閱讀

科技迅速發展，影響學生的學習生活，閱讀學習活動亦隨之有所轉

變，配合時事進行，可以把科技融入閱讀活動之中。



總結

 引入多元化的推動模式，豐富學生科內外的學習經歷
 透過科普閱讀，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配合動手探
究活動，加深學生對背後科學原理的理解

 選取適當的閱讀材料，需要的話進行改寫，讓學生容
易理解

 幫助學生發展閱讀策略，配合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習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category/c20

網上科普閱讀平台(舉隅)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home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category/c20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