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作護⽿罩�  
⼩學常識科�五年級�
第⼀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
背景及注意事項�
此⽰例是由本計劃與計劃學校協作時，按實際情況編寫，所有教學設計及資源，包括教

案、簡報、⼯作紙和學⽣作品等，僅供參考。在使⽤有關資源時，教師應考慮學校校情

及學⽣特性，作出調整。�

教師參考此⽰例時，亦應參閱學與教資源庫之前⾔、資優教育理論基礎及結語部分，以

理解資優教育之理念及實踐⽅法。��

此⽰例夾附 1份前⾔、1份教案、4張⼯作紙及 1份參考資料。�

期待各教育同⼯能因應學⽣的特質和興趣，把本計劃提供之教學資源，結合學與教經

驗，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融⼊資優教育元素，讓學⽣展現潛能，培育成才。��

各教育同⼯可瀏覽、下載及參考本資源庫的資料，作教育及⾮商業⽤途。所有資源均受

版權保障，版權由香港中⽂⼤學賽⾺會「知優致優」計劃擁有。使⽤時須註明資源出處

為香港中⽂⼤學賽⾺會「知優致優」計劃。�

 
 

 

 



適用級別：五年級
課節（學習時數）：三課節（共120分鐘）

製作護耳罩

前言/背景
本課程的教學主題為「聲音」，其設計參考《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課程發展議會，2017）。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團隊及學校教師進行共同備課，

依據該校五年級學生的特質和學習需要，在常識科透過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教育活動，推展資優教育校本全班式教學。該級別大部分學生均喜歡學習常識科內

有關科學的課題和參與「動手做」探究活動，但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較大。因此，在設

計課程和學與教策略方面，有需要兼顧發揮資優 / 高能力學生的潛能，及照顧學生的學

習差異。

「聲音」的概念較抽象和艱深，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會遇上不少難點，例如隔音和吸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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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有知識
- 學生掌握聲音需要物質媒介來傳播

- 學生掌握分貝儀的運用

學習目標

- 學生明白物料特性與隔音效能之間的關係

- 學生能掌握公平測試的概念，運用分貝儀進行物料隔音效  
  能的測試

- 學生能選擇適合的隔音物料來製作護耳罩

- 學生從設計循環的過程中，改善護耳罩的效能

- 學生能掌握科學過程技能，包括觀察、量度、記錄、推論 
  及傳意

- 學生對學習科學表現好奇心和維持興趣

教與學策略 6E教學模式、提問、分組討論、匯報

資優教育推行模式 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資優教育元素         高層次思維技巧           創造力           個人及社交能力



的概念。另一個常見的學習難點是有關公平測試的變數概念，例如分辨因變數、獨立變

數和控制變數。本課程的設計以日常生活問題作切入，學生先認識保護裝置對在高噪音

環境工作人士的重要性；然後透過STEM教育活動，探究物料的隔音效能，並了解物料

的隔音原因，從而選擇適合的物料製作護耳罩。課程滲入了資優教育的三個元素，即高

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協作目標
透過STEM教學活動，讓學生進行探究、分組討論、個人及分組設計和實作，從而克服

學習難點，並達到學習目標。過程中，學生能培養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

社交能力，發揮所長。

基礎理論 /  理念架構
本示例以STEM教育為核心教學理念，應用Burke提出的6E教學模式作教學流程 

(Burke, 2014)，以培育和發揮學生的高階思維技巧（包括探究及解難能力）、創造力

（包括獨創力及精進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相關的理論分別敘述如下：

1 .  STEM教育
STEM教育乃是融合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的科際整合課程，其教育哲學為「以設計

探索為目的，並用科技技術及科學思考來解決問題」（張玉山與楊雅茹，2014）。另

外，根據Becker and Park的研究，科際整合的STEM教育比起單科教育更能引起學生

的學習意願 (Becker & Park, 2011)。STEM之所以在美國科學教育受到重視，原因在

於它是一門整合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的跨領域學科，其課程設計可以與當時的科

學發展相關，並在實作與討論的過程中，讓學生了解概念性知識的應用，進行程序性

知識的練習，同時增加同儕間的團隊合作及提升創造力。

2 .  資優教育與STEM教育的關係
香港資優教育所強調的資優教育三大元素，即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

能力，恰恰與STEM教育的目標一脈相承。STEM教育能為學生搭建有系統的學習平

台，建立良好的思考習慣，善於想像、創新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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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元素 學習活動相關設計

高層次思維技巧

一般採用分組的動手實作活動，給予學生運用知識和技能的
機會。學習經歷所強調的不再是標準答案，而是過程中的探
究和綜合應用，也要求學生洞察事物間的關係，這正切合資
優 / 高能力學生喜愛事事尋根究底的學習特質，為他們提供
運用高層次思維能力的機會。

創造力 STEM教育着重實踐，讓學生動手動腦進行發明和製作模
型，給予資優 / 高能力學生發揮創意的機會。

個人及社交能力
STEM教學活動提供良好機會（例如分組動手實作活動和討
論）讓資優 / 高能力學生在共同探究和創作的過程中，學習
表達、溝通和協作。

另外，資優教育常用的學與教策略，例如多元化的評估模式、恰當及多樣化的提問技

巧等，均與STEM教育的發展方向一致。總括而言，資優教育與STEM教育均致力幫助

學生學會學習，以及全面均衡地發展多元潛能。

3 .  6E教學模式
張玉山及楊雅茹（2014）引述Burke（2014）所提出的6E教學模式，該模式以學生為

學習中心，目的是強化STEM教育中的設計與探究能力，其六大步驟如下：

1. 投入（Engage）：引起學生的好奇、興趣和投入度

2. 探索（Explore）：提供學生建構學習經驗的機會

3. 解釋（Explain）：讓學生解釋所學到的東西，並加以改良

4. 工程（Engineer）：讓學生將所學到的自然知識、概念、技術及態度，應用至人類

世界的主要問題，並獲得對有關問題更深入的理解

5. 豐富（Enrich）：讓學生更深入地學習，以便將所學應用到更複雜的問題

6. 評鑑（Evaluate）：讓師生了解學習的效果

4 .  資優教育三元素（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可參考「引言」的相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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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設計及編排

