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2019/2020

李志達紀念學校

四年級 常識科 –製作濾水器



參與團隊

李志達紀念學校：

趙偉光副校長、陳志成主任、秦紹榮主任、黎佩珊老師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李玉蓮女士、謝曉頴女士



分享流程

• 學校背景資枓

• 教學設計

• 學生學習成效

• 檢討及展望

• 問答時間



學校背景：

• 位於上水

• 全校共30班，每級有五班，各班約有31-36人

• 四年級：每班約36人，4人一組，共9組

學校發展關注事項：

• 照顧個別差異

背景資料



教學設計

• STREAM(科學、科技、閱讀、工程、視藝及數學)學習歷程

• 以小組形式，一起設計、製作、測試並改良自己設計的濾水器

• 通過自擬設計和反覆測試，同學紀錄學習成果，建立個人的學習日誌

• 老師建立正向的學習氛圍，強化同學對課題知識的了解、並培養同學的

探究精神和自主學習能力



教學設計

學習階段 四年級

配合課題 水的淨化

學習時數 六節(2節資訊、2節科機、2節常識)，每節40分鐘

學生已有
知識

課前預習：

透過閱讀資料，認識日常生活的濾水工具的構造及特性(R閱讀)，

如︰水喉濾水器、水壺過濾器、魚缸過濾器、動物飲水器、廚房

鋅盆隔渣器、咖啡濾網等



教學設計

學習

目標

學生能

➢說出「過濾」的意思

➢說出日常生活的濾水工具的名稱、其構造及濾水物料的特性(S科學)

➢應用濾水物料特性的知識，設計及動手製作濾水器(E工程)

➢應用設計循環的學習策略製作濾水器(T科技)

➢計算過濾時間及速度(毫升/秒)(M數學)

➢重温容量的概念(器皿)及量度水的體積(M數學)

➢設計濾水器的外觀，達致美化的效果(A視藝)

➢培養學生珍惜水資源的態度

➢欣賞其他組別的設計心思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態度

➢提升學生協作溝通的能力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
• 蒐集資料
• 組織材料
• 思考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
• 討論及實踐設計
• 思考及改良設計

第五、六教節
• 鞏固及延伸
• 學生自評

• 以工作紙形式派發予學生，
最後釘成小冊子

• 大量答題部分皆以方格顯示，
鼓勵學生可以多種模式作答

• 情境引入
• 預習部分



教學設計
• 情境引入
• 預習部分

收集好問題



教學設計

• 設獎項鼓勵學生更積極投入課堂

• 情境引入
• 預習部分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蒐集資料→組織材料→思考設計 )

• 於課堂跟進及展示學生答案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蒐集資料→組織材料→思考設計 )

• 於課堂跟進及展示學生答案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蒐集資料→組織材料→思考設計 )

• 於課堂跟進及展示學生答案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蒐集資料→組織材料→思考設計 )

• 於課堂跟進及展示學生答案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蒐集資料→組織材料→思考設計 )

• 於課堂跟進及展示學生答案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蒐集資料→組織材料→思考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一、二教節 ( 跟進學生預習成果→蒐集資料→組織材料→思考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 於課堂展示學生設計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 於課堂展示學生設計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 於課堂展示學生設計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 學生輪流介紹自己從家中帶回來的過濾物料，
並透過討論，選取過濾物料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 學生按指示分工合作進行實驗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 學生按指示分工合作進行實驗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 展示各組設計及結果，共同歸納結論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三、四教節 ( 展示學生設計→討論及實踐設計→思考及改良設計 )



教學設計 第五、六教節 ( 鞏固及延伸→學生自評 )



教學設計 第五、六教節 ( 鞏固及延伸→學生自評 )



教學設計 第五、六教節 ( 鞏固及延伸→學生自評 )



教學設計

• 過程中，鼓勵學生之間互相欣賞



教學設計

• 除了正向回應學生外，老師亦會以適當的身體接觸給予學生信心、肯定



學生學習成效

✓ 學生對課題感興趣
→透過情境引入，並配以生活經驗



學生學習成效

✓ 學生投入學習
→會細心觀察實驗過程，再認真討論及改良設計，積極解決困難
→自主程度較日常的課堂實驗高，過程中的擁有感及滿足感強



學生學習成效

✓ 學生作答更多元化
→學習日誌的空白格答題欄有效促進不同能力的學生完成課業
→學生以圖畫或思維工具等表達答案，更能了解學生對課題的理解程度



學生學習成效

✓ 有助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學生會認真完成預習任務，並能思考相關的「好問題」



檢討及展望

1. 學生的學習動機

→預習任務的範圍及程度適切

→善用情境引入及生活經驗

2. 課堂的時間運用

→連堂令各學習活動的時間更充裕、更完整

→能夠讓學生及小組展示預習成果、探索發現、分享成果、建構知識

及反思學習

→能讓教師到各組給予回饋



檢討及展望

3. 學生的參與度

→小組的合作模式及態度已純熟

→設適當的小組討論題目，而進行活動時，小組各組員亦各有職責

→增加學生的自主程度(自行設計、自行選用過濾物料)

→改變學習日誌的作答模式



檢討及展望

4. 學生的正向態度的培養

→宜在活動前強調如何面對實驗結果的成功和失敗

→可加入正向的科學發明故事於學習日誌內

→課堂常規：運用課堂語言及給予正向回饋(師生及生生)

→師生關係：日常分享正面的生活經歷



檢討及展望

5. 教師及支援老師的共同理念

→自動補位，務求令課堂更順暢，學生學得更好

→積極進行反思，即時優化提問、日誌設計等

→互相鼓勵，令團隊勇於嘗試新的教學設計



Thank you



問答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