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M 學習．新世代 III 

1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我的智能校園 

老師 梁澤霖老師、鄧子良老師、郁志明老師、梁嘉裕老師 

應用科目 設計思維科及電腦科 

年級 中學二年級 

學習目標 利用 mBlock 編程，模擬製作智能裝置，解決校園生活上遇到的

問題。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或工

具 

教學平台：Google Classroom、mBlock 軟件 

設備：PC、iPad 

 

課堂簡介 - 智能校園 

此課題安排於中二級之設計思維科及電腦科以跨學科之方式進行，目標讓學生 於設

計思維科認識「設計思考過程」，配合透過電腦科所教授的「編程、傳感裝置、人工 智能」

科技工具及運作技巧，以進行一系列之解難訓練。 

先從校園生活中找出一個問題，然後利用「人工智能、感應器、物聯網…」方法，讓學生設計一個裝置去

解決這問題。 

原構思以小組方式，透過運用不同之環保物料及 Makeblock 組件，利用 IPO 概念製作一個實體模型用作

解決校園生活中的一些不便；但礙於疫情關係，在籌備課堂期間，仍未能確定課堂將會以網課形式還是半日面授

方式進行，另外鑑於資源有限，亦不容許學校提供全級百多人每人一套 Makeblock 套件在家進行製作。因此，

本校決定以電腦動畫形式，讓每一位學生透過運用 mBlock 軟件以動畫互動程式來呈現他們的設計。 

學生之創作局限於透過 mBlock 軟件以動畫互動程式執行，於創作中雖然缺少了傳感器之運用，但卻添

加了 mBlock 中「人工智能」及「開放數據」等延展模組，讓學生體驗另一種模式之智能校園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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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內容 

1. 界定問題 

 先在 STEM 課堂，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找出一些他們習以為常的不便，然後嘗試思考用不同方法（例如：

人工智能、物聯網…）去解決問題的可行性。 

 

2. 組合自動化裝置 

認識 IPO流程，介紹Makeblock各類感測器和致動器，然後讓學生從中選取一個組合，這組合可以解決他

們在上一課所界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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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Block 編程 

 於電腦課進行，老師先以「智能自動門」為例，教授學生如何以 mBlock 編程中的「認知服務」延展模組

以人工智能方式來模擬不同的感測器和致動器。然後讓學生自行製作他個人的「模擬智能裝置」。 

 運用語音識別方式開啟自動門。 

  

  

然後逐步地豐富畫面，以故事方式來創作動畫，並引導學生創作不同的場景，於不同場景實現他們各自的

創作構思。 

 

結合 STEM 課堂之構思，於動畫場景中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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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效能評估 

學生須呈交一電腦動畫及 PowerPoint 展示有關設計的用途及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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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學生於設計思考過程中對尋找校園生活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便並沒有太大感受，對於思考創作有一定困難，創

作題材亦顯得大同小異，此外，學生於製作動畫過程中面對多方困難，首先學生對 mBlock 軟件並未有太大認識，

當使用循環結構及選擇結構來進行編程已有一定困難，再加上要以抽象方式以動畫模擬感應器之實際運作未必能

人人掌握，於課堂設計及鋪排要細心分析學生將會遇到之困難及技術限制。 

 

此外，當我們以為已提供了很充足的活動指引，但對學生來説仍然可能難於依循以致不足以完成所需之要求，同

時於創作過程中觀察到學生害怕失敗，及欠缺耐性，他們對於無信心完成之任務失去製作之動機。於反思過程當

中，要讓學生以正面態度面對過程中的不完美，讓學生勇於不斷嘗試及改良，多加對學生作出鼓勵，作為將來發

展設計思維科之課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