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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科 學 教 育 是 本 港 學 校 課 程 的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之 一 ， 科 學 （ 中 一 至 中 三 ）

是 科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於 初 中 階 段 的 必 修 科 目。此 文 件 是《 科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指 引（ 小 一 至 中 六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的 補 充 文 件， 旨 在

闡 明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的 理 念 、宗 旨 和 課 程 結 構 及 組 織。其 它

有 關 課 程 規 劃、 學 與 教、評 估 和 學 與 教 的 資 源 的 建 議， 請 參 考《 科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指 引 （ 小 一 至 中 六 ）》。  

 

有 關 本 文 件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 請 致 函 ：  

 
教 育 局 課 程 支 援 分 部  
科 學 教 育 組  
高 級 課 程 發 展 主 任 （ 科 學 ） 4 收  
九 龍 塘 沙 福 道 19 號  
九 龍 塘 教 育 局 服 務 中 心 2 樓 E232 室  

 
傳 真 ：  2194 0670   
 電 郵 ：  science@edb.gov.hk 

 

1.1 背景 

 

配 合 國 家「 科 教 興 國 」的 方 向，教 育 局 透 過 優 化 課 程、加 強 教 師 培 訓、

提 供 資 源 支 援 等 措 施 持 續 推 動 中 小 學 STEAM 教 育， 於 學 校 營 造 創 科

學 習 氣 氛，從 小 啟 迪 學 生 的 創 新 和 科 學 潛 能，亦 讓 學 生 認 識 國 家 科 學

發 展 的 貢 獻 和 重 要 成 就。教 育 局 配 合 已 公 布 小 學 科 學 科 課 程，現 更 新

初 中 科 學 科 課 程，加 強 實 踐 九 年 一 貫 的 科 學 基 礎 教 育。為 進 一 步 做 好

中 小 學 階 段 銜 接，提 升 學 生 科 學 思 維 和 科 學 素 養 及 培 育 創 新 精 神，課

程 發 展 議 會 科 學 教 育 委 員 會 於 2023 年 5 月 成 立 一 個 課 程 專 責 委 員 會，

檢 視 及 更 新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課 程。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專 上 院 校 的

學 者、資 深 中 學 校 長 和 教 師、以 及 教 育 局 人 員，冀 能 全 面 地 檢 視 現 行

課 程，作 出 適 當 的 修 訂，讓 科 學 課 程 能 更 配 合 學 生 需 要 及 社 會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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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課程修訂的方向 

專 責 委 員 會 在 課 程 修 訂 過 程 中 檢 視 科 學 教 育 在 初 中 階 段 的 實 施 情 況，

考 慮 不 同 持 份 者 對 初 中 科 學 課 程 的 意 見 及 參 考 國 際 科 學 教 育 的 發 展

趨 勢，訂 立 出 課 程 修 訂 方 向。委 員 會 認 為 初 中 科 學 課 程 發 展 應 著 重 培

養 學 生 的 科 學 素 養，亦 需 要 發 展 學 生 對 跨 範 疇 知 識 和 技 能 綜 合 應 用 的

能 力，培 育 學 生 對 科 學 的 興 趣 及 加 深 他 們 對 創 科 應 用 的 認 識，為 將 來

的 進 修 和 職 業 發 展 作 好 準 備，並 裝 備 他 們 應 對 於 個 人、社 會 和 世 界 情

境 中 的 不 同 機 遇 和 挑 戰 。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課 程 修 訂 方 向 如 下 ：  

 
1.  提 升 學 生 科 學 素 養  

隨 著 創 新 科 技 及 人 工 智 能 的 迅 速 發 展 ， 獲 取 資 訊 已 變 得 更 為 便 捷 ，

亦 對 科 學 教 育 帶 來 轉 變 。 課 程 修 訂 應 著 重 提 升 學 生 科 學 素 養 ， 讓

在 學 生 理 解 科 學 知 識 的 同 時 ， 培 養 學 生 的 科 學 思 維 、 加 強 他 們 進

行 驗 證 的 能 力 ， 亦 要 培 育 學 生 正 確 的 科 學 態 度 。 修 訂 課 程 將 提 供

多 元 的 科 學 學 習 經 歷 ， 讓 學 生 在 科 學 探 究 和 實 踐 中 培 養 科 學 素 養 ，

以 助 他 們 適 應 高 中 階 段 的 學 習 和 應 對 未 來 個 人 發 展 的 需 要 。  

 

2.  加 深 學 生 對 創 科 應 用 的 認 識  

多 元 化 和 趣 味 化 的 創 科 學 習 活 動 ， 能 激 發 學 生 對 科 學 和 科 技 的 好

奇 心 和 興 趣 ， 並 促 進 他 們 主 動 探 索 科 學 和 創 新 科 技 的 應 用 。 修 訂

課 程 將 加 入 更 多 內 容 多 元 且 貼 近 生 活 的 學 習 活 動 ， 讓 學 生 透 過 實

踐 探 究 和 應 用 ， 加 深 對 科 學 與 創 新 科 技 的 理 解 ， 裝 備 他 們 應 對 未

來 社 會 及 科 技 世 界 的 快 速 變 化 。  

 
3. 加 強 跨 範 疇 連 繫 ， 培 養 學 生 創 新 精 神  

為 裝 備 學 生 適 應 多 變 而 存 在 不 確 定 性 的 世 界 環 境 ， 培 養 學 生 的 創

新 精 神 變 得 更 加 重 要 。 修 訂 課 程 將 透 過 不 同 的 跨 範 疇 學 習 活 動 ，

讓 學 生 綜 合 和 應 用 科 學 和 其 他 相 關 範 疇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進 行 創 意

解 難 ， 並 鼓 勵 學 生 提 出 多 樣 或 原 創 的 方 案 。 這 些 學 習 機 會 可 幫 助

學 生 建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並 培 養 他 們 的 創 新 精 神 。  

 

4.  完 善 中 小 學 不 同 階 段 科 學 教 育 的 銜 接  

初 中 科 學 課 程 建 基 於 小 學 科 學 課 程 的 學 習 ， 亦 為 高 中 階 段 學 習 提

供 所 需 的 知 識 基 礎 和 學 習 經 歷 ， 以 配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 修

訂 課 程 將 縮 減 部 分 已 於 小 學 科 學 科 課 程 涵 蓋 的 學 習 內 容 ， 亦 考 慮

高 中 科 學 科 目 的 銜 接 ， 就 課 程 內 容 進 行 調 整 並 理 順 學 與 教 次 序 ，

讓 教 師 在 有 效 課 程 規 劃 下 ， 為 學 生 安 排 探 究 和 跨 範 疇 學 習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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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課程理念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以「 加 強 科 學 素 養 ·培 育 創 新 精 神 」為 理 念。

課 程 著 重 培 養 學 生 的 科 學 素 養，裝 備 他 們 所 需 的 科 學 知 識、培 育 創 意

協 作 和 解 難 能 力，並 鼓 勵 慎 思 明 辨，為 學 生 在 科 學 和 科 技 發 展 迅 速 的

社 會 中 奠 定 終 身 學 習 和 持 續 發 展 的 基 礎 。  

 
加 強 科 學 素 養  

培 養 學 生 科 學 素 養 旨 在 加 強 學 生 理 解 和 運 用 科 學 方 法 以 解 釋 現 象、解

決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問 題，並 在 科 學 相 關 的 議 題 上 透 過 分 析 科 學 資 訊 做 出

明 智 的 判 斷 和 決 策 的 能 力。本 課 程 通 過 為 學 生 裝 備 科 學 知 識，幫 助 他

們 了 解 科 學 本 質 及 掌 握 科 學 探 究 技 能，以 提 升 他 們 的 科 學 素 養，從 而

讓 他 們 能 夠 理 性 地 在 社 群 中 參 與 涉 及 科 學、科 技、社 會 及 與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等 範 疇 的 討 論。具 備 科 學 素 養 的 學 生 能 夠 運 用 科 學 知 識 和 探 究

技 能，以 正 確 的 科 學 態 度 就 日 常 生 活 和 自 然 世 界 相 關 的 議 題 進 行 分 析，

以 科 學 思 維 理 性 地 進 行 驗 證 和 處 理 問 題。本 課 程 強 調 透 過 以 下 四 個 方

面 培 養 學 生 的 科 學 素 養 ：  

 

 舉 隅  

科 學 思 維  科 學 概 念 、 科 學 本 質 、 建 構 模 型 、 科 學 解 釋  

探 究 實 踐  驗 證 理 論 、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 工 程 設 計 、 數 據 處 理  

科 學 態 度  求 真 精 神 、 誠 實 匯 報 、 懷 疑 精 神 、 鼓 勵 創 新 、 貢 獻 精 神  

科 學 社 群  科 學 討 論 、 科 學 論 證 、 科 學 傳 意  

 

培 育 創 新 精 神  

創 新 是 一 個 創 造 或 改 進 成 品 的 過 程，一 般 涉 及 綜 合 運 用 不 同 的 知 識 和

理 論，亦 會 運 用 創 意 構 建 原 創 和 多 元 的 意 念，及 提 出 改 良 方 案。本 課

程 培 育 學 生 的 創 新 精 神，透 過 不 同 的 跨 範 疇 學 與 教 活 動，例 如 工 程 實

踐、討 論 社 會 性 科 學 議 題，讓 學 生 綜 合 和 應 用 科 學 和 其 他 相 關 範 疇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進 行 創 意 解 難，提 出 多 樣 或 原 創 的 意 念 解 決 問 題。這 些 科

學 相 關 的 學 習 機 會，協 助 裝 備 他 們 適 應 多 變 而 存 在 不 確 定 性 的 世 界 環

境 ， 亦 幫 助 學 生 建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培 養 他 們 的 創 新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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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程宗旨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的 宗 旨 是 透 過 為 初 中 學 生 提 供 多 元 和 趣 味 的

科 學 學 習 經 歷，延 續 小 學 科 學 科 的 學 習，培 育 學 生 對 科 學 的 好 奇 心 和

興 趣，建 立 穩 固 的 科 學 知 識 基 礎，協 助 培 養 學 生 成 為 科 學 的 終 身 學 習

者，亦 加 強 學 生 的 科 學 探 究 技 能，裝 備 學 生 於 高 中 階 段 繼 續 修 讀 科 學

和 創 科 相 關 的 科 目。課 程 期 望 學 生 從 參 與 科 學 探 究 和 跨 範 疇 的 學 習 活

動 中，培 養 科 學 素 養 和 綜 合 應 用 不 同 知 識 和 技 能 的 創 新 能 力，以 進 行

創 意 解 難。課 程 亦 培 養 學 生 在 個 人、社 會 和 世 界 議 題 中 慎 思 明 辨，建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和 科 學 態 度，採 取 負 責 任 的 行 動 以 助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為 國 家 和 世 界 作 出 貢 獻 。  

 

本 課 程 的 宗 旨 是 讓 學 生 ：  

 
 持 續 培 養 對 科 學 的 好 奇 心 和 興 趣 ， 以 及 欣 賞 自 然 的 奧 妙 ；  

 建 立 對 科 學 本 質 的 基 本 理 解 ， 明 白 科 學 的 用 處 及 其 局 限 性 ， 以 及

科 學 知 識 的 演 變 性 質 ；  

 掌 握 科 學 知 識 和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以 進 行 科 學 推 理 和 探 究 ；  

 運 用 科 學 模 型 和 科 學 語 言 來 表 達 與 科 學 相 關 的 意 念 ；  

 發 展 綜 合 和 應 用 科 學 和 其 他 相 關 範 疇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進 行 創 意 解 難 ，

並 培 養 創 新 精 神 ；  

 認 識 科 學、創 新 科 技、環 境、社 會 和 工 程 的 連 繫，並 就 科 學 相 關 議

題 慎 思 明 辨 ；   

 知 道 人 類 活 動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並 採 取 負 責 任 的 行 動 以 助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 和  

 成 為 科 學 的 終 身 學 習 者 ， 促 進 個 人 發 展 ， 並 為 將 來 在 科 學 、 科 技

和 工 程 相 關 範 疇 進 修 或 就 業 作 好 準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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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結構及組織 

 
為 實 踐 課 程 宗 旨 及 貫 徹 課 程 理 念 ， 科 學 （ 中 一 至 中 三 ） 課 程 就 學 生 需 掌 握

的「 知 識 和 理 解 」、「 技 能 和 過 程 」， 以 及「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設 有 相 應 的 學 習

目 標。本 課 程 以「 科 學 探 究 」和「 跨 範 疇 的 連 繫 」為 兩 大 課 程 重 點，旨 在 培

養 學 生 的 科 學 素 養 和 綜 合 應 用 跨 範 疇 知 識 和 技 能 的 創 新 能 力 。 課 程 設 有 十

三 個 課 程 單 元，涵 蓋 不 同 的 科 學 範 疇，包 括 生 物、化 學、物 理 和 地 球 科 學，

亦 有 科 學 探 究 的 學 習 元 素 。  

 
學 習 目 標  

知 識 和 理 解  技 能 和 過 程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課 程 重 點  

科 學 探 究  跨 範 疇 的 連 繫  

課 程 單 元  

科 學 實 踐 I  科 學 實 踐 II  

生 物 與 環 境  地 球 與 太 空  

觀 察 生 物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健 康 的 身 體  

原 子 世 界  物 質 與 能 量  我 們 的 地 球  

力 和 運 動  電 的 使 用  光 與 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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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學習目標  

 

2.1.1 知識和理解  

 

學 生 應 能 ：  

 掌 握 基 本 科 學 知 識 和 理 解 一 些 科 學 現 象 、 事 實 、 概 念 和 原 理 ；  

  明 白 各 科 學 學 科 之 間 的 聯 繫 和 整 體 的 連 貫 性 ；  

 學 會 使 用 科 學 的 詞 彙 、 術 語 和 慣 例 作 科 學 交 流 ；  

  應 用 科 學 知 識 和 技 能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的 簡 單 問 題 ； 和  

 學 會 以 科 學 方 法 建 構 、 驗 證 和 傳 遞 科 學 知 識 。   

 

2.1.2 技能和過程  

 

學 生 應 能 ：  

  明 白 如 何 以 數 據 、 方 法 和 科 學 推 理 支 持 科 學 說 法 ；  

 正 確 地 使 用 儀 器 和 設 備 進 行 實 驗 ；  

 擬 定 假 說、進 行 定 性 和 定 量 量 度、控 制 變 量、評 估 及 減 低 量 度 中 的 不 確

定 性 ， 以 及 根 據 結 果 作 出 結 論 以 支 持 或 反 駁 所 擬 定 的 假 說 ；  

 評 鑑 科 學 探 究 設 計 （ 例 如 ： 公 平 測 試 、 實 地 考 察 ） 的 合 適 性 ；  

  使 用 表 格 、 圖 像 和 圖 表 適 當 地 展 示 實 驗 數 據 ；  

  以 科 學 化 、 明 辨 性 和 具 創 意 的 思 維 思 考 ；  

  綜 合 運 用 知 識 與 技 能 來 解 決 實 際 生 活 情 境 中 的 問 題 ；  

  積 極 參 與 小 組 討 論 ， 並 有 效 地 與 組 員 合 作 ； 和  

 分 辨 事 實 、 迷 思 和 想 法 ， 以 及 作 出 證 據 為 本 的 明 智 決 定 ；  

 

2.1.3 價值觀和態度  

 

學 生 應 能 ：  

  對 科 學 建 立 好 奇 心 和 興 趣 ， 並 欣 賞 自 然 界 的 奧 妙 ；  

  尊 重 所 有 生 物 和 環 境 ；  

 持 正 確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實 踐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明 白 科 學 的 用 處 及 其 局 限 性 ， 以 及 科 學 知 識 的 演 變 性 質 ；  

  知 道 科 學、創 新 科 技、環 境、社 會 和 工 程 之 間 的 關 係，並 培 養 負 責 任 的

公 民 態 度 ；  

  知 道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安 全 風 險 和 危 害，理 解 背 後 的 原 因，並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動 以 降 低 風 險 ；  

 對 參 照 可 靠 資 訊 來 源 和 科 學 文 獻 所 構 建 的 說 法 建 立 信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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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守 科 學 誠 信 和 誠 實 匯 報 科 學 探 究 所 得 結 果 ；  

 欣 賞 創 新 科 技 的 發 展 和 應 用，及 其 就 解 決 社 會 和 環 境 問 題 所 作 的 重 要 貢

獻 ； 和  

  明 白 人 類 活 動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並 主 動 地 推 廣 環 境 可 持 續 的 實 踐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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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重點 

 
科 學 探 究 和 跨 範 疇 的 連 繫 是 兩 個 重 要 的 課 程 重 點 。  

 

2.2.1 科學探究  

 
科 學 探 究 是 科 學 家 通 過 有 系 統 的 觀 察 和 實 驗，以 提 出 科 學 問 題、建 構 假 說、

進 行 實 驗 和 分 析 數 據 等 步 驟 ， 去 研 究 和 解 釋 自 然 現 象 的 過 程 。 透 過 科 學 探

究 ， 科 學 家 會 進 行 科 學 推 理 以 推 斷 和 解 釋 科 學 現 象 ， 亦 會 提 出 證 據 為 本 的

論 證 以 進 行 科 學 傳 意 ， 與 及 建 構 科 學 模 型 以 進 行 預 測 。 科 學 家 所 進 行 的 科

學 探 究 沒 有 單 一 的 固 定 方 法 ， 他 們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探 索 科 學 現 象 ， 例 如 對 照

實 驗 、 分 類 和 尋 找 規 律 等 。  

 
教 師 可 為 學 生 安 排 不 同 的 科 學 探 究 活 動 ， 引 導 他 們 能 夠 如 科 學 家 般 進 行 探

究 。 有 系 統 地 培 養 學 生 的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 讓 他 們 自 信 地 參 與 科 學 實 踐 ， 享

受 學 習 科 學 的 過 程 ， 並 對 日 常 現 象 的 科 學 產 生 興 趣 。 本 課 程 所 強 調 的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 包 括 科 學 推 理 、 實 驗 實 踐 和 數 據 處 理 三 個 方 面 ：  

 
科 學 推 理  
R1  以 特 定 數 據 歸 納 普 遍 趨 勢 、 結 論 或 模 型  
R2  以 普 遍 觀 察 、 趨 勢 或 模 型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R3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4  以 現 象 發 生 的 概 率 作 出 明 智 的 判 斷  

 

實 驗 實 踐  
E1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2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3  進 行 定 性 觀 察 與 定 量 量 度  
E4  估 計 科 學 量 度 中 的 準 確 度 與 精 密 度  
E5  設 定 對 照 實 驗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和 辨 識 因 果 關 係  
E6  選 擇 科 學 探 究 的 合 適 設 計 及 評 估 有 關 探 究 的 可 靠 性  

 
數 據 處 理  
D1 運 用 科 學 記 數 法 、 有 效 數 字 、 比 和 率 ， 以 表 達 和 比 較 科 學 數 據  
D2 運 用 表 格 和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3 運 用 科 學 公 式 作 科 學 推 斷  
D4 找 出 異 常 值 和 處 理 重 複 量 度 所 得 數 據 ， 以 評 估 所 涉 及 的 不 確 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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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探 究 的 方 法  
透 過 參 與 不 同 的 科 學 探 究 ， 學 生 可 探 究 和 解 決 科 學 問 題 、 訓 練 實 驗 技 巧 、

確 認 已 知 科 學 理 論 和 推 導 科 學 理 論 等，促 進 學 生 有 效 地 學 習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以 下 列 舉 部 分 科 學 探 究 的 方 法 及 相 關 要 點 ， 供 教 師 參 考 ：  

 
(a) 觀 察  

觀 察 是 運 用 我 們 的 感 覺 器 官 與 及 科 學 儀 器 來 蒐 集 現 象 、 物 件 或 事 件 的 定 性

和 定 量 資 料 。 學 生 可 透 過 科 學 觀 察 活 動 對 事 件 或 現 象 的 微 細 部 分 進 行 詳 細

觀 察 ， 並 理 解 它 們 發 生 的 次 序 。 當 中 要 點 包 括 ：  

 

  同 時 運 用 多 種 感 覺 器 官 進 行 觀 察  
  注 意 物 件 與 周 圍 細 節 的 相 關 性  
  分 辨 相 似 與 不 同 的 地 方  
  洞 察 事 件 發 生 的 次 序  
  使 用 儀 器 深 入 了 解 各 項 細 節  

