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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慈幼學校－智慧出行 

支援範疇 編程和計算思維、機械及傳感器、智慧城市、電子教學及 STEAM 

應用科目 常識科，學校電腦課 

適用年級 小學六年級 

學習目標 1. 認識創新科技在現今社會的應用和影響 

2. 分析智慧城市的重要性 

3. 利用「工程設計流程」解決問題 

4. 利用 micro:bit 和紅外線傳感器製作智能車閘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伺服馬達、紅外線傳感器、擴展板、micro:bit、MakeCode 編程 

課堂簡介 

           

 

 

教節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第一階段 

（常識科） 

第 1 至 2 節 

知識 

認識科技在社區的應用，智慧城

市的好處 

分析創新科技帶來的好處和壞處 

技能 

能利用思維導圖組織不同領域的

創新科技、原理和好處。 

態度 

欣賞創新科技對社會帶來的好處 

積極參與和主動學習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1. 完成翻轉教室，對智慧城市有初步認識 

2. 討論各種創新科技給人們帶來的好處 

3. 資料搜集、分析創新科技對人們帶來的影響 

4. 分組匯報「智慧出行」專題報告的成果 

第二階段 

（常識科、 

電腦科） 

第 3 至 4 節 

知識 

學生能利用「工程設計流程」解

決問題 

技能 

學生能利用 micro:bit 和紅外線傳

感器製作智能車閘 

態度 

提問（確認需求、定義問題） 

1. 閱讀資料 – 「黑雨對校舍的破壞」，帶出車閘

的損毀 

2. 了解車閘的操作情況，分析利幣 

想像（思考不同的解決方法） 

3. 讓學生初步構思新設計的車閘 

計劃（制定設計方案） 

1. 閱讀資料，了解現今社會停車場車閘運作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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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有效地運用資訊和資訊科技，成

為負責任的公民和終身學習者 

2. 問題陳述 

3. 優化設計，並加入智慧出行的元素 

實行（製作並測試） 

1. 利用 micro:bit 製作一個「智能車閘」的程式 

2. 利用紅外線傳感連接伺服馬達 

3. 製作自動車閘 

 

改善（分析及檢討，找出改良方案） 

1. 改變 Voltage/引腳測試車閘的效能 

2. 調較傳感器距離 

3. 自動開閘/關閘的時距 

 

學習效能評估 

學生在研習前，透過預習影片了解香港現今的創新科技的發展及應用，例如智能家居系統、物聯網

和人臉辨識技術等。3 至 4 人分組進行資料收集，從「目標、現況、策略及措施」各方面分析「智

慧城市」的發展及趨勢，然後進行匯報。從學生的匯報表現，讓教師了解學生的表現水平，評估知

識輸入的深度。 

在進行研習之前，學生須閱讀一篇有關學校的新聞報導，了解學校的需要，從而讓學生明白是次研

習的目的，配合已有知識，教師引導學生設計「智能車閘」，解決學校面對的問題和需要。從課堂

觀察，學生樂於設計產品，並加入不同創新科技的技術，例如鏡頭辨識技術、紅外線接收器等。教

師可從專題研習小冊子了解學生的進度，並給予正面的回饋。 

至於編程方面，學生過往已累積不少的經驗，因此較易處理編程的部分；至於接駁擴展板、伺服馬

達和紅外線接收器時，學生相關的經驗不多，需要透過小組協作才能順行完成。學生透過測試裝置

的效能，檢視學習成效。 

 

活動設計的創新程度、持續性及具普及意義 

是次專題研習的目的是讓學生以工程設計的思考模式去解決生活的難題。學生先透過觀察，了解學

校的需要，然後利用自主設計、製作和測試去改良產品，讓科技應用在解決生活問題之中，提升生

活質素。是次活動配合常識科的恆常課程，讓學生深入了解現今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好處。透過

體驗式的專題研習能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在課程中加入編程元素，讓學生運用不同的技能去

解決疑難，務求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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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在活動安排上，教師透過不同層次的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學生從資料搜集、設計、分析、製作、

測試、改良和匯報，多方面探討是次的專題研習。課堂具開放性，由學生主導課堂，教師從旁協

助，照顧學習差異。從課堂觀察所見，學生比起傳統的授課模式顯得更為專注，積極投入課堂活

動。在匯報互評中，同學之間的回饋能引起正面的作用和思考，促進學習效能。在「動手作」的過

程中加入科技元素，使學習變得更深更廣，提升學習的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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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業 

 

 

 

 

 

 

 

 

 

 

 

 

 

學生上課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