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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學－智能家居 
 老師  利國良副校⻑、林偉強老師，吳兆盈老師、潘奎傑老師、 

 李智恩老師 
 應⽤科⽬  科技創意科 

 年級  ⼩學五、六年級 

 學習⽬標  ●  知識：學⽣能夠掌握輸入-處理-輸出(IPO)的基本控制結構，認識 
 更多輸入裝置及輸出裝置 

 ●  技能：學⽣能夠選⽤合適裝置及編程，編寫「條件語句」(If-then 
 ， If-then-else)，進⾏⾃動決策，設計及製作智能家居模型 

 ●  態度：學⽣能夠從使⽤者⾓度出發，設計智能家居模型，⽤以改 
 善及提升⽣活質素。 

 運⽤了的電⼦教學設備 
 或⼯具 

 micro:bit主控板、擴展板、光線感應器、LED燈泡、⼈體紅外線感應 
 器、溫度感應器、濕度感應器、超聲波測距感應器、伺服⾺達、蜂 
 鳴器等。 
 教學平台：Google Classroom、Zoom 

 課堂簡介 

 引入：  將⼀般裝置與智能裝置之比較作引入，讓學⽣認識何謂智能裝置，以及它的基本運作原理 
 （輸入-處理-輸出  （  Input, Process, Output（IPO)））；進⽽認識智能裝置如何  有效解決⽣活中的問題 
 ，根據使⽤者指⽰⽽讓智能裝置作出調整，從⽽引發學⽣製作智能裝置之學習動機。 

 66 



 香港⼤學電⼦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M學習．新世代IV 

 課堂內容： 
 在  課  堂  中  透  過  組  裝  ⼩  電  燈  及  編  寫  相  關  程  式  ，  讓  學  ⽣  了  解  IPO  的  概  念。  學  ⽣  在  編  寫  程  式  時  ，  主  要  運  ⽤  了  條  件  語 
 句作出決策：若某條件成立，程式便會執⾏積⽊內的指令；若某條件不成立，程式便不會執⾏積⽊內的指 
 令。 

 接下來學⽣學習如何運⽤條件語句，利⽤micro:bit來製作可⾃動決策之「智能燈」。 

 從過程中學⽣了解到如何利⽤感應器（例如光線感應器)去收集數據（光度)，設計程式來作出⾃動決策，從 
 ⽽產⽣輸出結果；最終學⽣便能製作出因應不同光度環境下⽽⾃動開燈和關燈的智能燈。 

 課堂發展：學⽣透過製作智能燈，初步掌握「輸入-處理-輸出」的概念後，因應不同⽣活上的需要，選取不同合適的 
 感應器及輸出裝置，編寫相關程式，製作不同的智能家居裝置，以改善⽣活。 

 課堂預期成果：透過讓學⽣掌握及運⽤設計思維，思考個⼈或家⼈⾯對的⽣活難題，並動⼿製作個⼈的家居智能裝 
 置。從⽽讓學⽣多關⼼⾝邊的⼈和事，利⽤科技改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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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效能評估 

 進展性評估： 

 在課堂中，透過學⽣在課堂上組裝及編寫程式製作不同的智能家居⼩裝置，從⽽了解學⽣所學。此外，由於 
 課  時  有  限  ，  老  師  亦  分  ⼯  拍  攝  了  不  同  的  ⾃  學  影  片  ，  利  ⽤  Google  Classroom  發  放  給  學  ⽣  ，  並  以  翻  轉  教  室  ⽅  式  讓  學  ⽣ 
 進⾏預習及複習，補⾜未能親⾝指導學⽣進⾏接駁裝置的難處。學⽣在家中完成課堂中的⼩任務後，老師要 
 求  學  ⽣  上  載  已  完  成  的  裝  置  相  片  或  影  片  到  Google  Classroom  上  提  交  ，  讓  老  師  能  查  看  學  ⽣  學  習  表  現。  此  外  ，  學  ⽣ 
 亦可透過Google Classroom 以留⾔⽅式向老師請教不明⽩的地⽅，讓學⽣在家中⾃學時仍可得到協助。 

 總結性評估： 

 預計在試後活動期間，透過老師所設計的⼩冊⼦，協助學⽣⾃⾏找出⽣活中⾯對的問題，利⽤課堂所學習的 
 各種不同輸入輸出裝置及可⾃⾏決策之編程技巧，從⽽製作智能家居模型，以學習成果總結所學。最後，老 
 師要求學⽣拍攝智能家居介紹短片，並上載⾄Google Classroom 與同儕分享製作成果。 

 疫情下之評估⽅法： 

 疫  情  關  係  ，  由  於  老  師  無  法  親  ⾝  觀  察  學  ⽣  製  作  的  成  果  ，  為  了  跟  進  學  ⽣  學  習  進  度  ，  我  們  利  ⽤  了  Zoom  及  Google 
 Classroom 此兩個電⼦⼯具收集學⽣作品。 

 透過利⽤Zoom進⾏實時視像課堂期間，老師會要求學⽣同步進⾏編程及組裝，並利⽤Zoom之畫⾯分享功能 
 ，讓學⽣分享他們所編寫的程式及已組裝的⼩裝置，從⽽讓老師跟進學⽣所學；學⽣亦可透過即時⼝頭互評 
 中，達致⽣⽣之間互相學習。 