 
(b)  分 類  

分 類 是 根 據 物 件 或 事 件 的 相 似 特 徵 或 性 質 ， 將 它 們 進 行 合 理 的 分 組 。 這 是

科 學 中 常 用 的 方 法，學 生 進 行 科 學 分 類 可 理 解 如 何 系 統 地 整 理 和 分 類 事 物。

當 中 要 點 包 括 ：  

 
  根 據 觀 察 到 的 外 在 性 質 進 行 初 步 分 類 （ 例 如 顏 色 、 形 狀 、 大 小 ）  
  進 一 步 根 據 推 論 所 得 的 內 在 性 質 進 行 深 入 分 類 （ 例 如 微 觀 結 構 ）  
  解 釋 分 類 的 邏 輯  

 
(c) 對 照 實 驗  

對 照 實 驗 可 確 保 實 驗 結 果 只 受 到 自 變 量 的 影 響 ， 從 而 建 立 變 量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 學 生 可 通 過 設 計 對 照 實 驗 ， 準 確 地 觀 察 到 自 變 量 對 因 變 量 的 影 響 ，

當 中 要 點 包 括 ：  

 

  辨 識 實 驗 中 的 自 變 量 和 因 變 量，並 通 過 設 定 控 制 變 量 保 持 實 驗 的 公 平

性  

  在 改 變 自 變 量 時 保 持 其 他 變 量（ 例 如 環 境 因 素、測 量 工 具 等 ）不 變，

從 而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影 響 實 驗 結 果  

  利 用 重 複 測 試 檢 查 實 驗 結 果 的 精 密 度 ， 了 解 實 驗 的 重 複 性  
  在 不 同 的 實 驗 環 境 或 以 不 同 的 實 驗 儀 器 重 複 實 驗，從 而 了 解 實 驗 的 重

現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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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尋 找 規 律  

尋 找 規 律 是 透 過 分 析 資 訊 ， 了 解 變 項 之 間 是 否 存 有 相 關 性 或 趨 勢 。 尋 找 規

律 有 助 理 解 自 然 現 象 的 運 作 ， 進 而 建 立 科 學 理 論 或 模 型 ， 並 進 行 預 測 。 當

中 要 點 包 括 ：  

  使 用 散 點 圖 來 展 示 變 量 之 間 的 關 係，並 根 據 數 據 趨 勢 繪 製「 最 佳 擬 合

線 」  

  從 數 據 的 變 化 中 找 出 變 量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正 相 關、負 相 關 或 無 相 關 性 ） 
  知 道 變 量 之 間 存 有 相 關 性 則 並 不 意 味 著 變 量 有 著 因 果 關 係 。  

 
重 點 實 驗  
進 行 實 驗 是 學 生 學 習 科 學 時 的 重 要 學 習 經 歷 。 本 課 程 於 各 學 習 單 元 設 有 一

系 列 重 點 實 驗 ， 讓 學 生 在 初 中 階 段 學 習 科 學 時 具 足 夠 的 科 學 探 究 實 踐 的 機

會 。 教 師 在 教 授 單 元 中 相 關 的 課 題 時 ， 應 有 系 統 地 規 劃 及 安 排 重 點 實 驗 ，

以 促 進 學 生 有 效 地 學 習 科 學 探 究 、 科 學 推 理 和 實 驗 操 作 的 技 能 ， 並 鞏 固 所

學 的 科 學 概 念。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教 學 情 景，以 及 學 校 資 源，設 計 合

適 的 實 驗 活 動 和 相 關 評 估 活 動 和 題 目 ， 促 進 學 生 掌 握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 下 表

列 出 各 單 元 所 包 括 的 重 點 實 驗 ：  

 
單 元  重 點 實 驗  

觀 察 生 物  
 以 不 同 動 植 物 組 織 製 作 玻 片 ， 並 以 顯 微 鏡 檢 視 細 胞  

 觀 察 蔬 菜 吸 取 染 劑 溶 液 的 過 程 ， 以 辨 識 維 管 組 織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製 作 DNA 模 型 以 展 示 DNA 的 雙 螺 旋 結 構 及 當 中 的 鹼

基 配 對  

地 球 與 太 空  

 在 顯 微 鏡 下 觀 察 漂 白 水 或 淨 水 藥 片 對 水 中 的 微 生 物 的

影 響  

 使 用 所 提 供 的 儀 器（ 例 如：漏 斗 和 濾 紙、篩 及 磁 棒 ）分

離 混 合 物 中 的 物 質  

 設 計 及 製 作 採 集 淨 水 器 （ 例 如 ： 捕 霧 器 、 雨 水 收 集 器 ） 

生 物 與 環 境  

 探 究 光 合 作 用 的 必 要 條 件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載 有 生 物（ 例 如：水 生 植 物 和 豐 年 蝦 ）的

大 試 管 內 的 二 氧 化 碳 含 量 的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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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重 點 實 驗  

物 質 與 能 量  

 進 行 實 驗 把 物 質 加 熱 ， 並 繪 畫 溫 度 — 時 間 圖 以 展 示 過

程 中 的 溫 度 變 化  

 探 究 物 質 在 不 同 物 態 下 的 特 性 （ 例 如 ： 可 壓 縮 性 ）  

 探 究 物 質 的 物 理 性 質 （ 例 如 ： 金 屬 棒 的 導 熱 性 ）  

 找 出 一 些 物 體 的 密 度 （ 例 如 ： 以 不 同 液 體 製 作 密 度 柱 ） 

原 子 世 界  

 探 究 影 響 物 質 溶 解 速 率 的 因 素  

 比 較 不 同 物 質（ 例 如：紙 及 鋼 絲 ）燃 燒 前 後 的 質 量 變 化  

 測 試 化 合 物 和 其 組 成 元 素 的 物 理 性 質（ 例 如：鐵、硫 和

硫 化 鐵 (II)）  

 探 究 當 酸 鹼 混 和 時 的 可 觀 察 變 化 （ 例 如 ： 溫 度 、 pH 值

或 pH 試 紙 ╱ 酸 鹼 指 示 劑 的 顏 色 變 化 ）  

力 和 運 動  

 使 用 運 動 傳 感 器 研 習 物 件 的 自 由 落 體 運 動  

 量 度 不 同 表 面 的 摩 擦 力  

 探 究 施 於 物 體 上 的 作 用 力 和 反 作 用 力  

 使 用 流 動 裝 置 探 究 大 氣 壓 強 在 不 同 高 度 下 的 變 化  

電 的 使 用  

 量 度 在 串 聯 和 並 聯 電 路 中 的 電 流 和 電 壓  

 探 究 影 響 電 磁 鐵 強 度 和 極 性 的 因 素 （ 例 如 ： 綫 圈 的 圈

數 ， 鐵 棒 的 長 度 ）  

 探 究 影 響 導 線 電 阻 的 因 素  

 探 究 電 路 中 的 電 阻 改 變 對 電 流 的 影 響  

健 康 的 身 體  

 探 究 運 動 對 呼 吸 速 率 和 心 跳 速 率 的 影 響  

 進 行 實 驗 辨 識 食 物 樣 本 中 的 食 物 物 質（ 例 如：葡 萄 糖、

澱 粉 、 脂 質 、 蛋 白 質 及 維 生 素 C）  

 比 較 不 同 水 果 中 的 維 生 素 C 含 量  

 探 究 酶 的 化 學 消 化 （ 例 如 ： 澱 粉 酶 、 蛋 白 酶 、 脂 肪 酶 ） 

光 和 聲 音  

 使 用 流 動 裝 置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樂 音 的 響 度 如 何 隨 聲 源 距

離 而 變 化  

 進 行 有 關 光 線 折 射 的 實 驗 （ 例 如 ： 製 備 「 折 射 率 匹 配

液 」）  

 進 行 有 關 光 的 全 內 反 射 的 實 驗（ 例 如：探 究「 使 光 線 折

曲 」 的 水 柱 ）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凸 透 鏡 成 像 的 放 大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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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重 點 實 驗  

我 們 的 地 球  

 以 微 型 電 解 池 探 究 海 水 電 解  

 以 化 學 測 試 從 未 知 氣 體 樣 本 中 分 辨 氧 、 氫 和 二 氧 化 碳  

 檢 測 未 知 樣 本 中 是 否 含 水  

 探 究 影 響 碳 酸 鈣 和 酸 反 應 速 率 的 因 素 （ 例 如 ： 表 面 面

積 ）  

 設 計 一 個 實 驗 把 混 合 在 一 起 的 塑 膠 樣 本 按 種 類 分 離  

（ 註 ： 課 程 內 的 核 心 部 分 的 重 點 實 驗 以 黑 色 正 體 表 示 ， 而 延 展 部 分 的 重 點

實 驗 則 以 藍 色 斜 體 表 示 。 有 關 課 程 的 核 心 部 分 和 延 展 部 分 的 描 述 ， 見 章 節

2.3.2。 ）  

 
課 程 支 援 材 料 —科 學 實 踐  

 
教 師 在 規 劃 及 安 排 科 學 探 究 活 動 時 ， 可 參 閱 教 育 局 製 作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 課 程 支 援 材 料 —科 學 實 踐 》， 以 進 一 步 了 解 課 程 所 要 求 的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及 學 生 進 行 科 學 實 踐 活 動 時 所 涉 及 的 步 驟 。 支 援

材 料 包 括 教 學 筆 記、科 學 題 目、實 驗 活 動 舉 隅 等，教 師 可 根 據 學

生 的 能 力 及 教 學 情 景 ， 對 有 關 材 料 及 活 動 進 行 調 適 。  

 
2.2.2 跨範疇的連繫   

 
本 課 程 著 重 跨 範 疇 學 習，強 調 培 養 學 生 把 不 同 的 學 科 知 識 和 技 能 連 結 起 來，

以 多 角 度 理 解 和 解 決 現 實 世 界 中 的 問 題 。 在 初 中 科 學 科 ， 跨 範 疇 的 學 習 涉

及 科 學、創 新 科 技、環 境、社 會 和 工 程 等 領 域，鼓 勵 學 生 跳 出 學 科 的 限 制，

並 綜 合 和 應 用 跨 範 疇 的 知 識 和 技 能，進 行 創 意 解 難 和 就 科 學 議 題 進 行 探 究。 

 
把 科 學 學 習 連 繫 到 不 同 的 學 科 範 疇 ， 學 生 可 理 解 不 同 領 域 之 間 的 互 動 和 互

補 性 ， 學 生 亦 可 學 會 欣 賞 科 學 與 創 新 科 技 為 改 善 人 類 生 活 所 帶 來 的 好 處 ，

並 認 識 科 學 的 應 用 和 限 制 。 透 過 跨 範 疇 學 習 ， 學 生 能 夠 對 當 前 的 科 學 議 題

慎 思 明 辨 ， 並 以 科 學 方 法 理 解 和 解 決 問 題 ， 從 而 培 育 他 們 的 創 意 、 協 作 能

力 與 創 新 精 神 。  

 
課 程 中 亦 引 入 不 同 的 跨 範 疇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科 學 模 型 建 構 、 工 程 設 計 和 社

會 性 科 學 議 題（ SSI）。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學 習 模 式 和 課 室 的 情 境，採

用 適 當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例 如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 問 題 為 本 學 習 和 探 究 為 本 學 習

等 ， 讓 學 生 運 用 跨 範 疇 知 識 以 進 行 科 學 討 論 、 模 型 建 構 和 科 學 解 難 。  

 



 

15 

(a) 科 學 模 型 建 構  

 
科 學 建 構 模 型 的 學 習 活 動 可 讓 學 生 從 中 運 用 科 學 、 數 學 和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建

構 知 識，並 探 索 和 理 解 科 學 現 象，從 而 認 識 不 同 學 科 知 識 之 間 的 互 補 關 係。

科 學 模 型 可 透 過 不 同 的 形 式 表 達 ， 包 括 流 程 圖 ， 圖 像 、 方 程 式 或 電 腦 模 型

等 。  
 

在 初 中 科 學 課 程 ， 學 生 在 不 同 的 科 學 課 題 中 會 學 習 到 一 些 科 學 模 型 ， 包 括

水 循 環 、 食 物 網 和 粒 子 模 型 等 。 教 師 應 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探 索 科 學 現 象 ， 鼓

勵 學 生 從 現 象 中 提 出 科 學 問 題 、 進 行 探 究 並 嘗 試 建 構 科 學 模 型 ， 以 描 述 和

解 釋 科 學 現 象 。  

 

教 師 可 透 過 運 用 不 同 的 敎 育 工 具 ， 例 如 線 上 平 台 或 人 工 智 能 工 具 ， 讓 學 生

體 驗 建 構、測 試、修 訂 和 評 鑑 模 型 的 過 程。例 如，教 師 可 提 供 一 個 科 學 情 景

（ 例 如： 以 環 境 數 據 製 作 預 測 模 型 ），引 導 學 生 提 出 可 探 究 的 科 學 問 題， 然

後 讓 學 生 利 用 數 據 建 構 科 學 模 型，以 解 釋 該 科 學 問 題 或 尋 找 變 項 間 的 規 律。

這 些 活 動 除 了 讓 學 生 提 升 科 學 知 識 ， 亦 可 培 養 他 們 的 解 難 能 力 。 學 生 在 真

實 情 境 中 把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學 以 致 用，可 促 進 他 們 的 學 習 科 學 的 動 機 和 興 趣。 

 

計 劃 科 學 模 型 建 構 活 動 的 考 量  

活 動 重 點 （ 舉 隅 ）：  

•  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從 現 象 中 提 出 科 學 問 題  

•  讓 學 生 按 已 有 知 識 建 構 初 始 模 型 ， 並 用 以 解 釋 科 學 現 象  

•  讓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以 收 集 數 據 ， 並 運 用 模 型 就 實 驗 結 果 進 行 預 測  

•  讓 學 生 評 鑑 實 驗 所 得 數 據 能 否 用 於 支 持 、 修 訂 或 反 駁 模 型  

 

活 動 主 題 （ 舉 隅 ）：  

•  製 作 科 學 模 型 預 測 火 星 天 氣 情 況 （ 單 元 ： 地 球 與 太 空 ）  

•  製 作 模 型 來 模 擬 血 液 在 被 膽 固 醇 堵 塞 了 的 血 管 內 的 流 動 （ 單 元 ： 健

康 的 身 體 ）  

 

活 動 所 涉 及 的 相 關 技 能 （ 舉 隅 ）：  

•  能 解 釋 科 學 模 型 中 各 部 分 的 功 能 或 關 係  

•  能 以 合 適 的 工 具 （ 例 如 人 工 智 能 工 具 ） 建 構 模 型  

•  能 修 訂 模 型 並 作 分 析 和 比 較  

•  能 以 證 據 解 釋 所 選 擇 的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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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 程 設 計  

 

讓 學 生 體 驗 工 程 設 計 的 過 程 ， 可 幫 助 學 生 理 解 科 學 、 工 程 與 及 其 他 範 疇 的

連 繫 ， 亦 可 培 養 學 生 的 綜 合 運 用 知 識 與 技 能 的 能 力 ， 來 解 決 實 際 生 活 情 境

中 的 問 題 。 工 程 設 計 是 在 考 慮 實 際 限 制 下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問 題 的 一 個 有 系 統

的 過 程 。 工 程 設 計 的 主 要 部 分 與 科 學 探 究 有 很 多 相 似 的 方 面 ， 例 如 兩 者 皆

涉 及 進 行 探 究 、 分 析 數 據 和 建 構 解 釋 ； 然 而 ， 工 程 設 計 和 科 學 探 究 之 間 亦

存 有 不 同 之 處 ， 例 如 工 程 設 計 涉 及 提 出 工 程 問 題 、 辨 識 項 目 要 求 和 限 制 、

製 作 原 型 並 進 行 測 試 ； 而 科 學 探 究 則 涉 及 設 定 假 說 ， 並 以 實 驗 進 行 驗 證 。  

 

工 程 設 計 活 動 的 主 要 部 分  

提 出 和 定 義 問 題  

•  辨 識 工 程 問 題 （ 即 需 改 變 或 改 善 的 情 況 ）  

•  辨 識 解 難 時 所 涉 及 的 限 制 和 找 出 達 致 預 期 結

果 的 準 則  

• 考 慮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和 社 區 的 期 望  

製 作 原 型  
•  提 出 不 同 的 設 計 方 案  

•  辨 識 不 同 原 型 設 計 的 優 點 和 限 制  

進 行 探 究  
•  進 行 科 學 測 試 並 總 結 有 關 原 型 設 計 於 特 定 條

件 範 圍 下 的 表 現  

分 析 數 據  
•  分 析 數 據 並 找 出 原 型 設 計 的 最 佳 設 定  

•  進 行 成 本 預 算  

建 構 設 計 方 案  
•  按 不 同 準 則 分 析 並 選 出 最 佳 設 計 方 案  

•  報 告 最 終 設 計 方 案 的 優 點 和 限 制  

評 鑑  •  分 析 所 收 集 的 回 饋 並 就 設 計 提 出 優 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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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學 生 安 排 工 程 設 計 相 關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可 促 進 他 們 運 用 數 理 科 技 知 識 和

技 能 ， 就 工 程 問 題 進 行 創 意 解 難 。 在 初 中 階 段 的 科 學 學 習 ， 教 師 可 為 學 生

分 組 進 行 活 動 ， 並 留 有 空 間 讓 學 生 提 出 多 樣 的 設 計 意 念 ， 建 議 方 案 以 解 決

工 程 問 題 、 製 作 原 型 ， 並 就 設 計 進 行 科 學 測 試 。  

 
計 劃 工 程 設 計 活 動 的 考 量  

活 動 重 點 （ 舉 隅 ）：  

•  建 基 於 有 意 義 和 富 趣 味 性 的 情 景  

•  促 進 學 生 應 用 解 難 能 力 ， 就 所 設 的 情 景 進 行 工 程 設 計 任 務  

•  促 進 學 生 應 用 所 學 的 數 理 科 技 知 識 和 技 能  

•  讓 學 生 發 揮 創 意 ， 按 實 際 情 景 的 限 制 進 行 工 程 設 計  

 

活 動 主 題 （ 舉 隅 ）：  

•  設 計 及 製 作 於 日 間 採 集 太 陽 能 的 裝 置 （ 單 元 ： 地 球 與 太 空 ）  

•  設 計 及 製 作 可 安 裝 在 水 龍 頭 的 省 水 裝 置 （ 單 元 ： 地 球 與 太 空 ）  

•  設 計 及 製 作 一 個 隔 熱 屋 模 型 （ 單 元 ： 物 質 與 能 量 ）  

•  設 計 及 製 作 「 噴 水 火 箭 」 或 「 汽 球 車 」（ 單 元 ： 力 和 運 動 ）  

 

活 動 所 涉 及 的 相 關 技 能 （ 舉 隅 ）：  

•  能 提 出 工 程 問 題  

•  能 辨 識 使 用 者 ／ 持 分 者 的 需 要  

•  能 建 構 多 個 不 同 的 原 型 ／ 建 構 有 效 且 原 創 的 原 型 ／ 提 出 一 個 有 效 建

議 改 良 現 行 方 案  

•  能 設 計 有 效 的 科 學 方 法 測 試 原 型  

•  能 就 項 目 進 行 成 本 預 算  

•  能 提 出 不 同 方 案 的 優 點 和 局 限 性  

•  能 提 出 合 理 準 則 選 出 最 佳 的 設 計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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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 會 性 科 學 議 題  

 

讓 學 生 就 科 學 相 關 議 題 慎 思 明 辨 ， 知 道 人 類 活 動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並 採 取 負

責 任 的 行 動 以 助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 是 本 課 程 所 強 調 的 其 中 一 個 學 習 重 點 。

讓 學 生 討 論 和 探 究 社 會 性 科 學 議 題 （ SSI）， 可 提 供 學 習 機 會 讓 他 們 運 用 科

學 知 識 分 辨 事 實 、 迷 思 和 想 法 ， 以 及 作 出 證 據 為 本 的 科 學 論 證 及 作 明 智 決

定。SSI 學 習 活 動 可 分 為 三 個 部 分，包 括 選 擇 議 題、探 索 議 題 以 及 作 出 科 學

報 告 和 評 鑑 。  

 

社 會 性 科 學 議 題 （ SSI）  

SSI 是 指 與 人 類 生 活 相 關，涉 及 不 同 範 疇（ 例 如：創 新 科 技、環 境、社 會 ）

的 科 學 議 題 。 SSI 通 常 沒 有 明 確 的 解 決 方 案 ， 而 不 同 的 持 份 者 對 於 議 題

的 觀 點 亦 有 不 同 。  

科 學 論 證  

科 學 論 證 是 一 個 有 系 統 的 過 程 來 分 析 和 解 釋 自 然 現 象 。 科 學 家 在 科 學 社

群 中 透 過 科 學 論 證 ， 清 晰 地 分 享 和 表 達 科 學 觀 察 和 結 論 ， 這 對 於 建 構 和

交 流 科 學 知 識 十 分 重 要 。 科 學 論 證 通 常 由 以 下 三 個 主 要 部 分 組 成 ：  

 

