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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程 

 

日期：2025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地点：香港教育大学 D1-LP-04 

时间：10:30 - 16:40 

联盟成立仪式 (D1-LP-04) 

10:30 - 11:00 「粤港澳高校中小学 STEAM 教育联盟」成立典礼 

主题演讲 (D1-LP-04) 

11:00 - 11:40 主题演讲 1  - 中小学 STEAM 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主题演讲嘉宾：胡卫平教授  

11:40 - 12:20 主题演讲 2  - 大学-中小学科技素养教育协同创新：聚焦师资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反思 

主题演讲嘉宾：罗星凯教授  

12:20 - 14:00 午膳 

中小学教育分享 

14:00 - 15:00 

D1-LP-06 D1-LP-08 

粤港澳中学 STEAM 教育分享  

广州：基于岭南民居建筑文化的 C-STEAM

跨学科融合课程设计与实施 | 陈韶光老师 

香港：中学推行 STEAM/AI 教育的经验分

享 | 曾铭康老师、林钟辉老师、伍卓威老师

及陈聿望老师  

澳门：从"？"到"！"︰STEM 教学中的反思

与成长 | 温紫峰老师 

主持人：李凯雯博士 

粤港澳小学 STEAM 教育分享 

广州：C-STEAM 协同的教学实践 | 张秀香老师  

香港：从信念到实践:持续优化的 STEM 教学之路 

| 廖珮恩主任 

澳门：“智”领未来：澳门小学跨学科 STEAM

教育实践探索 | 郭丽君老师   

主持人：蔡达诚博士  

15:00 - 15:10 小休 

特邀报告 (D1-LP-04) 

15:10 - 16:10 

澳门︰ 

• FED STEAM Team 的成立-发展与愿景 | 向天屏教授 

• 澳门 STEM 教育的"三国演义"︰政策、学校与教师的十年博弈 | 温紫峰老师  

香港︰ 

• 普及化 STEAM 教育: 回顅与前瞻 | 李志文校长  

• 香港在 STEAM 教育上的挑战 | 杨志豪教授 

广州︰ 

• 科学思维进阶模型的建构及跨学科 STEAM 案例设计 | 周少娜教授 

• 变革科学教育：从科学探究到科学实践 | 钟柏昌教授  

圆桌会议 (D1-LP-04) 

16:10 - 16:40 

探讨粤港澳高校与中小学在 STEAM 教育领域的合作机遇与挑战，推动区域 STEAM 教育协同

发展 | 胡卫平教授、罗星凯教授、魏冰教授、杨志豪教授、李克东教授、詹泽慧教授 

主持人：郑美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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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D1-LP-04) (11:00 - 12:20) 

 

中小学 STEAM 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胡卫平教授 | 陕西师范大学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报告在介绍 STEAM 教育的内涵和目标的基础上，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对科

技创新人才的需求、我国 STEAM 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基于核心素养的基

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的基本要求和我们长期以来基于行

为学、脑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围绕 STEAM 教育高质量发展体

系的建立和学生 STEAM 素养的培养，依据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成长规律、

中小学生思维能力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教师专业能力发展规律

等，建构符合国际趋势和中国特色的中小学 STEAM 教育体系，包括制定

STEAM 教育法规政策，加强 STEAM 学科课程渗透，实施 STEAM 有效

课堂教学，促进 STEAM 教师专业发展，开设 STEAM 进阶活动课程，开

展 STEAM 教育科学评价，建立高质量社会文化体系等。 

 

 

大学-中小学科技素养教育协同创新：聚焦师资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反思 

罗星凯教授 | 广西师范大学 物理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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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中学教师分享 (D1-LP-06 |14:00 - 15:00) 

主持人：李凱雯博士 

 

基于岭南民居建筑文化的 C-STEAM 跨学科融合课程设计与实施 

陈韶光老师 | 广州南武中学 

岭南传统民居作为中华建筑文化的重要瑰宝，承载着岭南地域独特的历

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在深化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

