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電⼦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M學習．新世代IV 

 3.32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迷你溫室 
 老師  周璜鉅老師、秦⼒⽣老師、林嘉諺老師、李智臻老師、李曉晴老師 

 潘偉杰老師、黃潤棠老師 
 應⽤科⽬  科學，電腦，設計與科技 

 年級  中學⼀年級 

 學習⽬標  學習如何運⽤不同材料設計及製作溫室，並進⾏實驗以探究⼀些影響 
 傳導、 對流和輻射的因素 
 學習使⽤micro:bit編程以監測及控制溫室內的溫度 

 運⽤了的電⼦教學設備 
 或⼯具 

 micro:bit, iPad 

 課堂簡介 
 學⽣需要分組設計並製造迷你溫室。學⽣需要運⽤適當的材料構建溫室的框架和牆壁。溫室內運⽤micro:bit 
 監測溫室內的溫度並連接伺服⾺達開關風扇以維持穩定的溫度。學⽣在完成設計溫室前會先學習熱傳遞過程 
 及不同材料的應⽤。設計完成後，學⽣會開始製作溫室。同時，電腦堂會教學⽣使⽤micro:bit編程。學⽣製 
 作溫室時需要加入風扇及設計通風結構以防⽌溫度過⾼。 

 完成溫室後，學⽣需要初步測試溫室，確保micro:bit的編程及伺服⾺達能正常運作。測試初步完成後，學⽣ 
 需要填寫實驗報告並改良溫室，務求令溫室能⻑時間維持穩定的溫度。完成數次測試及實驗報告後，學⽣需 
 要完成反思⼯作紙以總結⾃⼰的學習⼼得。 

 學習效能評估 
 分組製作溫室前，每名學⽣需要交⼀張⼯作紙畫出⾃⼰的設計並指出如何運⽤傳導、 對流和輻射的因素維持 
 溫室內溫度的溫度。老師會收集⼯作紙並評估學⽣對溫室設計及熱傳導的理解。 

 初步測試時，老師可以觀察各組的溫度監控系統能否正常運作，並藉著提問引導學⽣找出問題，並作出改 
 善。 

 測試完結時後，老師可根據學⽣的實驗報告及反思⼯作紙評估學⽣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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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運⽤micro:bit及伺服⾺達去監控溫度。當中涉及IoT的理念，可以提升學⽣學習動機及效能。學⽣可將這次活 
 動的經驗運⽤到其他地⽅，如設計智能家居或使⽤智能設備。 

 活動的困難點在於學⽣需要學習及運⽤多⽅⾯的知識和技能。當中⼀些學⽣對編程不太熟悉，⼀些學⽣的動 
 ⼿製作技能較弱。這些都需要更多時間讓學⽣學習和掌握。分組進⾏活動可讓學⽣互補不⾜，但也會因為⼀ 
 些能⼒⾼的學⽣過度主導過程⽽令⼀些能⼒低的學⽣失去學習及訓練的機會。因此分組時必須考慮學⽣的能 
 ⼒及讓學⽣填寫分⼯表，以令每名學⽣都承擔各⾃責任，增加他們的投入度。 

 教學反思 
 教學過程中，我能從其他老師的教學中學習到⼀些電腦和設計與科技的知識。例如，從電腦科，我對 
 micro:bit的編程和伺服⾺達的運⽤有更深的了解。從設計與科技，我也學習到不同材料的特性及3D打印機的 
 應⽤。另外，⼀些學⽣的設計也⼗分特別，如採⽤⼤⾯積透光的結構增加進入溫室光線以加快提升溫室內的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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