說 法 ： 回 答 科 學 問 題 的 述 句  

證 據 ： 用 以 支 持 說 法 的 定 性 觀 察 或 定 量 數 據  

推 理 ： 以 科 學 知 識 或 原 理 所 建 構 的 理 據 ， 以 解 釋 為 何 證 據 能 支 持 說 法  

SSI 學 習 活 動 的 主 要 部 分  

選 擇 議 題  • 選 擇 與 學 生 日 常 生 活 經 驗 ／ 課 程 內 容 相 關 的 SSI 

探 索 議 題  

• 提 出 SSI 中 所 涉 及 的 跨 學 科 知 識 、 事 實 、 關 注 和 迷 思  

• 考 慮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觀 點  

• 選 擇 合 適 的 策 略 探 究 SSI（ 例 如 ： 文 獻 研 究 、 科 學 實

驗 、 辯 論 、 角 色 扮 演 ）  

• 應 用 科 學 推 理 和 知 識 探 索 SSI 

• 分 析 證 據 ， 就 該 議 題 作 出 明 智 的 建 議 或 決 定  

科 學 報 告 與  
評 鑑  

• 選 擇 報 告 探 究 結 果 的 形 式 （ 例 如 ： 口 頭 報 告 、 海 報 設

計 或 報 告 撰 寫 ）  

• 報 告 探 究 結 果 和 進 行 評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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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為 學 生 安 排 SSI 相 關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學 生 可 知 道 科 學 知 識 在 社 會 上 的

應 用 及 其 對 社 會 、 道 德 倫 理 、 經 濟 和 環 境 的 重 要 性 ， 並 理 解 科 學 和 科 技 的

發 展 對 我 們 的 生 活 、 社 會 和 環 境 的 相 互 影 響 。 教 師 可 選 擇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活

動，例 如 小 組 討 論、模 擬 辯 論、角 色 扮 演 和 專 題 研 習 的 形 式，以 安 排 SSI 為

本 的 學 習 活 動 。 學 生 在 討 論 中 可 能 會 提 出 不 同 的 說 法 ， 並 會 支 持 或 反 對 某

一 些 觀 點 。 教 師 可 引 導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或 尋 找 可 靠 數 據 ， 讓 學 生 建 構 證 據 為

本 的 論 證 並 進 行 科 學 討 論 。 學 生 可 透 過 SSI 學 習 活 動 反 思 自 己 的 論 證 ， 根

據 同 儕 的 意 見 修 訂 說 法 ， 從 而 深 化 相 關 科 學 概 念 的 理 解 。  

 
計 劃 SSI 學 習 活 動 的 考 量  

活 動 重 點 （ 舉 隅 ）：  

•  清 晰 明 確 地 帶 出 數 理 科 技 知 識 應 用 和 創 新 方 案 的 意 義，即 解 決 社 會 或

環 境 問 題   

•  促 進 學 生 根 據 可 靠 的 資 訊 （ 例 如 ： 經 專 家 評 閱 的 科 學 文 獻 ） 作 出 證 據

為 本 的 明 智 決 定 或 建 議  

•  促 進 學 生 發 展 正 確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並 主 動 地 推 廣 環 境 可 持 續 實 踐  

•  為 學 生 提 供 機 會 進 行 科 學 討 論  

 

活 動 主 題 （ 舉 隅 ）：  

•  探 究 生 物 多 樣 性 對 自 然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對 人 類 的 益 處

（ 單 元 ： 觀 察 生 物 ）  

•  討 論 使 用 化 石 燃 料 的 需 要 和 對 社 會 的 影 響 （ 單 元 ： 地 球 與 太 空 ）  

•  討 論 保 育 物 種 的 方 法（ 例 如：人 工 受 孕 和 克 隆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單 元：

生 物 與 環 境 ）  

•  討 論 不 同 的 發 電 方 法 對 社 會 、 經 濟 和 環 境 的 後 果 （ 單 元 ： 電 的 使 用 ） 

 

活 動 所 涉 及 的 相 關 技 能 （ 舉 隅 ）：  

•  能 分 辨 事 實 和 迷 思  

•  能 分 辨 什 麼 是 科 學 證 據  

•  能 說 出 科 學 文 獻 是 可 靠 資 訊 的 原 因 （ 例 如 ： 科 學 家 就 研 究 結 果 互 評 ） 

•  能 就 不 同 持 分 者 的 觀 點 提 出 懷 疑 （ 例 如 ： 檢 視 有 否 過 度 解 讀 數 據 ）  

•  能 從 資 訊 中 撮 取 證 據 來 支 持 或 反 駁 論 點  

•  能 提 出 科 學 論 證 （ 說 法 —證 據 —推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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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資 源 —跨 範 疇 學 習  

 
教 師 在 安 排 跨 範 疇 的 科 學 學 習 活 動 時 ， 可 參 考 初 中 科 學 科 STEAM  學 習 單

元 的 課 程 資 源，透 過 STEAM 學 習 單 元 包 括 一 系 列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 創 科 探

究 活 動、工 程 設 計 與 解 難 活 動、數 據 處 理 練 習 等，促 進 學 生 綜

合 運 用 數 理 科 技 知 識 和 技 能 ， 並 了 解 工 程 設 計 的 基 本 概 念 ，

更 好 地 認 識 科 學 及 創 新 科 技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 教 師 可 根

據 學 生 的 興 趣 和 能 力 ， 對 有 關 材 料 及 活 動 進 行 調 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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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課程單元  

 

課 程 設 有 十 三 個 課 程 單 元 ， 以 跨 學 科 主 題 的 形 式 設 計 ， 涵 蓋 不 同 的 科 學 範

疇，包 括 生 物、化 學、物 理 和 地 球 科 學，亦 有 科 學 探 究 的 學 習 元 素。學 生 將

透 過 學 習 各 單 元 的 科 學 知 識，理 解「 系 統 和 組 織 」、「 證 據 和 模 型 」、「 變 化 和

恆 常 」和「 形 態 與 功 能 」四 個 貫 通 科 學 領 域 和 跨 越 學 科 界 限 的 概 念。學 習 這

些 概 念 可 幫 助 學 生 認 識 科 學 知 識 間 的 連 繫 ， 並 加 強 對 科 學 本 質 的 理 解 。  

 

中 一 及 中 二  

單 元 一 ： 科 學 實 踐 I 

單 元 二 ： 觀 察 生 物  

單 元 三 ：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單 元 四 ： 科 學 實 踐 II 

單 元 五 ： 地 球 與 太 空  

單 元 六 ： 生 物 與 環 境  

單 元 七 ： 物 質 與 能 量  

單 元 八 ： 原 子 世 界  

單 元 九 ： 力 和 運 動  

單 元 十 ： 電 的 使 用  

中 三  

單 元 十 一 ： 健 康 的 身 體  

單 元 十 二 ： 光 與 聲 音  

單 元 十 三 ： 我 們 的 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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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統 和 組 織 」、「 證 據 和 模 型 」、「 變 化 和 恆 常 」和「 形 態 與 功 能 」四 個 貫 通

科 學 領 域 和 跨 越 學 科 界 限 的 概 念 的 簡 要 說 明 表 列 如 下 ：  

 

 說 明  

系 統 和 組 織  

是 觀 察 及 描 述 各 種 相 關 及 ／ 或 整 體 運 作 的 現 象 的 方 法 。  

  系 統 是 由 相 關 物 件 或 組 成 部 分 建 構 的 一 個 組 織 體 系 。  

  組 織 是 根 據 特 定 等 級 制 度 把 事 物 置 於 一 個 結 構 框 架 的 行

動 或 過 程 。   

證 據 和 模 型  

科 學 家 利 用 證 據 和 模 型 來 理 解 、 解 釋 及 ／ 或 預 測 科 學 現 象 。  

  證 據 包 括 一 些 觀 察 結 果 及 數 據 ， 可 用 以 建 構 科 學 解 說 及

作 出 預 測 。  

  模 型 是 用 來 展 示 真 實 系 統、物 件、概 念 或 事 件，可 用 作 解

釋 、 預 測 及 研 究 真 實 物 件 如 何 運 作 。 模 型 可 以 是 實 物 模

型 、 概 念 模 型 或 數 學 模 型 。  

變 化 和 恆 常  

變 化 和 恆 常 描 述 科 學 現 象 的 狀 態 。  

  變 化 是 導 致 變 更 的 過 程 。  

  恆 常 是 狀 態 不 變 ， 或 系 統 內 某 些 顯 著 的 特 質 保 持 不 變 。  

形 態 與 功 能  

形 態 與 功 能 通 常 是 互 為 關 連 的，物 件 的 形 態 可 以 解 釋 其 功 能，

而 物 件 的 功 能 亦 可 以 解 釋 其 形 態 。  

  形 態 是 指 物 件 的 形 狀 和 結 構 。  

  功 能 是 指 物 件 、 活 動 或 工 作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或 所 發 揮 的 用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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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單元組織  

 

本 課 程 各 單 元 內 容 的 組 織 包 括 下 列 各 部 分 ：  

 

概 述  
這 部 分 勾 畫 各 單 元 的 情 境 和 重 點 ， 包 括 相 關 科 學 素 養 的 舉 隅 。  

 

學 生 應 學 習  
這 欄 臚 列 各 單 元 的 主 要 學 習 內 容 ， 顯 示 學 生 應 學 習 的 知 識 和 概 念 。  

 

學 生 應 能  

這 欄 臚 列 單 元 內 學 生 應 能 掌 握 的 學 習 成 果 ， 這 些 學 習 成 果 描 述 學 生 對 本 課

程 內 容 的 認 知 程 度。當 列 出 較 高 階 認 知 能 力（ 例 如：連 繫 ）的 學 習 成 果 後，

其 他 較 初 階 認 知 能 力 （ 例 如 ： 說 出 、 描 述 ） 的 學 習 成 果 便 不 再 被 列 出 。 另

外 ， 涉 及 學 生 應 用 科 學 技 能 的 學 習 成 果 則 以 (S)顯 示 。 教 師 可 依 據 這 些 學 習

成 果 來 擬 定 合 適 的 評 估 活 動 ， 以 檢 視 學 與 教 的 進 度 。  

 
重 點 實 驗  

本 課 程 於 各 學 習 單 元 指 定 一 系 列 需 學 生 進 行 的 重 點 實 驗 ， 扣 連 科 學 學 習 與

科 學 實 踐 機 會 。 在 教 授 單 元 中 相 關 的 課 題 時 ， 教 師 應 有 系 統 地 安 排 重 點 實

驗 ， 讓 學 生 透 過 科 學 實 驗 解 決 科 學 問 題 、 訓 練 實 驗 技 巧 、 確 認 已 知 科 學 理

論 和 推 導 科 學 理 論 ， 促 進 學 生 有 效 地 學 習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這 欄 建 議 一 些 可 以 讓 學 生 從 中 達 到 學 習 成 果 的 活 動 。 列 表 中 包 括 不 同 類 型

的 學 習 活 動，如 討 論、實 驗 活 動、探 究 活 動、資 料 搜 集 及 專 題 研 習 等。這 些

建 議 只 供 教 師 參 考 ， 並 非 鉅 細 無 遺 或 指 定 方 案 。 教 師 應 以 其 專 業 判 斷 選 取

適 切 的 活 動 ， 以 照 顧 學 生 的 興 趣 和 能 力 。 學 與 教 活 動 應 盡 可 能 扣 連 學 生 的

日 常 經 驗，讓 他 們 把 科 學 知 識、與 社 會 和 環 境 相 互 連 繫。藉 此，學 生 可 掌 握

科 學 概 念 、 理 論 和 過 程 技 能 ， 並 應 用 於 探 究 和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問 題 ， 並

建 立 正 確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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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核心部分和延展部分 

 
課 程 單 元 的 內 容 分 為 核 心 和 延 展 兩 部 分 ， 以 照 顧 不 同 能 力 和 需 要 的 學 生 。

核 心 部 分 涵 蓋 所 有 學 生 應 學 習 的 基 本 科 學 概 念 ， 而 延 展 部 分 則 包 括 一 些 更

廣 闊 或 更 深 入 的 科 學 知 識 。 課 程 內 的 延 展 部 分 的 學 習 成 果 及 相 關 學 與 教 活

動 均 以 藍 色 斜 體 表 示 。  

 
2.3.3 課時分配  

 
初 中 每 學 年 的 總 課 時 約 為 918 小 時 ， 而 科 學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的 建 議 時 間 分 配

為 總 課 時 的 10 – 15%， 即 每 學 年 應 有 大 約 92 – 138 小 時 （ 例 如 ： 每 節 40 分

鐘 為 基 礎 計 算， 以 每 教 學 循 環 週 5 天 共 40 節，學 校 需 於 中 一、中 二 及 中 三

各 年 級 每 循 環 週 安 排 4 至 6 節 科 學 課 堂 ）。學 校 應 靈 活 運 用 課 時，安 排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活 動，例 如 科 學 探 究、跨 範 疇 專 題 研 習、設 計 及 製 作 等，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綜 合 運 用 不 同 範 疇 的 知 識 與 技 能 。 下 圖 列 出 科 學 （ 中 一 至 中 三 ） 課

程 各 單 元 的 預 算 課 時 讓 教 師 作 參 考，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學 習 進 程 而 作 出 調 節。 

 

中 一 及 中 二 單 元  建 議 課 時 （ 小 時 ）  

單 元 一 ： 科 學 實 踐 I  
單 元 二 ： 觀 察 生 物  
單 元 三 ：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單 元 四 ： 科 學 實 踐 II  
單 元 五 ： 地 球 與 太 空  
單 元 六 ： 生 物 與 環 境  
單 元 七 ： 物 質 與 能 量  
單 元 八 ： 原 子 世 界  
單 元 九 ： 力 和 運 動  
單 元 十 ： 電 的 使 用  

12 – 18 

12 – 18 

12 – 18 

12 – 18 

20 – 27 

24 – 36 

24 – 36 

24 – 36 

24 – 36 

20 – 27 

中 三 單 元  核 心 部 分  延 展 部 分  

單 元 十 一 ： 健 康 的 身 體  

單 元 十 二 ： 光 與 聲 音  

單 元 十 三 ： 我 們 的 地 球  

16 – 23 

16 – 23 

16 – 23 

15 – 23 

15 – 23 

15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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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建議學與教次序  

 

本 課 程 的 建 議 學 與 教 次 序（ 見 下 頁「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的 建 議 學 與 教

次 序 」）， 乃 按 照 一 個 可 行 和 適 合 大 部 分 初 中 學 生 的 學 與 教 次 序 而 編 排 。 此

次 序 安 排 讓 學 生 先 學 習 宏 觀 規 律 的 科 學 概 念 （ 例 如 「 觀 察 生 物 」、「 地 球 與

太 空 」），然 後 進 展 至 微 觀 或 原 子 層 面 的 科 學 概 念（ 例 如「 物 質 與 能 量 」、「 原

子 世 界 」）及 中 三 的 課 程 單 元。上 述 建 議 的 學 與 教 次 序 並 不 是 唯 一 適 合 所 有

學 校 的 安 排 。 教 師 亦 可 考 慮 以 下 的 構 思 ， 因 應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和 已 有 知 識

和 科 學 基 礎 ， 酌 情 採 用 其 他 學 與 教 次 序 以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學 與 教 次 序 的 其 他 可 能 選 項  

 

例 子 Ａ  

 

「 科 學 實 踐 I」和「 科 學 實 踐 II」這 兩 個 單 元 分 別 包 括 了 有 關 科 學 探 究 的 不

同 重 點 。 本 課 程 的 建 議 學 與 教 次 序 可 避 免 學 生 在 短 時 間 內 ， 連 續 學 習 不 同

的 科 學 探 究 概 念 和 科 學 推 理 方 法 。 如 教 師 在 考 慮 學 生 的 科 學 基 礎 後 ， 認 為

一 次 性 引 進 這 兩 個 單 元 的 科 學 概 念 對 學 生 學 習 較 為 有 利 ， 則 可 參 考 下 頁 所

載 的 學 與 教 次 序 （ 例 子 A）。  

 

例 子 Ｂ  

 

在 建 議 學 與 教 次 序 的 安 排 下 ， 生 物 和 地 球 科 學 相 關 的 主 要 課 題 會 於 中 一 級

教 授 ， 而 與 物 理 和 化 學 相 關 的 主 要 課 題 則 會 於 中 二 級 教 授 。 如 教 師 在 考 慮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學 習 興 趣 後 ， 認 為 讓 學 生 在 每 一 學 年 均 衡 地 學 習 到 不 同 的 科

學 範 疇（ 生 物 ， 化 學 ， 物 理 ， 地 球 科 學 ）， 可 更 有 效 地 促 進 學 生 把 所 學 的 科

學 知 識 作 跨 範 疇 的 連 繫 ， 則 可 參 考 下 頁 所 載 的 學 與 教 次 序 （ 例 子 B）。  

 

  



 

26 

 建 議 學 與 教 次 序  
學 與 教 次 序 的 其 他 可 能 選 項  

例 子 A 例 子 B 

中 一  

單 元 一 ：  

科 學 實 踐 I  

單 元 一 ：  

科 學 實 踐 I  

單 元 一 ：  

科 學 實 踐 I  

   

單 元 二 ：  

觀 察 生 物  

單 元 四 ：  

科 學 實 踐 II  

單 元 二 ：  

觀 察 生 物  

   

單 元 三 ：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單 元 二 ：  

觀 察 生 物  

單 元 三 ：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單 元 四 ：  

科 學 實 踐 II 

單 元 三 ：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單 元 五 ：  

地 球 與 太 空  

   

單 元 五 ：  

地 球 與 太 空  

單 元 五 ：  

地 球 與 太 空  

單 元 七 ：  

物 質 與 能 量  

   

單 元 六 ：  

生 物 與 環 境  

單 元 六 ：  

生 物 與 環 境  

單 元 四 ：  

科 學 實 踐 II  

   

中 二  

單 元 七 ：  

物 質 與 能 量  

單 元 七 ：  

物 質 與 能 量  

單 元 八 ：  

原 子 世 界  

   

單 元 八 ：  

原 子 世 界  

單 元 八 ：  

原 子 世 界  

單 元 九 ：  

力 和 運 動  

   

單 元 九 ：  

力 和 運 動  

單 元 九 ：  

力 和 運 動  

單 元 六 ：  

生 物 與 環 境  

   

單 元 十 ：  

電 的 使 用  

單 元 十 ：  

電 的 使 用  

單 元 十 ：  

電 的 使 用  

   

中 三  中 三 單 元  

 

科 學 （ 中 一 至 中 三 ） 課 程 的 建 議 學 與 教 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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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課程的縱向連貫  

 

2.4.1 與小學科學科課程的銜接  

 

科 學 （ 中 一 至 中 三 ） 課 程 是 建 基 於 小 學 階 段 的 學 習 成 果 ， 延 續 小 學 階 段 科

學 學 習 的 發 展 ， 並 為 學 生 提 供 高 中 階 段 所 需 的 前 備 知 識 和 技 能 。  

 

有 關 初 中 與 小 學 科 學 學 習 的 銜 接 ， 科 學 教 師 應 留 意 以 下 要 點 ：  

 

  雖 然 小 學 階 段 和 初 中 階 段 的 科 學 課 程 載 有 相 似 的 課 題 ，

但 教 師 應 留 意 課 題 於 小 學 階 段 的 內 容 和 學 生 學 習 經 歷 與

初 中 階 段 的 不 同 之 處 。 教 師 應 了 解 小 學 科 學 科 的 學 習 內

容 ， 掌 握 學 生 的 前 備 知 識 ， 作 有 效 的 初 中 科 學 科 課 程 規

劃 以 促 進 小 學 與 中 學 階 段 的 順 利 銜 接 。 教 師 可 掃 描 右 方

二 維 碼，以 了 解 有 關 小 學 和 初 中 階 段 的 科 學 課 程 的 連 繫。 

 

  學 生 於 小 學 階 段 已 學 習 不 同 學 習 範 疇 的 基 礎 科 學 知 識 及 它 們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應 用；而 在 初 中 階 段，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的 教 學 目 標 則 應 著 重 培

養 學 生 建 構 證 據 為 本 的 科 學 解 釋 及 加 強 學 生 科 學 解 難 的 能 力。因 此，教

師 於 初 中 階 段 可 逐 漸 引 入 要 求 綜 合 應 用 科 學 知 識 進 行 科 學 解 難 。   

 

  在 課 業 安 排 上，教 師 應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訓 練 學 生 的 科 學 邏 輯，讓