 由  於  從  ⾯  授  課  堂  ⾄  視  像  網  課  期  間  均  已  利  ⽤  Google  Classroom  收  集  學  ⽣  學  習  成  果  ，  因  此  在  復  課  後  ，  學  ⽣  在  知  識、 
 技能及態度三⽅⾯表現，均能保持應有的⽔準。在知識和技能⽅⾯，學⽣在micro:bit和電腦的接駁，程式的 
 編寫均有⼀定掌握，可⾒雖然未能以實體課教授，但利⽤影片輔助形式讓學⽣在家中⾃學及反復練習，及利 
 ⽤Google Classroom持續收集學⽣學習成果，亦能維持⼀定的教學效能。 

 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在傳統編程教學流程中，⼤多以老師為主導的形式教授學⽣編程及組裝，學⽣⼤多流於跟隨步驟完成，學習 
 成效不⾼。但在是次活動中，我們先以讓學⽣認識各種輸入輸出裝置，以及⾃動決策IPO之概念，從⽽製作 
 出簡單⼩⼯具。學⽣掌握基本概念後，透過設計思維模式讓學⽣⾃⾏發掘⾝邊之⽣活問題，⾃⾏設計及創作 
 個⼈之智能家居裝置；由於學⽣能夠作出選擇，學⽣能設計與眾不同的作品，⼤⼤提升了學⽣對學習的擁有 
 感，從⽽達致深度學習，讓學⽣學習更⾒成效。 

 由學⽣作主導之學習雖然在⼀定程度上提升了學⽣學習動機，但當中所需要的技術及⼈⼿⽀援亦同樣困難。 
 在學⽣⾃⾏設計的情況下，學⽣往往出現天⾺⾏空的設計，有關設計難以利⽤micro:bit來實踐，因此老師需 
 要  較  多  時  間  進  ⾏  指  導  及  跟  進。  為  此  ，  建  議  下  年  度  可  於  Google  Classroom  中  展  ⽰  本  年  度  之  學  ⽣  佳  作  ，  及  透  過  影 
 片展⽰⽣活真實情景讓學⽣觀察⽣活中的問題，加強學⽣觀察經驗並獲得啟發，從⽽讓學⽣在創作時能有根 
 據地作出設計。另⼀⽅⾯，在組裝的過程中，由於涉及接駁不同的裝置，故此建議⽇後課堂中增加老師⼈數 
 ，以老師協作⽅式，使組裝模型時更為順暢。 

 教學反思 

 從老師過去的觀察中，不是每個學⽣對編程均感興趣；⽽在傳統的編程教學中，⼤多以學習程式編寫概念為 
 主，知識內容未能與⽣活掛鈎；這情況更難以引起學⽣對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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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次計劃利⽤⽇常⽣活情景作為引入，以micro:bit作為處理⼯具，配合輸入輸出裝置，引導學⽣利⽤編程 
 ，製作可應⽤在⽣活之中的⼩裝置，讓學習變得⽣活化。學習過程中以學⽣為中⼼，⾃⾏思考及發掘個⼈或 
 家⼈⾯對的⽣活難題，動⼿製作個⼈的家居智能裝置。由於這是學⽣個⼈的創作，學⽣學習動機得以提升。 
 在計劃過程中，老師能看到學⽣比以往更投入學習及了解所學，⽽最終亦達到了學⽣能應⽤所學的⽬標，甚 
 ⾄更進⼀步，讓學⽣發揮創意及動⼿直接解決⽣活所需。 

 ⽽在老師⽅⾯，以往的傳統教學模式中，老師⼤多專注教授知識內容，⽽怱略將知識及技能與⽣活情境融合 
 ，知識傳遞只停留在知識層⾯上，難以讓學⽣將知識應⽤於⽣活之中。但在是次計劃之中，讓老師體會到知 
 識與⽣活結合的重要性，改變了老師對學⽣學習的看法；這對老師⽇後教學思維模式帶來重⼤轉變：無論是 
 本科課程以及其他學科，老師有更⼤的動機加入更多⽣活化的內容，讓學⽣對學習更感興趣，對提升學⽣學 
 習表現有正⾯作⽤。 

 此外，由於課程期間⾯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以視像形式教授電路接駁及編程，實在是教授編程及micro:bit⼀ 
 ⼤難題：既不能直接了解學⽣所學，亦難以協助學⽣解決接駁或程式上的問題。故此，老師臨時修改了部分 
 教學內容，讓學⽣在家中可處理較簡單的電路接駁，亦同時分⼯拍攝電路接駁影片及編程截圖，輔助學⽣在 
 家  中  學  習  ；  老  師  亦  利  ⽤  Google  classroom  的  學  習  平  台  ，  發  放  輔  助  資  料  讓  學  ⽣  隨  時  觀  看。  此  外  ，  老  師  亦  要  求  學  ⽣ 
 在家中完成電路接駁後，上傳影片讓老師觀察學⽣學習成果，從⽽跟進學⽣所學，甚⾄進⾏個別指導，減低 
 疫情下未能了解學⽣所學，或學⽣學習缺失的情況。常⾔網課學習效能比不上⾯授課堂，惟老師若能借助不 
 同電⼦⼯具的優勢，並加以善⽤，實有助減低網課對學⽣學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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