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計劃編號： （由「網上計劃管理系統」編配） 

學校名稱： 優質教育中學 

Quality Education Secondary School 

計劃名稱： 設立 STEM活動室及發展校本初中 STEM計劃 

Establish STEM activity room and develop school-based STEM project 

for ju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受惠目標： 中學  

預計直接受惠人數： 學生:365 人(3) 

教師:15 人 

家長:0 人 

其他(請註明): 0 人 ()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本計劃旨在發展校本初中 STEM教育課程，引發學生對學習 STEM相關科目的興趣，培養他們的創

意、協作、應用和解難能力，裝備學生面向未來；透過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實踐

STEM教育的專業能力，以發展校本 STEM教育主題「智能家居、智慧城市」。 

 

1.2 校本創新元素 

本校希望推廣 STEM教育，把 STEM元素融入課程、貫通學科，透過計劃的「STEM活動室」，提

供完備和創新的設備和器材，讓初中學生能在課堂學習，應用相關的知識及技能，實踐所學。 

 

1.3 計劃配合學校需要 / 學生的多樣性需要 

項目：學校現況 

本校學生多來自基層，學習和活動上較依賴學校支援，為能提供一個較先進、理想和完備的學習

環境，讓學生能在資訊高速發展的時代下，打好堅穩的知識基礎，切合學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學校擬定的 2018-2022三年發展計劃及 2018-2019周年發展計劃，已把 STEM教育訂定為發展重點

之一。 

計劃教師透過專業培訓，提升推行 STEM教學的能力﹔並建立「STEM活動室」，讓學生動手做及

實踐所學的機會。 

 

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項目：參考教育局課程文件/指引 

本計劃的主要意念來自教育局《推動 STEM教育 — 發揮創意潛能》報告(2016年 12月)的建議，重

點包括： 

• 增潤學生的學習活動﹔ 

• 更新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及 

• 加強學校和教師的專業發展。 

本計劃擬先檢視初中電腦科和科學科的校本課程，加以調適，在初中各級安排程式編寫、機械人

示例編號﹕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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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3D打印教學及智能家居等學習活動，並着重中三學生活用所學知識，解決生活難題，以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本校亦會安排教師培訓活動，提升教師在設計和執行 STEM學習活動的能力，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2.2 學校的準備程度 

項目：學校已具備的相關經驗 

學校自 2017學年已開始以抽離模式舉辦 STEM教育活動，包括成立 STEM小組，STEM興趣班，

MAKER小組，更具備舉辦有關活動的經驗，包括在 STEM學習周中舉辦的班際比賽、攤位展示、

校外機械人比賽、製作太陽能電動車比賽等。根據經驗，學生對動手做的學習活動甚感興趣，動

手做的學習活動有助引起學生的學習及探索動機，提升他們的創意、協作和解難能力。為進一步

實踐 STEM教育，本校擬藉本計劃把 STEM教育融入初中課堂，把有趣的 STEM課題帶給所有學

生，並設立「STEM活動室」，為初中學生提供寶貴的學習機會。此外，現時本校在推行 STEM活

動時，大多在傳統的電腦室及科學實驗進行，缺乏一個讓學生可動手做及分組協作的場地。故本

校欲擁有一個更互動、更現代化的創作空間，配合本校未來 STEM的發展。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 

學校人員：校長 

職責：監察督導, 擬定計劃 

學校人員：副校長 

職責：監察督導, 統籌∕協調 

學校人員：課程主任 

職責：課程/活動規劃, 統籌∕協調, 教材整理, 帶領∕參與活動 

學校人員：科主任 

職責：統籌∕協調, 課程/活動規劃, 帶領∕參與活動, 教材整理 

學校人員：科任教師 

職責：課程/活動規劃, 處理撥款, 帶領∕參與活動, 教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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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計劃時期 

計劃開始及完成日期：由 01/2021 至 07/2022 

合共需時  1 年 7 月 

 

2.5 計劃活動的詳情  

a. 推行計劃措施 

活動 1：程式編寫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學習編程控制不同感應器的輸

入，作出對應的輸出。 

 6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透過電腦程式編寫，訓練學生有系統地思考拆解問題，按部就班地解決問題。 

 