學 生 理 解 和 連 繫 不 同 的 科 學 概 念 去 探 索 新 的 科 學 知 識。教 師 應 運 用 其 專

業 知 識 ， 因 應 學 生 的 需 要 而 妥 善 處 理 ， 提 供 如 鷹 架 或 提 示 等 的 支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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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中三單元的教學安排  

 

學 生 在 三 年 的 初 中 科 學 課 程 中 獲 得 的 科 學 概 念 和 探 究 技 能 ， 為 他 們 學 習 高

中 科 目 奠 定 了 穩 固 的 基 礎 。 課 程 的 核 心 部 分 涵 蓋 所 有 學 生 應 掌 握 的 基 本 科

學 概 念 ， 這 些 概 念 對 於 無 論 未 來 選 修 任 何 高 中 科 目 都 至 關 重 要 ， 並 有 助 於

學 生 順 利 適 應 高 中 階 段 與 科 學 相 關 的 學 習 。 此 外 ， 課 程 的 延 展 部 分 則 提 供

更 廣 闊 或 更 深 入 的 科 學 知 識 ， 部 分 課 題 亦 會 更 具 挑 戰 性 ， 適 合 計 劃 在 高 中

階 段 選 修 科 學 科 目 的 學 生 。  

 

學 校 可 參 考 下 圖 所 建 議 的 課 程 單 元 實 施 模 式 ， 進 行 校 本 課 程 規 劃 ， 以 發 展

學 生 對 科 學 的 興 趣 和 志 向 ， 為 他 們 將 來 的 進 階 學 習 和 個 人 發 展 作 好 準 備 。

就 有 關 教 學 安 排 ， 教 師 應 留 意 以 下 要 點 ：  

 

  教 師 應 先 完 成 教 授 科 學（ 中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的 核 心 部 分。除 核 心 部 分 外，

教 師 亦 可 從 延 展 部 分 選 取 合 適 教 材，以 照 顧 學 生 的 需 要、興 趣 和 能 力。  

 

  除 選 取 延 展 部 分 的 課 題 外，教 師 亦 可 適 當 地 在 學 校 科 學 課 程 加 入 一 些 增

潤 課 題，延 展 學 生 在 不 同 科 學 範 疇（ 生 物、化 學 和 物 理 ）的 學 習 經 驗，

以 提 供 機 會 給 對 科 學 有 較 濃 厚 興 趣 的 學 生 進 一 步 發 展 潛 能 。  

 

模 式  I 模 式 II 模 式 III 

中 一 及 中 二 單 元  中 一 及 中 二 單 元  中 一 及 中 二 單 元  

   

中 三 單 元  

（ 核 心 部 分 ）  

中 三 單 元  

（ 核 心 部 分 ）  

中 三 單 元  

（ 核 心 部 分 ）  

   

中 三 單 元  

（ 延 展 部 分 ）  
校 本 科 學 增 潤 課 題  

混 合 安 排  

（ 部 分 延 展 課 題 及 校 本

科 學 增 潤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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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電子學習  

 

教 師 運 用 適 當 的 電 子 學 習 工 具 ， 設 計 深 層 學 習 任 務 ， 幫 助 學 生 建 構 科 學 知

識 ， 並 把 科 學 學 習 與 真 實 世 界 連 繫 ， 這 有 助 於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和 效 能 。

例 如：教 師 可 配 合 學 校 的 情 況，讓「 教 師、學 生 和 人 工 智 能 」形 成 一 個 協 同

的 學 習 環 境 ， 推 動 學 生 更 深 入 地 主 動 建 構 知 識 。 下 表 展 示 電 子 學 習 工 具 應

用 的 一 些 例 子 ， 供 教 師 參 考 。  

 

電 子 學 習 工 具  應 用  

動 畫  
  運 用 動 畫 展 示 自 然 現 象 和 過 程 ，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抽 象

概 念 （ 例 如 溫 度 轉 變 時 液 體 內 的 粒 子 運 動 情 況 ）。  

模 擬 實 驗  
  運 用 互 動 的 模 擬 實 驗 ， 讓 學 生 操 控 不 同 的 模 擬 物 件

進 行 自 主 學 習 。  

科 學 線 上 平 台  
  運 用 線 上 平 台 為 學 生 提 供 不 同 的 學 習 經 歷 ， 例 如 線

上 科 學 講 座 、 電 子 測 驗 和 線 上 閱 讀 活 動 。  

數 據 收 集 儀  

  運 用 數 據 收 集 儀 進 行 實 驗 ， 例 如 利 用 配 備 位 置 感 應

器 的 數 據 收 集 儀 探 究 在 重 力 作 用 下 ， 球 體 的 落 下 運

動 。  

流 動 裝 置  

  運 用 流 動 裝 置 在 課 堂 內 外 作 互 動 學 習，例 如 使 用「 以

地 點 為 本 」 的 應 用 程 式 將 科 學 學 習 延 伸 至 課 堂 外 。  

  利 用 虛 擬 實 境（ VR）和 擴 增 實 境（ AR）應 用 程 式 ，

創 造 沉 浸 式 學 習 體 驗 ， 使 抽 象 的 科 學 概 念 變 得 具 體

（ 例 如 探 索 人 體 系 統 或 生 態 系 統 ）。  

人 工 智 能  

  運 用 影 像 辨 識 技 術 於 尋 找 規 律 。  
  運 用 機 器 學 習 系 統 進 行 科 學 預 測 。  
  運 用 人 工 智 能 聊 天 機 械 人 於 適 性 化 科 學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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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運 用 電 子 學 習 可 提 供 空 間 讓 學 生 發 展 科 學 思 維 、 創 造 力 和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 並 促 進 自 主 學 習 的 發 展 ， 但 教 師 對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適 切 性 需 作 出 專 業

判 斷 ， 以 確 保 學 生 有 足 夠 的 機 會 參 與 動 手 的 實 驗 ， 以 及 真 實 的 課 堂 內 外 體

驗 ， 讓 他 們 可 以 充 分 發 展 科 學 探 究 技 能 。 教 師 亦 應 致 力 培 養 學 生 成 為 合 乎

道 德 和 負 責 任 的 資 訊 科 技 使 用 者 。  

 
以 下 臚 列 一 些 相 關 課 程 資 源 ， 供 教 師 使 用 ：  

 

 
科學（ 中 一 至 中 三 ）  

香 港 濕 地 公 園  

戶 外 自 主 學 習 資 源 套  

 
運 用 流 動 裝 置 進 行  

科 學 （ 中 一 至 中 三 ）

實 驗 活 動 資 源 套  

 
初 中 科 學 科  

影 片 為 本 自 學 套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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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一 ： 科 學 實 踐  I  

 
概 述  

這 個 單 元 會 介 紹 科 學 的 範 疇 和 應 用 ， 以 及 進 行 科 學 觀 察 的 一 些 概 念 ， 例 如

科 學 量 度 與 誤 差。此 外，學 生 會 認 識 科 學 實 驗 室 的 儀 器、設 備 和 安 全 設 施，

以 及 理 解 實 驗 室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 加 熱 物 質 和 混 合 溶 液，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量

度 和 驗 證 理 論 。 閱 讀 危 害 和 風 險 的 文 章 則 可 培 養 學 生 對 資 訊 抱 有 懷 疑 和 求

真 精 神。此 外，學 生 通 過 了 解 科 學 家 的 貢 獻 和 進 行 科 研 的 過 程，加 深 了 對 科

學 社 群 的 認 識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操 作 簡 單 實 驗 儀 器   

  進 行 定 性 觀 察 與 定 量 量 度 (E3)  

  估 計 科 學 量 度 中 的 準 確 度 與 精 密 度 (E4)  

  誠 實 匯 報 數 據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1 科 學 知 識  

 科 學 傳 意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科 學 和 創 新 科 技 應 用  

 

 知 道 科 學 知 識 是 從 實 驗 、 數 據 分 析 和 證

據 為 本 的 科 學 推 理 而 來  

 說 出 科 學 探 究 的 主 要 步 驟  

 知 道 科 學 家 會 就 科 學 新 發 現 進 行 互 評  

 列 舉 科 學 和 創 新 科 技 的 日 常 應 用 的 例 子  

 知 道 推 動 科 學 道 德 、 動 物 福 利 和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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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2 科 學 觀 察 和 數 據  

 使 用 儀 器 進 行 量 度  

  準 確 度 和 精 密 度  

 量 度 誤 差  

 誤 差 來 源  

 

  正 確 及 安 全 地 使 用 適 當 的 儀 器 加 熱 、 混

和 及 移 取 溶 液 (S)  

 正 確 地 使 用 適 當 的 儀 器 進 行 量 度（ 例 如：

秒 錶、米 尺、量 筒、電 子 秤 和 溫 度 計 ）(S) 

  知 道 誤 差 是 真 實 值 和 實 驗 所 得 量 度 值 之

間 的 差 異 (S)  

 知 道 如 量 度 的 誤 差 很 小 ， 則 該 實 驗 量 度

可 視 為 準 確 度 高 (S)  

  知 道 精 密 度 是 指 量 度 值 之 間 的 差 異 ， 並

可 透 過 重 複 實 驗 得 知 (S)  

 認 識 量 度 中 出 現 誤 差 的 一 些 來 源 （ 零 位

誤 差 、 視 差 和 讀 數 誤 差 ） (S)  

1.3 實 驗 室 安 全  

  實 驗 室 安 全 守 則  

  危 害 與 風 險  

  危 險 警 告 標 記  

 減 低 實 驗 室 意 外 風 險 的

方 法  

  火 三 角  

 

 

  知 道 實 驗 室 是 一 個 適 合 進 行 科 學 探 究 的

地 方  

  明 白 實 驗 室 安 全 守 則  

  辨 識 學 校 實 驗 室 內 的 一 些 安 全 設 施  

  知 道 危 害 是 指 可 能 引 致 潛 在 傷 害 的 因 素

(S)   

  知 道 風 險 是 指 因 危 害 而 造 成 傷 害 的 可 能

性 (S)  

  辨 識 一 些 常 見 的 危 險 警 告 標 記  

  認 識 一 些 可 減 低 及 控 制 實 驗 室 意 外 風 險

的 措 施  

 描 述 如 何 處 理 實 驗 室 常 見 的 意 外  

  認 識 火 三 角 和 不 同 的 滅 火 方 法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進 行 實 驗 把 固 體 和 液 體 加 熱  

  進 行 實 驗 移 取 及 混 和 不 同 的 溶 液  

  以 蠟 燭 進 行 公 平 測 試 ， 找 出 產 生 火 的 必 要 條 件  

  找 出 一 些 形 狀 不 規 則 的 物 件 的 體 積  

  進 行 實 驗 量 度 物 件 的 質 量 和 溶 液 的 溫 度  

  閱 讀 有 關 危 害 和 風 險 的 文 章 ， 了 解 當 中 的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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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集 有 關 科 學 知 識 如 何 影 響 自 然 資 源 管 理 和 創 新 科 技 發 展 的 資 料  

 從 圖 片 找 出 實 驗 室 中 的 潛 在 危 害 ， 並 提 出 適 當 的 預 防 措 施  

 討 論 一 些 實 驗 室 意 外 （ 例 如 ： 火 警 或 酸 的 溢 瀉 ） 的 正 確 處 理 方 法  

  觀 看 有 關 正 確 使 用 滅 火 設 備 （ 例 如 ： 滅 火 筒 ） 的 影 片  

  閱 讀 有 關 著 名 科 學 家 貢 獻 的 文 章（ 例 如 ：路 易 巴 斯 德 、 居 里 夫 人 、屠 呦

呦 、 高 錕 、 崔 琦 和 徐 立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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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二 ： 觀 察 生 物  

 
概 述  

這 個 單 元 會 介 紹 如 何 把 不 同 類 別 生 物 按 主 要 特 徵 進 行 辨 識 ， 學 生 亦 會 學 習

其 他 相 關 科 學 概 念，包 括 動 物 的 生 命 週 期、細 胞 和 生 物 的 組 織 層 次。學 習 生

物 的 分 類 可 幫 助 學 生 體 會「 系 統 和 組 織 」這 項 概 念；而 學 習 動 物 和 植 物 的 結

構 特 徵 ， 則 可 幫 助 學 生 認 識 「 形 態 與 功 能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透 過 製 作 玻 片 和 以 顯 微 鏡 檢 視 細 胞 ，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 觀 察 蔬 菜 吸 取 染 劑 的 過 程 則 可 幫 助 他 們 理 解 維 管 組 織

的 功 能，並 培 養 科 學 驗 證 的 能 力。通 過 辨 認 動 物 的 主 要 特 徵 和 製 作 檢 索 表，

學 生 可 學 習 相 關 科 學 知 識 和 提 升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對 生 物 進 行 一 段 時 間 的 觀 察 ， 並 留 意 有 關 細 節  

  以 普 遍 觀 察 、 趨 勢 或 模 型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R2)  

  辨 認 生 物 的 異 同  

  按 生 物 的 外 在 特 徵 進 行 分 類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參 考 可 靠 來 源 的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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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 物 的 分 類  

  不 同 類 別 生 物 的 主 要 特

徵  

 生 物 的 分 類 和 檢 索 表  

 

  明 白 把 生 物 分 類 的 需 要  

  說 出 科 學 家 根 據 生 物 的 主 要 特 徵 來 把 它

們 分 類  

  辨 識 區 分 無 脊 椎 動 物 和 脊 椎 動 物 的 主 要

特 徵 (S)  

  辨 識 區 分 魚 類、兩 棲 類、爬 行 類、鳥 類 和

哺 乳 類 的 主 要 特 徵 (S)  

  辨 識 區 分 非 維 管 植 物 與 維 管 植 物 、 無 種

子 植 物 與 有 種 子 植 物 、 無 花 植 物 與 有 花

植 物 的 主 要 特 徵 (S)  

  製 作 簡 單 檢 索 表 以 分 辨 一 些 生 物 (S)  

  列 舉 例 子 說 明 生 物 的 結 構 和 行 為 特 徵 如

何 幫 助 生 物 生 存 和 把 特 徵 傳 至 後 代  

  知 道 一 些 哺 乳 類 動 物 擁 有 與 別 不 同 的 結

構 特 徵 （ 例 如 ： 針 鼴 、 海 豚 和 蝙 蝠 ）  

2.2 生 命 週 期  

 動 物 的 生 命 週 期  

 

  以 雀 鳥、青 蛙 和 蝴 蝶 為 例，比 較 不 同 動 物

的 生 命 週 期  

2.3 細 胞  

  生 物 的 基 本 單 位  

  細 胞 主 要 結 構 和 功 能  

  植 物 細 胞 和 動 物 細 胞  

 

 

  明 白 細 胞 是 生 物 的 基 本 單 位  

  明 白 細 胞 會 分 裂 、 生 長 和 分 化 成 不 同 種

類 的 細 胞  

  明 白 細 胞 的 主 要 構 造 和 功 能（ 例 如：細 胞

壁 、 細 胞 膜 、 細 胞 核 、 細 胞 質 、 葉 綠 體 、

線 粒 體 和 液 泡 ）  

  以 顯 微 鏡 檢 視 細 胞 並 辨 識 其 結 構 (S)  

  比 較 植 物 細 胞 和 動 物 細 胞 結 構 上 的 相 似

與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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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 物 的 組 織 層 次  

  人 體 的 主 要 器 官 和 系 統

的 組 成 部 分  

 主 要 器 官 和 系 統 在 維 持

生 命 上 的 角 色  

 

  明 白 組 織 是 由 不 同 特 別 構 造 和 功 能 的 細

胞 組 成 （ 例 如 ： 神 經 、 肌 肉 及 骨 ）  

  明 白 人 體 的 主 要 器 官（ 例 如：肺、胃、腦 ）

和 系 統 的 組 成 部 分（ 例 如：呼 吸 系 統、消

化 系 統 ）  

 明 白 主 要 器 官 和 系 統 在 人 體 的 角 色 （ 例

如 ： 牽 涉 呼 吸 作 用 的 器 官 ）  

重 點 實 驗  

  以 不 同 動 植 物 組 織 製 作 玻 片 ， 並 以 顯 微 鏡 檢 視 細 胞  

  觀 察 蔬 菜 吸 取 染 劑 溶 液 的 過 程 ， 以 辨 識 維 管 組 織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檢 視 相 片 辨 認 不 同 種 類 的 動 物 主 要 特 徵（ 例 如：魚、蛙、龜、雀 鳥 和 兔 ）  

  製 作 簡 單 檢 索 表 以 分 辨 植 物 、 陸 生 動 物 和 海 洋 動 物  

  辨 識 在 校 園 內 或 公 園 內 的 有 花 植 物 或 無 花 植 物  

  運 用 流 動 裝 置 在 校 園 內 或 公 園 內 進 行 一 個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調 查  

  參 訪 鳳 園 蝴 蝶 保 育 區 ， 學 習 蝴 蝶 的 生 命 週 期 和 牠 們 與 宿 主 植 物 的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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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這 個 單 元 會 介 紹 人 類 生 殖 與 遺 傳 。 在 每 一 個 細 胞 內 ， 都 有 遺 傳 物 質 DNA，

它 載 有 決 定 生 物 不 同 性 狀 的 指 令 。 生 殖 是 讓 新 生 命 形 成 的 重 要 生 命 過 程 ，

通 過 生 殖 而 形 成 的 新 個 體 ， 往 往 會 擁 有 一 些 看 起 來 與 他 們 父 母 非 常 相 似 的

性 狀； 性 狀 世 代 相 傳 的 過 程 就 是 遺 傳。學 生 可 從 學 習 遺 傳 來 理 解  「 變 化 與

恆 常 」這 項 概 念。同 時，學 生 通 過 學 習 生 命 的 形 成 及 相 關 過 程，了 解 生 命 的

奧 秘 ， 從 而 建 立 珍 惜 生 命 、 尊 重 生 命 的 正 確 價 值 觀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製 作 DNA 模 型 以 展 示 DNA 的 雙 螺 旋 結 構

及 鹼 基 配 對 ， 可 加 強 學 生 對 建 構 科 學 模 型 的 認 識 。 透 過 在 班 上 進 行 有 關 連

續 變 異 和 不 連 續 變 異 的 調 查 ， 並 以 表 格 和 圖 表 表 達 數 據 ， 可 加 強 學 生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細 心 觀 察 和 洞 悉 事 件 發 生 的 次 序  

  從 可 靠 的 資 料 來 源 中 ， 選 取 並 適 當 地 組 織 相 關 的 資 料  

  在 科 學 討 論 中 清 楚 地 組 織 觀 點 、 證 據 和 推 論  

  透 過 科 學 討 論 反 思 並 整 理 科 學 概 念 ， 以 增 進 對 概 念 的 瞭 解  

  分 辨 事 實 、 迷 思 和 想 法 ， 以 及 作 出 證 據 為 本 的 明 智 決 定  

  評 鑑 各 項 科 學 成 就 的 應 用 對 社 會 的 影 響  

  從 科 學 、 道 德 、 社 會 等 角 度 ， 慎 思 明 辨 從 媒 體 獲 得 的 科 學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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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 類 生 殖  

  生 殖  

  性 成 熟 和 第 二 性 徵  

  生 殖 系 統  

  性 細 胞 ： 精 子 和 卵  

 受 精 和 植 入  

 

  明 白 生 殖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生 命 過 程 ， 以 確

保 人 類 的 延 續  

  描 述 青 春 期 時 生 殖 系 統 成 熟 的 徵 兆 和 出

現 的 第 二 性 徵  

  辨 識 男 性 和 女 性 生 殖 系 統 的 結 構 和 功 能  

  說 出 精 子 和 卵 是 性 細 胞  

  明 白 受 精 是 指 精 子 和 卵 在 輸 卵 管 結 合 成

合 子  

  說 出 胚 胎 發 育 在 植 入 子 宮 內 膜 前 開 始  

 明 白 胚 胎 在 母 體 內 發 育 成 胎 兒 和 嬰 兒 誕

生 的 過 程  

 

 

3.2 染 色 體 和 DNA 

  DNA 作 為 遺 傳 物 質  

 

  明 白 細 胞 核 內 的 染 色 體 含 有 遺 傳 物 質 ─

DNA 

  說 出 DNA 編 碼 是 決 定 生 物 不 同 性 狀 和 控

制 細 胞 活 動 的 指 示  

  說 出 性 細 胞 載 有 一 套 （ 23 條 ） 人 類 染 色

體  

  說 出 受 精 產 生 的 合 子 載 有 兩 套 （ 46 條 ）

染 色 體  

  知 道 合 子 的 性 別 是 由 性 染 色 體 決 定  

  檢 視 顯 微 照 片 並 辨 識 性 細 胞 內 整 套 染 色

體 中 的 性 染 色 體 (S)  

