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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仰卧起坐健康裝置 

老師 連柏麟主任、鄭少安主任、李建德老師、劉小鳳老師 

應用科目 學校電腦課、體育科 

適用年級 小學五年級 

學習目標      科學教育 S： 1. 應用力與運動 
2. 應用運動科學的知識，例如協調肌肉運動 

科技教育 T： 
 

1. 應用 Micro:bit 傳感器 
2. 編寫「條件語句」，進行自動決策 

工程能力 E： 1. 應用力與運動與運動科學的知識，動手設計和製作

STEAM 教育學習活動仰卧起坐健康裝置 
2. 應用工程設計五步曲，不斷優化改良裝置，完善模

型的設計 

數學教育 M： 1. 分辨角度（鈍角、銳角、直角） 
2. 量度時間 
3. 培養學生的空間感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Micro:bit、感應器及輸出裝置 

課堂簡介 

由於報導指出香港學生整體出現「少運動、體能差」的情況，加上疫情暫停面授

課影響不少學生的生活及飲食規律，以致兒童肥胖的比率不斷增加。此外，學生

對於運動科學的知識不足，不但對他們減重成效大打折扣，而且更增加他們受傷

風險。有見及此，本教學設計期望學生能引起學生對「肥胖」的關注，透過自主

學習策略，設計以「仰卧起坐」為主題，正確運用運動科學的知識，結合

Micro:bit 及多重感測輸出裝置，運用創意思維，以改善或解決兒童肥胖的問題，

認識日常正確運動健康的重要性，並培養學生「多運動」的健康生活習慣。 

1. 利用情景，引入專題研習，提問學生有關仰卧起坐的問題及思考如何結合 Micro:bit 幫助學生進行

體適能。 

2. 學生搜集資料並完成校本小冊子工程設計過程 – 提問及想像。 

3. 各組員利用 Micro:bit 編寫仰卧起坐健康裝置程式，學生根據老師給予的基本程式，嘗試改善設計

並實驗。 

4. 總結：改良仰卧起坐健康裝置的流程及進行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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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學習效能評估 

普遍學生都懂得運用 Micro:bit「加速度感測值」自行測試改良健康裝置。但由於學生對 Micro:bit 的

認識不多，因此在製作的過程中，遇到不少技術性的困難。第一是如何編寫程式，並且順利地應用

到仰卧起坐健康裝置當中。第二是時間上的限制，由於活動安排只有十個教節，因此時間相當緊

凑，不足以讓學生作多次改良和實驗。第三是學生在設計及改良仰卧起坐健康裝置過程時，未懂得

將裝置連接身體合適部分，從而影響計算仰卧起坐次數的準確度。 

    

    學生製作仰卧起坐健康裝置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AM 學習．新世代 V 

89 
 

教學反思 

在教學目標及活動安排上，學生在進行設計過程中除了能夠掌握課堂流程外，學生在展示成果時亦

能以多元方式進行，在組內可以圖像、實作及說話方式展示作品、編程和設計圖。老師在課堂中亦

能處理個別學生學習進度，因應學生進度提供即場點撥及追問。 

課堂具開放性，能讓學生自主設計及改良，並將課堂交予學生，由學生做課堂的總結，表達得著。

學生亦能在其它學生演示產品時仔細聆聽現時學生的演示情況。而在組間互評中，學生的回饋能夠

給其它組別的產品作具體的回應，學生也對其他組別作有建設性回饋時，對於其他組別改良產品起

了正面的作用和思考。在組間互評中，老師給予學生清晰的指引進行對於各組的欣賞及建議回饋。

建議在學生展示時可以使用更多不同的方法，讓學生可以按照個人長處選擇合適的演示方式。  

 

    

                    學生做課堂的總結，表達得著                                  老師給予建議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