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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主愛小學－動力小車校本課程 

老師 蘇淑媚主任、梁啟彪主任、司徒宏泰老師、何詠芝老師、黎家昌老師 

應用科目 電腦科 

年級 小四 

學習目標 1. 推動學生發展自主學習 

2.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

備或工具 

設備：CocoRobo 動力小車 

應用軟件：CocoBlocky 編程平台 

課堂簡介 

本教學設計是透過利用現成而低廉的學習工具進行機械工程及程式編寫活動，有系統

地加強學生綜合及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並培養他們的創造、協作及解決問題等共

通能力。 

 

課程內容 

主要是讓學生動手製作動力小車、學習圖形化編程，運用多項任務的設置，採用以問題為導向的項目學習方式，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從而鍛鍊學生的自主創新精神和提高對科技的熱愛，讓學生認識到科技不斷提高對生活

的影響。 

教學設計安排如下： 

主題：動力小車 

硬件：主機板模組、馬達驅動模組、馬達、環境感應模組 

課時： 35 分鐘一節，共 6 節   (包括面授課及 Zoom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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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零 單元一(3 節) 單元二(2 節) 單元三(1 節) 

1. 學生利用校本自學

平台(見圖一)提供

的安裝程序手冊

(見圖二)，自行在

家中完成動力小車

的裝嵌 

1. 接駁主機板及馬達 

2. 使用 CocoBlocky 編

程平台下載程式到主

機板 

3. 啟動小車，進行簡單

測試及調校 

4. 完成安排序列任務 

1. 認識循環與循環體 

2. 運用循環積木編寫程

式 

3. 控製小車按不同難度

圖形路軌行走 

1. 認識條件詞語句 

2. 運用條件詞語句積木

編寫程式 

3. 設計一個小車防盜裝

置 

 

校本電腦課程特點是讓學生主導學習進度，並定期進行反思，而教師則作為引導者，適時提供相關的學習資訊及

自學材料，再配合自製校本教材(見圖三)，協助同學們完成各項任務。 

 

  
校本動力小車課程自學網(圖一) 動力小車安裝程序手冊(圖二) 

  

  

自製的校本動力小車課程教材小冊子(圖三) 同學們在 Zoom 課中向老師展示其完成安裝的動力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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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講解上課時應有的學習態度，例如：遇

到問題時，應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自行解決問

題。 

 

同學分享砌小車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同學們努力在編寫程式控制小車完成任務 

  

 

 
 

程式下載完畢，試車中…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 STEM 學習．新世代 III 

4 

學習效能評估 

由於課程設計是讓學生主導學習進度，為了掌握學生的學習進程，在實體課時，我校採用進度板作記錄 (見圖

四)，學生需在進行中的項目貼上自己的學號示意，而教師可從進度板了解課堂中各同學完成任務的情況，然後

在課後進行檢討，並為往後的課堂作調整。 

 

 

 

 

進度板記錄了課堂中各同學完成任務的情況

(圖四) 

在網課期間，教師雖沒有進度板的幫助，但為了了解學生的進度，我校也有即時調整策略，讓學生拍攝小車完成

任務的短片遞交以作評估。 

另一方面，學生亦需在校本製作的小冊子 (見圖五) 及編程平台記錄學習任務的編程成果，並且於每個單元對學習

任務進行反思 (見圖六)，讓教師能多元評估學生的學習效能。 

 

 

 

 

 

任務的編程記錄(圖五) 

 

 

 

 

 

 

 

 

 

學生們的反思(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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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及展望 

經過此次教學設計及實踐活動，我們發現從「動手做」完成各項任務及挑戰，經歷不同的解難過程，學生的學習

動機較以往為高，且主動性亦較強。從編程中得到「失敗後再嘗試」的經歷，讓學生學習、掌握和應用解決問題

的方法及技巧，而教師角色的轉變 (由主導者變為引導者)，不但能引發學生對自身學習的思考，還提高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 

期望來年能將教學設計進行改良，將課堂上的學與教效能進一步提高，讓學生能累積解難經驗，提升解難能力，

應付學習及日常生活的需要。 

此外，因疫情關係，「實體教學」與「線上學習」交替出現的新常態，為我們在課程的推行上帶來不少的困難，

亦讓我校開始深思這種混合學習模式，探究如何將兩者相互配合，作為未來教學計劃的發展新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