  說 出 DNA 上 的 鹼 基 有 A、T、C 和 G 四 種  

  說 出 DNA 的 雙 螺 旋 結 構 是 基 於 A 與 T 

和 C 與 G 之 間 的 鹼 基 配 對  

  明 白 DNA 的 編 碼 指 示 是 基 於 DNA 上 的

鹼 基 序 列 ， 從 而 決 定 體 內 蛋 白 質 的 製 造  

  製 作 DNA 模 型 以 展 示 DNA 的 雙 螺 旋 結

構 及 當 中 的 鹼 基 配 對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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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懷 孕 和 家 庭 計 劃  

  懷 孕 和 親 代 撫 育  

  家 庭 計 劃 與 控 制 生 育  

 

  說 出 懷 孕 的 徵 兆 和 懷 孕 期  

  知 道 親 代 撫 育 對 幼 兒 的 成 長 至 為 重 要  

  明 白 家 庭 計 劃 的 需 要  

  說 出 其 中 一 種 控 制 生 育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防

止 精 子 和 卵 的 結 合  

 明 白 各 種 控 制 生 育 的 方 法  

 明 白 防 止 性 病 傳 染 的 重 要 性  

 

3.4 遺 傳 與 變 異  

  遺 傳  

  變 異  

 

 

  說 出 遺 傳 是 以 遺 傳 信 息 的 傳 遞 ， 讓 性 狀

從 一 代 傳 到 下 一 代  

  明 白 變 異 是 由 遺 傳 和 環 境 決 定  

  列 舉 人 類 中 連 續 變 異 和 不 連 續 變 異 的 例

子  

  列 舉 遺 傳 性 特 徵 和 獲 得 性 特 徵 的 例 子  

  製 作 並 詮 釋 用 以 表 達 變 異 在 群 組 中 的 分

佈 的 棒 形 圖 和 直 方 圖 (S)  

 

重 點 實 驗  

  製 作 DNA 模 型 以 展 示 DNA 的 雙 螺 旋 結 構 及 當 中 的 鹼 基 配 對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觀 看 短 片 以 辨 認 精 子 和 卵 的 結 構 特 徵  

  檢 視 顯 微 照 片 ， 以 觀 察 人 類 性 細 胞 內 的 染 色 體  

  在 班 上 進 行 有 關 連 續 變 異 的 調 查 ， 並 以 表 格 和 直 方 圖 表 達 數 據  

  在 班 上 進 行 有 關 不 連 續 變 異 的 調 查 ， 並 以 表 格 和 棒 形 圖 表 達 數 據  

  製 作 「 遺 傳 性 狀 樹 」 來 分 析 一 個 性 狀 在 家 庭 中 的 遺 傳  

  討 論 與 墮 胎 和 婚 前 性 行 為 相 關 的 議 題 和 後 果，發 展 學 生 正 確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觀 看 有 關 受 精 卵 發 育 成 胚 胎 過 程 的 短 片  

  觀 看 有 關 胚 胎 形 成 和 分 娩 過 程 的 短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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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四 ： 科 學 實 踐  II  

 
概 述  

這 個 單 元 會 介 紹 有 關 科 學 探 究 的 概 念 ， 例 如 不 同 的 探 究 方 法 和 對 照 實 驗 。

學 生 亦 會 學 習 科 學 家 常 用 的 一 些 科 學 推 理 方 法 以 建 構 知 識 和 進 行 推 斷 。 透

過 學 習 科 學 家 如 何 發 展 科 學 模 型 以 描 述 和 解 釋 科 學 現 象 ， 學 生 會 體 會 「 證

據 和 模 型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透 過 設 計 公 平 測 試 和 比 較 兩 實 驗 組 所 得 結

果 的 準 確 度 和 精 密 度 ， 可 學 習 科 學 驗 證 和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 。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液 體 膨 脹 與 溫 度 的 關 係，則 可 培 養 他 們 的 科 學 推 理 能 力。此 外，閱 讀 科 學 家

探 究 光 合 作 用 的 故 事 ， 可 幫 助 學 生 了 解 科 學 本 質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特 定 數 據 歸 納 普 遍 趨 勢 、 結 論 或 模 型 (R1)  

  以 普 遍 觀 察 、 趨 勢 或 模 型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R2)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以 現 象 發 生 的 概 率 作 出 明 智 的 判 斷 (R4)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1)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2)  

  設 定 對 照 實 驗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和 辨 識 因 果 關 係 (E5)  

  選 擇 科 學 探 究 的 合 適 設 計 及 評 估 有 關 探 究 的 可 靠 性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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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 學 探 究  

  假 說  

  探 究 的 類 別  

  變 項 的 類 別  

 對 照 實 驗  

 

 明 白 假 說 是 用 以 描 述 、 預 測 或 解 釋 自 然

現 象 的 述 句 ， 並 可 透 過 科 學 探 究 進 行 測

試 (S)  

 明 白 不 同 類 別 的 科 學 探 究 ： (S)  

 公 平 測 試  

 分 類  

 尋 找 規 律  

 辨 識 科 學 探 究 中 不 同 類 別 的 變 項 (S)  

 明 白 對 照 實 驗 可 用 以 確 保 科 學 探 究 的 有

效 性 並 確 立 因 果 關 係 (S)  

 知 道 實 驗 所 得 的 結 論 是 用 以 支 持 或 反 駁

科 學 探 究 所 設 的 假 說 (S)  

 明 白 測 試 科 學 探 究 所 得 結 論 的 可 靠 性 的

一 些 方 法（ 例 如：以 相 同 裝 置 重 複 實 驗、

以 不 同 的 裝 置 或 在 不 同 環 境 下 重 現 實

驗 ） (S)  

 
4.2 科 學 推 理  

  科 學 模 型  

  科 學 推 理 的 方 法  

  科 學 推 理 的 應 用 和 限 制  

 

 

  知 道 建 模 是 科 學 家 生 成 科 學 模 型 的 過

程 ， 以 描 述 、 解 釋 或 預 測 科 學 現 象 (S)  

  列 舉 不 同 類 別 的 科 學 模 型 的 例 子  

 知 道 不 同 的 科 學 推 理 方 法 ， 以 建 構 科 學

知 識 和 進 行 推 斷 ： (S)  

 以 特 定 數 據 歸 納 結 論、預 測 趨 勢 或 建

立 科 學 模 型  

 以 科 學 模 型 或 趨 勢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就 所 觀 察 現 象 推 斷 最 有 可 能 的 解 釋  

 以 現 象 發 生 的 概 率 作 出 明 智 的 判 斷  

 知 道 以 科 學 推 理 建 構 科 學 知 識 和 進 行 推

斷 的 限 制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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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液 體 膨 脹 與 溫 度 的 關 係  

  就 科 學 探 究 設 計 公 平 測 試  

  就 科 學 探 究 所 設 的 對 照 實 驗 ， 評 論 其 有 效 性  

  比 較 兩 實 驗 組 所 得 結 果 的 準 確 度 和 精 密 度  

  進 行 科 學 推 理 的 解 難 練 習  

  閱 讀 有 關 科 學 家 進 行 實 驗 探 究 光 合 作 用 的 故 事（ 例 如：海 爾 蒙 特、普 里

斯 特 利 、 英 格 豪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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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五 ： 地 球 與 太 空  

 
概 述  

這 個 單 元 會 介 紹 有 關 太 陽 系 的 一 些 天 體 發 現 ， 包 括 太 陽 系 中 的 地 球 、 月 球

和 其 他 行 星 的 物 理 特 質 。 透 過 學 習 有 關 國 家 的 太 空 探 索 計 劃 ， 可 引 導 學 生

理 解 和 欣 賞 國 家 在 太 空 科 學 發 展 的 重 要 成 就 和 貢 獻 。 另 外 ， 學 生 會 學 習 地

球 的 基 本 結 構 ， 與 及 對 我 們 生 活 十 分 重 要 的 珍 貴 自 然 資 源 和 能 量 來 源 。 學

生 亦 會 認 識 節 約 資 源 的 不 同 方 法 及 發 展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需 要 ， 初 步 理 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概 念。認 識 水 循 環 可 幫 助 學 生 體 會「 變 化 和 恆 常 」這 項 概 念，而 學

習 太 陽 系 則 可 幫 助 學 生 認 識 「 系 統 和 組 織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透 過 顯 微 鏡 觀 察 漂 白 水 對 水 中 微 生 物 的 影

響 ，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 透 過 設 計 與 製 作 採 集 淨 水 器 和 安 裝 在 水 龍 頭

的 省 水 裝 置 ， 則 可 幫 助 他 們 掌 握 工 程 設 計 和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 。 進 行 設 計 濾

水 裝 置 和 採 集 太 陽 能 裝 置 的 活 動 ， 可 培 養 學 生 創 新 精 神 和 加 強 科 學 驗 證 的

能 力。此 外，通 過 認 識 國 家 在 太 空 科 學 發 展 的 貢 獻 和 重 要 成 就，讓 學 生 體 會

科 學 家 和 航 太 工 作 者 的 貢 獻 精 神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普 遍 觀 察 、 趨 勢 或 模 型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R2)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選 擇 科 學 探 究 的 合 適 設 計 及 評 估 有 關 探 究 的 可 靠 性 (E6)  

  從 觀 察 宏 觀 現 象 ， 推 論 出 抽 象 概 念 （ 例 如 ：從 觀 察 「 雲 和 雨 的 形 成 」，

推 論 出 「 粒 子 」 概 念 ）  

  運 用 實 驗 的 新 發 現 以 檢 視 解 說 的 真 確 性  

  在 科 學 討 論 中 清 楚 地 組 織 觀 點 、 證 據 和 推 論  

  評 鑑 科 學 與 科 技 發 展 和 環 境 代 價 間 的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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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地 球  

  地 球 的 結 構  

  大 氣  

 水 循 環  

 

  製 作 圖 像 展 示 地 球 的 結 構：地 殼、地 幔、

內 地 核 和 外 地 核 (S)  

  說 出 大 氣 是 包 圍 地 球 的 一 層 氣 體  

  說 出 空 氣 中 主 要 氣 體 的 百 分 比  

 明 白 淨 水 以 不 同 型 式 在 地 球 上 存 在 （冰

川 、 河 流 和 濕 地 ） 

  製 作 圖 像 展 示 水 循 環 中 的 主 要 過 程 ： 蒸

發 、 凝 結 和 降 水 (S)  

  知 道 植 物 在 水 循 環 中 的 角 色（例如：蒸 騰 ） 

  明 白 太 陽 為 推 動 地 球 的 水 循 環 提 供 能 量  

  明 白 雲 的 移 動 和 水 流 讓 地 球 表 面 的 淨 水

得 以 循 環 更 新  

  提 出 收 集 和 節 約 淨 水 的 不 同 和 原 創 方 案

(S)  

 

5.2 地 球 資 源  

  節 約 用 水  

  淨 化 和 分 離 的 方 法  

  水 污 染 和 空 氣 污 染  

 化 石 燃 料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製 作 表 格 或 圖 像 展 示 淨 水 和 海 水 於 地 球

表 面 不 同 區 域 的 分 佈 (S)  

  探 究 淨 化 和 分 離 的 不 同 方 法（ 例 如：過 濾

法、蒸 餾 法、使 用 磁 鐵、使 用 淨 水 藥 片 和

沉 積 法 ） (S)  

  明 白 淨 水 是 珍 貴 的 天 然 資 源 和 節 約 用 水

的 重 要 性  

  說 出 節 約 用 水 的 不 同 方 法  

  製 作 概 念 圖 顯 示 以 下 概 念 的 關 聯 ： 水 污

染 的 成 因 、 水 污 染 對 人 類 和 生 態 環 境 的

影 響 、 控 制 水 污 染 的 方 法 (S)  

  知 道 減 低 水 污 染 的 個 人 責 任  

  知 道 使 用 化 石 燃 料 和 核 電 所 引 起 的 關 注

（ 例 如 ： 有 限 的 供 應 量 和 污 染 問 題 ）  

  明 白 發 展 可 再 生 能 源（ 例 如：太 陽 能、生

物 質 能、風 力 發 電 源 和 水 力 發 電 ）的 需 要

和 考 慮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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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太 空 探 索  

  太 陽 系 行 星 的 物 理 特 質  

 國 家 的 太 空 探 索 計 劃  

 

  說 出 太 陽 是 一 顆 恆 星 ， 提 供 光 能 和 熱 能

予 太 陽 系 中 的 成 員  

  比 較 地 球 、 月 球 和 其 他 行 星 的 物 理 特 質

（ 例 如：大 氣 的 成 分、表 面 平 均 溫 度、水

是 否 存 在、質 量、 重 力、與 太 陽 的 距 離、

公 轉 和 自 轉 周 期 ， 以 及 支 持 生 命 的 潛 在

條 件 ）  

  欣 賞 國 家 在 太 空 科 學 發 展 的 貢 獻 和 重 要

成 就（ 例 如：天 宮 空 間 站、中 國 載 人 航 天

計 劃 ）  

 知 道 本 地 科 學 家 為 國 家 太 空 研 究 計 劃 所

作 的 貢 獻（ 例 如：太 空 農 業 研 究、深 空 探

測 研 究 、 月 球 表 面 採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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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實 驗  

  在 顯 微 鏡 下 觀 察 漂 白 水 或 淨 水 藥 片 對 水 中 的 微 生 物 的 影 響  

  使 用 所 提 供 的 儀 器（ 例 如 ： 漏 斗 和 濾 紙 、篩 及 磁 棒 ）分 離 混 合 物 中 的 物

質  

  設 計 及 製 作 採 集 淨 水 器 （ 例 如 ： 捕 霧 器 、 雨 水 收 集 器 ）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搜 集 資 料 以 了 解 國 家 發 展 潔 淨 能 源 的 成 就  

  觀 看 「 天 宮 課 堂 」 影 片 ， 認 識 國 家 航 天 員 在 天 宮 空 間 站 的 生 活  

  搜 集 有 關 本 地 科 學 家 進 行 太 空 農 業 研 究、月 球 表 面 採 樣 和 深 空 探 測 研 究

的 資 料  

  搜 集 有 關 地 熱 能 發 電 站 的 運 作 原 理 的 資 料  

  進 行 有 關 分 析 不 同 淨 水 方 法 效 能 的 解 難 練 習  

  設 計 及 製 作 濾 水 裝 置  

  觀 看 有 關 海 洋 調 節 地 球 氣 候 的 影 片  

  進 行 有 關 分 析 安 裝 太 陽 能 發 電 系 統 的 工 程 考 慮 的 解 難 練 習  

  設 計 及 製 作 於 日 間 採 集 太 陽 能 的 裝 置  

  參 照 相 關 數 據（ 例 如： CO2 和 SO2 的 排 放 量 ）評 鑑 燃 煤 發 電 站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討 論 於 城 市 使 用 太 陽 能 和 風 能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設 計 及 製 作 可 安 裝 在 水 龍 頭 的 省 水 裝 置  

  透 過 使 用 立 體 模 型 或 擴 增 實 境 技 術 ， 比 較 太 陽 系 中 的 行 星 的 相 對 大 小  

  參 觀 香 港 航 天 科 普 教 育 基 地，以 認 識 國 家 在 太 空 科 學 發 展 的 貢 獻 和 成 就  

  參 觀 水 知 園 和 中 華 電 力 低 碳 能 源 教 育 中 心，以 了 解 本 港 就 水 資 源 和 能 源

管 理 的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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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六 ： 生 物 與 環 境   

 
概 述  

在 本 單 元 中 ， 學 生 會 認 識 生 物 的 重 要 生 命 過 程 。 單 元 亦 會 介 紹 維 持 自 然 界

中 氧 和 二 氧 化 碳 之 間 的 平 衡 的 重 要 性 。 透 過 學 習 生 物 多 樣 性 和 保 育 、 生 態

系 中 的 相 互 關 係 和 氣 候 變 化 ， 學 生 可 認 識 「 變 化 和 恆 常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探 究 光 合 作 用 的 必 要 條 件 ， 可 學 習 科 學 推

理 、 科 學 解 釋 和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 透 過 設 計 與 製 作 微 型 生 態 系 統 和 運 用 食

物 網 展 示 生 物 間 的 攝 食 關 係，則 幫 助 學 生 建 構 科 學 模 型。此 外，安 排 學 生 參

觀 香 港 生 物 多 樣 性 博 物 館 等 學 習 活 動 ， 能 培 養 他 們 求 真 精 神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普 遍 觀 察 、 趨 勢 或 模 型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R2)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1)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2)  

  辨 識 事 件 的 因 果 關 係 (E5)  

  選 擇 科 學 探 究 的 合 適 設 計 及 評 估 有 關 探 究 的 可 靠 性 (E6)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在 科 學 討 論 中 清 楚 地 組 織 觀 點 、 證 據 和 推 論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6.1 光 合 作 用 和 呼 吸 作 用  

  光 合 作 用  

  呼 吸 作 用  

 

 

  明 白 光 合 作 用 是 植 物 製 造 食 物 ， 並 把 光

能 轉 換 成 化 學 能 的 過 程  

  收 集 證 據 展 示 光 合 作 用 所 需 的 條 件 ， 包

括 光 、 葉 綠 素 、 二 氧 化 碳 和 水 (S)  

  明 白 光 合 作 用 產 生 的 碳 水 化 合 物 ， 可 供

植 物 即 時 使 用 或 轉 化 成 澱 粉 作 儲 備 候 用  

  明 白 呼 吸 作 用 是 食 物 在 細 胞 內 被 分 解 ，

並 釋 放 能 量 供 細 胞 所 用 的 過 程  

 以 文 字 方 程 式 分 別 表 達 光 合 作 用 和 呼 吸

作 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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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生 態 系  

  生 境 和 生 態 系  

  生 產 者、消 費 者 和 分 解 者  

  食 物 網  

  生 物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說 出 生 境 是 讓 生 物 生 存 的 環 境  

  說 出 生 態 系 是 生 物 與 其 環 境 之 間 的 互 動  

  辦 識 和 列 舉 生 產 者 、 消 費 者 和 分 解 者 的

例 子 (S)  

 製 作 並 詮 釋 食 物 網 來 表 達 生 物 間 的 攝 食

關 係 (S)  

   明 白 生 物 間 捕 食 、 競 爭 和 共 生 關 係  

  辨 識 不 同 生 物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 例 如 ： 捕

食 、 競 爭 和 共 生 ） (S)  

6.3 生 物 多 樣 性 和 保 育  

  人 類 活 動 對 生 物 多 樣 性

和 保 育 的 影 響  

 

 

  明 白 生 物 多 樣 性 對 生 態 系 穩 定 和 自 然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說 出 生 物 多 樣 性 對 人 類 的 益 處（ 例 如：提

供 食 品 、 醫 藥 、 原 材 料 等 資 源 ）  

  說 出 某 些 人 類 活 動（ 例 如：狩 獵、破 壞 生

境 ） 可 威 脅 一 些 物 種 的 生 存 並 引 致 生 物

多 樣 性 減 少  

  列 舉 一 些 瀕 危 物 種 的 例 子  

  明 白 保 育 環 境 和 保 護 野 生 生 物 的 重 要 性  

  

6.4 氣 候 變 化  

  二 氧 化 碳 和 氧 於 自 然 界

中 的 平 衡  

  溫 室 氣 體 的 排 放  

 緩 和 氣 候 變 化  

 

  明 白 二 氧 化 碳 和 氧 於 自 然 界 中 的 平 衡  

  明 白 二 氧 化 碳 是 其 中 一 種 溫 室 氣 體 ， 可

吸 收 並 再 發 射 熱 能 回 地 球 表 面  

  明 白 人 類 的 一 些 活 動 可 干 擾 自 然 界 中 二

氧 化 碳 的 平 衡  

  明 白 加 劇 排 放 二 氧 化 碳 對 環 境 和 人 類 健

康 的 可 能 影 響 （ 例 如 ： 溫 室 效 應 ）  

  明 白 實 踐 低 碳 生 活 的 重 要 性   

  說 出 植 樹 對 環 境 的 好 處 與 緩 和 氣 候 變 化

的 角 色  

 

重 點 實 驗  

  探 究 光 合 作 用 的 必 要 條 件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載 有 生 物（ 例 如：水 生 植 物 和 豐 年 蝦 ）的 大 試 管 內 的 二 氧

化 碳 含 量 的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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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搜 尋 資 料 了 解 關 國 家 就 紅 樹 林 保 育 和 修 復 的 成 就  

