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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與雲端工具學界的實踐

陳俊銘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前言

現時正值學界大力關注推動 STEM 教育，教育局更ʊ೯放一筆過津貼，給所有官立、資п和直資

小學用作推廣 STEM 教育。但推動 STEM 教育方面，香港仍屬於萌芽階段，要作持久長遠的೯展，必

須靠前線教師的支持和р力。不少國家ʊ把 STEM 整合貫通，ጐ極೯展 STEM 教育。各國均意識到

STEM 教育將能帶來創新科技知識，是培訓人材、提升競ن力的關鍵，繼而投放不少資源以優化這四

個科目的協作。香港亦由過去的學習科學、實踐科學、學習科技，到現在掌握及實踐科技；冀望培育

更多專業科技人才，提升香港的競ن力。因為這正是國際公認的͊來競ن力指標。

近年談論 STEM 的理論及文章著實不少，作為前線工作者，探討及ʱ享其實踐的例子更重要。

記得有同工一聽到 STEM 一詞時，直覺認為只是舊酒新瓶、只是綽頭。我個人認為 STEM 是一個契

機，一個學習模式的轉變，更是一個新的模範。STEM 教育是一種跨理科的專題應用學習，訓練學生

的探究、協作和解難能力，೯౨創意及創新潛能，這也正是͊來社會所需要的。對學校管理層來看，

STEM 是很昂貴的，但科學就是生活，生活就在科學，現ʦ學生最常「掌控印是哪一個工具呢？是遊

戲機、玩具，還是一些學習工具？以往用作量度的工具是直尺甚至是手掌，但在現ʦ新世˾最有用的

工具可能是一部智能手機。試想想，手機可作為學習工具或量度工具嗎？其實它是一個萬用工具，只

視乎是否懂得如何運用。

課程規劃

STEM 教育對中小學而言，皆是一個課程統整的契機，故學校的學務或課程統籌主任是必須作出

變革，以追上這個大趨勢。小學方面，應聚焦在高年級學生身上，而中學方面，應投放到初中課程，

最後兩者如能互相銜接，更能相得益彰。這相信是繼人文學科及通識教育科後，另一ධ的課程整理。

學界亦較常稱 STEM 為理科的「通識科印透過融合及實踐為跨科的學習課程。

作為一位資訊科技科的本科教師，我認為應༈以科技（T爭chnology）及工程（Eng未n爭爭r未ng）作為

起步及ʲ入點，以貫通科學及數學的理論及概念，從而有效加強學校推展 STEM 教育的進程，一方面

因為科技೯展的迅速及生活化的滲透性，另一方面，新世˾在學習上的需求的協作及體驗等核心特徵

全由科技作為載體去展現其無限的可能性。教育局的課程指引上所關注的培養學生共通能力上，絕大

部份皆可透過 STEM 教育展現及深化。至於 STEM 教育的學習模式是由知識帶動應用，還是由應用引

導知識的學習，只是形式及技巧的問題，重點絕非只得單一答案能解決問題，這才是非填鴨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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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記得較早前閱讀過報章上的一篇專欄，

當中撰寫到如何推動 STEM 教育，其中必備

元素的第一點便是「現ʦ學生追求知識的方

法與以往大大不同，他們只要懂以下 6 個ο

母『G、O、O、G、L、E』印， 我 個 人 而

言 Googl爭 不止於知識探究，更能作為啟動

STEM 整合的工具和平台。

Google 科學日誌

Googl爭 在 Mak未ng & Sc未爭nc爭 官網上指

出：「每一個人生來都是創造者和科學家印。

科學日誌（Sc未爭nc爭 Journal）App 透過手機

內建的加速度計（acc爭l爭rom爭t爭r）、光線

和聲音感測器以及麥克風，即可測量移動、

光線和聲音等數據，記錄實驗數據，還可將

數據轉換為易讀的圖表。學生可依據不同的實驗主題儲π不同專案來管理實驗記錄，還可加入文ο、

照片或聲音（語音筆記）形式，深入ʱ析實驗結果並加上註解，讓手機化身口袋大小的科學實驗筆記

本。它還支援可感測環境的開源硬體 Ar爬u未no，以獲得更豐富細緻的感測數據，如燈光、聲音、溫度、

紅外線等，以滿足學生的實驗精神。雖然測量值都是藉由手機內建的設備測出來的，準確性並不高，

與實驗室內專用的數據記錄儀明顯有差距，但這正正是學習及實驗過程的核心原素。

Google Cardboard App

虛擬實境 V未rtual R爭al未ty （VR） 配合 Googl爭 Car爬Boar爬 在娛樂消閒上ʊ經十ʱ普及。但以我學

校為例，ʊ透過 Googl爭 Car爬Boar爬 的 VR 技術去演繹當中的科學及數學理論，讓學生學習當中的立

體與距離的視覺關係（Sc未爭nc爭），及凸透鏡折射下影像的放大率（Maths）；再配合以課外活動及工

作坊的形式，讓學生自ʉ親自動手去組裝製作一個紙皮的 Car爬Boar爬（Eng未n爭爭r未ng），最後配置上

個人的智能手機（T爭chnology），參與 Googl爭 Exp爭爬未t未ons 的虛擬考察（v未rtual f未爭l爬 tr未p）。整個學

習活動ʊ完全把 STEM 教育展示出來，本年度我校的開放日也會安排這個工作坊的實例ʱ享。這個體

驗 STEM 課程的實例，亦將會進一步推展至其他學校，期望能看到更多校本的 STEM 課程，可突破傳

統的教學模式。教師透過 VR 模擬不同環境，讓學生進行經歷為本的學習模式，促進互動，啟೯創意

潛能，提升專注力及課堂參與度：足不出校便能體驗探究地理科上不同國家的地理景觀；生物科的野

生動植物及人體的不同器官，增進人類生物學知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