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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元朗官立小學 ─六年級常識科專題研習 「水火箭製作 ─  

利用 Micro: bit 測試水火箭的飛行速率」  

 
 

學校 南元朗官立小學 

主要參與此計劃的老師 統籌: 李淑儀主任、趙盛豪老師 

常識科老師: 楊秀慧副校長、冼文騌老師、 朱影珊老師、馮

龍生老師、黃慧嫻老師 

電腦科老師代表: 周楚權老師  

數學科老師代表: 趙盛豪老師、余學勤老師 

應用科目 常識科、數學科、電腦科 

年級 六年級 

學習目標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結合跨學科知識和技能，以解決日常生活的

問題，並透過觀察和實際操作，了解水火箭和 測速器運作的原

理。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設備 

或工具 

網上工作紙：Google form 

編程軟件：Micro:bit  

視像教學平台：YouTube及教師自己製作的錄像教學短片 

 

課堂簡介                                                                                                              

本專題研習課程目標對象為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生須運用跨學科知識

(數學、常識、電腦三科)，分組合作製作水火箭以及引導學生如何可

透過編程工具─Micro:bit，製作測速裝置，日後用作記錄水火箭的加

速度。課程原訂於二月下旬 S.T.E.M.活動週舉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引致停課關係，本校安排老師於三月份拍攝教學短片，家長須於

家中協助學生觀看短片並進行預習。學生於觀看完老師親自製作的短

片、YouTube 短片，以及完成網上電子學習工作紙及紙本工作紙後，期望能在老師的鋪排及引導

下，能令學生對有關的課題有初步的認識，以及可開始思考及進入專題研習--「發現問題」的階

段，待復課後，老師再面對面引導學生於課室內完成「發現問題」以及「探究問題」的階段，更期

望學生於完成進行驗證過程後，最終能合作製作出具速度的水火箭裝置，並找出修正完善設計以加

快水火箭速度的方案，以及對是次學習有更深入的反思，以完成此次完整的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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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教學流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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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短片:  

在第一段教學短片中，教師以實際生活情境中要解決的難題為引子─於聯校活動中要在兩校中間

通道位置掛上彩帶，老師引導學生思考不同的方法去解決此難題，然後學生需完成「專題研習預習

工作紙」。之後，學生須觀看另一段短片，短片介紹一種常用於救援工作的工具(拋繩槍)，並完成

google form 網上電子學習工作紙，期望藉此引導學生思考如何應用拋繩槍的原理解決第一段短片

中教師遇到的生活難題。  

  

 
 

在短片中，老師以實際生活要解決的難題為引子 ─ 學校想於聯校活動中要在兩校中間通道位置

掛上彩帶，老師藉着短片引導學生要思考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此難題。  
 

 

 

 

 

配合觀看教學短片，學生需完成「專題研習工作紙」，引導學生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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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套教學短片中，老師則以介紹「拋繩槍」的用途和操作為主，再配合網上工作紙的題目，

提問學生有關拋繩槍的原理和使用方法的問題，並以此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此工具的操作原理應用

於生活上以解決不同的問題。 

 

 

在此段教學短片中，老師加插了一段關於「拋

繩槍的實際操作示範」的影片，引導學生了解

其設計原理。 

 

 

老師在教學短片中，引導學生思考有甚麼方法

可以達成和投繩槍差不多效果的方法。為復課

後引導學生發現可以利用水火箭解決問題作引

子。 

 

 

老師設計了 Google Form 網上學習工作紙，引

導學生思考及回應有關短片內容的問題。 

 

 

以上兩組教學材料的設計理念都是引導學生發現問題的階段，希望學生透過實際生活情境，引起他

們的思考，從而發現如何運用工具協助解決生活難題，並藉此過程讓學生細心觀察及分析當中的科

學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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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教學短片及 Google Form 網上工作紙: 

  

 

而有關電腦測速裝置的部份，學生在校本電腦

課程中已對 micro:bit 編程有初步的認識，再結

合停課期間兩段電腦科教學短片的學習，可以

讓學生了解如何可應用 micro:bit 這工具來進行

測速及數據紀錄和數據傳輸的工作。 

 

復課後安排(如未能復課，可能會透過實時教學或錄像教學完成) 

本專題研習課程要求學生具備跨學科知識(數學、常識、電腦三科)，復課後老師會和學生重溫有關

課題： 

數學科 常識科 電腦科 

折線圖、速率 專題探究技巧、氣壓、水的應用 Micro:bit 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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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於復課後，由於學生需於活動中實際製作和

操作水火箭及測速裝置，所以在老師引導學

生想出可以以水火箭來解決是次難題後，老

師會再播放另一段精簡扼要的水火箭製作介

紹短片:內容是介紹水火箭的結構及各部件所

需使用的材料，讓學生認識如何可製作水火

箭的基本方法。 

 

在製作水火箭前，學生亦要運用電腦科的課堂所學，設計好 micro:bit 的測速及紀錄程式，並學

習如何可將數據傳輸到 micro:bit 的電路板中。並會示範如何將 micro:bit 電路板安裝於水火箭之

中。 

當學生對於以上三個學科都具備有基礎的認識後，老師就會安排學生進行實驗階段。學生會以每

班四至五人一組，同學要一同討論可如何製作一個飛行距離最遠的水火箭。由於在停課階段時他們

已經完成了網上學習(包括教學短片和工作紙)，因此學生應已認識製作水火箭所需的各組材料(教師

亦會提醒學生及早預備)，在同儕討論的過程中，學生亦需要跟組員一起把製作水火箭的構想畫成設

計草圖。 

當各組均完成水火箭的製作後，教師會再講解使用水火箭進行活動的注意事項，亦會講解如何解

讀及分析 micro:bit 程式所紀錄的速率數據。 

在完成首次測試之後，教師會提醒學生如何優化自己的設計(例如怎樣才能減低風阻等)。組員須

再商討他們所設計的水火箭有何需改良的地方，以及要商討可如何修訂其設計的方法，並重新繪畫

設計圖和進行改良後的水火箭測試。學生最後再透過分組討論，思考實驗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和學到

的知識，並進行反思。最後要向其他同學展示其製作的成果 — 各組製作的水火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