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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貞德中學 – 環保太陽能車比賽 

老師 蔡永康老師、陳凌超老師、黎漢恩老師、張瑞昌老師、陳希舜老師 

應用科目 科學科 

年級 中學二年級 

學習目標 1. 認識太陽能車涉及的能量轉換 

2. 應用串聯與並聯電路 

3. 探究不同變項對太陽能車速度的影響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線上工具：CircuitLab simulator 

設備：iPad 

課堂簡介 

由於本校早前與機電工程署採電學社合作，於學校天台添置太陽能發電板供電。本教學設計

希望藉此提高學生對這種可再生能源發電模式的了解，同時配合中二級科學課題  - 電的使

用：串聯與並聯電路。 

活動以「工程設計流程」為框架，首先透過工作紙引導學生定義研究的問題、構思解決方案，然後設計、測試及

改良，最後進行分組比賽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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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正在組裝太陽能車 同學正為太陽能車進行測試及改良 

同學在定義問題後，每組會獲分發一套太陽能車組件。同學利用組件中的兩個太陽能板、電動機和風扇扇頁，接

駁成串聯和並聯電路。同學會先於課堂用 iPad 於線上工具 CircuitLab simulator 構思電路，然後在實驗室進行

接駁，觀察風扇的轉速及利用安培計、伏特計量度電流和電壓值，從而決定太陽能車電路接駁方式。 

   

 

 

同學之後會著手裝嵌太陽能車，並透過焊接連接太陽能板電路，完成後進行測試、改良，並對太陽能車進行美化，

最後以淘汰賽形式比賽。 

 

 

  

以串聯電路連接太陽能板 以並聯電路連接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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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實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XEKCZVbXrwp_

e1UVm1KPcHErYUX_Ov/view?usp=sharing 

 

太陽能車完成品 

學習效能評估 

活動評估的範疇包括同學的太陽能車整體設計（包括電路、

組裝、美觀）、比賽成績、課堂工作紙和活動參與度。由於

學生於初中有接觸 STEAM 課堂，已有基礎的螺絲組裝和焊接

經驗，令太陽能車的組裝過程十分順利。 

同學亦能配合課堂工作紙的引導，探究不同變項對太陽能車

速度的影響，從而為自己的太陽能車進行改良。 

 

 

最後在比賽中，不少組別的太陽能車都能做出很好的時間成績，即使有個別組別的太陽能車未能完成整個賽道，

但可見他們參與比賽時也樂在其中。 

  

  

同學正在焊接電路 

課堂工作紙的變項探究和改良部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XEKCZVbXrwp_e1UVm1KPcHErYUX_Ov/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XEKCZVbXrwp_e1UVm1KPcHErYUX_Ov/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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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著手製作賽道 

 

太陽能車賽道完工圖 太陽能車賽道設計圖 

教學反思 

有賴香港大學 QTN-T 團隊，從課堂設計引導到物料、硬件採購建議等各方面，都為我校老師提供適切支援，讓

整個項目運作得心應手。在課堂設計方面，老師們討論與太陽能車運作原理相關的課題，一起構想不同教學策略

幫助學生 。老師認識「工程設計流程」的理念後，嘗試將其套用於課堂中，讓同學根據流程逐步解難。 

 

除此之外，老師們亦需要著手建造太陽能車的賽道，當中涉及設計、訂購組件和木工，這些過程讓老師有跨學科

的協作和學習機會，尤其設計和木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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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出隊伍 

 

然而，由於賽道由兩段木板組裝而成，難免有接駁縫位，以致實際比賽中

個別組別的太陽能車出現前行受阻，影響比賽體驗。老師團隊期望來年如

再舉辦這活動時，會避免多次拆卸和組裝賽道，並嘗試填補縫位。 

即使籌備過程有一些不順利的地方，老師的工作負擔也有所增加，但只要

看見同學們踴躍參與活動、投入其中，便感覺一切是值得的，這些經驗有

望成為老師開創其他 Stem 活動的基石。 

 

 

 

 

註解：學校操埸能被陽光照射的面積較小，其被陽光照射時間較短，加上香港夏季下雨日數多，故太陽能車測試

及比賽安排於室內進行，並利用浴霸燈模擬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