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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智能家居 

支援範疇 編程和計算思維、機械及傳感器、電子教學及 STEAM 

應用科目 常識科，學校電腦課 

適用年級 小學六年級 

學習目標      1. 了解智能家居的概念和應用 

2. 學習基本的電路知識和編程技能 

3. 培養創新思維和問題解決能力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micro:bit、micro:bit 擴展板、各類型傳感器、電腦 

 

課堂簡介： 

科目  課堂內容  資源  

常識科 

(2 節)  

第一節 

1. 引入  

- 播放智能家居相關影片 

- 討論：學生日常生活中接觸過哪些智能設

備？ 

2. 智能家居概念講解  

- 介紹智能家居的定義和特點 

- 舉例說明常見的智能家居設備及其功能 

3. 分組討論  

- 學生分組，討論智能家居可能帶來的好處和

潛在問題 

- 分享討論結果 

4. 總結  

- 總結本堂課要點 

- 預告下一堂課的內容 

簡報、影片 

第二節  

 1. 回顧與引入  

- 複習上節課內容 

- 介紹本堂課目標 

2. 基本電路元件介紹  

- 講解不同傳感器的使用及其功能 

簡報、micro:bit、micro:bit 

擴展板、各類型傳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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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課堂內容  資源  

- 展示實物並說明其功能 

3. 電路原理討論  

- 向學生重溫電路接駁的原理 

-向學生展示下一堂所用的 micro:bit 擴展版 

5. 總結 

- 回顧本堂課重點 

- 預告下一堂課：接駁 micro:bit 擴展版及不同的

傳感器和編程基礎 

電腦 

(4 節)  

第一節、第

二節  

課堂活動： 

- 分組進行活動（2-3 人一組） 

- 向各組派發不同的傳感器、杜邦線、micro:bit

擴展版及 micro:bit 

- 利用簡報及實物投影器，向學生講解如何連

接各個傳感器 

- 完成接駁後，著學生利用手提電腦進行編程 

- 著學生以不同的方式試用各個傳感器，並利

用提問引發學生思考不同傳感器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 著學生思考不同的傳感器及摩打可在家中應

用 

- 教師透過例子幫助學生思考 

micro:bit、micro:bit 擴展

板、各類型傳感器、電

腦、實物投影器 

第三節、第

四節  

課堂活動： 

- 分組進行智能家居設計 

- 著學生進行討論 

- 派發不同的傳感器讓學生進行設計 

- 教師巡視及協助不同組別 

- 測試組件是否能夠正常運行 

- 著學生進行檢討及改良 

micro:bit、micro:bit 擴展

板、各類型傳感器、電

腦、智能家居模型、工作

紙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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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課堂內容  資源  

- 作品展覽，向同學介紹智能家居運用了哪些

組件 

- 完成工作紙冊的反思部分  

 

學習效能評估 

這個智能家居主題的 STEAM 教育教案對六年級學生的學習成效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評估： 

1. 知識 

- 學生能夠理解智能家居的基本概念，以及相關科技的應用 

- 認識電路接駁 

2. 技能 

- 製作簡單智能家居的裝置 

- 認識編程的能力 

- 能夠在項目設計和製作過程中識別問題並尋找解決方案 

- 能夠就著家居的環境構思新的智能家居應用場景和功能 

3. 跨學科元素 

- 活動主要在常識科及電腦科進行，其中能夠將科學、科技、工程、藝術等學科知識綜合應用，培養

學生共通能力 

4. 協作能力 

- 通過分組活動，學生需要進行不同的討論、合作，有助提升其團隊協作和溝通能力 

- 學生在團隊中承擔不同角色，互相配合。 

5. 興趣激發 

- 為學生訂立與生活相關的背景及主題，學生透過「動手做」，激發了學生對 STEAM 教育領域的興

趣 

- 透過作品展覽活動，培養了學生對活動的興趣 

6. 表達能力 

   - 通過作品展示環節，提高了學生的口頭表達的能力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AM 學習．新世代 VI 

84 
 

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1. 學生起點水平差異大 

學生在電子、編程等方面的先備知識和技能可能存在較大差異。部分學生對 micro:bit 的編程已有一

定的認識，但部分學生對連接 micro:bit 亦感到一定的困難。 

2.時間管理 

學校在活動安排了 6 節課堂進行有關活動，但由於學生的能力差異較大，而課題亦跟以往的題目有

很大的分別，學生需要花較多時間進行活動，如：學生需要花較多時間進行不同傳感器的接駁，部

分班別需要花額外的時間進行設計和製作部分。 

 

教學反思 

智能家居課題的知識應用較以往的 STEAM 教育的活動困難，教師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識才能有信心

完成活動，因此教師應在課堂前預先嘗試接駁不同的傳感器以及進行編程，能令學生的活動更為順

暢，亦能體會到學生遇到的困難，從而在課堂的時候能夠給予學生適當的援助，令課堂的節奏更為

順暢。此外，同級的科任老師應在課堂開始前進行多次的共備以提升大家對課題的認識和了解，以

及教學的信心。 

另外，由於學生對課題或接駁電路的工作較少進行，因此教師應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工具 等以提

升課堂的效率；此外，教師亦應在適當的過程中停頓，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電腦與傳感器的接

駁，比教師單方向輸入更為有意義。老師亦應在課堂停頓的時刻，在課室內進行巡視，對能力較弱

的組別給予適切的幫助。 

最後，學生分組進行智能家居設計時，往往會遇到不同的困難，例如：學生會忘記不同傳感器的接

駁方法以及編程的方法，教師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協助，因此可在 STEAM 教育工作紙冊上加入適當

的指示，讓學生可以從工作紙中找到答案，教師亦應該在學生進行討論時給予適當的回饋，以啟發

學生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