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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常識科專題研習「製作濾水器」 

學校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老師 鍾惠嫻主任、余振威老師、蔡苡萁老師、陳艷冰老師、阮紫珊老師 

應用科目 常識科 

年級 小四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認識 Micro:bit 的操作 

2. 學生能運用簡單物料和 Micro:bit 設計及製作濾水器 

3. 學生能掌握科學探究的技能和程序，通過設計循環改良濾水器

的設計 

4. 學生能激發好奇心，提升 STEM 研習的興趣 

運用的電子教學工具 Micro:bit 

課堂簡介 

本教學設計是配合本校常識科四年級的校本課程—

《潔淨的食水》，學生透過認識水的各項用途、水的

循環及食水處理的過程作為學科知識的基礎，並應

用設計循環解決食水淨化問題。同時，學生在學習

Micro:bit 的基本操作後，需要運用相關的編程技巧

設計一個計時器，用作計算不同物料的濾水時間，

總結過濾時間和食水潔淨度的關係，增加作品實驗

數據的準備性。 

 

 

整個專題研習的進行以合作學習為主要教學策略，教師將全班學生進行異質分組，大約三

人一組，希望能達到「以強帶弱」的成效。同時，學生在小組內擔任不同角色，自行選擇

有信心的學習任務進行專題研習，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發揮所長，建立 STEM 學習的自信

和興趣。為了加強製作濾水器與生活應用的連繫，教學設計以一則新聞報導作為情境任

務，要求學生辨別市民面對食水污染的困擾，從而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法，訓練學生的解難

能力。另外，這次專題研習重視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協助學生發展自主學習。因此，學生要

完成不同的預習和延伸任務(例如：資料搜集)，運用 QR Code 閱讀相關學習材料。另一方

面，學生亦要學習 Micro:bit 的操作介面和原理，包括如何在網上進行簡易的編程，以達

到指定效果。當學生對 Micro:bit 有初步的概念後，教師繼而引導學生進行 Micro:bit 計時

器的編程教學，包括如何設計「開始鍵」(A 鍵)、「結束鍵」(B 鍵)，和「重新顯示鍵」

(A+B 鍵)，從而做到準確的計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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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剪影 

     
  向組員介紹濾水器的設計圖                            小組匯報學習成果 

          

   表現優異的學生進行全班匯報                      學習 Micro:bit 的基本操作 

     

學生進行 Micro:bit 計時器的編程                  學生互相觀摩成功的設計 

    

示範將設計好的程式下載到 Micro:bit        進行 Micro:bit 計時器的測試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M 學習．新世代 II 

 

3 
 

學習成效 

本校四年級常識科校本專題研習也曾以「製作濾水器」為主題，是次全新的設計以加

入 Micro:bit 計時器為重心，對 Micro:bit 零概念的四年級學生而言是一個全新的嘗

試，對科任老師來說更是教學的新挑戰。然而，學生在學習 Micro:bit 的過程讓老師們

感到驚訝，他們很快便能掌握 Micro:bit 的各項基本設計，也能按照老師的教學示例進

行靈活貫通的應用。在學習 Micro:bit 計時器的編程原理方面，當老師提供相關的提示

和牽引後，學生也可以充分理解和掌握，其學習成效顯著。當然，由於 Micro:bit 計時

器的編程涉及一些較深的概念，要學生對這些概念有百分百的理解，是較高階的學習

目標。舉個例子，學生較難掌握「變數 Variable」的概念，而整個計時器的編程設計

牽涉兩個數學概念：單位轉換(毫秒/秒)和四捨五入，也是四年級學生未曾學習的範

疇，對於這些概念的認知，學生表現較參差的。 

 

整體而言，學生在這次專題研習的學生成效是令人欣喜的。

他們能夠運用教師提供的簡單物料及 Micro:bit，設計一個高

效能的濾水器，並能解釋濾水時間與食水潔淨度的關係。同

時，以異質分組的合作學習成效顯著，學生之間充分發揮合

作精神及個人天賦，互相觀摩學習成果，彼此學習。學生在

學習的歷程非常投入，並期待每一節 STEM 研習課，建立學

習 STEM 的濃厚興趣。同時，在這次學習過程中，部份學生

的編程天分充分得到發揮，表現自信。            

 

教學反思 

這次專題研習加入 Micro:bit 的編程教學，學生從零概念到成功設計一個計時器，難度

甚高，是教學上一項甚大的挑戰。教師在 Micro:bit 的編程教學中不斷嘗試，不斷調節

教學內容，希望讓學生能輕易地掌握和認識。這個過程絕對不輕易，有賴參與的老師付

出時間和精力，通過備課和觀課的交流，務求在教學設計上精益求精，最後達至教學目

標。面對 STEM 的教學或者推動電子學習，教師也是一位學習者。然而，我們毋須懼

怕，也切勿小看學生的學習能力。作為新一代的教師，在實踐 STEM 課堂和推動編程學

習時，仍需要大膽構思教學內容，按學生的能力讓學生多動手，多嘗試。經過這次計

劃，本校會重新審視常識科課程和電腦科課程如何互相配合及連繫，讓學生在進行專題

研習和主題學習時，更善用各科學習內容，充分展現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