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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牛津經濟研究所最
新報告指出，機器人的運用範
圍正不斷擴大，預計到2030年，
全世界會有大概2000萬個製造
業的職位，將會被機器人所取
代」。 匯流新聞網 2020/07/25



「資訊科技融入教育：
科技進步的同時，
教育方式及內容亦要改變。」

香港經濟日報 2020/06/23





分享如何在小學運用
微型電腦套件(Micro:bit）
以推行 STEM 教育相關活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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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編程教育



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STEM)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建議
在小學階段引入編程來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

希望通過適當設計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

獲取和應用計算思維和編程技巧的機會。

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小學課程補充文件



● 認識計算思維基本概念

(包括抽象化、算法和自動化)

● 與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和其他科目連繫起

來(跨科學習)

● 培養溝通技巧及有效的團隊合作

以解決問題

● 建立學生實作經驗及建立解難的信心

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小學課程補充文件



目標：

培養學生在編程教育上的能力，
並提昇其學習興趣。



三項優勢



校本推行編程的安排（電腦科）

低小(P.1-3) 
基本編程概念:
• 序列
• 多重序列
• 重覆
• 分支/選擇
• 循環

高小(P.4-6)
進階實踐:
• 微型電腦套件(Micro:bit)
• 不同的傳感器/動力裝置(Basic:bit)
• 智能家居系統
• 人工智能課程

(配合AI Lens）



電腦科

電腦科

電腦
操作
技巧

編程
教育

資訊
素養
態度

• 依循環週上課

• 每一個循環周有一節電腦課

• 全學年約有24 - 25堂



主題
一年級 資訊素養態度 電腦操作技巧 編程教育

二年級 資訊素養態度 電腦操作技巧 編程教育

三年級 資訊素養態度 電腦操作技巧 編程教育

四年級 資訊素養態度 編程教育

五年級 資訊素養態度 編程教育

六年級 資訊素養態度 編程教育

電腦科



內容
一年級 Hour of Code 不插電編程活動

二年級 Hour of Code ScratchJr

三年級 Hour of Code ScratchJr Dash and Dot

四年級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Micro:bit 基礎課程)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Micro:bit 進階課程)五年級

六年級 學習利用 AI Lens 與 micro:bit 製作具創意的人工智能項目。

各級編程內容



● 電子課業
● 筆記

本校課堂教學流程

● 評賞
● 評估

滲入電子教學元素，促進學教評的效能



一年級 Hour of Code





拖曳與放置(drag and drop) 



序列（Sequence）- 圖像化指令



不插電活動(海霸桌遊)



不插電活動(校本桌遊)



二年級

• 圖像化指令

• 設計流程

• 故事創作

https://www.scratchjr.org/

SCRATCH Jr

https://www.scratchjr.org/


例子(海洋環保)

• 跨科學習(常識、電腦科)



Hour of Code
文字指令



三年級

• 圖像化指令

• 設計流程

• 故事創作



例子(天氣隨身包)

• 跨科學習(中文科、電腦科)



Hour of Code
文字 + 數據指令



Dash and Dot

• 機械人與APP配合
• 文字指令

概念
• 重覆
• 分支/選擇



高小編程課程



微型電腦套件(Micro:bit)

內置傳感器
• LEDs
• 按鈕
• 接腳
• 光感測器
• 溫度計
• 加速計
• 指南針
• Radio
• 藍牙



基本編程概念:

• 序列

• 多重序列

• 重覆

• 分支/選擇

• 循環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 Micro:bit x Scratch 3.0課程
課程對象:  本校小四至小五學生
推行模式:  一人一micro:bit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
推行模式:  先作教師培訓 後納入常規課程

安排了每堂一名

教學助理入班協調課堂



四、五年級 課程內容

• 變數和循環
• 條件的運用
• 不同外置的傳感器/動力裝置
• 跨平台編程

(Scratch 3.0 X micro:bit)