  進 行 實 驗 以 模 擬 由 二 氧 化 碳 引 致 的 溫 室 效 應  

  設 計 與 製 作 一 個 微 型 生 態 系 統 以 解 釋 食 物 網 的 概 念  

  進 行 實 驗 以 探 究 落 葉 的 質 量 在 空 氣 中 隨 時 間 的 變 化  

  參 觀 香 港 生 物 多 樣 性 博 物 館、瀕 危 物 種 資 源 中 心、林 邊 生 物 多 樣 性 自 然

教 育 中 心 、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岸 公 園 ， 以 認 識 香 港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參 觀 賽 馬 會 氣 候 變 化 博 物 館 以 認 識 氣 候 變 化 對 人 類 和 環 境 的 影 響  

  搜 尋 資 料 並 探 討 不 同 方 法 以 控 制 入 侵 物 種 的 爆 發 的 成 效（ 例 如：殺 蟲 劑

的 應 用 和 引 入 自 然 界 中 的 捕 食 者 ）  

  運 用 食 物 網 展 示 生 物 間 的 攝 食 關 係  

  分 析 生 境 的 環 境 數 據 和 連 繫 生 物 如 何 對 環 境 條 件 作 出 反 應  

  分 析 當 引 入 一 個 新 種 群 時 ， 不 同 物 種 在 生 態 系 中 的 種 群 變 化 的 資 料  

  根 據 所 提 供 的 數 據（ 例 如：每 年 地 球 表 面 溫 度、北 冰 洋 在 冬 季 和 夏 季 的

海 冰 涵 蓋 範 圍、全 球 海 平 面、太 陽 能 量 度、大 氣 中 二 氧 化 碳 濃 度 ），探 討

氣 候 變 化 的 證 據 和 成 因  

  進 行 有 關 保 育 香 港 海 洋 動 物（ 例 如：珊 瑚、鯊 魚、綠 海 龜 和 中 華 白 海 豚 ）

的 專 題 研 習  

  搜 尋 保 育 物 種 方 法 的 資 料 （ 例 如 ： 人 工 受 孕 和 克 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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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七 ： 物 質 與 能 量  

 
概 述  

在 這 個 單 元 ， 學 生 會 學 習 粒 子 理 論 的 一 些 基 本 概 念 ， 並 以 此 科 學 模 型 解 釋

日 常 生 活 的 現 象 ， 例 如 熱 脹 冷 縮 、 物 質 的 物 態 變 化 。 學 生 亦 會 學 習 日 常 生

活 常 見 過 程 中 發 生 的 能 量 變 換 。 學 生 可 透 過 學 習 粒 子 理 論 的 概 念 明 白 「 證

據 和 模 型 」 這 項 概 念 ， 而 學 習 能 量 轉 換 和 能 量 守 恆 的 概 念 ， 學 生 則 可 明 白

「 變 化 和 恆 常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探 究 物 質 在 不 同 物 態 下 的 特 性 ，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 以 及 科 學 驗 證 理 論 ； 設 計 與 製 作 隔 熱 屋 模 型 和 一 個 能 減 低

溫 度 變 化 的 容 器 ， 可 鼓 勵 學 生 運 用 科 學 原 理 並 發 揮 創 意 ， 亦 加 強 他 們 的 工

程 設 計 能 力 。 此 外 ， 透 過 進 行 實 驗 展 示 熱 漲 冷 縮 現 象 則 可 培 養 學 生 科 學 推

理 和 科 學 解 釋 的 能 力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特 定 數 據 歸 納 普 遍 趨 勢 、 結 論 或 模 型 (R1)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1)  

  尋 覓 證 據 以 支 持 或 反 對 一 些 論 說  

  估 計 科 學 量 度 中 的 準 確 度 與 精 密 度 (E4)  

  運 用 科 學 公 式 作 科 學 推 斷 (D3)  

  找 出 異 常 值 和 處 理 重 複 量 度 所 得 數 據 以 評 估 所 涉 及 的 不 確 定 性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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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粒 子 理 論  

  粒 子 理 論 的 基 本 概 念  

  物 質 三 態 的 性 質  

 熱 脹 冷 縮  

 

 明 白 粒 子 理 論 的 基 本 概 念（ 例 如：所 有 物

質 皆 由 粒 子 組 成、粒 子 之 間 存 有 空 間、粒

子 是 隨 機 運 動 的 ）  

 明 白 溫 度 增 加 會 令 粒 子 獲 得 更 多 能 量 和

振 動 更 劇 烈  

 明 白 粒 子 在 固 體 、 液 體 和 氣 體 中 有 不 同

相 對 速 率 和 距 離  

 製 作 粒 子 圖 像 以 解 釋 一 些 常 見 的 現 象 ：

(S)  

  液 體 或 氣 體 的 擴 散  

 固 體、液 體 和 氣 體 的 物 理 性 質（ 例 如：

可 壓 縮 性 ）  

 熱 脹 冷 縮  

 驗 證 熱 脹 冷 縮 只 導 致 物 質 的 體 積 改 變 而

而 非 質 量 改 變 (S)  

 列 舉 熱 脹 冷 縮 現 象 的 日 常 應 用 的 例 子  

7.2 密 度  

  浮 沉  

 

 

  運 用 公 式 進 行 計 算 ：  

密 度  = 質 量 ／ 體 積 (S)  

  比 較 物 體 與 周 邊 介 質 的 密 度 ， 以 推 斷 物

體 於 該 介 質 中 的 浮 沉 (S)  

  解 釋 物 質 的 密 度 在 不 同 溫 度 下 的 變 化  

7.3 物 質 的 物 態  

 物 態 變 化  

 

  驗 證 物 質 熔 融 或 凝 固 時 ， 其 質 量 維 持 不

變 (S)  

 明 白 物 質 在 物 態 變 化 時 會 吸 收 或 釋 放 熱

能 ， 但 溫 度 會 維 持 恆 定  

 詮 釋 有 關 物 質 的 物 態 變 化（ 例 如：熔 融、

凝 固 、 沸 騰 和 凝 結 ） 的 溫 度 — 時 間 圖 (S)  

7.4 能 量 的 變 換  

 常 見 過 程 中 的 能 量 變 換  

 

  說 出 常 見 過 程 中 發 生 的 能 量 變 換 （ 例 如

植 物 的 光 合 作 用 、 把 球 垂 直 拋 向 上 空 時

勢 能 和 動 能 的 相 對 變 化 ）  

  明 白 能 量 在 變 換 的 過 程 中 是 守 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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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熱 傳 遞  

 熱 傳 遞 過 程  

 

  推 斷 兩 個 不 同 溫 度 的 物 體 的 熱 能 傳 遞 方

向 ， 並 預 測 該 兩 個 物 體 的 最 終 溫 度 (S)  

  辨 識 有 關 熱 傳 遞 過 程 的 證 據：傳 導、對 流

和 輻 射 (S)  

 列 舉 熱 傳 遞 過 程 的 日 常 應 用  

 

重 點 實 驗  

  進 行 實 驗 把 物 質 加 熱 ， 並 繪 畫 溫 度 — 時 間 圖 以 展 示 過 程 中 的 溫 度 變 化  

  探 究 物 質 在 不 同 物 態 下 的 特 性 （ 例 如 ： 可 壓 縮 性 ）  

  探 究 物 質 的 物 理 性 質 （ 例 如 ： 金 屬 棒 的 導 熱 性 ）  

  找 出 一 些 物 體 的 密 度 （ 例 如 ： 以 不 同 液 體 製 作 密 度 柱 ）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進 行 實 驗 展 示 熱 脹 冷 縮 現 象    

  進 行 實 驗 探 究 水 與 酒 精 混 和 時 體 積 的 變 化  

  進 行 實 驗 探 究 電 動 車 的 動 能 回 收 系 統  

  進 行 實 驗 測 試 隔 熱 膜 的 效 能  

  設 計 及 製 作 一 個 隔 熱 屋 模 型  

  進 行 實 驗 探 究 兩 個 不 同 溫 度 的 物 體 接 觸 時 的 熱 能 傳 遞 方 向，並 分 析 相 關

的 溫 度 — 時 間 圖  

  觀 看 有 關 溫 度 變 化 影 響 粒 子 運 動 的 電 腦 模 擬  

  設 計 及 製 作 一 個 能 減 低 溫 度 變 化 的 容 器  

  進 行 實 驗 以 測 試 不 同 形 狀 的 泥 膠 能 否 浮 於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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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八 ： 原 子 世 界   

 
概 述  

這 個 單 元 會 介 紹 與 微 觀 世 界 相 關 的 科 學 概 念 ， 例 如 原 子 的 結 構 、 區 別 化 合

物 和 混 合 物，分 辨 物 質 的 化 學 變 化 和 物 理 變 化，亦 包 括「 溶 液 」、「 酸 和 鹼 」

和「 化 學 反 應 」等 學 習 內 容。學 習 原 子 的 結 構 有 助 學 生 體 會「 證 據 和 模 型 」

這 項 概 念，而 學 習 化 學 反 應 中 的 物 質 守 恆，則 有 助 學 生 明 白「 變 化 和 恆 常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探 究 影 響 物 質 溶 解 速 率 的 因 素 ，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以 及 科 學 推 理 。 透 過 進 行 公 平 測 試 找 出 物 質 於 不 同 溫 度 下 的

溶 解 度，則 可 學 習 科 學 驗 證 和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此 外，製 作 分 子 模 型 並 按 化

學 式 計 算 原 子 數 目 ， 幫 助 學 生 對 建 構 科 學 模 型 的 認 識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特 定 數 據 歸 納 普 遍 趨 勢 、 結 論 或 模 型 (R1)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2)  

  進 行 定 性 觀 察 與 定 量 量 度 (E3)  

  估 計 科 學 量 度 中 的 準 確 度 與 精 密 度 (E4)  

  設 定 對 照 實 驗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和 辨 識 因 果 關 係 (E5)  

  運 用 科 學 記 數 法 、 有 效 數 字 、 比 和 率 ， 以 表 達 和 比 較 科 學 數 據 (D1)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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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物 質  

  原 子 的 結 構  

  元 素  

  化 合 物  

 純 物 質 和 混 合 物  

 

  以 質 子 、 中 子 和 電 子 描 述 原 子 的 結 構   

  說 出 質 子 、 中 子 和 電 子 的 一 些 特 徵  

  說 出 元 素 週 期 表 中 一 些 常 見 元 素 的 名 稱

和 符 號（ 例 如：H, O, C, Ne, N, Li,  Na, Mg, 

Si,  Fe, Cl , S）  

  明 白 混 合 物 是 由 兩 種 或 多 種 物 質 ， 在 沒

有 生 成 新 的 物 質 下 混 和 而 成  

  分 辨 純 物 質 和 混 合 物 (S)  

  知 道 化 合 物 是 由 元 素 以 化 學 方 式 結 合 而

生 成（ 例 如：二 氧 化 碳 分 子 是 由 一 顆 碳 原

子 和 兩 顆 氧 原 子 組 成 ）  

  按 化 學 式 把 物 質 區 別 為 元 素 和 化 合 物

（ 例 如 ： H2O, CO2 ,  NH3 ,  CH4 ,  C, O2 ,  N2 ,  

Na, Ne） (S)  

8.2 物 理 變 化 和 化 學 變 化  

  物 理 變 化  

 化 學 變 化  

 

  明 白 物 理 變 化 是 不 涉 及 化 學 成 分 變 化 的

過 程  

  明 白 化 學 變 化 是 一 個 透 過 反 應 而 生 成 新

物 質 的 過 程  

   把 不 同 的 過 程 區 別 為 物 理 變 化 或 化 學 變

化（ 例 如：燃 燒、氧 化 作 用、鐵 銹 蝕、蒸

餾、蒸 發、過 濾、把 石 頭 打 碎、熔 融 ）(S)  

  進 行 測 試 探 究 化 合 物 和 其 組 成 元 素 的 物

理 性 質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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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溶 液  

  溶 質 、 溶 劑 和 溶 液  

  濃 度  

  溶 解  

  溶 解 度  

 

  明 白 溶 液 是 由 溶 質 溶 於 溶 劑 而 成 的 混 合

物  

  知 道 溶 質 是 溶 液 中 質 量 上 或 體 積 上 較 少

的 物 質  

  知 道 溶 劑 是 溶 液 中 質 量 上 或 體 積 上 較 多

的 物 質  

  驗 證 溶 解 過 程 中 質 量 是 守 恆 的 (S)  

  計 算 溶 液 的 濃 度 （ 以 g/mL 來 表 示 ） (S)  

  探 究 影 響 溶 解 速 率 的 因 素，例 如 溫 度、攪

拌 和 溶 質 與 溶 劑 接 觸 的 表 面 面 積 (S)  

  以 溶 質 的 溶 解 度 曲 線 解 釋 有 關 溶 解 的 觀

察 (S)  

8.4 酸 和 鹼  

  常 見 的 酸 和 鹼  

  酸 鹼 指 示 劑  

  pH 標 度  

  中 和 作 用  

  酸 和 鹼 的 腐 蝕 性 質  

 使 用 酸 和 鹼 的 潛 在 危 害  

 

  列 舉 一 些 家 中 和 實 驗 室 常 見 的 酸 和 鹼  

  說 出 酸 和 鹼 的 一 些 性 質  

  以 天 然 色 素 或 酸 鹼 指 示 劑 分 辨 酸 性 溶

液 、 鹼 性 溶 液 和 中 性 溶 液 (S)  

  以 合 適 的 儀 器 精 密 地 量 度 溶 液 的 pH(S)  

  探 究 中 和 作 用 發 生 時 的 可 觀 變 化 (S)  

  明 白 酸 和 鹼 是 有 刺 激 性 或 腐 蝕 性 的 ， 或

對 我 們 的 身 體 造 成 傷 害  

  明 白 把 常 見 的 清 潔 用 品 混 和 或 會 構 成 危

害  

  描 述 如 何 緊 急 處 理 與 酸 鹼 有 關 的 意 外  

8.5 化 學 反 應  

 物 質 和 化 學 反 應  

 釋 放 和 吸 收 能 量 的 過 程  

 

  驗 證 化 學 反 應 中 的 物 質 守 恆 (S)  

  寫 出 由 元 素 生 成 化 合 物 的 反 應 的 平 衡 化

學 方 程 式 （ 氯 化 氫 、 水 和 二 氧 化 碳 ） (S)  

 列 舉 一 些 釋 放 能 量 和 吸 收 能 量 過 程 的 例

子（ 例 如：燃 燒、 鐵 銹 蝕、中 和 作 用、蒸

發 作 用 、 鹽 的 溶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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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實 驗  

  探 究 影 響 物 質 溶 解 速 率 的 因 素  

  比 較 不 同 物 質 （ 例 如 ： 紙 及 鋼 絲 ） 燃 燒 前 後 的 質 量 變 化  

  測 試 化 合 物 和 其 組 成 元 素 的 物 理 性 質 （ 例 如 ： 鐵 、 硫 和 硫 化 鐵 (II)）  

  探 究 當 酸 鹼 混 和 時 的 可 觀 察 變 化（ 例 如：溫 度、pH 值 或 pH 試 紙 ╱ 酸 鹼

指 示 劑 的 顏 色 變 化 ）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觀 看 國 家 航 天 員 進 行 有 關 泡 騰 反 應 的 實 驗 的 「 天 宮 課 堂 」 影 片  

  進 行 公 平 測 試 ， 找 出 物 質 於 不 同 溫 度 下 的 溶 解 度  

 進 行 實 驗 把 未 知 液 體 分 類 為 酸 、 鹼 和 純 水 和 鹽 水  

 進 行 實 驗 探 究 顏 色 染 料 的 濃 度 和 溶 液 顏 色 強 度 的 關 係  

 觀 看 有 關 鐵 在 水 中 銹 蝕 的 影 片  

 進 行 實 驗 探 究 泡 騰 反 應  

 進 行 實 驗 以 紙 色 層 分 析 法 分 辨 不 同 墨 水 樣 本 （ 例 如 ： 油 性 墨 和 水 性 墨 ） 

 製 作 分 子 模 型 並 按 分 子 的 化 學 式 計 算 不 同 類 別 的 原 子 數 目（ 例 如：H2O、 

O2、C4H10、NH3） 

 把 不 同 物 質（ 例 如：糖、銅、空 氣、原 油、碳 酸 鈣、牛 奶 ）區 別 為 元 素、

化 合 物 或 混 合 物  

  按 元 素 的 物 理 性 質（ 例 如：密 度、外 觀、導 電 性 ），區 別 該 元 素 為 金 屬 或

非 金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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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九 ： 力 和 運 動   

 
概 述  

在 這 個 單 元 中 ， 學 生 會 學 習 接 觸 力 和 非 接 觸 力 的 一 些 例 子 ， 亦 會 學 習 平 衡

力 和 不 平 衡 力 的 概 念 ， 以 及 作 用 於 物 體 上 淨 力 的 計 算 。 認 識 力 和 壓 強 之 間

的 關 係 可 幫 助 學 生 理 解「 變 化 和 恆 常 」這 項 概 念，而 學 習 運 用 科 學 模 型 來 解

釋 與 氣 壓 相 關 的 日 常 生 活 現 象 ， 學 生 可 體 會 「 證 據 和 模 型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 使 用 運 動 傳 感 器 研 習 物 件 的 自 由 落 體 運 動，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 透 過 提 出 原 創 方 法 比 較 不 同 表 面 的 摩 擦 力 ， 則 可

鼓 勵 學 生 建 構 新 的 方 法 並 創 意 地 進 行 科 學 探 究 。 此 外 ， 探 究 施 於 物 體 上 的

作 用 力 和 反 作 用 力，可 培 養 學 生 科 學 推 理 和 科 學 解 釋 的 能 力。同 時，教 師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特 定 數 據 歸 納 普 遍 趨 勢 、 結 論 或 模 型 (R1)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1)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2)  

  設 定 對 照 實 驗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和 辨 識 因 果 關 係 (E5)  

  選 擇 科 學 探 究 的 合 適 設 計 及 評 估 有 關 探 究 的 可 靠 性 (E6)  

  運 用 科 學 公 式 作 科 學 推 斷 (D3)  

  找 出 異 常 值 和 處 理 重 複 量 度 所 得 數 據 以 評 估 所 涉 及 的 不 確 定 性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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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力 和 運 動 的 特 徵  

  速 率 、 距 離 和 時 間  

  接 觸 力 和 非 接 觸 力  

  重 力 、 質 量 和 重 量  

 作 用 力 和 反 作 用 力  

 

  運 用 公 式（ 速 率 ＝ 距 離 ／ 時 間 ）計 算 物 體

移 動 的 平 均 速 率 (S)  

  明 白 當 物 件 加 速 或 減 速 時 ， 其 速 度 會 改

變  

  探 究 物 件 的 運 動 （ 例 如 ： 自 由 落 體 ） (S)  

  詮 釋 距 離 — 時 間 關 係 線 圖 (S)  

  分 辨 作 用 於 物 體 上 的 接 觸 力 和 非 接 觸 力

的 例 子（ 例 如：法 向 力、摩 擦 力、彈 力 和

重 力 ） (S)  

  明 白 摩 擦 力 是 會 阻 礙 運 動 或 運 動 趨 向 的

接 觸 力  

  探 究 影 響 物 件 和 表 面 之 間 摩 擦 力 的 因 素

（ 例 如 ： 表 面 紋 理 ） (S)  

  明 白 空 氣 阻 力 是 當 物 件 在 空 氣 中 移 動 時  

產 生 的 阻 力  

  知 道 重 力 是 施 加 在 物 體 的 非 接 觸 力 ， 把

其 拉 向 地 球 中 心  

  明 白 重 量 是 作 用 在 物 體 的 重 力  

  明 白 重 量 和 質 量 之 間 的 關 係  

  知 道 物 件 位 於 不 同 行 星（ 例 如：地 球、火

星 ） 或 衞 星 上 會 有 不 同 的 重 量  

 以 證 據 展 示 作 用 力 和 反 作 用 力 對 的 大 小

相 同 ， 但 方 向 相 反 並 且 作 用 在 不 同 的 物

體 上 (S)  

9.2 力 的 影 響  

 平 衡 力 和 不 平 衡 力  

 

  詮 釋 在 以 下 情 況 時 物 體 的 運 動 ： (S)  

 作 用 於 物 體 上 的 力 是 平 衡 時  

 作 用 於 物 體 上 的 力 是 不 平 衡 時  

 簡 單 計 算 作 用 於 物 體 上 的 淨 力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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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壓 強  

  壓 強 、 力 和 面 積  

 

 

  以 力 和 面 積 描 述 壓 強  

  明 白 大 氣 壓 強 是 物 件 表 面（ 每 單 位 面 積 ）

所 承 受 來 自 其 上 方 空 氣 所 施 予 的 重 力  

  以 證 據 展 示 大 氣 壓 強 隨 高 度 改 變 而 變 化

(S)  