課節 6E 教學模式 課堂內容

1

投入
(Engage)

在課堂進行前，教師拍攝建築工人在沒有佩戴
護耳罩的情況下鑽地，並用分貝儀量度噪音。
以這套短片引入課堂，學生以真實的日常生活
例子開始討論和思考，讓他們投入學習。

探索
(Explore)

學生了解護耳罩對在高噪音環境工作的工人之
重要性，開始探究製作護耳罩的適合物料，構
思並設計測試物料隔音效能的裝置。決定設計
後，便運用裝置進行測試。

解釋
(Explain)

學生綜合測試結果，討論及解釋物料特性與隔
音效能之間的關係。

2至3

學生分組分享個人的設計，綜合組員的設計優
點，每組討論一個最優良的護耳罩設計方案，
並繪畫設計圖和解釋設計的理念。教師給予學
生回饋，讓他們進行改良。

工程
(Engineer)

學生運用教師提供及自備的材料，應用知識和
技能，合作製作護耳罩。在製作過程中，教師
透過提問，確認學生對於內容和概念的掌握，
同時引導學生討論，應用設計循環的理念，改
良護耳罩設計。

豐富
(Enrich)

學生討論隔音物料在日常生活的其他用途，從
而擴闊對概念的掌握和應用。

評鑑
(Evaluate)

各組測試及展示設計，讓教師及同學瞭解製作
的成果。教師給予評語，學生亦可提出問題或
意見，以作檢討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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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STEM教育活動為學生提供手腦並用的學習經歷，在探究過程中綜合和應用知識及技

能，透過仔細觀察、動手實踐、反覆驗證及不斷改良，思考方案和創新設計，以助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

以建築工人鑽地的情景作引入，引發學生的好奇心，並提升學習動機。STEM教育活動

題為「製作護耳罩」，學生先以公平測試的概念，探究不同物料隔音效能的差異。透過

進一步的觀察，學生合理地猜想物料特性與隔音效能之間的關係：物料越密實，隔音效

能越高。學生根據探究結果，選擇適合的物料，設計和製作護耳罩。在設計過程中，學

生運用高層次思維技巧（科學探究技巧）和發揮創造力（獨創力），應用知識和技能，

製作獨特的護耳罩。在製作過程中，學生發揮高階思維技巧（解難能力）和創造力（精

進力），反覆驗證及不斷改良護耳罩的效能。此外，學生在組內的互動也能培養個人及

社交能力。

在學生設計和製作活動中，教師着重學生的學習過程，並擔當學習促進者的角色，持守

開放的態度，鼓勵學生細心觀察，以科學的方法和態度，作客觀的分析和推論。

透過STEM教育活動，並按6E教學模式的理論編排課堂，學生能循序漸進建構學習，同

時在適合的學習活動滲入資優教育三元素，以達到學習目標，讓學生得到適切的培育，

盡展潛能。

討論 
學生在課堂的表現反映課程達至預期成效，綜合的結論和建議簡述如下：

1 .  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學生對學習活動非常感興趣，主動回應教師的提問。在探究物料隔音效能、設計及製作

護耳罩過程中，均積極投入參與，並仔細進行觀察。當老師作出評鑑時，學生亦圍繞老

師聆聽。

2 .  學生展現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聲音」課題之學習難點為隔音的概念及公平測試的變數概念，但學生能在工作紙上表

現出對變數概念的掌握，而在設計和製作護耳罩上，則能夠因應公平測試的要求，處理

相關變項。另一方面，很多學生會混淆隔音和吸音物料，例如誤以為聲源被棉花包裹住

而降低音量，是因為棉花將聲音阻隔。在本示例中，學生微觀物料的結構，從而推論和

分析探究結果，大部分學生都合理地推想出：物料越密實，隔音效能越高。

設計過程亦提供了空間，讓學生發揮創造力，並成功運用不同物料製作出護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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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資優 /  高能力的學生發揮潛能
個別能力較高的學生，展現高層次思維能力（批判思考力）和創造力。例子：

- 蜂鳴器在探究測試的中途壞了，教師提議更換，學生指出要重新進行所有測試，方

為公平測試。學生不怕麻煩費時，重做已完成的測試，展現出對學習的熱忱，以及

完成實驗的毅力。

- 在製作護耳罩時，除了注意製成品的隔音效能和舒適度外，學生更想出用繩子將兩

端耳罩連在一起，增加佩戴時的穩定性。

4 .  實踐困難與改善建議
- 課時不足以讓學生深入討論和分享。部分學生需要比預期更長的時間，進行隔音效

能的測試，以致未有足夠時間仔細觀察物料結構和推論物料隔音的原因。展示製成

品時，時間也不足以讓每一組學生分享製作特色和理念。因此建議在進行以學生為

本位的活動，如STEM教育和探究活動時，須預留充足的課時。

- 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並提供機會給予資優 / 高能力的學生發揮潛能，教師可

依據學生的特質及需要進行適異性教學。注意說明分組模式時，也要避免令學生有

被負面標籤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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