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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STEM?



Why STEM? 



推動 STEM 教育是學
校課程持續更新（又
稱「學會學習 2.0」）
下的一個發展重點旨
在裝備學生，讓他們
具備應有的知識、共
通能力，以及價值觀
和態度，並能有效地
終身學習，以應對二
十一世紀的挑戰。



為何推動 STEM 教育？





為甚麼在體育科推廣STEM?
• 體育是香港學校課程的其中一個學習領域

• 體育是一個結合併應用許多科學理論和技
術的科學學科，在體育中推廣STEM可以進
一步增強學生對體育的知識和興趣



Science 科學
• Exercise physiology 運動生理
學Biomechanics 生物力學

• Sports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運動及體育心理學

• …

Technology 科技
• Use of ICT 資訊科技的運用
• VR 虛擬現實
• …

Engineering 工程
• Product design 運動產品設
計

•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提昇運動表現

• …

Mathematics 數學
• Heart rate intensity 目標心跳率計算
• Statistics 統計
• All kinds of calculation 所有關於運算的項
目

• …



體育老師對課程的決定及取向提出
相關的根本疑問

• 老師設計之課程與體育的本質有何關連

• 老師設計之課程對國家，社會及民族有何
貢獻

• 老師所設計的學習經歷與學生的個人成長
有何價值

(Jewette et. al., 1995; Crum, 1992)



課程的決定及取向

• 什麼是學生於體育科中最值得學習的
Worth to learn？

• 策劃體育課準則與價值 guidelines and value

• 選擇活動的理據 rationale on selection of 
content



老師實質性考慮 Basic considerations

• 學生的特質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 社區所關注的項目 Societal concern 

• 學校的傳統 Tradition of the school 

• 用具及設施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 體育的發展 Sport development 

• 老師的個人能力及喜好等 teachers’ abilities   
and  preference



為何以STEM教育於體育課程內推展？

• 現時體育的一般推展情況體育多以「身體
的教育」為取向以發展身體為首要目標

• 體育課均以身體/體力活動為主

• 「身、心」二元的錯誤觀念, 體育對發展智
育及思考能力沒有多大的貢獻??



推動 STEM 教育的主導原則

• 以學習者為中心

• 提供學習經歷

• 就不同目的、意見和興趣取得平衡

• 建基於現有優勢

• 持續的發展過程

(CDC, 2015)



基本學與教的假設

• 學與教最重要的任務是刺激學生思考從而促進技能
的發展

• 設計的問題對學生學習最為重要

• 教師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具計劃的問題有效發展
他/她們的智能和創意

• 教師的問題需配合學生的智能發展

• 教師應配合應用直接及間接教學法以協助學生思考

• 學習解决問題過程涉及學生的已有知識

(Metzler, 2005, p.313)



FIGURE 2 A modified form of Gowin's Vee diagram. The activity proceeds from left to right through the Vee, by articulating initial ideas, constructing a 

concept map, completing a mashup activity, performing an analysis and generating an artifact, stating claims, considering the expert opinion, and 

concluding with a reflection on the entire process and updating the concep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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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遠

• 跑速
• 起跳高度 • 增加速度?

• 提昇起跳高度?

• 速度v高度v跳遠距離?

研發提昇跳遠表現的運動鞋

跳遠練習

跳遠

助跑

騰空

落地

起跳

推銷所研發
之運動鞋



教學模式

• 在體育科運用資訊與科技??

• 在體育教學涉及任何關於科學科技工程數
學的元素?? 

• 引導發現的間接教學?? 

• 以科為本？跨學科課程？Whole School 
Approach?…



可行的教學模式

• Inquiry-based Learning 探究學習

• Problem-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

• Project-based Learning 專題研習

• 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學習



• 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

• Active and healthy 
lifestyles 

• Healthy body and 
mind plus all round 
development







Why STEM in PE?
• 體育是一門科學學科，提高學生的學習知
識和興趣

• 鼓勵學生應用自己所學習到的以及掌握相
關的經驗

• 促進學生的創造力和創新力

• 積極面對現實生活的情況，使學習變得更
有意義和有趣。





老師的角式

• 引導者

• 資源啓發者
• 學習促進者



課題
學習元素

不同的學習領域
（科學、科技、數學）

體育學習領域的課題
（如擲、傳球、射球…)

學習
元素

學習
元素

學習
元素

模式一
建基於一個學習領域課題的學習活動



教學目標

• 年級﹕三年級

• 單元教學﹕操控用具技能－擲

• 動作概念﹕動力（強）、空間（遠）

• 單元教節﹕３節



單元建構

• 如何讓學生掌握「擲」的動作？

• 如何讓學生擲得更「遠」？

• 如何引入科學 / 科技 / 數學的學習元素？



第一節

• 學習投擲動作

1. 後引

2. 側身

3. 擲出

4. 跟進





第二節

1. 2-3 mins  Free Play

2. Angry Birds 科學應用













第二節

3. 鞏固技能遊戲



第二節

4. 測試活動 https://goo.gl/vW2WlE

https://goo.gl/vW2WlE








第三節

1. 重溫要點

2. 鞏固活動

3. 比賽





拋物線
擲

(遠)
資訊科技
應用

體
育
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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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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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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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2)



教學目標

• 年級﹕六年級

• 單元教學﹕健康體適能－９分鐘跑

• 單元教節﹕２節（連堂）





1



考核計分表



單元建構

• 如何豐富９分鐘跑課的教學內容？

• 如何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 如何引入科學 / 科技 / 數學的學習元素？



跑步 智能電話

距離 GPS



1. 先量度籃球場的周界

長 26米

闊 14米

周界 80米

課堂活動



2. 介紹GPS量度距離

課堂活動



3. 進行九分鐘跑測試

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

4. 同學計算九分鐘跑的距離

5. 實際跑步距離 VS GPS量度距離



實際跑步距離 VS GPS量度距離

80米 x 23圈

＝1840 米



6. 提問原因

7. 解釋GPS原理

課堂活動





8. 分析問題所在

a）建築物阻擋

課堂活動



8. 分析問題所在

b）GPS誤差（＋－10m）

課堂活動



9. 提供解決方法

a）空曠位置

b）直線

c ）角度轉向

課堂活動



10. 延伸活動

Running with GPS

課堂活動



10. 延伸活動

我的Running成績表

課堂活動





學習歷程檔案





九分鐘跑

GPS
追蹤系統

體
育
課
題
的
學
習
活
動

折線圖
智能電話
應用

數
學
科

常
識
科

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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