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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 簡介

• 創新科技

• 教學設計

• 學習表現

• 反思與展望



簡介
• 學校致力推展STEAM教育，提供學生多元化STEAM學習
經歷，包括課堂學習、STEAM學會和外間機構舉辦的活
動、比賽等

• 學校與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協作，持續優化學校
STEAM教育的規劃和推行

• 配合課程發展趨勢，在初中加入創新科技學習元素，如人
工智能，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及開拓與創新精神

年級 課堂學習活動（部分）
STEAM學習元素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 數學教育

中三 設計飲料紙盒  設計上的考慮
 資訊處理及資訊處理工具（試算表）

 面積和體積

中二 STEAM專題研習
「人工智能」

（視乎學生自訂的題目）  設計上的考慮
 運用合適物料和工具
 程序編寫

（視乎學生自訂的題目）

太陽能模型船  能量轉換
 串聯和並聯
 距離－時間關係線圖

 設計上的考慮
 運用合適物料和工具
 程序編寫

中一 設計及製作淨水裝置  水的淨化
 科學探究

 設計上的考慮

本學年加入新學習活
動，強化課堂內的創
新科技學習元素



創新科技
• 「創新及科技」（Innovation & Technology）的簡稱是
「創科」（I&T） （資料來源：立法會CB(4)1046/2023號文件）

• 教育局在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加入更多創科學習元素，包
括引入「高小增潤編程教育課程單元」和「初中人工智能
課程單元」，以從小培養學生學習創科的興趣和能力（資料
來源：立法會CB(4)71/2023(03)號文件）

• 於課程加入創科學習元素，加強學生創意思維及開拓與創
新精神（資料來源：科學(中一至中三) STEAM學習單元）

• 以創新思維（innovative mindsets）去成就科技突破、發
掘嶄新的服務及商業模式，以及推動社會蛻變，共建創新
之都（資料來源：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 「開拓與創新精神」的特質包括具備創造力和創新的能力、
積極主動和勇於承擔責任，能評估和承擔風險，在不確定
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堅毅，以及把握未來機遇，讓學生能
夠運用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提出新穎的意念來解決
問題，並於模擬情景及／或真實商業運作中實踐，為社會
創造價值。
（資料來源：教育局 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教學設計（中二級STEAM專題研習「人工智能」）

• 學習目標
 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解決生活問題，發展解難及創新能力

 培養學習創新科技的興趣

 培養開拓與創新精神

• 學習任務
 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設計及製作產品以解決生活問題

• 情境
 4-5人一組，扮演以下初創公司的核心成員

 計劃研發人工智能產品以幫助用家解決生活問題，並準備向初創投資基金
的評委（由教師扮演）講解計劃，以申請撥款



• 學與教策略
 引入創科學習元素，讓學生應用人工智能解決生活問題，培養
他們學習創科的興趣和能力

 強調創新，為社會創造價值

 通過具開放性的專題研習（包括討論、小組活動和實驗等方
式），創造一個鼓勵學生思考、提出問題和新想法的環境

 應用設計思維，加強學生運用擴散性思維和聚斂性思維，幫助
他們發展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