研究以 C-STEAM 教育理念为引领，构建基于岭南民居建筑文化的跨学

科融合课程体系。通过整合建筑科学、工程技艺、艺术设计及人文历史

等多学科知识维度，着力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项目式学习方案，探索传

统文化教育创新路径。 

本课程设计遵循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岭南特色典型建筑为载体，创设

真实情境下的探究性学习项目。通过三维建模、材料力学测试、环境生

态分析等 STEAM 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运用数理思维解构传统建筑智慧；

借助文化符号解读、装饰艺术再现、历史场景复原等人文实践活动，深

化学生对岭南建筑文化内涵的认知。课程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文化理

解-科学探究-创新应用"的螺旋式学习循环，探索建立包含文化认知、技

术应用、创新思维的多维度评价体系。 

 

中学推行 STEAM/AI 教育的经验分享 

曾铭康老师、林钟辉老师、伍卓威老师及陈聿望

老师 | 万钧汇知中学 

本次分享将概述本校推行 STEAM/AI 教育的整体

框架。从普及化教育入手，让全校学生掌握热门

STEAM 主题的基础知识，引导学生认识其实际应

用。透过多元化的延伸活动，学生不仅能深入实

践应用 STEAM 的情境，还能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我们亦着重发展具潜质的领

袖学生，培养他们在 STEAM 综合应用中的创造力

与团队合作精神，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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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到"！"︰STEM 教学中的反思与成长 

温紫峰老师 | 浸信中学 

STEM 教学的概念大约在 10 年多前在澳门开始萌芽。在政府政策和全球

教育趋势的推动下，澳门各校积极探索 STEM 教育的发展路径。然而，

由于澳门较为特殊的办学情况，各校对 STEM 教学的发展情况和特色都

不尽相同。是次分享中将聚焦于一名前线教师在任教 8 年间，在 STEM

教学中的试错、反思、调整及成长过程。从「为了甚么而做」，到「为

甚么这样做」，再到「原来如此」的过程。 

 

粤港澳小学教师分享 (D1-LP-06 |14:00 - 15:00) 

主持人：杨志豪教授 

 

C-STEAM 协同的教学实践 

张秀香老师 | 佛山市同济小学 

通过佛-港-穗三地，基于粤港澳大湾区 STEM 教育协同发展模式与平

台，以花窗为主题，以 C-STEAM 教育为切入点开展实践探索，协同开

发的跨学科课程对师生所产生的影响，为粤港澳三地跨学科主题协同教

学实践探索总结评价体系。同时花窗项目中采用了项目式学习（PBL）

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围绕真实问题展开学习。这种模式打破了

传统课堂的界限，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实

现了知识的深度学习与应用。 

 

从信念到实践:持续优化的 STEM 教学之路 

廖佩恩主任 | 曾梅千禧学校 

从信念到实践，持续优化 STEM 教学之路需要教师、学校及小区的共同

努力。首先，教师的信念是推动 STEM 教育成功的基石。作为小学老

师，我相信小学 STEM 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透过实践与应用，培养学生动手做和创新的能力。此外，STEM 教育

提供了一个跨学科整合的平台，制造了大量合作与交流的机会，让学生

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增强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在提升学生

的沟通能力。最后，小区的参与至关重要。学校可以与科研机构、教育

机构和小区组织合作，获得丰富的资源与支持，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科

技和实践经验，这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为他们未来在中学

的 STEM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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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领未来：澳门小学跨学科 STEAM 教育实践探索 

郭丽君老师 | 化地玛圣母女子学校 

澳门小学教育正积极探索跨学科融合的新路径，尤其在常识科与信息科

技科的教学中展现出勃勃生机。化地玛圣母女子学校作为先锋，通过实

施以智能家居为主题的 STEAM 项目，如智能警报器、智能温室及智能感

应灯，让学生在科学探究、技术应用、工程设计、艺术表达及数学逻辑

等领域获得全面发展。这些项目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锻炼了

他们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学校面临了诸多挑战，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教师团队不

断反思与成长。未来，澳门小学将继续深化跨学科整合，创新教学模

式，为学生提供更多元、更丰富的 STEAM 学习体验。通过家校合作与资

源共享，共同推动教育创新，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坚

实基础。 

 

特邀报告 (D1-LP-04 | 15:10 - 16:10) 

 

FED STEAM Team 的成立-发展与愿景 

向天屏教授 | 澳门大学 教育学院 

 

 

 

 

 