跨科專題研習



課堂花絮



課堂花絮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 人工智能課程

課程對象:  本校小六學生

推行模式:  先作教師培訓 後納入常規課程

安排了每堂一名
教學助理入班協調課堂

六年級



主要內容:
● 學習利用 AI Lens 與 micro:bit 製作具創意的人工智能項目。

● 使用積木與 Python 代碼兩種形式完成編程任務，
掌握 Python 編程基礎知識。



校本人工智能教育～課程內容：

1) 無處不在的人工智能
2) 日常生活中的人工智能
3) 人工智能的發展史
4) 機器學習
5) 人工智能編程
6) 人工智能編程應用

六年級



校本人工智能教育: 
無處不在的人工智能



校本人工智能教育: 
無處不在的人工智能



校本人工智能教育: 
親身體驗人工智能 - Teachable Machine 平台



機器學習
採集 訓練 驗證

校本人工智能教育: 親身體驗人工智能 - Teachable 
Machine 平台



跨科學習活動



• Planning 規劃 : 利用編程達到目的

• Analysis 分析 : 需要利用的軟件及硬件

• Design 設計 : 程式的設計及硬件的配合

• Implementation 實施 : 進行編程及組裝

• Testing & Integration 測驗與組合 : 反覆測驗及組裝程式

及硬件配搭，找出程式漏洞
• Maintenance 維護 : 定時檢閱程式，有需要時作出修改

活動設計



跨學科活動

常識科 - 電腦科



STEM活動分享（一）

年級：P.4

主題：製作智能灑水器

（跨學科活動-常識科結合電腦科）

課時：4 課節



活動設計

常識

電腦

技能：編程、解難

愛護植物、
珍惜用水態度：

知識： 植物的生長
水的探究



以二年級種綠豆的經驗作為引入，提問學生有關
澆水的情況，著學生以 Micro:bit 設計幫助二年級
的同學。

情景引入



硬件及軟件



不斷修訂



簡單介紹

改良及優化



成果展示



STEM活動分享（二）
年級：P3

主題：珍惜大自然（跨課程閱讀結合STEM教育）

課時：3課節 (全方向學習週)

選材原因：跨課程閱讀結合STEM教育內容了解水質

透光度對大自然的重要性。

32



珍惜大自然（跨課程閱讀結合STEM教育）

珍惜大
自然

中文

英文

常識

電腦



三年級跨課程閱讀結合STEM教育教學設計
主題：珍惜大自然

❏ 中文、英文科及常識科:閱讀以大自然及科學探究為主題的教科書篇章、

圖書、刊物，了解大自然面對的危機，學習各種閱讀策略，培養學生珍惜

大自然的態度及創意思維。

❏ 常識科通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參觀海洋公園完成專題研習(海洋公園動物探

險記)，學生都化成保護海洋大使，於過程中學懂海洋生物的習性、認識動

物的需要及尊重、愛護生物

❏ STEM教育-水質檢測器:學生使用micro:bit編寫水質檢測器的程式，

並進行測試及紀錄水質透光度的數據，從而反思水污染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及訂出保護海洋生物的方法

情境引入



情境
引入 預測 編寫

程式
測試
探究

分享
反思

教師以外出活動參觀海
洋公園的生物作引入，
帶領學生探討海洋污染
的問題

學生事前先預測不同
的污染物令水質混濁
的程度

學生使用micro:bit編寫
水質檢測器的程式

學生進行測試及紀錄
水質透光度的數據

學生進行反思及訂出
保護海洋生物的方法



情境引入:   短片









課堂花絮



課外活動



初小惜福學堂



創科教育課程

動手做
做中玩

玩中學



初小
創科教育課程

創科夢工場



初小
創科教育課程

P1：數碼四格漫畫



初小
創科教育課程

P2：3D心意寶盒



初小
創科教育課程

P3：數碼定格動畫



高小
創科教育課程 創科教育日



高小
創科教育課程

P4：數碼運動初體驗



高小
創科教育課程

P5：人工智能初體驗



高小
創科教育課程

P5：人工智能初體驗



P5：人工智能初體驗



高小
創科教育課程

P6：電競運動初體驗



校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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