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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 簡介

• 教學設計及學習表現

• 反思與展望



簡介

• 觀塘區男女中學

• 學生對科學活動感興趣，有高學習動機

• 教師與學生關係良好，願意學習及改進學與教策略

• 2023/24 學年學校周年計劃的關注事項：加強品德教育、建立自
信人生

• 於2023/24 學年參與教育局科學教育校本支援服務

協作焦點：

 發展有效學與教策略，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知識和發展科學過程技能，
以及培養他們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通過協作交流，加強課程領導及教師的專業能力



• 2023/24 學年學校科學教育課程發展

科目 單元／課題 學習活動 目的

科學科 單元十一 「力和運動」 航天員訓練歷程
鞏固學生所學知識和培養他們
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單元十二「健康的身體」 葡萄糖測試
發展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如
設計探究實驗、進行實驗、
推論等

單元十三「從原子到材料」生態安全與固體廢物處理
加強學生明白保障生態安全的
重要性，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
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化學科 課題三「金屬」 反應質量 幫助學生掌握化學計算

課題四「酸和鹽基」 鹽的備製
幫助學生掌握製備可溶鹽和不
可溶鹽的方法

分享內容



教學設計

• 配合科學科單元十一「力和運動」課題11.6 太空航行，設計
「航天員訓練歷程」學習活動，讓學生：

▪ 鞏固所學的知識，如重量與質量、孤立物體圖等

▪ 了解國家航天員的付出，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如責任
感、堅毅精神等

▪ 欣賞國家在航天科技的發展，並增強對國家的自豪感



• 結合「認知」、「情感」和「實踐」層面的學習，讓學生內化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培養良好的品格

認知層面

• 認識太空科技的應用

• 認識太空科技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 認識航天員的訓練歷程

情感層面

• 欣賞國家在航天科技的發展

• 感謝航天員的付出

• 增強對國家的自豪感

實踐層面

• 撰寫感謝信，表達對航天員的感謝

• 實踐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培育學生的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如
責任感、堅毅精神等



1. 太空科技
4人1組，每位組員閱讀以下一篇文章，然後互相分享，並摘錄重點：

資料來源：THE NEWS LENS

「太空軍事化」實際上已經成為現實

太空中有哪些誘人的資源

資料來源：科普中國

10種NASA發明衍生的日用品

資料來源：THE NEWS LENS

衛星科技

資料來源：《科學發展》月刊

幫助學生認識太空科技的應用



太空軍事化

太空中有哪些
誘人的資源

10種NASA發明
衍生的日用品

衛星科技

應用「拼圖式合作學習」 (Jigsaw Cooperative Learning)，讓學生負責不同部分，
促進他們的交流，以達致共享的成果



學生閱讀指定文章，並記錄發展太空科技
如何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

提供語文支援，
幫助學生解釋
發展太空科技
如何提升人們
的生活水平

學生聆聽同學匯報其他文章的要點，
並摘錄筆記



學習表現



2. 太空科技的日常應用

創意寫作有助學生提高學習興趣，
以及加深認識太空科技的重要性

學生搜集太空科技在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培養對創科的興趣



學習表現

創意寫作：試以太空科技創作一個故事，包括
4項太空科技的應用。



3. 航天員訓練歷程 鞏固學生的知識及加強價值觀教育

學習目標：

• 應用重量與質量的關係求重力

• 應用孤立物體圖顯示作用於物體上的力的方向

• 了解國家航天員的付出，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如堅毅、
責任感等

• 欣賞國家在航天科技的發展，並增強對國家的自豪感



學與教策略：4F解說技巧

Fact
事實

Feeling
感受

Finding
發現

Future
未來

深化學習歷程

• 文章閱讀：了解中國航天成就與航天員的訓
練歷程（預習）

• 學習體驗：通過模擬活動，體驗航天員訓練
歷程的艱辛

• 小組討論：代入航天員的身份，思考航天員
堅持訓練的原因

• 延伸閱讀：了解香港在發展國家航天科技的
角色

資料來源：Roger Greenaway

事實

感受

發現

未來



文章閱讀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學生了解國家航天科技發展

在強化訓練與任務準備階段，其中一項超重
耐力訓練，航天員要承受極大的重力加速度
(g)。中國女航天員王亞平曾形容超重耐力訓
練時臉會變形，眼淚也會不由自主地往外流，
根本控制不住。極大的重力加速度壓在胸口
更會令人受不了。

此外，航天員更要參與失重訓練，即以高性
能失重飛機進行自由落體，從而產生失重環
境好讓航天員儘早適應太空的環境。這訓練
能挑戰航天員的身體極限儘早適應失重時帶
來的不適，如嚴重的嘔吐、頭暈及胃酸倒流
等。

