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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學生

小一至小㆔

小四至小六

科學教育

➣  學習領域定位

科學是通過有系統的觀察和實驗，去研究我們周圍的現象和事

件。科學教育培養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心，加強他們的科學思

維。透過探究的過程，學生獲得所需的科學知識和技能，幫助

他們評估科學和科技發展的影響。此外這些經驗可裝備學生，

使他們能參與一些涉及科學的公眾討論，並成為科學和科技的

終身學習者。

➣  發展方向

• 科學教育強調通過漸進的學習活動，加強學生的科學思維。

這些學習活動所涉及的技能很多，包括計畫、測定、觀察、

分析數據、設計和評估過程、驗證等。學習科學的重要之

處，在使我們的學生能在生活層面中，實現抱負，承擔責

任。這是因為他們能獨立地學習、處理新情況、作批判思

維、創新思考、作出明智的決定和解決問題。

• 透過科學活動，學生應發展出對科學的興趣，從而積極及主

動地學習科學。學生亦應對科學、科技與社會（STS）的互

動關係有所了解，並能根據證據對事物作出明智的判斷。

• 能力較高或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需要更具挑戰性的學

習課程。這些課程應為學生的科學能力提供發展的空間，充

分發揮他們的潛力。

➣  我們期望由現在至 2005-06年

請參閱小學常識科有關章節請參閱小學常識科有關章節

請參閱小學常識科有關章節請參閱小學常識科有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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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及以㆖

中一至中㆔

➣  主要關注項目

• 科學學科之間需有更好的協調，避免過多的課程內容和活

動。在設計科學課程架構和有關的課程指引時，會多加考

慮。

• 科學教育的成功有賴大專院校的科學教育工作者和科學家的

持續和恒久支援。他們在課程發展和師資培訓的過程㆖可扮

演積極角色，特別在教學法和知識更新領域㆖發揮重大作

• 多安排科學探究及科學、
科技與社會的學習活動

• 在討論與科學有關的議題
中，抱開放態度接受其他

的想法和解決方案

• 跟㆖科學的新發展，並支
援學生探索這些新發展

• 為有能力和對科學有濃厚
興趣的學生探求更多學習

機會

• 能運用他們的科學知識和
批判性思考能力作出明智

的判斷

• 在討論問題時，懂得評估
證據及運用評論和科學論

據

• 關注科學與科技對社會的
影響

• 參照科學科課程的核心和
延展部分設計校本課程

• 安排多樣化的科學探究和
解決問題的學習活動

• 在科學課堂㆖，營造開放
氣氛以助討論，並透過滲

透方式，培養過程能力和

思考技能

• 覺察到科學的新發展，並
鼓勵學生探索這些發展

• 設計及進行科學探究

• 對探討當代科學和有關的
議題感興趣

• 在科學及科技學習活動中
展示基本的科學知識、創

造力、基本的溝通能力和

批判性思考能力



46

用。此外，學生做專題研習時，大專院校的科學家亦可為他

們作指導。

• 為回應公眾要求課程和評估之間有更緊密的連繫，我們提倡

促進科學學習的評估。我們將會探討各種評估方法，並會推

行試行計畫，收集有關評估學生在理科學習表現的經驗。

• 有關科學的公眾討論和普及科學活動，可為學生提供有效的

科學學習環境，從而促進公眾對科學的認識。有關科學議題

的公眾討論、著名科學家的演說和科學展覽等活動皆有助培

育學生持續學習科學。

➣  有關本學習領域的教學示例，請參閱《學校課程發展示例》及課

程資料庫（http://cd.ed.gov.hk）,包括：

誘發探究思維（以英文撰寫）

這學習活動，用來啟發學生的探究思維，及加強他們在科學

探究的能力，活動的主題是探究密度的概念。當學生提出假

說和設計實驗時，他們可挑戰或補充其他同學的想法，以及

為自己的構想提出辯護。處理活動的手法是開放的，有助發

展學生的高層次思維和創造力。

小學科學專題研習比賽 （以中文撰寫）

比賽期間，學生運用科學知識設計以磁性原理運作的玩具火

車。在設計過程中，學生對科學產生興趣和對科學概念有基

本的了解。同時提升他們的創造力、溝通、協作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將於 2002年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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