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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會刊》（下稱本

刊）歡迎對數理教育有興趣的人士 — 特

別鼓勵現職教師來稿。稿件可以中、英文

字發表，來稿請寄本會的地址／電郵地址

（後附），轉交本刊編輯。下一期的會刊

（第37期，2021年9月號）將於2021年9月

出版。

文章後的參考資料請按「人名 — 日

期」的習慣附註。論文不一定有摘要，但

文章的開始宜有一段簡介。

作者須清楚表示他希望在文章前所用

的作者名字、職銜及院校名稱，長論文請

於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遞交稿件，以便

進行編輯及審閱的工作。但較短的文章如

書籍評介、教學筆記等，可以稍遲一點遞

交。

本刊內的文章只代表作者的個人觀

點，並不代表本會或其所屬團體的意見。

本會與文章的作者，共同擁有該文

章的版權。本刊內的文章，除有特別聲明

外，容許各教育、科學等團體複製作非牟

利用途而毋須事前知會，惟須註明及鳴

謝。但這條款並不適用於來自其他刊物的

文章。

Articles for the Hong Kong Science 
Teachers’ Journal are welcomed from anyone 
interested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Practising teachers are particularly 
encouraged to contribute. Articles may 
be submitted to the Editor at the address/
email address given below in either English 
or Chinese. The next issue (Volume 37, 
September 2021)  will  be published in 
September 2021.

In particular references should be made 
using the name-date convention. Abstracts of 
articles are not required, but it will be usual 
for articles to begin with an introductory 
paragraph.

Authors should make clear the namestyle 
and institution which they wish to head the 
article. Long articles, or articles with many 
illustr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on or before 
30 June, 2021, though short notes, book 
reviews may be considered later than thi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articles within 
this journal are authors’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any official view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any other public body.

Copyright of each article is co-owned 
by the  author  and the  HKASME. The 
HKASME is willing,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o permit other similar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ssociations to reproduce articles from this 
journal (for non-profit making purposes)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by giving the usual 
acknowledgements. This does not apply to 
articles reproduced from other magazines.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Al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來稿請寄下列地址：

The Hon. Journal Editor, HKASME
Room 114, 1/F, Po On Court,

1-15 Po On Road, Sham Shui Po, Kowloon.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會址： 

九龍深水埗保安道寶安閣一樓114室

網址Website: http://www.hkasme.org

電話 Tel: 2333 0096 / 2333 7602

傳真 Fax: 2333 3355

電郵 Email: enquiry@hkasme.org



Editorial

Following the idea adopted in recent issues, this issue of Hong Kong Science Teachers’ 
Journal consists of two main parts: ‘Articles’ and ‘Newsletter’. We hope that our Journal can be 
academic, as well as informative about the HKASME.

There are 10 academic articles in the ‘Articles’ part. 8 of them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while 
2 of them were written in English.

The author of the 1st article “衣食住行看數學” used daily examples from clothing, catering, 
accommodation and travelling to illustrate how Mathematics is related to our lives. Taking the 
map in the MTR as an example, the distances between stations in the map may not be a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However, such difference is negligible in the topology.

The authors of the 2nd article “運用流動應用程式「我的電子社交故事」協助自閉症學

生了解社交禮儀”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of designing and promoting their app, which aims at 
training students with autism the correct social etiquette by using tailor-made stories about social 
interaction.

The authors of the 3rd article “一節「自由落體」線上教學：跟進與啟示” Described how 
‘POE’ and ‘think-pair-share’ approaches were adopted in the teaching of the topic free-falling. 
Students in the study commented positively on the group discussion in the lesson.

“Reading to Learn”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ed in Hong Kong schools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of the 4th article “網上數學繪本教學的實踐探索” shared how to make use of picture 
books in online teaching in order to keep the students’ attention. The authors evaluated the 
outcome and shared their reflection, pointing out that in online teach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making high-quality videos but giving students more chances to participate and interact.

The author of the 5th article “約旦河谷的自然哲學之旅” based on his trip in the Jordan 
Valley, he pointed ou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and natural philosophies in anicent civilizations. 
Anicent Greeks focused in accurate calculations of astronomy and technology, while the Chineses 
preferred to apply their observation in nature to the abstract and symbolic meanings.

The author of the 6th article “Alternative set-up for demonstrating flame test”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 wooden splint replaced the platinum wire in the flame test. Such modificiation 
could reduce the masking effect as the platinum wire was burnt and also reduce the running cost of 
the experiment.

AU Siu Chung, Jeff
Journal Editor, HKASME

described



The author of the 7th article “Common mistakes in Chemistry made by DSE students” 
shared the common misconceptions observed for students taking DSE Chemistry and thus the 
correct corresponding concepts.

The author of the 8th article “推動香港文化：港式STEM奶茶” shared sets of STEM-
Teaching activities he design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EM for students. STEM teachers who 
like to design these activities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o read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of the 9th article “以 iGEM為契機發展中學生物科技教育” shared how they 
incorporate the genetics engineering in their school-based STEM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journey, various parties also helped by sharing experiences and providing trainings. Currently, the 
Hong Kong students had alredy earned a place in the global level. 

The author of the 10th article “再談運用網上社交平台輕鬆推廣互動化學教育” discussed 
how to engag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science behind the stories. Using his experiences in the 
instagram, he showed how setting up interactiv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can lead to easy and 
confortable online learning.

