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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過程技能(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科學過程技能

•科學過程技能是進行科學探究時需要運用的技能，例如觀察、分
類、進行實驗、推論等

•通過科學探究的過程（PDAR），培養不同的科學過程技能

•在不同課題（學習重點） ，安排多樣化的探究活動，培養學生有
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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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科學探究活動的設計，提升
學生科學過程技能



分享內容

校情

科學探究活動設計
分享一 食物測試
分享二 水循環

總結



充滿困難與挑戰的校情

1.缺乏理科老師，只能靠老師互相支援，自行探究。

2. 學生做實驗的經驗較少，缺乏運用實驗工具的經驗和技巧。

3.教師仍未熟悉帶領科學探究活動的技巧，例如如何促進學生
的科學思維。



為準備來年科學科的推展，我們在常識科內選擇了以下兩個課
題，安排科學探究活動，從中吸取經驗，以提升帶領科學探究
活動的技巧：

食物測試 水循環

挑戰也是機遇



活動設計理念
• 配合科學科「科學探究」的重點，嘗試在活動加入培養學生科學過程技能的

元素
• 因應學生能力，本節分享的活動設計加入不同程度的科學過程技能的元素。
• 下學年科學科開展，將會參考架構，更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有關能力。



活動設計理念
配合課程設計的原則，讓學生「動手動腦」，並連繫日常生活
的經驗，培養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和學習興趣



分享一

食物測試



活動內容

就所選定的食物進行以下三項測試：
- 尿蛋白試紙測試蛋白質
- 尿糖試紙測試糖 (葡萄糖)
- 濾紙(面油紙)測試脂肪

• 讓學生體驗用科學方法測試
食物內是否含有不同營養素

• 讓學生了解實驗的限制，例
如只能測試有/沒有該營養
素，並不能測試含量；所以
在活動設計時，會以比較食
物標籤作補足，實驗後跟學
生作討論



事前預備 –選材

食物樣本的選擇：
- 學生早餐常吃的食物

- 較容易得到結果的食物(例如曾構思測試油炸麵，但試行實驗時
發現測試不到脂肪  以炸薯條代替)

- 能作較有意義比較的食物(例如無糖汽水vs汽水)



事前預備 –知識及技巧的輸入

除了學生在課堂內所學有關營養素的知識外，還需要在測試前講解：

- 實驗步驟和技巧
 示範如何研爛固體樣本和加入水、使用滴管等

- 展示實驗結果
 以水、油、蛋白、糖水等明顯含有不同種類的營養素的食

物作示範  讓學生了解不同測試的實驗結果



預習 –設計
貼近學生生活，以資料蒐集作為探究的起點

這些為將會進行測試的食物，
先讓學生收集食物標籤

(探究活動類型：資料蒐集)

• 通過利用已有知識 (包括課外知識)
• 查閱食物標籤
 有根據地進行預測

蒐集資料(例如
食物標籤)，再
利用資料作推
論，也是學生
學習科學時需
要 掌 握 的 能
力﹗



預習 –學生表現

學生能基於科學理據，表達自己的
看法﹗

根據已有知識，或比較食物標籤作
出推論。

學生了解食物標籤的功用﹗



進行實驗和記錄

- 培養運用實驗工具(例
如正確使用滴管)的技
能，進行測試

- 利用教師提供的表格，
記錄實驗結果

-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
能提升學習興趣



進行實驗和記錄
• 學生對實驗結果感到好奇，並主動提出問

題，尋求更深入的理解。

• 在小組合作中，他們能有效分工，互相協
作，共同完成實驗任務。他們能把課堂上學
到的食物成分知識，例如汽水有糖分，通過
實驗進行驗證。

• 掌握了基本的實驗技能，例如：正確使用實
驗器材（如滴管和試紙等）和注意實驗安全
（例如不能吃實驗材料，有學生在反思說不
能吃實驗用的炸薯條﹗）。

學生們都認真觀察顏色變化，並且熱烈
討論檢測結果，這種實作經驗確實能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度。



