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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聖公會聖匠⼩學 – 太陽能動⼒⾞ 
 老師  李美寶老師、洪⼦喬老師、楊慕舒老師、李頴信副校⻑、胡偉成副 

 校⻑、陳詠藍老師、羅狄主任、鄭妙紫老師、彭思朗老師 
 應⽤科⽬  常識科、數學科、電腦科 

 年級  ⼩學六年級 

 學習⽬標  1.  認識能量轉換的現象(光能 電能 動能)，及物料的相互作⽤ 
 2.  能運⽤公平測試進⾏實驗，並指出影響測試結果的變項(影響 

 ⾏⾛距離及⾞速的不同因素) 
 3.  利⽤micro:bit製作時間閘，並計算出動⼒⾞⾏⾛的速率 

 運⽤了的電⼦教學設備 
 或⼯具 

 micro:bit、超⾳波感測器 

 課堂簡介 

 本教學設計配合了本校六年級常識科下學期的單元內容：機械與⽣活。學⽣在情境設計下，製作出⼀輪能⾏ 
 ⾛得最快的太陽能動⼒⾞，並從不同的變項測試中找出會影響動⼒⾞⾏⾛速度的因素。為準確記錄測試的結 
 果，學⽣會利⽤micro:bit及超⾳波感測器設計時間閘，量度動⼒⾞在指定⻑度的賽道上⾏⾛的時間，並計算 
 出動⼒⾞⾏⾛的速率，比較結果，作出改良。在是次教學中，學⽣會在常識、數學以及電腦科科任老師的帶 
 領下，進⾏學習，除了期望能讓學⽣在不同課堂圍繞同⼀教學主題作主題式學習，促進學習成效，亦希望能 
 就各科老師的專⻑，分⼯合作，令教學更具效能。 

 合⼒組裝太陽能動⼒⾞  改裝太陽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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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測試(室外) 
 進⾏測試(室內) 

 利⽤micro:bit及超⾳波感測器 
 設計時間閘 

 測試紀錄 

 學習效能評估 
 在進⾏STEM活動時，我們期望學⽣能對個⼈的學習歷程和成效有所掌握，並從中學習到相關的知識、技 
 能、態度等重點，解決疑難，⾃我檢視。因此，學⽣在進⾏活動時，需在活動⼩冊⼦中作不同的紀錄，由課 
 堂⽬標、課前預習、資料搜集、構思設計、組裝製作、測試紀錄、改良、總結、檢討反思，學⽣均能透過紀 
 錄跟進個⼈的學習成效，⾃我評估。同時，活動以⼩組形式進⾏，學⽣之間需要相互合作，作出評價及回饋 
 ，以協助雙⽅了解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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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學⽣普遍對於動⼿動腦的STEM活動感到興趣，因此，學⽣的學習動機亦相對較⾼，故在教學設計上，能運 
 ⽤翻轉教室的模式，向學⽣發放網⾴、影片等資訊，讓他們先在家中對學習課題作初步了解，檢視學習進程 
 ，找出難點，嘗試解決，才進入正式的課堂活動。 

 在進⾏正式教學前，本校常識科及電腦科老師在香港⼤學電⼦學習發展實驗室的帶領下，進⾏了⼯作坊，在 
 活動中，老師能親⾃動⼿嘗試組裝動⼒⾞，並作測試，以體驗學⽣在進⾏活動時可能遇上的困難，以及找出 
 應對⽅法。同時，老師亦得以預先拍攝相關影片(成功/不成功)，作為教材，向學⽣播放，讓他們能就相關情 
 況作出分析，作為參考，亦讓學⽣對活動多了⼀份期待，更投入活動。 

 教學反思 

 疫情關係，是次教學活動順延⾄7⽉進⾏，天氣的不穩定是進⾏活動時遇上的最⼤難題。為應付不穩定的天氣 
 情  況  ，  避  免  在  陰  天  或  雨  天  下  無  法  進  ⾏  測  試  ，  我  們  必  須  預  備  後  備  ⽅  案  —  配  置  多  盞  室  內  使  ⽤  的  浴  霸  燈  ，  並  製  作  賽 
 道，以供測試動⼒⾞之⽤。因此，在前期的預備功夫便需要投放⼤量的⼈⼒物⼒，以應對不理想的天氣情 
 況。雖然在學⽣正式測試的其中⼀天，天氣果真不似預期，以致學⽣無法進⾏室外的測試，公平比對改良前 
 後的測試結果，但學⽣依然能積極投入參與活動，也藉此明⽩了要保持靈活的頭腦，靈活變通解決問題的道 
 理。 

 由於在是次的課程中，學⽣主要會利⽤材料包的固定零件來組裝動⼒⾞，再由指定組別作部分的變更以進⾏ 
 變項測試和比對，因此在設計的過程中便限制了學⽣發揮創意的空間，未能做到百花⿑放的果效。另⼀⽅⾯ 
 ，學⽣在組裝動⼒⾞時，曾遇上不少困難，以致動⼒⾞未能以直線⽅式向前⾏進，或未能使⾞輪正常轉動。 
 但值得欣賞的是，學⽣百折不撓，能仔細分析並找出原因，務求使動⼒⾞能正常運作，參與測試和比賽，甚 
 ⾄會作進⼀步的嘗試和探究，⾃⾏改裝動⼒⾞，發揮其最⼤效能，令老師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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