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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簡易家居過濾裝置 

學校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老師 楊敏兒老師、陳偉雄老師、蔡嘉茵老師、梁雅英老師、吳偉強

老師、林慧婷老師、梁淑貞老師、鄧紫琦老師、陳寶芸主任、

柯玉儀主任 

應用科目 多元智能課 

年級 四年級 

學習目標 知識： 

1. 明白「清潔飲用水及衞生設施」是全世界面臨的水資源問

題，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其中一項目。 

2. 了解淨化食水的過程 

3. 探究物料的物性及其過濾效能 

技能： 

4. 運用資訊科技搜集資料的技巧。 

5. 懂得製作過濾裝置 

6. 應用測量工具測試過濾裝置的效能。 

7. 分析測試結果及提出改良方法。 

8. 掌握匯報成果的技巧。 

態度： 

9. 提高珍惜水資源的意識，在日常生活中減少浪費飲用水。 

10. 明白運用科學知識和創意，可以解決問題及造福社會。 

11. 發揮互助和協作精神。 

12. 知道公平測試的重要性，培養認真探究科學現象的態度。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

備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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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簡介                                                                        

步驟 活動時間 教學流程及內容 

發現問題

或需要及

設定解決

方案 

1 小時 

  

分析情境 > 發現問題或需要 > 設計解決方案 > 科學知識初探 > 設計解

決方案 

✧ 新聞報道：2019 年 9 月 2 日 東網專訊（於

https://hk.news.yahoo.com 下載，內容為「將軍澳多個屋苑食水疑

受污染，團體要求水務署驗水加置隔水網」） 

✧ 以六何法理解新聞報道內容，從而發現問題及需要。（簡報）10’ 

（討論問題包括：發生了甚麼事情？甚麼人受到影響？發生的地區

在哪？你居住的地區有可能發生同類的事情嗎？事情在何時發生？

持續了多久？為何會發生這件事情？事情發生後，有關當局如何處

理？） 

✧ 分組討論，每組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寫在黑板上（高階思

維：另類方法）。5’ 

✧ 多想一步：評估各個方法的創意水平及可行性，選出其中值得具體實

踐的（過濾法）。5’ 

✧ 分班介紹一般濾水物料的特性（簡報、示範、工作紙）：10’ 

✧ 分班介紹濾水器的基本部件。(簡報及模型)5’ 

✧ 介紹如何評估濾水器效能，包括觀察水質的變化、計算過濾時間、量

度過瀘前後容量變化。(簡報及筆記)5’ 

✧ 介紹公平測試。（教育電視「公平測試」）5’ 

✧ 課後習作：設計濾水器，下一節上課時帶備自訂濾水物料製作濾水器

（工作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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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解決

方案及進

行測試或

改良 

1 小時 預測解決方案成效 > 觀察及記錄 > 改良解決方案 > 觀察及記錄 > 決定

解決方案 

✧ 展示濾水器模型，學生按設計圖製作濾水器 10’ 

✧ 提出探究問題「自製過濾器的效能怎樣？」 

✧ 預測經過自製過濾器過濾的污水會有甚麼變化。（工作紙） 

✧ 測試濾水器成效：15’ 

✧ 課後重複改良及測試解決方案，直至取得滿意結果，待下一節各組進

行比較。 

評估方案

成效及進

行推廣 

1 小時 互評及觀摩 > 日常生活的應用 > 總結  

✧ 各組同步進行濾水，選出最佳濾水器。15’（簡報） 

✧ 分組討論，每組建議濾水器的 5 個使用方法（高階思維：另類方

法）。10’ 

✧ 各組報告及互評、提問等。10’ 

✧ 教師總結，濾水器的應用例子，並帶出「清潔飲用水及衞生設施」是

全世界面臨的水資源問題，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其中一項目。

（簡報）10’ 

✧ 鼓勵學生繼續探索，以 4F 反思，多想一步如何讓濾水器改善生活。 

 

學習效能評估 

 

學生進行分組比賽 

 

分組比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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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組內測試 

 

學生以色表測量清澈度 

 

分組比賽評審中 

 

 

學生以色表測量清澈度 

 

教學反思 

是次學習主題為「簡易家居過濾裝置」，過往為常識科課堂活動。由於不少老師認為常識科

課時緊迫，在課堂上進行過濾裝置的設計及製作，已佔用不少上課時間，很多時候未能就相關的生

活問題及應用作深一層探究，實在可惜。 

有見及此，是次設計教學過程，着重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藉真實情境(新聞報道)讓學生

思考雖然香港飲用水供應系統非常安全，但仍偶有出現各種影響人們取得潔淨食水的情況，引導學

生發現生活中的問題，並就此提出解決方案。相較以往在常識課堂進行引入的活動，是次的安排有

充足的時間讓學生分組討論，就生活問題提出各種解決方案，並透過同儕互評，討論這些方案的可

行性。觀察發現，學生討論時能引用自身經驗分享，例如屋苑公用水管爆裂引致暫停食水供應，說

出潔淨食水對生活的重要性，與以往在課堂上的討論相比，安排充裕的引入活動明顯較能引發學生

同理心，因而提出的解決方案會更具體、實際。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M 學習．新世代 II 

 

5 
 

 引入主題後，教師向學生介紹一般過濾物料的特性及過濾效果，並介紹公平測試的進行方

法。觀課發現學生主動提出問題，包括如何購買物料及其他物料能否用作過濾等，分組討論過濾器

設計時學生積極參與，亦會記錄資料，不少學生提出富創意的過濾物料，包括茶葉、珈啡、不織布

等，同儕間能就各種物料提出有理據的意見，互動情況良佳，過程中的擁有感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 

 由於學生知道分組完成過濾裝置後需隨即進行測試，因此當教師介紹各種測量工具的使用方

法時，學生都表現得非常專注，並提出操作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同學間討論氣氛熱烈，與過往

的課堂有顯著分別。測試過程中，學生需分工合作負責計時、記錄、實作及測量，讓學生有機會運

用不同的學科技能，藉以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及協作的能力。完成測試後，學生需反思設計的優劣並

進行修訂，亦有助培養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及探究能力。 

回顧整個教學流程，老師不約而同地表示與 STEM 相關的探究活動，如能跳出學科課堂框

架，無論是對於老師或學生，都能起着鬆縛的作用，令大家在思考及設計產品時，不致陷入學科知

識層面的局限，反而有助於創意的發揮。此外，由於整個活動的時間延伸至三個星期，較以往集中

於兩節課堂（約一小時）進行，有更多空間讓學生進行探究，可為改良了的過濾裝置進行第二次或

第三次測試，除有助建立其探究精神外，活動時間的延長亦令學生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活動反思，思

考全世界面臨的水資源問題，並多想一步如何讓濾水器改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