整理和分析實驗結果 • 通過實驗後的提問，引導學生分析實
驗結果。例如
• 比較實驗結果和食物標籤資料
• 實驗的限制



整理和分析實驗結果

1. 牛奶含有較多營養素，包括蛋白質和脂肪*，而可樂汽水則沒有。

2. 再讓學生對照比較營養標籤，牛奶含有的糖分比可樂汽水少。

3. 從均衡飲食的角度，討論牛奶是否比可樂健康。

*絕大部分組別測試不到牛奶中的脂肪



分析實驗結果及反思

測試牛奶時，絕大部分組別未能測試到脂肪，出現了與營養標
示不符的情況。

跟學生分析原因：可能我們的測試工具未能有效量度牛奶中的
脂肪，可能需要更精確的實驗儀器。



分析實驗結果及反思

無糖可樂無糖分，教師帶出：
代糖做為糖的替代品，不同於傳統添加於食品中糖類，代糖因其
熱量較低卻具有極高甜度的特性，經常添加於各類飲料、食品當
中，但這是否真的比較健康嗎? 

有些同學在測試可樂後，再測試無糖可樂時，發現無糖可樂有糖
分，出現了與營養標示不符的情況。
和學生討論可能原因：同學沒有在每一次測試後清洗實驗用具(滴
管)。  提升學生的實驗技巧﹗



反思和延伸

扣連「健康飲食」學習目標，以設計
健康餐單為延伸任務



教師反思 –實驗設計 - 基於學生的能力，暫時未能讓學生比
較營養素含量的多少，但仍能在學生能力
範圍內，安排探究活動，只要活動設計得
宜，學生亦能從中學習到整理和分析實驗
結果的技能。

- 試行實驗的重要性
- 選擇合適的食物、測試工具
- 了解實驗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例如技術問題，可先行解決，或
思考如何向學生解釋實驗的限制)

- 活動設計需切合學生能力(例如學
生較少做實驗，設不同試紙可能會
讓學生混亂，因此改用二合一試
紙)



教師反思 –技能和態度的培養
• 思考如何在活動中加強預測、記錄、進行實驗、分析結果的

內容 (記錄表、比較食物標籤的部分 …)

• 通過討論問題，帶領學生思考
 增加學生對科學知識的理解(eg.對不同食物含有的營養素的認識、

代糖的科學知識等)，過程中也培養他們的科學思維。
 反思實驗過程和結果(eg.實驗結果和食物標籤不配合時，如何帶領

學生找出原因?實驗限制? 過程出錯?)

• 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科學科課程的學習目標之一)  實驗設計從

檢視自己的早餐為切入點，之後測試，最後延伸為設計健康餐單



水循環實驗



背景
• 參考教育局小學科學科探究活動學
與教資源：水如何周遊世界?

• 這是四年級常識科的課題，但教師
過往未有讓學生以實驗模擬水循環
的發生

• 從教師過往的觀察，學生對「做手
作」感興趣，但多數不理解實驗背
後的原理

• 因此選擇進行此實驗，讓學生通過
模擬活動，理解背後的科學現象



引入
先讓學生在家蒐集水循環的資料
• 部分學生在開始課堂時已經對水循

環有基本認識

從日常生活引入
• 拖地後，為什麼地上的水漬經過一

段時間後會「消失」，這些水去了
哪裡？你有沒有想過雨水從哪裡來？
(因為學生已進行預習，預計學生大
致知道蒸發的概念)

• 追問：倒瀉可樂在地上，可樂蒸發
後，可樂是否在空氣中? 下雨會否
下可樂?

基於學生的生活經驗，學生知道
下雨不會下可樂，這個也是水循
環實驗其中一個有趣的結果(落
下的是潔淨的水)，這裏先讓學
生進行思考。



實驗
因實驗設置對學生來說較為繁複，需要更有序引導學生完成實驗設置：
1.讓學生按步驟自行完成下圖

2.確保學生完成上圖設置後，再完成下面的設置

3.教導學生計時和觀察實驗結果

小燒杯
大燒杯

數粒鵝卵石

• 第一班實施課堂時，教師引導未
夠仔細，令進行實驗時有些混
亂，吸取經驗後，作出改善。

• 學生需要學習跟從實驗步驟進行
實驗。



討論實驗設置
通過討論加深學生對實驗的理解：
• 配對實驗和水循環的不同部分

• 為什麼在杯頂上需要放上冰塊?
 模擬天空的氣溫較低。

• 為什麼杯底需要使用熱水? 使用冷水可以嗎? 
 可以，但需要較長時間才得出實驗結果。



觀察及記錄實驗結果
為培養學生觀察及記錄實驗結果的能力，豐富學
生記錄的內容：包括

• 安排定時進行觀察
• 觀察水滴顏色
• 記錄有否其他觀察
• 以照片記錄



觀察過程
• 學生對實驗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非常積極參與實驗操
作，並認真進行觀察。