 加強學生反思開拓與創新精神的特質，如積極主動、評估和承
擔風險、協作等，提升學習成效



擴散性思維有助學生產
生新的想法，從而更好
地辨識對象、情境、需
要解決的問題等

聚斂性思維有助學生分
析和評估相關資訊，從
而作出明智決定，明確
界定需要解決的問題、
對象、情境等

強調「價值」，
有助學生啟發創
新思維、培養社
會責任感，以及
提高積極性

（例子）

提出不同的
研習題目

確定研習題目

• 學習歷程檔案設計
1.辨識問題



2. 辨識需要 3. 制訂解決方案

幫助學生選擇合適的
人工智能技術

強調產品的特別之處，有
助學生啟發創新思維

學生運用擴散性思維提出不同
的解決方案

• 學習歷程檔案設計



4. 比較解決方案 5. 評估風險

學生運用聚斂性思維，使
用準則比較不同解決方案，
從而作出明智選擇

幫助學生制訂減少風險的措施，
如提升產品的功能、減低成本、
確定生產的安排等

強調「創新」，有助學生啟
發創新思維

幫助學生思考產品開發涉及
的道德問題，如隱私、公平、
平、法律等

引導學生評估產品開發
的風險，如功能、成本
等方面

• 學習歷程檔案設計



6. 製作及測試

 成品圖片

 訓練模型

 測試方案

• 學習歷程檔案設計



7. 學習反思

(a)  知識和技能

學習反思有助學生加強掌握所學知識和技能、
發展共通能力和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學習歷程檔案設計

(b)  開拓與創新精神

項目 學習表現 學到甚麼？有甚麼
需要加強？試加以
說明。

1 發揮創造力 • 提出一些想法，更好地解決現有和新挑戰
• 探索和實驗新方法

2 發揮解決問題能
力

• 探究問題，並辨識問題的焦點
• 使用廣泛的資料來源，包括不同的文本、媒體或個人經歷
• 建議和比較不同方案可能達至的成果，並就選用的方案提出理
據

• 執行擬定的策略，監控進度，並在需要時修訂有關方案
• 根據擬定的準則，評估學習成果的質素及檢討解決問題過程的
成效

3 發揮創新能力 • 將現有的事物從新組合，以提高其價值

4 積極主動 • 在參與小組和課堂討論時經常提供有用的想法
• 總是思考如何將事情做好

5 勇於承擔責任 • 不僅完成自己的本份，更積極思考如何將事情做好，不斷精益
求精

• 不怕困難，並勇於接受新挑戰
• 當犯上過失，敢於承認及加以改善

6 評估和承擔風險 • 深思熟慮地考慮所有潛在成本和收益，並確定能夠承擔的風險

7 在不確定的情況
下，仍保持堅毅
態度

•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勇敢地克服挑戰和挫折，面對困難亦能努
力不懈，以達成目標

8 發揮團隊精神 • 欣賞不同的想法並尋求不同的意見，以達致共識
• 幫助他人發展他們的想法，同時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
• 幫助團隊充分發揮潛力

附加相關特質的描述，加強學生的理解



幫助學生掌握選擇優質數據的考慮，從而
有效訓練人工智能模型以解決問題

選擇優質數據的考慮

大數據 多樣性

• 種類

• 大小

• 方向

• 主要特徵

• 測試1：

 分別蒐集10張正面拍攝的貓和狗的相片訓練
人工智能模型

 分別以正面和背面的貓和狗的相片進行測試

• 測試2：

 分別蒐集10張不同方向拍攝的貓和狗的相片
（包括正面、側面和背面）訓練人工智能模
型

 分別以正面和背面的貓和狗的相片進行測試

幫助學生明白相關數據需包含不同方向的物件

訓練人工智能模型（辨識物件）

• 課堂教學



測試1 測試2

100%
100%

100%
100%

分別10張正面拍攝的貓和狗的相片

分別10張正面拍攝的貓和狗的相片

分別10張不同方向拍攝的貓和狗
的相片

分別10張不同方向拍攝的貓和狗
的相片

2%
67% 98%

87%

引導學生明白使用不同方向的物件的數據訓練
人工智能模型能更準確地識別相關物件

人工智能平台：Teachable Machine



• 測試3：

 分別以10張和3張正面拍攝的貓和
狗的相片訓練人工智能模型

 以正面的貓和狗的相片進行測試

幫助學生明白大數據的重要性

測試3

100%
100%

分別10張正面拍攝的貓和狗的相片

分別3張正面拍攝的貓和狗的相片

100%
45%

人工智能平台：Teachable Machine



學生運用擴散性
思維，提出不同
對象，並考慮他
們的需要

學生運用聚斂性
思維，因為想幫
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士，為社會帶
來更大的價值
，所以最後訂定
對象為「低頭族」