  明 白 水 壓 是 物 件 在 水 中 時 物 件 表 面 所 承

受 來 自 水 所 施 予 的 重 力  

  列 舉 壓 強 的 日 常 應 用 的 例 子  

9.4 壓 強 和 粒 子 運 動  

 氣 壓  

 

  以 圖 像 解 釋 當 氣 體 粒 子 碰 撞 容 器 壁 時 便

會 產 生 氣 壓 (S)  

  以 證 據 驗 證 溫 度、氣 體 體 積 和 氣 壓 之 間 的

關 係 ： (S)  

  固 定 容 器 內 的 溫 度 上 升，容 器 內 的 氣

壓 亦 會 上 升  

  氣 球 的 體 積 隨 氣 球 內 的 溫 度 改 變 而

變 化  

  氣 球 充 氣 後 會 膨 脹  

重 點 實 驗  

  使 用 運 動 傳 感 器 研 習 物 件 的 自 由 落 體 運 動  

  提 出 原 創 的 方 法 並 進 行 實 驗 比 較 不 同 表 面 的 摩 擦 力  

  探 究 施 於 物 體 上 的 作 用 力 和 反 作 用 力  

  使 用 流 動 裝 置 探 究 大 氣 壓 強 在 不 同 高 度 下 的 變 化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觀 看 國 家 航 天 員 進 行 重 力 實 驗 的 「 天 宮 課 堂 」 影 片  

  搜 集 有 關 設 計 具 高 耐 磨 性 創 新 輪 胎 的 資 料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施 加 於 彈 簧 的 力 與 其 伸 長 之 間 的 關 係  

  進 行 有 關 使 用 降 落 傘 減 緩 跳 傘 者 墜 落 的 解 難 活 動  

  分 析 物 件 在 勻 速 或 加 速 移 動 的 速 率 — 時 間 線 圖 和 距 離 — 時 間 線 圖  

  進 行 實 驗 以 顯 示 使 用 潤 滑 劑 、 氣 墊 和 球 軸 承 來 減 少 摩 擦 力  

  設 計 及 製 作 「 噴 水 火 箭 」 或 「 汽 球 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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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十 ： 電 的 使 用  

 
概 述  

在 這 單 元，學 生 會 學 習 接 駁 電 路，繪 畫 和 理 解 電 路 圖。學 生 亦 會 認 識 電 流、

電 壓 和 電 阻 的 概 念 ， 並 了 解 家 居 用 電 及 用 電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 學 生 亦 會 學 習

磁 鐵 的 特 性 ， 影 響 磁 鐵 強 度 的 因 素 及 電 磁 鐵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 從 學 習

串 聯 電 路 和 並 聯 電 路 中 電 流 和 電 壓 的 變 化 模 式，學 生 可 認 識「 變 化 和 恆 常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量 度 在 串 聯 和 並 聯 電 路 中 的 電 流 和 電 壓 ，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以 及 科 學 解 釋 。 透 過 進 行 實 驗 比 較 和 對 比 不 同 類 型

燈 泡 的 功 率 、 光 輸 出 和 效 能 ， 則 有 助 學 生 學 習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 和 培 養 學 生

求 真 精 神。此 外，透 過 計 算 家 庭 用 電 量 和 討 論 節 約 用 電 的 方 法，學 生 可 以 就

科 學 議 題 交 流 意 見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選 擇 合 適 的 儀 器 進 行 實 驗  

  閱 讀 不 同 儀 器 的 標 度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1)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2)  

  估 計 科 學 量 度 中 的 準 確 度 與 精 密 度 (E4)  

  設 定 對 照 實 驗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和 辨 識 因 果 關 係 (E5)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運 用 科 學 公 式 作 科 學 推 斷 (D3)  

  找 出 異 常 值 和 處 理 重 複 量 度 所 得 數 據 以 評 估 所 涉 及 的 不 確 定 性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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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電 路  

  電 路 圖  

  電 流 、 電 壓 和 電 阻  

  串 聯 電 路 和 並 聯 電 路  

 電 流 的 熱 效 應  

 

  認 識 電 路 符 號（ 電 池、電 池 組、燈 泡、開

關 、 安 培 計 、 伏 特 計 、 電 阻 器 和 變 阻 器 ） 

  繪 畫 及 詮 釋 簡 單 電 路 圖 (S)  

  明 白 電 流 是 電 荷 的 流 動 、 電 壓 是 電 荷 的

能 量  

  探 究 導 線 的 長 短 、 粗 幼 和 材 料 對 電 路 中

電 阻 的 影 響 (S)  

  探 究 不 同 的 電 阻 對 電 路 中 電 流 的 影 響 (S)  

  辨 識 串 聯 電 路 和 並 聯 電 路  

  量 度 串 聯 和 並 聯 電 路 的 電 流 和 電 壓 (S)  

 明 白 電 流 的 熱 效 應  

10.2 磁 鐵  

  永 久 磁 鐵 和 電 磁 鐵  

  磁 力  

 電 流 的 磁 效 應  

 

  說 出 永 久 磁 鐵 的 特 性（ 例 如：兩 個 相 反 磁

極 、 吸 引 和 排 斥 ）  

  知 道 磁 力 的 強 度 隨 距 離 改 變 的 變 化  

  描 述 簡 單 電 磁 鐵 的 結 構  

  探 究 影 響 電 磁 鐵 強 度 的 因 素 (S)  

  簡 單 解 釋 電 磁 鐵 的 日 常 應 用 （ 例 如 ： 門

鈴 ， 金 屬 回 收 工 廠 ）  

 明 白 電 流 的 磁 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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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家 居 用 電  

  家 居 電 器  

  巿 電 電 壓 與 家 居 電 路  

  用 電 的 潛 在 危 害  

  用 電 的 安 全 措 施  

  電 器 的 功 率 和 效 率  

 電 費  

 

  知 道 家 居 電 器 是 利 用 電 流 的 熱 效 應 和 磁

效 應 的 能 量 轉 換 器  

  說 出 香 港 的 巿 電 電 壓  

  明 白 保 險 絲 和 斷 路 器 是 保 護 電 路 的 裝 置  

  解 釋 為 何 家 居 電 路 採 用 並 聯 電 路 而 非 串

聯 電 路  

  明 白 萬 能 插 蘇 超 負 荷 時 的 危 險 性  

  明 白 導 致 短 路 的 情 況 及 其 危 險 性  

  說 出 用 電 的 安 全 措 施  

  運 用 公 式（ 功 率 =
能 量

時 間
 ）計 算 電 功 率 為 每

秒 供 給 電 器 的 電 能 (S)  

  運 用 公 式 （ 效 率 ＝ 有 效 功 率 輸 出 ／ 功 率

輸 入 ｘ 100%） 計 算 電 器 的 效 率 (S)  

  以 千 瓦 小 時（ kWh）為 電 能 單 位 計 算 使 用

電 器 的 費 用 (S)  

重 點 實 驗  

  量 度 在 串 聯 和 並 聯 電 路 中 的 電 流 和 電 壓  

  探 究 影 響 電 磁 鐵 強 度 的 因 素 （ 例 如 綫 圈 的 圈 數 和 鐵 棒 的 長 度 ）  

  探 究 影 響 導 線 電 阻 的 因 素  

  探 究 電 路 中 的 電 阻 改 變 對 電 流 的 影 響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進 行 實 驗 以 比 較 和 對 比 不 同 類 型 燈 泡 的 功 率、光 輸 出 和 效 能（ 例 如 LED、

鹵 素 燈 泡 和 慳 電 燈 泡 ）  

  進 行 實 驗 以 電 池 組、 開 關 、 燈 泡 、 電 阻 器、 安 培 計 和 伏 特 計 接 駁 電 路 圖

上 顯 示 的 完 整 電 路 （ 例 如 警 報 系 統 ）  

  進 行 在 串 聯 和 並 聯 電 路 中 的 燈 泡 亮 度 的 解 難 練 習  

  檢 視 並 比 較 不 同 型 號 電 器 的 能 源 標 籤  

  根 據 家 庭 用 電 量 計 算 年 度 碳 排 放 總 量 （ kgCO2e）  

  討 論 有 關 節 約 用 電 的 方 法  

  以 數 據 評 估 使 用 不 同 的 發 電 方 法 對 社 會 、 經 濟 和 環 境 的 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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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十 一 ： 健 康 的 身 體   

 
概 述  

本 單 元 介 紹 有 關 營 養 與 健 康 的 知 識 ， 包 括 各 種 食 物 物 質 、 食 物 如 何 被 消 化

和 吸 收 ， 以 及 均 衡 膳 食 的 概 念 。 學 生 亦 會 明 白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的 重 要

性 ， 並 知 道 保 持 個 人 衛 生 、 接 種 疫 苗 和 群 體 免 疫 對 減 低 感 染 非 傳 染 病 和 傳

染 病 的 風 險 十 分 重 要 。 學 生 亦 會 學 習 吸 煙 對 健 康 的 不 良 影 響 和 所 涉 及 的 風

險，以 及 酒 精、溶 劑 和 毒 品 對 我 們 的 判 斷 力 和 反 應 的 影 響，以 助 他 們 作 出 明

智 的 決 定 而 拒 絕 服 用 。 任 何 擾 亂 身 體 內 部 平 衡 的 變 化 都 可 導 致 健 康 問 題 或

疾 病，學 生 從 中 可 體 會「 變 化 和 恆 常 」這 項 概 念，而 學 習 人 體 的 消 化 系 統，

學 生 則 可 體 會 「 系 統 和 組 織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探 究 運 動 對 呼 吸 速 率 和 心 跳 速 率 的 影 響 ，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以 及 科 學 解 釋 。 透 過 製 作 模 型 來 模 擬 血 液 在 被 膽 固

醇 堵 塞 了 的 血 管 內 的 流 動，則 能 促 進 學 生 對 建 構 科 學 模 型 的 認 識。此 外，檢

視 食 物 標 籤 以 找 出 食 物 的 營 養 價 值 和 能 量 值 ， 能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以 現 象 發 生 的 概 率 作 出 明 智 的 判 斷 (R4)  

  設 定 對 照 實 驗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和 辨 識 因 果 關 係 (E5)  

  進 行 公 平 測 試  

  製 作 並 利 用 科 學 模 型 解 釋 一 些 現 象  

  運 用 科 學 記 數 法 、 有 效 數 字 、 比 和 率 ， 以 表 達 和 比 較 科 學 數 據 (D1)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參 考 可 靠 的 資 料 來 源  

  評 鑑 不 同 的 飲 食 習 慣 和 生 活 方 式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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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部 分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1.1 保 持 身 體 健 康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明 白 要 保 持 身 體 健 康 就 必 需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例 如 ： 均 衡 膳 食、適 量 運 動、

足 夠 休 息 ） 和 預 防 疾 病  

  探 究 運 動 對 呼 吸 速 率 和 心 跳 速 率 的 影 響

(S)  

 
11.2 牙 齒 保 健  

  牙 齒  

 牙 患  

 

  認 識 牙 齒 的 結 構  

  認 識 人 類 牙 齒 的 種 類 及 其 功 能  

  解 釋 蛀 牙 和 牙 周 病 的 成 因  

  說 出 保 護 牙 齒 和 牙 齦 的 方 法  

 

11.3 吸 毒 和 飲 酒 的 影 響  

  大 腦 和 小 腦  

 

 

 

  辨 識 大 腦 和 小 腦 及 說 出 其 功 能  

  明 白 飲 酒、吸 食 毒 品 對 我 們 的 判 斷 力、反

應 和 健 康 的 不 良 影 響  

 

11.4 吸 煙 的 影 響  

  人 體 呼 吸 系 統  

  吸 煙 的 不 良 影 響  

 

 

  辨 識 人 體 呼 吸 系 統 的 主 要 部 分  

  描 述 在 氣 囊 與 周 圍 的 微 血 管 的 氣 體 交 換

過 程  

  描 述 吸 煙 如 何 影 響 人 體 的 氣 體 交 換  

 明 白 吸 煙 對 身 體 的 危 害 和 所 涉 及 風 險

（ 例 如 ： 導 致 肺 癌 和 心 臟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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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1.5 健 康 與 疾 病  

  傳 染 病  

  非 傳 染 病  

 生 物 工 程 與 健 康  

 

  明 白 多 數 傳 染 病 是 由 於 感 染 微 生 物 所 致  

  明 白 一 些 非 傳 染 病 是 與 不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有 關  

  明 白 一 些 減 低 傳 染 病 風 險 的 方 法（ 例 如：

保 持 個 人 衛 生 、 接 種 疫 苗 和 群 體 免 疫 ）  

  知 道 免 疫 力 是 指 個 人 抵 禦 感 染 的 能 力

（ 例 如 ： 血 液 中 的 抗 體 和 白 血 球 幫 助 身

體 抵 抗 感 染 ）  

  知 道 抗 生 素 可 以 消 滅 或 抑 制 細 菌 生 長 ，  

用 作 預 防 或 治 療 細 菌 感 染  

  知 道 濫 用 抗 生 素 會 引 致 抗 生 素 抗 藥 性  

  認 識 可 引 致 癌 症 的 風 險 因 素（ 例 如：化 學

品 、 輻 射 引 致 、 病 毒 感 染 、 遺 傳 因 素 ）  

  認 識 某 些 健 康 生 活 模 式 對 減 低 一 些 非 傳

染 病（ 例 如：心 血 管 疾 病、肺 癌、大 腸 癌

和 糖 尿 病 ） 的 風 險 的 重 要 性  

 知 道 生 物 工 程 於 醫 學 上 的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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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展 部 分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1.6 營 養 與 健 康  

 食 物 物 質  

 

  描 述 六 種 主 要 食 物 物 質 ， 包 括 碳 水 化 合

物、脂 質、蛋 白 質、維 生 素、礦 物 質（ 鈣、

鐵 和 碘 ） 和 食 用 纖 維 的 主 要 作 用  

  進 行 食 物 測 試 (S)  

  比 較 維 生 素 Ｃ 在 不 同 水 果 中 的 含 量 (S)  

  知 道 碳 水 化 合 物 、 脂 質 和 蛋 白 質 的 構 件  

 說 出 水 對 人 體 的 重 要 性  

11.7 食 物 的 消 化 和 吸 收  

  人 體 消 化 系 統  

 

 

  辨 識 人 體 消 化 系 統 的 主 要 部 分 和 說 出 其

功 能  

  明 白 食 物 要 先 被 消 化 成 簡 單 的 可 溶 物

質 ， 才 可 被 人 體 細 胞 吸 收 和 使 用  

  運 用 透 析 管 建 構 模 型 以 模 擬 食 物 在 腸 道

內 的 吸 收 作 用 (S)  

  明 白 機 械 消 化 和 化 學 消 化  

  明 白 有 些 消 化 液 含 有 酶 以 進 行 化 學 消 化  

 說 出 大 部 分 已 消 化 的 食 物 物 質 會 於 小 腸

內 吸 收 ， 並 經 轉 運 系 統 運 送 往 身 體 各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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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1.8 均 衡 與 不 均 衡 膳 食  

  均 衡 膳 食  

 不 均 衡 膳 食  

 

  明 白 均 衡 膳 食 是 指 進 食 適 量 和 合 乎 比 例

的 各 種 食 物 物 質  

  解 釋 不 同 年 齡 、 性 別 和 職 業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能 量 需 求  

  計 算 不 同 種 類 食 物 的 能 量 值 (S)  

  說 出 缺 乏 某 些 食 物 物 質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

包 括 蛋 白 質、食 用 纖 維、維 生 素（ 維 生 素

A、 C、 D） 和 礦 物 質 （ 鈣 、 鐵 和 碘 ）  

  明 白 不 均 衡 膳 食 會 增 加 某 些 健 康 問 題 的

風 險（ 例 如：心 血 管 疾 病、糖 尿 病 和 高 血

壓 等 ）  

 描 述 進 食 不 足 和 進 食 過 量 對 體 重 和 健 康

的 影 響  

 

重 點 實 驗  

  探 究 運 動 對 呼 吸 速 率 和 和 心 跳 速 率 的 影 響  

  進 行 實 驗 辨 識 食 物 樣 本 中 的 食 物 物 質（ 例 如 ： 葡 萄 糖 、 澱 粉 、 脂 質 、 蛋

白 質 及 維 生 素 C）  

  比 較 不 同 水 果 中 的 維 生 素 C 含 量  

  探 究 酶 的 化 學 消 化 （ 例 如 ： 澱 粉 酶 、 蛋 白 酶 、 脂 肪 酶 ）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反 應 時 間  

  運 用 流 動 裝 置 進 行 實 驗 量 度 脈 搏 率  

  製 作 模 型 來 模 擬 血 液 在 被 膽 固 醇 堵 塞 了 的 血 管 內 的 流 動  

  運 用 模 擬 實 驗 學 習 有 關 疫 苗 對 傳 染 病 在 人 口 中 傳 播 的 影 響  

  分 析 抑 菌 圈 測 試 數 據 以 比 較 不 同 抗 生 素 的 效 用  

  觀 看 抗 藥 圖 譜 照 片 ， 分 析 某 抗 生 素 對 於 微 生 物 的 效 用  

  搜 集 有 關 酗 酒 、 濫 藥 和 吸 煙 影 響 健 康 的 資 料  

  進 行 實 驗 解 剖 豬 肺 以 觀 察 肺 部 的 構 造  

  檢 視 食 物 標 籤 以 找 出 食 物 的 營 養 價 值 和 能 量 值  

  運 用 流 動 裝 置 進 行 實 驗 量 度 飲 品 中 食 物 色 素 的 含 量  

  為 特 定 年 齡 、 性 別 和 職 業 的 人 士 設 計 一 日 均 衡 膳 食 的 餐 單  

  搜 集 有 關 應 用 生 物 工 程 於 辨 認 一 些 常 見 疾 病（ 例 如 ：流 行 性 感 冒 ）的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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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媒 介 的 資 料  

  搜 集 有 關 製 造 藥 物 （ 例 如 ： 胰 島 素 ） 的 發 展  

  比 較 不 同 牛 奶 的 食 物 物 質 （ 例 如 ： 脂 質 、 蛋 白 質 和 碳 水 化 合 物 ）  

  計 算 你 的 身 高 體 重 指 數 （ BMI） 以 識 別 你 的 體 重 是 否 適 中  

  搜 集 有 關 肥 胖 症 和 厭 食 症 的 成 因 及 其 對 健 康 影 響 的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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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十 二 ： 光 和 聲 音  

 
概 述  

在 本 單 元 中，學 生 會 學 習 有 關 光 的 特 性 和 一 些 常 見 的 現 象，例 如 光 的 反 射、

折 射 和 全 內 反 射 。 學 生 亦 會 知 道 可 見 光 是 電 磁 波 譜 中 的 一 部 分 ， 由 不 同 顏

色 的 光 組 成。除 可 見 光 外，電 磁 波 譜 亦 包 含 其 它 的 電 磁 輻 射，它 們 被 廣 泛 應

用 在 現 代 生 活 中 。 本 單 元 亦 會 介 紹 聲 音 的 特 性 和 聲 音 與 環 境 的 關 係 。 透 過

探 究 光 由 空 氣 進 入 不 同 介 質 的 折 射 角 ， 學 生 會 體 會 科 學 家 如 何 發 展 科 學 模

型 以 描 述 科 學 現 象， 這 有 助 學 生 明 白 概 念「 證 據 和 模 型 」。學 習 有 關 眼 睛 和

耳 朵 的 結 構 ， 學 生 可 體 會 「 形 態 與 功 能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聲 音 強 度 與 聲 源 距 離 的 關 係，

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 和 量 度 。 透 過 運 用 模 擬 實 驗 分 析 樂 音 的 波 形 ， 則 有 助 學 生

建 構 科 學 模 型 和 學 習 數 據 處 理 的 技 巧 。 此 外 ， 學 生 可 透 過 解 剖 牛 眼 了 解 眼

睛 的 構 造 ， 並 通 過 搜 集 眼 疾 和 護 眼 方 法 的 資 料 ， 培 養 學 生 對 資 訊 抱 有 求 真

精 神 和 懷 疑 精 神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普 遍 觀 察 、 趨 勢 或 模 型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R2)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運 用 科 學 公 式 作 科 學 推 斷 (D3)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1)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2)  

  估 計 科 學 量 度 中 的 準 確 度 與 精 密 度 (E4)  

  製 作 並 利 用 模 型 解 釋 一 些 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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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部 分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2.1 光  

  光 的 基 本 特 性  

  光 的 反 射  

  光 的 折 射  

 全 內 反 射  

 

  明 白 光 的 一 些 基 本 特 性  

  光 可 在 真 空 中 進 行  

  光 沿 直 線 進 行  

  光 會 進 行 反 射 和 折 射  

  說 出 反 射 定 律  

  繪 畫 光 線 圖 顯 示 平 面 鏡 的 成 像 (S)  