活動 2：3D 繪圖、設計及打印、激光切割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學習 3D物件設計及打印內容包

括平面繪圖、不同的特別效果、

3D 打印原理、3D 模型元件設計

及打印、模型裝配 ，打印個人化

的燈座及燈罩。 

 6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並需要教學助理在課後協助打印。 

 

預期成效： 

 學生能掌握繪圖及 3D 打印技術，並能加以應用，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活動 3：感應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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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介紹不同感應器的原理、操作及

應用，協助學生選擇合適的感應

器製作個人化的智能電燈。 

 4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了解各感應器的特性，選擇合適的感應器以配合生活上的應用。 

 

活動 4：認識電路及光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認識電路板上電子元器件，接駁

合適的電路、電壓。認識物理光

學，內容包括「視覺與光」、

「光與顏色」。 

 4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科學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認識電子元件的種類、結構與特性及光學，應用在日常家電中。 

 

活動 5：光與植物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探究不同顏色及強弱的光對植物

生長的影響。這可配合本校在中

二及中三科學科課程中的「光合

 4節，每節約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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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及「光與顏色」，以實例

去鞏固他們的已有知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科學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如何在能源及植物生長效能取得平衡。 

 

活動 6：智能電燈製作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配合各科所學習的技能製作智能

電燈。例如:中三科學科所學的

「認識電路」，這正好讓學生有

一次實踐機會去接駁一個完整電

路。 

 8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 STEM教師負責 

 

預期成效： 

 學生能動手做，實踐所學，組內每位學生能發揮自己所長，互相協作學習，取長補短。 

 

活動 7：課後延伸活動：運用所學知識解決生活問題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開辦 STEM學會，學生需分組完

成一個延伸學習活動(專題研習或

設計與製作) 

 學生於課後完

成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 STEM教師負責 

 

預期成效： 

 學生能夠活用所學知識和技能完成相關學習任務，並發展他們的協作和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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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8：STEM展示活動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三智能電燈  這活動為初中學生而設，於學期

末舉辦學生分享及攤位活動，回

顧計劃活動的內容，以總結學生

的學習經驗，展示學生學習成

果。 

 1次，半日活

動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STEM相關科目教師 

 

預期成效： 

 展示學生學習成果，肯定學生的成就並鼓勵他們進一步探索。 

 

活動 9：組裝機械人和疑難排解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機械人課程  學生以分組形式協作組裝 mBot，

並學習使用不同的工具連接 mBot

控制軟件及操作 mBot。 

 4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了解機械人的基本結構和零件。認識電腦與機械人的連接原理。 

 

活動 10：控制機械人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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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機械人課程  編寫簡單指令，控制機械人操

作。 

 4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學懂利用循環、變數、條件指令。 

 

活動 11：應用數學概念以控制移動的弧度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機械人課程  了解左右摩打不同的速度會造成

轉彎以控制移動的弧度。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學懂透過計算控制機械人的轉向。 

 

活動 12：循線感應器、超聲波感應器的應用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機械人課程  了解各種感應器的物理特性，並

應用嵌套條件語句以避免觸碰障

礙物。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用超聲波感應器和量度距離和計算速度。 

 

活動 13：感應器的綜合應用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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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機械人課程  學生分組設計自己的機械人，並

配合不同感應器進行編程，為比

賽作準備。 

 4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透過比賽增加學生對 STEM 的興趣。 

 

活動 14：智能家居介紹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智能家居  介紹智能家居概念與物聯網、大

數據之間的關連。學生需就現有

生活體驗進行分享。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認識自動化及智能設備。 

 

活動 15：介紹不同感應器的作用 和分別。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智能家居  認識並區分自動輸入裝置和手動

輸入裝置，以及不同感應器的用

途。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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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了解製作裝置時有用的三種電子組件：感應器、手動輸入裝置和輸出裝置。 

 

活動 16：明白大數據概念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智能家居  讓學生明白要在合適的時間和地

方收集數據，以及記錄數據和製

作圖表。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利用感應器取得科學數據的讀數。明白物聯網的概念﹕物聯網是由收集和傳輸數據的物件所 

 

活動 17：制作一個 IoT裝置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二智能家居  學生分組制作一個簡單的 IOT智

能家居設備，並進行分組報告。 

 4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電腦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了解物聯網與智能家居的關係。 

