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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慈幼葉漢小學－魚菜共生體驗 

老師 陳逸朗老師、陳寶玲老師、孫敏婷老師、鄭雅駿老師 

應用科目 常識科 

適用年級 小學四年級 

學習目標 1. 了解魚菜共生的基礙理論 
2. 了解魚菜共生如何友善對待環境 
3. 了解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方式 
4.   學習組裝魚菜共生系統裝置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iPad 

 

課堂簡介 
1. 透過常識書「潔淨的水」的課題，學生得知飼養動物會製造污水，但在某方面

如魚菜共生則可令植物得到營養，因此引入魚菜共生這體驗。 

2. 學生先了解魚菜共生的基本資料，然後分組學習組裝魚菜共生系統裝置，並嘗

試加水，放魚及落種子的過程。 

3. 各組員輪流隔數天餵魚，清理雜菜及紀錄小麥草生長高度。 

4. 總結：比較不同缸中小麥草的高度及進行匯報。 

 

學習效能評估 
整個活動對學生的要求不高，不需要艱深的編程知識，亦不需要複雜學科知識，因此所有程度的學

生也能參與。魚菜共生體驗的過程亦相當吸引學生，不少學生很踴躍去餵魚，因此要事先安排好餵

魚的工作及向學生說明金魚不能餵太飽的注意事項。此活動亦能讓學生體驗到生命的價值，始終飼

養期間會有小麥草枯死及金魚死亡的情況，學生亦從中了解生命誠可貴的道理。另外，透過對照實

驗，學生也知道實驗的基本技巧，對他們發展 STEAM 教育及計算思維教育也有正面影響。 

 

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是次活動對學生和老師來說都是創新的，因為學生很少機會能在常識堂上加入如此大型及恆常性的

體驗；也不是每位老師都掌握魚菜共生的理念。因為要教學生時老師也懂得如何教，所以全體老師

也上了魚菜共生體驗課。但也正正是這樣，能把 STEAM 教育推廣至其他老師，具普及意義。此

外，所有小四學生都能親自動手做，而非只是能力較佳學生或有參加有關興趣班的學生，也具普及

意義。 

 

教學反思 
透過這次「魚菜共生」的體驗，學生表現出能進行探究學習的能力，並展現合作能力、溝通能力等

廿一世紀技能。研習過程中也令學生認識養魚及耕種並不容易。從學生的反思中，學生樂於分享自

己對魚菜共生的看法，而且表現積極。在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支援團隊的協助

下，讓老師和學生有了難忘的體驗，亦讓學生有更深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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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共生體驗活動及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