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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祖堯天主教小學－自製濾水器 

支援範疇 編程和計算思維、機械及傳感器、綜合科學專題、電子教學及 STEAM 

應用科目 常識科 

適用年級 小學四年級 

學習目標 學生在量度「自製濾水器是否能有效過濾污水」的過程中，應用公平測

試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micro:bit 測光裝置，電腦 

課堂簡介 

本教學設計是配合本校常識科課程「大地寶庫」中的學習內容，以製作濾水器

作主軸，學習及應用公平測試。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知道水資源的珍貴，並認

識各種濾水物料的特性、濾水器的操作原理等知識後，學習公平測試的定義及

變項。學生利用 micro:bit 去量度水的清澈度時，需要考慮如何達至公平測試，

並且在改良濾水器裝置的過程中，考慮改變「濾水物料的鋪放次序」或「濾水

物料的份量」，學習在只改變一個變量的情況下，排除有待研究因素以外其他

變項的影響，為實驗結果提供確切的結論。 

第一節 – 介紹公平測試的變項 

第一節課堂目標旨在讓學生了解公平測試的原理及三個變項。教師先舉出反面例子，如跑步比賽

中，並提出問題：若不同班別的賽道長短不一樣，賽道較短的一班較快到達終點，這個比賽結果可

信嗎？比賽規則公平嗎？使學生掌握公平的比較（公平測試）的實驗設置需要相同。 

及後教師介紹獨立變項、應變項及控制變項，並讓學生嘗試套用變項在生活中例子，如比較不同牌

子電池可使用的時間、不同性質的水如何影響植物生長、不同牌子保溫瓶的效能等。 

第二節 – 設計濾水器 

第二節以學生在學校旅行中遇到意外，流落無人島作為背景，讓學生推測他們在此情況下所需要的

生存物資，引導學生推論出製作濾水器的需要。此節課程由學生主導，以腦部激盪形式，分析如何

運用他們擁有的物資及島上的資源製作濾水器。教師其後提供四種大小及物料各異的石頭作過濾物

質，學生需定下每種石頭的份量及次序。 

在製作前，教師著學生思考評估濾水器效能的方法，帶出濾液的透光度與濾液中的雜質含量成反

比，其中，透光度會以 micro:bit 製成的測光器量度的光線感測值表示，光線感測值越高，水越清

澈，透光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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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t 測光器程式碼 

 

micro:bit 測光器程式 

模擬讀數 

 

 

第三節 – 評估及比較濾水器 

學生在製作第一個濾水器與及量度光線感測值後，需要檢討濾水器的效能，包括濾液的清澈度、過

濾所需時間等，再根據第一次的過濾結果改良濾水器，透過調換石子順序或改變石子的份量製作第

二個濾水器。由於濾液的清澈度與過濾時間一般而言都呈反比，學生需構思能取得兩者平衡的方

案，並在限時內完成過濾。 

   

學生製作濾水器 過濾濾液 濾水器作品 

學生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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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 

課後，教師邀請學生思考濾液是否可以直接飲用，如果不能，還需要進行甚麼步驟才能得到潔淨的

食水，引申至乾淨的水資源得來不易 ，因此要避免浪費食水。 

 

學習效能評估 

學生透過肉眼觀察及使用 micro:bit 測光的方法比較兩次濾液的清澈度，對比兩個指標的結果是否一

致，並總結第二次的濾水器效能有否提高。教師亦會向全班展示所有濾液，並列出各組的光線感測

值，請學生觀察透光度與濾液的光線感測值是否成正比。 

學生討論利用 micro:bit 製成的「測光器」去測試濾水器的有效程度時，需按實際的環境去思考「測

光器」的準確度會被影響的原因，例如，不同組別處於的位置本身的光源已經不同，從而激發學生

反思不同組的濾液光線感測值是否比較各個過濾器效果的最佳指標，組與組之間的比較是否公平，

以加深學生對是次測試只能有一個應變項的概念。教師不會為學生訂立標準答案，有助學生擴展他

們的思考空間。 

下圖為兩份來自不同組別的學生的工作紙，其中清水的光線感測值不相等，反映組別間的環境光線

有差異： 

  
第一組學生工作紙 第二組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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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在活動設計上，教師以自主學習的形式，讓學生學習製作濾水器，由引入至學生學習各項濾水物料

的功能，均以自主學習的形式進行，老師只需設計任務，讓學生自己去閱讀及搜尋相關的資料，把

教學變成以學生為中心。 

創新程度和持續性： 

自製濾水器活動具有創新性，因為它鼓勵學生動手實驗，理解濾水的原理，學生根據動手做得出的實驗結

果，從而分析物料的過濾效果有所不同，並由學生自行決定放物料的先後次序，再進行觀察水質的清澈度。

持續性方面，這項活動可以持續地納入學校的科學課程，讓更多學生參與並學習。 

普及意義： 

自製濾水器活動有助於提高學生對水資源的認識，培養節約用水的習慣。透過實際操作，學生能夠理解濾水

的過程，並明白如何改善水質。此外，這項活動也可以激發學生對科學和環保的興趣，促進 STEAM 教育。 

 

教學反思  

本次教學活動中，學生通過學習公平測試，應用公平測試在量度「自製濾水器是否能有效過濾污

水」，過程中讓學生找出各項影響量度結果的變項，讓他們更具體明白甚麼是公平測試，並如何在

公平的情況下進行量度。 

這次教學活動中加入了科技元素，利用 micro:bit 製作測光裝置去收集量度的數據，透過此活動，學

生們不單可以學習編程，更可以把編程和科學應用於生活上，從而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困難。 

透過本次實驗研究，擴闊了學生眼界及視野角度，從課本走向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開闢未來。親

自動手做實驗，即能掌握課本以外的知識，又藉着思考解決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