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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香港潮商學校－天燈 
支援範疇 視藝與中國文化、綜合科學專題、電子教學及 STEAM 

應用科目 學校 STEAM 課 

適用年級 小學四年級  

學習目標 ● 了解天燈的由來 

● 學生能認識空氣的特性 

● 學生能利用熱空氣向上升的特性令天燈成功升空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Canva 
 

課堂簡介 

 

 

 

提問 

Ask 

1. 學校百周年校慶，教師鼓勵學生以天燈向學校表達祝福 

2. 讓學生觀看天燈的歷史文化短片，了解天燈在中國的起源、象徵意義和文化內涵 

3. 學生透過小實驗探索天燈升空的科學原理，包括： 

a. 熱對流：熱空氣比冷空氣輕，使天燈上升 

b. 氣壓：較高空氣壓比低空氣壓低，促進天燈上升 

c. 熱膨脹：加熱使空氣膨脹上升，帶動天燈上升 

4. 教師展示短片及新聞，學生探討天燈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想像 

Imagine 

1. 教師引導學生在天燈的設計、製作和升空等方面提出具創意的想法 

2. 學生設計融合中國文化元素的圖騰，賦予天燈更深層的意義 

3. 讓學生作小組討論，提出多種創新設計方案 

計劃 

Plan 

1. 學生根據實際條件（如材料、預算等），選擇最佳方案設計天燈 

2. 學生必須充分考慮不同物料對天燈升空性能的影響，如： 

a. 材料：重量、透光性、強度等 

b. 尺寸：大小、比例 

c. 造型：對流、阻力的影響 

3. 學生需要權衡各項因素，選擇最合適的材料和設計 

創造 

Create 

1. 學生二人為一組，以膠飲管為支架，合力製作天燈 

2. 學生進行兩次測試： 

老師負責用風筒加熱天燈內的空氣，一位學生負責在加熱期間維持天燈的位置，

一位學生負責計時 

3. 學生觀察天燈的半空停留的狀態及紀錄記錄兩次測試的數據，如升空高度、停留

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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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Improve 

1. 學生分析首次測試的數據，找出有待改進的地方 

2. 根據分析結果，學生改良天燈的設計和材料，以延長升空時間 

3. 學生進行第二次完整的製作和測試，並記錄數據 

4. 學生反思改良成果，並就進一步提升天燈性能提出建議 

 
      

學習效能評估 

通過課堂探究活動，學生能掌握熱氣球原理及設計、工程等相關概念。絕大部分學生在完成活動

後，能正確解釋天燈升空的原理，並製作出能在半空停留的天燈。 

從教師觀察所得，學生都積極參與天燈製作的各個環節，主動與組員一起探討設計方案並合力完成

任務，發揮團隊合作精神。然而，個別學生略為被動或偶有爭執，需要教師適時提供指導和鼓勵。 

絕大部分學生在整個活動中均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好奇心，熱切地期望自己親手製作的天燈能升到

半空。整體而言，是次天燈製作活動達成了預期的學習效果。學生不僅掌握相關知識，還培養了團

隊協作、創新思維等重要共通能力，對傳統文化、環境保護也有更深入的理解。 

 

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是次教學活動融合 STEAM 教育相關的學科內容，並與中華文化及社會議題「自然連繫，有機結

合」。 

在製作天燈的過程中，學生需要掌握熱氣球的科學原理，應用工程技術設計天燈，並運用美術知識

創作圖案，當中涉及跨學科的綜合應用能力。相比只靠教師單向教授知識，學生透過這類不斷發現

與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活動，不僅能深入理解相關知識，更能激發對學習的興趣，訓練共通能力。 

這次活動以百周年校慶為契機，將天燈及圖騰融入 STEAM 教育活動當中，讓學生在學習科學理論

的同時，能從不同層面了解中華文化。透過探討天燈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學生則可以從多角度思考

環保議題，提高環保意識。 

 

教學反思 

教師觀察到學生在製作天燈的過程中都表現投入，能積極參與。然而，也有少數學生對手工技能感

到困難，需要老師提供更多指導和協助。 

根據教師的觀察，將膠袋貼在飲管支架上是整個活動中最具挑戰的部分，大部分學生在過程中都遇

到困難，所有組別都未能一次就成功，需要老師更多的支持和指導。為了幫助學生掌握製作天燈的

技巧，教師採用「示範–練習 – 回饋」的教學模式。首先，由教師播放短片，然後現場示範天燈製

作的步驟。接着，教師給予學生足夠的練習時間，並適時提供指導和反饋。此舉有助於學生逐步掌

握技能，即使初時未能成功製作天燈，通過反復練習及改良，所有組別最終都能造出成功飄浮的天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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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料方面，教師提前準備好製作天燈所需的材料，確保每個學生都有足夠的資源，可以順利完成

任務。然而，此舉減低學生的參與感，亦限制他們在創作過程中的自主性。下次再進行類似活動

時，教師可讓學生自行準備材料，或容許學生提前向教師提出要求，以達致自主學習，同時增加天

燈的多樣性和創意。 

   

學生上課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