  描 述 平 面 鏡 成 像 的 性 質  

  根 據 實 驗 數 據 驗 證 折 射 定 律 (S)  

  運 用 公 式（ 𝑛 =
ୱ୧୬ 

ୱ୧୬ 
）進 行 有 關 光 由 空 氣 進

入 不 同 介 質 的 計 算 (S)  

  進 行 實 驗 驗 證 全 內 反 射 的 出 現 條 件 (S)  

  明 白 三 稜 鏡 可 用 以 把 白 光 分 拆 成 不 同 顏

色 的 光  

 

12.2 視 覺 和 聽 覺  

  眼 睛 的 主 要 部 分  

 耳 的 主 要 部 分  

 

  透 過 實 驗 辨 識 眼 睛 的 主 要 部 分 (S)  

  說 出 眼 睛 各 主 要 部 分 的 功 用  

  簡 單 描 述 影 像 如 何 在 視 網 膜 上 形 成  

  比 較 在 觀 看 近 處 物 體 和 遠 處 物 體 時 ， 晶

狀 體 的 形 狀  

  知 道 視 桿 細 胞 和 視 錐 細 胞 是 感 光 細 胞  

  列 舉 一 些 眼 睛 毛 病 或 疾 病（ 例 如：色 盲、

散 光 和 白 內 障 ）  

  說 出 耳 各 主 要 部 分 的 功 用  

  知 道 耳 蝸 內 有 特 定 的 感 覺 細 胞 探 測 振 動  

 說 出 保 護 眼 睛 和 聽 覺 的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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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2.3 聲 音  

  聲 音 的 基 本 特 性  

  樂 音 的 音 調 與 響 度  

 

 

  明 白 聲 音 是 由 振 動 產 生  

  明 白 聲 音 的 一 些 基 本 特 性  

  聲 音 需 藉 介 質 傳 送  

  聲 音 在 不 同 介 質 中 以 不 同 速 度 傳 送  

  聲 音 會 進 行 反 射  

  明 白 有 些 動 物（ 例 如：蝙 蝠 ）用 迴 聲 進 行

導 航 ， 以 適 應 環 境  

 將 樂 音 的 音 調 和 響 度 ， 與 振 動 頻 率 和 振

動 幅 度 連 繫 (S)  

 找 出 樂 音 的 響 度 如 何 隨 聲 源 距 離 而 變 化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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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展 部 分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2.4 凸 透 鏡 和 凹 透 鏡  

  凸 透 鏡 的 成 像  

 凹 透 鏡 的 成 像  

 

  明 白 光 缐 穿 過 凸 透 鏡 後 會 聚  

  以 光 線 圖 繪 畫 凸 透 鏡 的 成 像 (S)  

  描 述 凸 透 鏡 成 像 的 性 質  

  找 出 凸 透 鏡 成 像 的 放 大 率 (S)  

  明 白 光 缐 穿 過 凹 透 鏡 後 發 散  

  以 光 線 圖 繪 畫 凹 透 鏡 的 成 像 (S)  

  描 述 凹 透 鏡 成 像 的 性 質  

  找 出 凹 透 鏡 成 像 的 放 大 率 (S)  

 明 白 遠 視 和 近 視 的 成 因 及 其 矯 正 方 法  

12.5 電 磁 光 譜  

  可 見 光 譜  

 可 見 光 譜 以 外  

 

  明 白 不 同 色 光 有 不 同 的 頻 率  

  說 出 光 在 真 空 中 的 速 率 為  3 x  108  m/s 

  明 白 光 在 不 同 介 質 中 以 不 同 速 度 進 行  

  運 用 公 式 （ v = f） 計 算 光 的 速 率 、 波 長

和 頻 率 (S)  

  明 白 物 件 會 吸 收 和 反 射 不 同 波 長 的 光  

  說 出 可 見 光 在 電 磁 光 譜 的 相 對 位 置 和 電

磁 光 譜 的 其 他 部 分   

  描 述 電 磁 波 譜 中 可 見 光 以 外 的 不 同 部 分  

  列 舉 電 磁 波 譜 的 日 常 應 用 的 例 子  

  明 白 使 用 電 磁 輻 射 的 潛 在 危 害 及 所 涉 及

的 風 險  

12.6 聲 音 和 環 境  

  聲 頻 範 圍  

 噪 音 污 染  

 

  說 出 人 類 可 聽 到 的 聲 頻 範 圍  

  知 道 人 類 可 聽 到 的 聲 頻 範 圍 與 其 他 動 物

不 同  

  討 論 噪 音 對 健 康 和 環 境 的 影 響 和 保 護 聽

覺 的 重 要 性  

  知 道 工 業（ 例 如：航 運 業、建 造 業 ）產 生

的 噪 音 會 影 響 動 物 （ 例 如 ： 海 豚 和 鯨 魚 ）

的 生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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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實 驗  

  使 用 流 動 裝 置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樂 音 的 響 度 如 何 隨 聲 源 距 離 而 變 化  

  進 行 有 關 光 線 折 射 的 實 驗 （ 例 如 ： 製 備 「 折 射 率 匹 配 液 」）  

  進 行 有 關 光 的 全 內 反 射 的 實 驗 （ 例 如 ： 探 究 「 使 光 線 折 曲 」 的 水 柱 ）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凸 透 鏡 成 像 的 放 大 率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解 剖 牛 眼 以 辨 認 眼 睛 的 主 要 部 分  

  進 行 實 驗 找 出 介 質 的 折 射 率  

  運 用 模 擬 實 驗 分 析 樂 音 不 同 的 波 形  

  繪 畫 光 線 圖 顯 示 平 面 鏡 的 成 像  

  進 行 實 驗 展 示 盲 點 的 存 在  

  以 眼 模 型 模 擬 遠 視 和 近 視 的 成 因 及 其 矯 正 方 法  

  搜 集 一 些 眼 睛 毛 病 （ 例 如 ： 色 盲 ） 和 眼 疾 的 成 因 的 資 料  

  搜 集 一 些 使 用 電 子 屏 幕 產 品 時 應 注 意 的 各 種 護 眼 方 法  

  進 行 實 驗 展 示 不 可 見 電 磁 輻 射 的 存 在  

  搜 集 不 同 電 磁 輻 射 的 用 途 及 其 潛 在 危 害 的 資 料  

  使 用 訊 號 產 生 器 測 試 學 生 可 聽 到 的 聲 頻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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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十 三 ： 我 們 的 地 球  

 
概 述  

本 單 元 將 介 紹 不 同 的 萃 取 和 分 離 方 法 來 獲 取 化 學 品 ， 讓 學 生 認 識 到 許 多 有

用 的 化 學 品 可 以 從 大 氣 、 海 洋 和 地 殼 中 獲 取 。 學 生 會 學 習 一 些 簡 單 的 化 學

測 試 和 提 取 方 法 ， 並 將 學 習 如 何 使 用 文 字 方 程 式 或 化 學 方 程 式 來 表 達 提 取

過 程 中 發 生 的 化 學 變 化 。 此 外 ， 學 生 將 認 識 到 從 地 球 中 提 取 的 化 學 物 質 可

用 於 生 產 有 用 的 材 料 ， 這 些 材 料 在 現 代 世 界 中 廣 泛 使 用 ， 以 提 高 我 們 的 生

活 品 質 。 然 而 ， 學 生 亦 應 意 識 到 不 當 使 用 和 處 置 這 些 材 料 所 構 成 的 的 環 境

問 題。透 過 學 習 元 素 週 期 表 的 發 展，學 生 將 體 會「 系 統 和 組 織 」這 項 概 念，

而 了 解 碳 循 環 的 過 程 將 有 助 學 生 體 會 「 變 化 和 恆 常 」 這 項 概 念 。  

 

科 學 素 養  

學 生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 進 行 焰 色 試 驗，可 學 習 科 學 觀 察、量 度 和 推

斷 。 透 過 設 計 實 驗 把 混 雜 的 塑 膠 樣 本 按 種 類 分 離 ， 則 能 學 習 驗 證 理 論 及 科

學 解 釋 的 技 巧 。 此 外 ， 學 生 可 透 過 搜 集 新 型 塑 膠 的 發 明 資 料 建 立 對 資 訊 的

求 真 精 神 和 懷 疑 精 神 。 教 師 亦 可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 讓 學 生 發 展 和 掌

握 以 下 技 能 ：  

 

  以 特 定 數 據 歸 納 普 遍 趨 勢 、 結 論 或 模 型 (R1)  

  以 普 遍 觀 察 、 趨 勢 或 模 型 推 論 特 定 結 果 (R2)  

  為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推 斷 最 佳 可 能 解 釋 (R3)  

  根 據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擬 定 假 說 (E1)  

  辨 識 自 變 量 、 因 變 量 、 控 制 變 量 (E2)  

  進 行 定 性 觀 察 與 定 量 量 度 (E3)  

  辨 識 因 果 關 係 (E5)  

  選 擇 科 學 探 究 的 合 適 設 計 及 評 估 有 關 探 究 的 可 靠 性 (E6)  

  運 用 表 格 、 圖 像 作 數 據 分 析 (D2)  

  參 考 可 靠 的 資 料 來 源  

  評 價 現 代 化 與 環 境 代 價 間 的 平 衡  

  評 鑑 科 學 與 科 技 的 演 進 ， 對 人 類 生 活 質 素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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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部 分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3.1 大 氣  

  碳 循 環  

  移 除 和 儲 存 溫 室 氣 體  

 液 態 空 氣 的 分 餾  

 空 氣 質 素  

 

  以 圖 像 展 示 碳 循 環 所 涉 及 的 過 程 (S)  

  知 道 移 除 和 儲 存 二 氧 化 碳 的 不 同 方 法

（ 例 如 ： 造 林 、 生 物 碳 、 直 接 空 氣 捕 獲 ） 

  明 白 分 餾 液 態 空 氣 的 所 涉 及 的 過 程  

  列 舉 從 大 氣 中 採 集 淨 水 的 創 新 方 法 的 例

子 （ 例 如 ： 以 網 狀 物 收 集 空 氣 中 的 霧 ）  

  進 行 測 試 分 辨 氧 氣 、 二 氧 化 碳 和 氫 氣 (S)  

  知 道 一 些 常 見 空 氣 污 染 物 的 來 源  

 知 道 空 氣 質 素 健 康 指 標 （ AQHI） 可 讓 公

眾 知 悉 有 關 空 氣 污 染 的 短 期 健 康 風 險  

13.2 海 洋  

  海 水 的 成 分  

  從 海 水 中 提 取 食 鹽 和 純

水  

 海 水 的 電 解  

 

  描 述 海 中 各 種 礦 物  

  就 樣 本 進 行 化 學 測 試 以 顯 示 水 和 氯 化 鈉

的 存 在 (S)  

  評 鑑 採 用 蒸 發、蒸 餾、結 晶 和 過 濾 等 物 理

分 離 法 是 否 恰 當 (S)  

 探 究 海 水 電 解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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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3.3 岩 石 和 礦 物  

 岩 石 為 礦 物 的 來 源  

  提 取 金 屬  

  自 然 界 中 不 同 形 式 的 碳

酸 鈣  

 侵 蝕 過 程   

 酸 雨 和 海 洋 酸 化  

 

  明 白 自 然 界 中 有 一 些 金 屬 是 以 元 素 的 形

式 存 在 ， 但 大 部 分 金 屬 則 以 化 合 物 的 形

式 存 在   

  知 道 從 金 屬 礦 石 提 取 金 屬 的 一 些 方 法

（ 例 如 ： 物 理 方 法 、 單 獨 加 熱 和 與 碳 共

熱 ）  

  寫 出 從 金 屬 礦 石 中 提 取 金 屬 的 反 應 的 方

程 式 ： (S)  

 單 獨 加 熱  

 與 碳 共 熱  

 描 述 自 然 界 中 碳 酸 鈣 的 各 種 不 同 形 式   

 明 白 稀 酸 會 侵 蝕 金 屬 和 一 些 建 材（ 例 如 ：

石 灰 石 和 大 理 石 ）  

 探 究 影 響 碳 酸 鈣 和 稀 酸 反 應 速 率 的 因 素

（ 例 如 ： 表 面 面 積 ） (S)  

  明 白 焰 色 測 試 可 用 以 顯 示 礦 石 樣 本 中 所

含 的 金 屬   

 明 白 酸 雨 和 海 水 酸 化 的 成 因 及 其 對 環 境

和 生 物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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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展 部 分  

 
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3.4 週 期 表  

 週 期 表 的 發 展  

 週 期 表 的 族  

 

  明 白 週 期 表 是 有 系 統 地 組 織 各 種 元 素 的

方 法  

  知 道 過 往 一 些 科 學 家 曾 以 原 子 的 質 量 和

化 學 性 質 來 組 織 各 種 元 素  

  明 白 現 代 的 週 期 表 是 把 元 素 按 其 原 子 序

遞 增 次 序 排 列  

  辨 識 證 據 以 展 示 在 週 期 表 中 ， 同 族 的 元

素 會 呈 現 一 些 共 通 的 性 質  (S)  

  列 舉 不 同 族 的 元 素 及 其 應 用 的 一 些 例 子  

 辨 識 證 據 以 展 示 同 族 的 元 素 具 有 相 似 的

化 學 性 質 ， 但 具 有 不 同 的 活 躍 性 (S)  

 

13.5 從 原 油 而 來 的 有 用 材 料  

 原 油 是 包 含 了 不 同 大 小

的 碳 氫 化 合 物  

 分 餾 法  

 塑 膠  

 

  明 白 原 油 是 包 含 了 不 同 大 小 的 碳 氫 化 合

物 的 混 合 物  

  將 碳 氫 化 合 物 的 物 理 性 質 與 其 分 子 大 小

連 繫 (S)  

  明 白 分 餾 法 可 將 原 油 分 成 不 同 的 餾 份  

  說 出 不 同 餾 份 的 一 些 主 要 用 途（ 例 如：燃

料 、 溶 劑 和 製 造 塑 料 的 原 料 ）  

  明 白 塑 料 是 由 很 多 碳 氫 分 子 結 合 而 成 的

巨 大 分 子  

  列 舉 一 些 塑 料 （ 例 如 ： PE 和 PVC） 及 其

用 途 的 例 子    

  知 道 新 塑 料 的 研 發 是 建 基 於 社 會 的 新 需

求  

  提 出 把 混 雜 的 塑 膠 樣 本 按 種 類 分 離 的 方

法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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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應 學 習  學 生 應 能   

13.6 使 用 材 料 所 帶 來 的 環 境

問 題   

 解 決 使 用 材 料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描 述 使 用 材 料（ 例 如：塑 料 和 金 屬 ）所 帶

來 的 一 些 環 境 問 題   

 說 出 一 些 解 決 使 用 材 料（ 例 如：塑 料 和 金

屬 ）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的 方 法  

 
重 點 實 驗  

  以 微 型 電 解 池 探 究 海 水 電 解  

  以 化 學 測 試 從 未 知 氣 體 樣 本 中 分 辨 氧 、 氫 和 二 氧 化 碳  

  進 行 實 驗 測 試 未 知 樣 本 中 是 否 含 水  

  探 究 影 響 碳 酸 鈣 和 酸 反 應 速 率 的 因 素 （ 例 如 ： 表 面 面 積 ）  

  設 計 一 個 實 驗 把 混 雜 的 塑 膠 樣 本 按 種 類 分 離  

 

建 議 學 與 教 活 動  

  評 鑑 就 不 同 情 景 下 進 行 海 水 樣 本 的 物 質 分 離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蒸 發、蒸 餾、

結 晶 和 過 濾 ） 是 否 恰 當  

  評 鑑 有 關 碳 捕 集 和 儲 存 （ CCS） 的 不 同 方 法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進 行 焰 色 試 驗  

  寫 出 方 程 式 以 表 達 反 應 的 化 學 變 化  

  評 鑑 從 大 氣 中 收 集 淨 水 的 不 同 方 法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搜 集 稀 土 元 素 於 科 技 上 的 應 用 的 資 料  

  搜 集 新 型 塑 膠 的 發 明 的 資 料  

  提 出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減 少 使 用 塑 膠 或 金 屬 的 可 行 計 劃  

  閱 讀 科 學 家 如 何 發 展 週 期 表 的 故 事  

  比 較 一 些 金 屬 的 物 理 性 質（ 例 如：強 度、展 性、延 性、導 電 性 和 導 熱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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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第 一 部 分 ： 科 學 探 究  

 
用 語  解 釋  

對 照 實 驗  
把 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進 行 比 對 的 實 驗 ， 而 兩 組 之 間 只

有 一 項 影 響 因 素 不 相 同 。  

控 制 變 量  在 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之 中 須 保 持 不 變 的 變 量 。  

因 變 量  在 實 驗 中 被 量 度 或 觀 察 的 變 量 。  

假 說  
可 透 過 科 學 探 究 進 行 測 試 的 述 句 ， 用 以 描 述 或 解 釋

所 觀 察 的 現 象 。  

自 變 量 ／ 獨 立 變 量  於 實 驗 中 被 改 變 的 變 量 。  

有 效 數 字  用 以 表 達 量 度 的 準 確 度 。  

 
誤 差 來 源  

例 子 包 括 ：（ 即 系 統 誤 差 ／ 隨 機 誤 差 ）  
(a) 讀 數 誤 差 — 進 行 少 於 讀 數 限 制 一 半 的 量 度 所 致

 的 誤 差  

(b) 零 位 誤 差 — 未 有 調 整 歸 零 設 定 前 進 行 量 度 所 致

 的 誤 差  

(c) 人 為 誤 差 — 由 探 究 中 發 生 失 誤 所 致 的 誤 差 （ 例

 如 ： 視 差 ）  

 

 

有 效 性  
意 指 探 究 （ 例 如 ： 公 平 測 試 ） 的 設 計 能 否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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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 科 學 量 度  

 
用 語  解 釋  

準 確 度  量 度 值 與 真 實 值 或 參 照 值 之 間 的 接 近 程 度 。  

誤 差 ／ 不 確 定 性  量 度 值 與 真 實 值 在 數 值 上 的 差 異 。  

外 推 法  
以 所 得 數 據 繪 出 最 佳 擬 合 線 ， 延 長 該 線 並 從 圖 表 中 估

算 數 據 範 圍 外 變 量 的 值 。  

插 值 法  
以 所 得 數 據 繪 出 最 佳 擬 合 線 ， 從 圖 表 中 估 算 數 據 範 圍

內 變 量 的 值 。  

讀 數 限 制  儀 器 上 的 最 小 讀 數 間 距 。  

異 常 值  與 量 度 數 據 組 所 得 趨 勢 有 很 大 差 異 的 值 。  

精 密 度  重 複 量 度 中 所 獲 得 的 量 度 值 之 間 的 接 近 程 度 。  

隨 機 誤 差  
隨 機 誤 差 是 由 實 驗 時 一 些 未 知 因 素 或 難 以 預 測 的 變

化 所 引 起 的 。 透 過 改 善 實 驗 技 術 和 多 次 重 複 實 驗 ， 可

以 減 少 隨 機 誤 差 的 影 響  

可 靠 性  科 學 量 度 的 一 致 程 度 。  

重 複 性  
由 同 一 學 生 組 以 相 同 儀 器 進 行 相 同 實 驗 ， 所 得 量 度 結

果 的 精 密 度 。  

重 現 性  
由 不 同 學 生 組 以 不 相 同 的 儀 器 進 行 相 同 實 驗 ， 所 得 量

度 結 果 的 精 密 度 。  

系 統 誤 差  
系 統 誤 差 會 導 致 所 得 的 數 值 向 某 一 方 向 偏 移 ， 而 重 複

地 進 行 量 度 並 不 能 減 少 此 類 誤 差 。  

真 實 值  在 理 想 量 度 中 會 獲 得 的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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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發 展 議 會 修 訂 科 學 （ 中 一 至 中 三 ）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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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3 年 5 月 起 ）  

 

 
召 集 人 ：  謝 斌 麟 先 生 （ 教 育 局 ）  

  

委 員 ：  池 少 翀 先 生  

 何 觀 陞 博 士  

 何 廸 信 先 生  

 康 仲 賢 先 生  

 冼 麗 馨 女 士 （ 教 育 局 ）  

 詹 國 龍 博 士  

 鄺 子 建 先 生  

 林 嘉 善 博 士  

 李 躐 康 博 士  

 吳 嘉 和 先 生  

 譚 啟 鏗 先 生  

 湯 佩 玲 博 士 （ 由 2023 年 5 月 至 2024 年 10 月 ）  

 邱 穎 怡 女 士  

 俞 治 均 先 生  

  

祕 書 ：  陳 家 偉 先 生 （ 教 育 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