• 對實驗結果充滿好奇﹗



記錄結果

一些組別觀察到的結果和預期結果有落差，
教師可以和學生討論原因：
• 不掌握觀察的技巧?
• 實驗結果不似預期? 原因是…
• 必須跟學生分析實驗失敗的原因﹗

保鮮膜頂和底部也有水
• 雖然在過程中，學生知道應觀察保鮮膜底部

的水滴，但這裏表格可以更清晰，幫助學生

更清楚記錄實驗結果﹗

欣賞學生自發將實驗過程拍下，但這樣真的
能拍攝到實驗結果嗎!!??
• 需要和學生討論，如何對焦實驗目的，記錄

所需的數據。



討論：實驗結果
• 在教師的引導下了解實驗的機制，協助學

生掌握實驗的過程及結果，討論過程中，
需要給予學生表達的機會﹗



討論：實驗結果
通過實驗後討論，進一步引發學生的思考

攻克誤點：
對應學生可能誤以為水是可
以從杯外進入的學習難點﹗

引發好奇心：
這實驗其中一樣最有趣的觀
察是得出潔淨的水，教師應
把握機會跟學生討論，讓學
生感受科學有趣的地方﹗

有學生在討論時驚訝：那天
空是可以令水乾淨?  雨水是
乾淨的嗎?  引發好奇心



延伸
畫出在大自然中水循環的過程 (可用文字加以描述)：

學生掌握到關鍵的內容



教師反思
試行實驗：
• 水溫、水量、燈的種類對結果的影響是否明顯；所需要的

實驗時間  需要調較及改良實驗設置

課堂教學流程：改善再改善
• 教師需要有技巧引導學生完成各個實驗步驟，也要有序安

排活動流程
• 第一班教學時情況有少許混亂，檢視後改進教學安排 

越來越順暢



教師反思
科學過程技能的培養：
• 重點不只是做到實驗結果
• 在過程也應能培養學生科學過程技能及科學素養
 從生活入手  培養學生多觀察身邊自然現象和事物的

變化
 實施和記錄  學生觀察、記錄(例如拍照)的表現仍有

改善空間，需要通過討論、引導，讓學生進步
 提問和討論的重要性  通過討論，增加學生對實驗的

理解，也促進學生的思考  發展科學思維
 提供機會讓學生表達  有學生能完整描述及解釋水循環

的過程  發揮傳意能力



總結
配合科學科的課程理念

• 培養好奇心 / 求知慾 / 愉快地學習科學
 實驗活動設計生活化，例如驗證早餐營養素、比較食物標籤
 以生活問題引入

• 科學過程技能的培養
 理解實驗原理 (例如模型如何模擬水循環過程)
 具實驗技巧 (例如懂使用滴管；能設置實驗；注意實驗安全) 
 記錄數據 (例如培養記錄數據的習慣、觀察的技巧)
 推論/分析實驗結果/討論問題：教師需要預先思考合適的討論

問題，促進學生科學思維的發展

• 不同的探究活動類型
 嘗試不同探究活動的類型(例如模擬、資料蒐集、觀察等)



課程的持續發展

1. 在課時、教材、評估方式、任教老師等方面作規劃，創設有利環境推
展科學科

2. 配合課程理念及重點，規劃課程及學習活動(例如ASK的培養)

3. 通過教師培訓和善用共備，優化教學策略 (今天兩個例子，教師試行
了很多次，才確定流程和實驗材料。在課堂教學後，教師會檢討並於
下一班優化教學設計)

4. 新課程與校本特色及優勢的結合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