 

活動 18：生態球介紹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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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生態球  講解生態球的環境、食物鏈、與

食物鏈有關的生物多樣性。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科學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完成生態球背景工作紙，了解生態球的環境建構。 

 

活動 19：介紹監測系統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一生態球  講解不同監測系統的運作原理。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科學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簡單認識不同監測器材。 

 

活動 20：設計生態球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一生態球  分組討論及整合組員意見，決定

各組的生態球設計。設計並繪畫

各組的生態球，包括物種、環境

及監測系統。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科學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了解生態球所需的資源。 

 

活動 21：製作生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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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素 內容 節數 

 中一生態球  指導學生完成整個生態球  2節，每節約

40分鐘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科學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每組建設一個不同條件的生態球。 

 

活動 22：紀錄環境數據如何影響生物活動 

推行時期： 

09/2021 - 0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

素 

內容 節數 

 中一生態球  放置適當的監測器材，定期紀錄

不同的數據。 

 2節，每節約

40分鐘及課後

時間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由科學科教師負責教授 

 

預期成效： 

 學懂觀察及分析環境數據對生物的影響。反思監測系統的不足及改善方法。 

 

 

b. 教師培訓 (如適用) 

活動 1：教師培訓工作坊 

推行時期： 

04/2021 - 06/2021 

 

內容： 

 為 STEM相關科目的教師提供教師培訓活動，內容如下： 

 階段一﹕相關 STEM、電腦科及科學科教師開始接受 3節共 9小時培訓，內容為活動設計、電

腦板及感測器的教學。 

 階段二﹕相關 STEM、電腦科及科學科教師接受 2節共 6小時培訓，內容為 3D打印軟件教學及

設計和 3D打印機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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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三﹕相關 STEM、電腦科及科學科教師接受 3節共 9小時培訓，內容為智能燈制作，包括

線路接駁、焊接、測試、查找常見問題及智能燈展。 

 

節數： 

 8節，每節 3小時 

 

校內∕受聘 培訓人員： 

 外聘培訓導師/講者 

 

預期成效： 

 教師明白 STEM教育的課程規劃、學習活動的設計和重點，以及運用 STEM相關設備的技巧。 

 

 

c. 其他措施與活動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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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財政預算 

a. 員工開支 

職位名稱 全職百分

比 

入職要求 每月薪金 強積金 聘任期 

(按月計) 

預算開支 理據 

員工開支預算總額  : 0 

 

b. 服務開支 

項目 服務詳情 單項價格 數量∕時

數 

單位 預算開支 理據 

教師培訓工

作坊活動 

「STEM教育的課程規劃、學習活

動設計及評估」工作坊負責人需具

備相關大學學位、具備教育文憑或

同等學歷，並具備不少於五年課程

發展或教學經驗。 

「3D設計及打印」的培訓人員需

有相關資歷，並具備不少於一年的

培訓經驗。 

「智能電燈」的培訓人員需有相關

資歷，並具備不少於一年的培訓經

驗。 

880 24  21,120 用以舉辦有關學

與教活動之培

訓。 

服務開支預算總額  : 21,120 

 

c. 設備開支 

項目 設備規格 單項價格 數量 單位 預算開支 理據 

電腦板、智

能燈物料 

電腦板 80塊 x2年 

智能燈物料費用 60份 x2年 

33,800 1  33,800 用以舉辦 “中三

智能電燈”。(兩

年期) 

手提電腦  10,000 2 部 20,000 教師用以發展教

材，考慮到順暢

度和儲存空間，

需要用到較高階

的電腦配置。每

日上課使用。 

3D打印機  10,000 2 部 20,000 用以舉辦有關學

與教活動。 

實物投影機  4,000 1 部 4,000 展示成品，學生

匯報。每日上課

使用。 

互動觸控數

碼顯示屏 

 50,000 1 部 50,000 用以教學及學生

匯報。互動觸控

屏更可增加課堂

互動。每日上課

使用，以及課後

學生作匯報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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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電腦  5,600 8 部 44,800 有更高的運算效