澳门 STEM 教育的"三国演义"︰政策、学校与教师的十年博弈 

温紫峰老师 | 浸信中学 

过去十年，澳门 STEM 教育在政策推动下逐步发展。政府推出「综合课

程 (STEM 课程)」，并修改基本学力要求及课程框架，旨在提升学生综合

能力及 STEM 素养。而学校亦尝试去探索课程改革，但资源不足与方向

未明确都成为潜在的挑战。另一方面，教师面临教学模式转型压力，在

为何实行和如何实行中仍存在疑问。这场政策、学校与教师的「博

弈」，共同推动了澳门 STEM 教育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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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 STEAM 教育: 回顅与前瞻 

李志文校长 | 香港数理教育学会会长 

自从 2015 年香港政府施政报告首次提出要发展 STEAM 教育，至今已经

十多年。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幼儿园纷纷发展很多 STEAM 教育的点

子。经过教育界仝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香港学生的学习经历确实丰

富不少。面对近年来国家提倡科教兴国，锐意打造香港成为创科中心，

STEAM 教育的重视更进一步提升。无论在课程改革、创新教学以及跨界

别协作更是马不停蹄。作为创科教育工作者，固然要立足于过往的经

验，思考如何让香港 STEAM 教育走上这个时代的新征程更是刻不容缓。

是次分享总结过往经验，望能建基于本地具体优势，聚焦存在的短版，

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思考。 

 

 

香港在 STEAM 教育上的挑战   

杨志豪教授 | 香港教育大学 科学与环境学系 

自 2015 年起，香港积极推动 STEM 教育，并于 2022 年转为 STEAM 教

育，强调艺术的融入。近十年间，许多学校在 STEAM 资源和实验室设施

上投入大量资源，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挑战依然存在，主要因为香港

的 STEAM 教育发展专注于「如何做？」，而非「为何做?」，这可能妨

碍课程设计与学习目标的对接。 

此外，在 STEM 教育在香港广泛推行前，尽管有各种有 STEAM 元素的比

赛，但这些多数仅针对优秀学生，限制了广泛参与。当前的「STEAM-

for-all」推动旨在让所有学生都能参与，需将 STEAM 活动更紧密地结合

正式课程，以巩固学科知识，但怎样达到目标也是一大挑战。再者，因

为 STEAM 教育中的学习过程常常比结果更重要，怎样建立有效的评估框

架或方法也是挑战。最后，由于香港没有统一的 STEAM 课程，教师需在

繁忙的工作中设计连贯的 STEAM 课程，以促进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纵向发

展。尽管如此，前线教师的努力与教育局的支持，为克服这些挑战提供

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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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科学教育：从科学探究到科学实践 

钟柏昌教授 |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正越来越多地集成到科学发现中，以增强和加速研究，帮助科

学家生成假设、设计实验、收集和解释大型数据集，并获得仅使用传统

科学方法可能无法获得的见解，从而改变科学的本质。新一代 AI 提供的

认知支架和实践支架，意味着“神秘”的科学探究过程完全可视化，如

若沿袭老路，科学教育将不断浮于表面，成为 AI 的复制品，只有走向科

学实践，才能将可视化的科学探究成为学生的具身认知。 

 

 

科学思维进阶模型的建构及跨学科 STEAM 案例设计 

周少娜教授 |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院 

科学高阶思维不仅是科学教育的核心追求，更是构筑学生科学素养的基

石。本研究深入论述了科学思维发展的层次性和进阶型，从理论上构建

了科学思维进阶的框架模型，并分层解构了科学思维从低阶到高阶的层

次划分及其内在的结构要素，重点强调批判性思维在思维进阶中扮演的

重要作用。基于该理论模型，设计了 8 个初中跨学科案例，采用项目式跨

学科主题活动形式，介绍案例主题、设计思路、涉及知识点、思维子技

能，以及批判性思维如何渗透到案例活动的不同环节。案例设计的目标

是通过一次次的思维子技能使用与积累，加上批判性思维的有效渗透，

促使学生从浅显的知识掌握迈向深刻的思维进阶，完成量的积累到质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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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坛 (D1-LP-04 | 16:10 - 16:40) 

探讨粤港澳高校与中小学在 STEAM 教育领域的合作机遇与挑战，推动区域 STEAM 教育协同发展 

 

主持：郑美红教授  

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学术） 

 

胡卫平教授 | 陕西师范大学 现

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罗星凯教授 | 广西师范大学 物

理科学技术学院 

 

李克东教授 |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魏冰教授 | 澳门大学 教育学院 

 

詹泽慧教授 |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杨志豪教授 | 香港教育大学 科学与环境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