學生運用擴散性思維，提出不同
的使用模式（「配帶」代表安裝
鏡頭在眼鏡架上，而「外置」代
表安裝鏡頭在手機上） 學生需講解不同模式或

功能如何令用家更滿意

學習表現 研習題目（例子） 使用的人工智能技術 編程語言

為「低頭族」設計及製作人工智能裝置，如果偵測到前方有人，
就發出提示

圖像辨識技術
文字轉語音技術

Python



學生運用聚斂性思維，
訂定最終的研習題目

引導學生思考測量「距離」的目的，
例如偵測到有人在某一距離內，裝置
會發出聲音提示

學生能描述產品的特色，提升用家的
體驗

學生考慮道德因素

適時鼓勵學生尋找相關資料，培養他
們學習創科的興趣



學生能清晰標示尺寸

學生可進一步探討鏡頭與手機屏幕的角度，當用家低
頭看手機時，確保鏡頭向前，以偵測前方是否有人

假設
• 只能辨識人，不能辨識其他障礙物
• 所有人有相同的體型，如身高、肩寬等

操作細則
當用家低頭看手機時，如果裝置偵測到前
方3米內有人，就會發出音效提示

引導學生提出假設，以減低任務的複雜性，以及訂定
具體的操作細則



測量距離

• 學生自行尋找有關攝錄鏡頭測距的資料：
使用OpenCV實現攝像頭測距

攝像頭測距就是計算照片中的目標物體到相機的距離。可以使用相似三
角形方法實現，或者使用更複雜但更準確的相機模型的內參來實現這個
功能。

使用相似三角形計算物體到相機的距離

假設物體的寬度爲W，將其放到離相機距離爲 D 的位置，然後對物體
進行拍照。在照片上量出物體的像素寬度 P，於是可以得出計算相機焦

距 F 的公式：

資料來源：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197795

• 幫助學生連繫不同學科的知識

 簡介相關測量涉及將凸透鏡成像簡化為針孔成
像（將於中三級科學科學習相關內容）

 學生應用數學科「相似三角形」的知識，得出
公式

Ｄ ＦＷ Ｐ

針孔

物件

像

 學生測量W、D和P（已知全幅照片的像素
數量，然後應用數學科「比」的知識將從
照片上像的闊度轉換為相關像素數量（如
下）），並運用公式求Ｆ

設 x為對應像素的數量
5

20
=

𝑥

800

x = 200

 學生自行尋找需要的插件

培養學生的媒體
和資訊素養，引
導他們正確運用
資訊解決問題

輸入相關數據



發現問題


優化設計

原先設計：前方
物體過於接近時
播放音效
缺點：未能提示
距離變化

優化的設計：運
用距離變數 d 及
人工智能技術把
文字轉換為語音
優點：使用語音
提示用家與前方
物體的距離，提
升用家的體驗

發展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

• 學生分別測試不同功能的子程式，並當子程式
運作正常後才把它們加入主程式內，加快開發
程式

發展學生的協作能力



學生調整參數以優化偵測物
件距離的準確度

學生減少連續播放語音，以
解決「卡頓」問題



人工智能技術辨識前方物件是人，並且物件在3米內，就會發出語音提示進行測試



學生還有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及編程知識辨識
在某一距離內的障礙物

學生未能清晰表達應用數學科「相似三角形」和「比」
測量距離

需加強學生明白藝術元素在STEAM學習活動中的重要性

學習反思



通過學習反思，加強培養學生的開拓與創新精神，提升STEAM教育成效

學到甚麼？有甚麼需要加強？試加以說明。項目



反思與展望
• 引入創新科技學習元素，讓學生有效地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提升
學習創科的興趣和能力

• 引導學生檢視及提升「成品」的價值，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以及加
強學生運用擴散性思維和聚斂性思維，幫助他們進一步發展創造力和
解決問題能力

• 通過此次專題研習活動，讓學生應對一個未知答案的問題，明白需要
以毅力和責任心挑戰難關，勇於從失敗中學習，從而培育開拓與創新
精神，為學生未來的學習奠下基礎，並將來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貢
獻

• 通過與支援人員的協作，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以及持續優化學校
STEAM教育的規劃和推行，從而深化學生學習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