能，可更有效率

地製作 3D立體

繪圖。學生自學

設備每日上課使

用。 

設備開支預算總額 : 172,600 

 

d. 工程開支 

項目 工程內容 預算開支 理據 

清拆工程 房間拆卸清空 20,000 拆卸清空。 

天花工程 石膏板天花 20,000 基本的天花修飾

。 

地台工程 修補地面、重鋪高質量膠地板 130,000 地面已十分陳

舊，影響學生安

全。重鋪地板須

能配合重新規劃

的教學空間。 

傢俱訂造/安裝 收納櫃、儲物櫃 100,000 須能清楚地儲存

學生作品及各式

教具。 

傢俱訂造/安裝 購置活動組合桌枱及椅共 25張及教師枱、翻新長枱 40,000 達到安全標準。

可輕易轉換組

合，配合快速場

地切換，以配合

各項教學活動的

需要。 

電力工程 房間網線、燈位、電位配置 50,000 現已不敷應用，

網線、電位須足

夠，配合互動教

學需要。 

清拆工程 搬運、清潔 20,000 工程一般要求，

達到安全標準。 

工程開支預算總額  : 380,000 

 

e. 一般開支 

項目 預算開支 理據 

生態球活動材料費 24,000 用以舉辦有關學

與教活動。 

3D打印物料 6,000 用以舉辦有關學

與教活動。 

其他開支 5,000 雜費、影印費 

一般開支預算總額 : 35,000 

 

f. 應急費用 

項目 預算開支 

(下調至最近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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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應急費用 38,000 

計劃應急費用 6,861 

應急費用預算總額  : 44,861 

 

g. 審計費用 

 預算開支 

審計費用 5,000 

審計費用總額  : 5,000 

申請撥款總額 : 65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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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及對學校發展正面的影響 

項目：電子成品 

中三﹕ 智能電燈 (包括 3D打印部份、電路部分、感應器)、並會進行實物的成品展示。學生亦需提

交相關制作過程短片及成品介紹短片。 

口頭報告及文字報告: 關於智能電燈的電子報告及每組學生需進行口頭匯報。 

學與教資源﹕相關教學筆記及教學網站。 

項目：電子成品 

中二﹕小型智能家居系統模型。編程機械人，並配合利用該機械人進行比賽。 

學與教資源﹕相關教學筆記。 

項目：教材套 

中一﹕成品﹕生態球。文字報告﹕相關量度數據及觀察報告。 

學與教資源﹕相關教學筆記。 

項目：提升學校教師團隊的課程設計及教學能力 

本計劃透過硬件設置、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培訓，有助學校有系統地規劃及發展 STEM教育，培育

學生成為二十一世紀學習者。 

 

3.2 評鑑 

評鑑方法：問卷調查 

成功準則： 

 1. 推行校本初中 STEM教育計劃的成效 (表現指標﹕80%教師及學生同意該計劃有助學校推展

STEM 教育) 

 2.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表現指標﹕80%教師及學生同意該計劃能有助引起學生學習 STEM相關

科目的興趣) 

 3. 提升學生的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表現指標﹕80%教師及學生同意該計劃能有助提升學生的

相關能力) 

 4.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表現指標﹕80%教師認為該計劃有助提升他們推行 STEM教育的信心) 

 

3.3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只適用於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萬元的申請) 

 本校會於計劃完結時與學校統籌委員會及參與的教師舉行檢討會，並計劃如何進一步推展校本 

STEM教育，以及設計不同主題的學與教活動。本校將會負責支付有關 STEM活動室的維修及

器材保養或添置的費用。在計劃完結後，本校將會繼續善用相關設備及器材舉辦學與教活動，

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智能實驗室系統可持續啟發學生以跨學科角度思考。計劃完成後，本

校將負責按需要保養和升級系統。 

 

3.4 推廣 (只適用於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萬元的申請。) 

項目：座談會/分享會 

本校打算在計劃完結前，舉辦一次計劃分享會，邀請區內的中學教師參加，展示學生的學習成

果，並由參與教師分享計劃內容及推行 STEM活動的心得。 

項目：學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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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會邀請區內的小學學生到校參觀學習成果，推廣 STEM教育。 

項目：學習圈 

成品將上載學校網頁及香港教育城供教師參考。 

 

學校在撰寫本計劃書時，有否參考優質教育基金(基金)網頁的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計劃書示例∕

已獲批撥款計劃  

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