航天員訓練還有心理訓練部分，航天員要進
行隔離訓練，航天員在狹小密閉的隔離艙內，
經受抗疲勞、抗寂寞的考驗，72小時連續工
作，不能睡覺，不能離開。這也特別煎熬。

學生了解航天員在生理和心理上承受的影響



培養學生欣賞國家在航天科技的發展

引導學生體會國家航天員的付出



應用在地球表面物體的重量與質量的關係：

重量
質量

= 9.8 N/kg

計算質量為100 kg的航天員在地球表面受到
的重力。

超重耐力訓練

連繫課程學習內容「重量與質量」，幫助學生鞏固相關知識

增潤學生的知識：

重量
質量

= 9.8 N/kg = 1g

簡單講解 1g 表示物體在地球表面受到的
重力加速度



學與教策略：體驗學習

通過「投擲平板電腦」活動，讓學生體驗航天員進行超重耐力訓練的

艱辛

• 使用加速儀應用程式，測量平板電腦被投摘或自由下墜的加速度

• 簡單理解加速度的概念，以及建構「加速度愈大，力愈大」的知識

• 了解增加重力加速度對航天員的影響

幫助學生理解相關知識和加強情感體驗



課堂學習 平板電腦自由下墜時的加速度（1.0g） 幫助學生建構「加速度愈大，力愈大」
的知識

平板電腦被拋摘時的加速度（6.5g）



觀看視頻短片，描述增加重力加速度對航天員的影響

1.4g 9.0g

(資料來源：9G Pilot (YouTube))

幫助學生體會航天員的艱辛訓練



學與教策略：體驗學習

通過「諸葛亮帽子吃糖」活動，讓學生體驗航天員在太空生活的

不便

• 進行「諸葛亮帽子吃糖」活動

• 分別畫出物體在地球上和外太空中的孤立物體圖，並認識失重

狀態的概念

• 說出航天員在太空生活與「諸葛亮帽子吃糖」活動的相似之處

• 解釋無重狀態對航天員的人身安全的威脅

幫助學生理解相關知識和加強情感體驗



畫出食物的孤立物體圖。

連繫課程學習內容「孤立物體圖」，幫助學生鞏固相關知識



畫出航天員的孤立物體圖。

連繫課程學習內容「孤立物體圖」，幫助學生鞏固相關知識

W

F



學與教策略：小組討論

• 4 人 1 組，每人有3張便條紙

• 每位學生用 1 分鐘寫下3個激勵航天
員堅持訓練的原因

• 進行組內分享，找出共同的原因

航天員的內心獨白

航天員的訓練非常艱苦。為甚麼中國
航天員堅持訓練？試代入航天員的身
份，準備 1 分鐘的內心獨白，激勵自
己堅持完成艱苦訓練。

引導學生體會和欣賞航天員的責任感和堅毅精神，
以及培養他們對國家的自豪感



向航天員致謝

試撰寫一段文字，感謝中國航天員在航天發展的付出。

（內容包括：(1) 指出中國航天發展的一項成就；(2) 舉例說明航天員訓練的艱辛；

以及 (3) 解釋航天員付出的貢獻）

學生撰寫感謝信，表達對航天員的情感，有
助培養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

從中了解學生如何實踐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學習表現

向航天員致謝

學生大致能夠運用所學知識，如重力加速度，
解釋航天員的艱辛，並展現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如尊重、國家情懷等

學生大致能夠解釋航天員的艱辛及貢獻，並表達
感謝之情

學生可進一解釋甚麼是「壓力」



4 延伸閱讀 – 香港在發展國家航天科技的角色
• 首次在港選拔載荷專家申請人須符合多項要求

• 香港理工大學團隊「表取採樣執行裝置」簡介

• 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學生了解香港特區的貢獻，從而培養國家觀念
及國民身份認同

資料來源：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反思與展望

• 充分知識及客觀事實基礎

• 有機結合

• 連繫科學科課程內容，加強學生掌握相關知識和技能

• 結合「認知」、「情感」和「實踐」層面的學習，讓學生內化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培養良好的品格

• 通過教師的引導，加強培養學生的國家情懷及提升學習成效

• 通過協作交流，持續優化教學設計及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從
而更好地裝備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

• 通過體驗活動引起學生共鳴

• 營造富有情感的課堂氣氛 • 將理解轉化為實際行動

• 通過實踐學生感受價值觀
在生活中的體現和意義，
從而內化價值觀

認知

情感 實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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