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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伊利沙伯中學－透過魚菜共生推動 STEAM 教育自主學習 

老師 周駿業副校長、蔡淑嫻老師、張韻儀老師、倫少蓮老師 

應用科目 學校綜合科學課 

適用年級 中學一年級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認識魚菜共生系統原理、氮循環和虹吸原理 
2. 學生透過觀察、量度和記錄，實踐科學探究技巧 
3. 在照顧動植物的過程中建構生命教育和培養學生關愛之心 
4. 學生能運用 Micro:bit 及相關部件進行編程，學習校準 pH 值與

Micro:bit 讀數關係及其直線方程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教學平台：Google Classroom, Micro:bit.org 
設備：Potti 魚菜共生系統、Micro:bit 及相關部件 
閱讀書籍：魚菜共生系統原理與方法 

課堂簡介 

學校 STEAM 教育著重自主學習，全級中一學生均透過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 或閱讀有關書籍，先掌握相關資料，並結合課堂教授知識及 Micro:bit 編

程等讓學生實踐所學。上學期科學課程會教授科學探究-觀察、假說、設計及進行

實驗、分析和結論，亦會學習不同量度方法，記錄和處理數據，學生在預備魚菜

共生缸時，需了解虹吸原理運作和使用去「氯氣水」的原因。 

建立魚菜共生虹後，學生會在小息和放學後，照顧、量度及記錄植物及魚的生長狀況，過程中學生

能協助和體驗生命周期，當完成植物第一個生長周期後會收割，再有第二造植物時，學生會比較二

次記錄中植物的生長狀況，以觀察魚菜共生的可行性，學生需用圖表展示數據。部分學生會進行延

伸活動，利用 Micro:bit 和相關部件進行編程，量度不同 pH 緩衝溶液的類比值，以 Excel 繪圖找出

兩者的線性關係，再進行編程以建構 pH 計，可用作量度魚菜共生水質 pH 在實驗過程中的 pH 值變

化，作更深入科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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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時數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自習 

（1 星期） 
認識氮循環和魚菜共生原理 閱讀材料 

1. 氮循環 
2. 魚菜共生原理 

學生作簡報介紹相關知識 
2 堂課節 

（80 分鐘） 
 認識虹吸作用 
 建立魚菜共生缸 

1. 如何預備「去氯氣水」 
2. 利用生物環、海苔、預備種籽發芽和虹

吸管建構魚菜共生缸 
小息/課後 

（2-3 星期） 
 學習觀察生物、量度和記

錄，實踐科學探究 
 學習照顧魚菜共生缸，以提

升學生責任感和協作能力 

1. 學生透過分組協助，照顧魚和植物，作

生命教育 
2. 學生運用記錄的數據進行繪畫折線圖，

以顯示和比較植物生長周期 

1 堂課節 
（40 分鐘） 

 分享活動成果 
 反思 

學生完成工作紙，分享大家學習成果 

試後工作坊 
（110 分

鐘） 

 學習 Micro:bit 連接 pH 計部

件的編程 
 學 習 校 對 （ pH 值 與

Micro:bit 類比值的關係） 

1. 利用通用 指示劑 量度不 同溶液的 pH
值，引導學生明白利用顏色比對會有實

驗差異和溶液顏色會影響實驗結果 
2. 利用 3 種緩衝溶液量度 Micro:bit 類比

值，計算平均值，利用數據用 Excel 繪

畫兩者關係的直線方程，找出斜率及 y-
截 距 。 再 進 行 主 項 轉 換 ， 重 新 進 行

Micro:bit 編程，直接使用該 Micro:bit pH
計量度不同溶液的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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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效能評估 

在教學活動安排上，老師都讓學生有更多自習機會，提供相關活動資料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和

閱讀圖書，給予學生找尋相關資料作整理，讓學生作分享和介紹氮循環及魚菜共生原理。 

在處理魚菜共生缸時，學生於課後時間自行管理其魚菜共生缸，他們會自行安排分工：餵飼、加

水、量度和記錄，過程中學習互相協作。另外，學生在過程中不免會遇到問題，可培養他們自行尋

找解決問題方法，培養他們解決問題能力。他們在照顧過程中，會欣喜魚兒和植物健康成長，感謝

同組學生互相幫助，當有魚兒死亡，他們都會感到傷心和好好地處理魚兒屍體，讓他們體驗生命周

期和生死教育。 

在試後工作坊，大部分學生都投入實驗、Micro: bit 編程 pH 計活動，他們均能度取數據及利用 Excel
作繪圖，並能成功建立 pH 計量度溶液 pH 值，學生能比較 pH 計與通用指示劑度取 pH 值差異，每

組利用 pH 計成功準確量度不同溶液酸鹼值，各組數值相約。 

課堂照片：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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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善用網上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學習材料，有助節省教學時數，以教授其他知識和讓學

生在課堂上有更多時間進行實驗或討論。透過學生滙報，有助他們先將知識整理和歸納，培養學生

表達能力和增加自信心。透過分組協作，培養學生責任感及使命感，加強他們合作能力和溝通技

巧。 

學生在試後工作坊，能親身體驗 Micro:bit 編程如何幫助進行科學探究，從中亦學習到數據收集、校

準直線、Excel 繪圖和直線方程等知識。老師透過共同備課和協作教學，有助來年將活動擴展至全級

課程，增加學生應用 Micro:bit 編程能力和應用於科學實驗中，如延伸活動包括監察魚菜共生缸的

pH 值變化和作提示功能。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AM 學習．新世代 V 

137 
 

課堂照片： 

 

 

 

 

 

 

 

教學反思  

在是次計劃與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支援團隊合

作，獲得多方面支援，他們為老師安排老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培訓校內老師認識和熟習 Micro:bit 編

程，讓老師有信心教授學生編程。學校亦在進行課程前自行安排老師工作坊，進一步測試 Micro:bit
編程，提升老師團隊對編程教學信心，有助將編程教學普及和增加在科學科應用。 

在進行教學前，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支援團隊

會與老師們討論教學方向、提供意見和教學資源，以便老師安排教案、課堂流程和物資預備，亦多

角度考慮學生在學習上可能遇上的困難，以減少學習差異。 

觀課及課後回饋都是計劃中重要一環，透過觀課可觀察學生在活動中的學習情況和教育方向的可行

性，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支援團隊給予意見以

增進老師對課堂優化，有助下年度進行同類活動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