In the ‘Newsletter’ part, a lot of information of the HKASME can be found. Members can 
revisit the activities held in the last academic year from the “Chairman’s Report” and “Subject 
Reports”. Among the activities held, the AGM Forum discussing STEM education is of course an 
important event. The article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周年會員大會2020” reminds us the highlights 
of various parts of the event.

The cover photo of this issue is a photo captured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ouvenir to 
Professor CHEUNG Kai Ming, the Emeritus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Contexts and Policies of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y the Chairman, Mr. LI Chi Man, Jimmy, in the AGM 
this year. Professor CHEUNG was our guest to deliver the keynote speech in the AGM. We greatly 
appreciate the contribution by Professor CHEUNG to the HKASME.

Members of Editorial Panel of Journal: Dr. AU Siu Chung, Jeff
 Mr. CHU Wai Man
 Dr. Humphrey LAU



今期會刊延續近期的製作方向，分為「論文」和「會訊」兩個主要部分。這個做法務

求能使會刊具學術性之餘，也讓各會員能夠掌握更多有關本會的資訊。

今期的「論文」部分共刊登10篇文章，其中8篇以中文撰寫，2篇以英文撰寫。

第1篇論文《衣食住行看數學》的作者分享每天使用服裝、飲食、住宿和出行中的示

例來說明數學與我們的生活之間的關係。以地鐵中的地圖為例，地圖中站點之間的距離可

能不是現實的表示。但是，這種差異在拓撲中可以忽略不計。

第2篇論文《運用流動應用程式「我的電子社交故事」協助自閉症學生了解社交禮

儀》的作者分享設計及推動其應用程式的經歷，並解釋如何藉程式內的個人化社交故事，

培訓自閉症學生的正確社交禮儀。

第3篇論文《一節「自由落體」線上教學：跟進與啟示》的作者描述在教授自由落體

這一課題時，如何採用POE及‘think-pair-share’的教學模式，而研究中的學生在課堂裏的討

論活動中表達出正面評價。

近年香港學校積極推動「從閱讀中學習」。第4篇論文《數學繪本網上教學的實踐探

索》的作者分享如何將繪本故事融入於網上教學，從而提升學生網上學習的專注度。作者

於文中細說其評估結果及反思，並指出在網絡教學中，重點並不是拍攝更多高質素的影

片，而是能讓學生有多一些的參與和交流。

第5篇論文《約旦河谷的自然哲學之旅》的作者分享的作者根據他在約旦河谷的旅

行，指出了早期文明中文化和自然哲學的發展。古希臘人專注於精確計算天文學和技術，

而中國人則傾向於將其自然觀察應用於抽象和象徵意義。

第6篇論文《Alternative set-up for demonstrating flame test》的作者討論了在火焰測試

中用木條代替鉑絲的可能性。這種修改可以降低鉑絲燃燒時的掩蔽效果，並降低實驗的運

行成本。

第7篇論文《Common mistakes in Chemistry made by DSE students》的作者分享了所觀

察到對參加DSE化學課程的學生的常見誤解，以及正確的相應概念。

第8篇論文《推動香港文化：港式STEM奶茶》的作者分享設計及推動STEM活動的教

學心得，藉此培養學生學習STEM。喜愛設計教學活動的STEM教師可參考此教案，以提升

教學成效。

香港數 教育學



第9篇論文《以 iGEM為契機發展中學生物科技教育》的作者分享了他們如何將遺傳工

程納入其學校的STEM課程發展。在過程中，不同團體也給予協助，例如經驗分享及提供

培訓。目前，香港學生已經在全球水平中獲得一席之地。

第10篇論文《再談運用網上社交平台輕鬆推廣互動化學教育》的作者討論如何讓人們

了解故事背後的科學。通過他在Instagram上的經驗，他展示了設置互動式多項選擇題如

何使網上學習變得輕鬆便捷。

「會訊」部分刊登了有關本會的多項資訊。在《主席報告》和《科組簡報》中，各會

員可以重溫上年度本會的會務及曾舉辦的一些活動和有關的花絮片段。在各項活動中，周

年會員大會內有關討論 STEM 教育可算是本會的一項重點活動，《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周年

會員大會2020》可讓各會員重溫周年會員大會當日的盛況。

今期會刊的封面圖片正是本會周年會員大會當日本會主席李志文先生頒授紀念品予香

港大學教育政策與社會名譽教授程介明教授。程介明教授為周年會員大會作主講嘉賓，本

會非常感謝程介明教授的貢獻。

會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區紹聰博士

 朱偉文先生

 劉智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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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數學教育  

聯絡電郵：pemanywong@gmail.com 
 

數學就在我們身 ，所以 行都能 到數學元素是 自然的事， 我們來看看。 
 

 

著及 中有 何設計 分

， 這些都 不過是人為。

著中的數學較為人

的是「不脫 脫內 」，在網

上可看到 人示 。

這 及拓 學。拓 學 「

的 何學」。與傳 何不

同， 容 變形， 是（在一定

法 下——例如 不能 一個

）把 體 後也 為「相

同 」（ 所 以 「 同

homeomorphic」—— 的

）。故此，為人常 及的是，

可 為與 相同。

拓 學 與我們何關呢？其實

日常生活的網絡（network），如

線 便是體現了拓 學

的一些原 。在 線 中，

與 在 上的 短不 表示

實距離，相對方 也如是。

及相 線就 畫在

上一樣， 便 變形， 不

線 所表示的網絡 1  
 

 
1 （1997）。 拓 學。 （ ），《 大 數學的數學教 》（ 334-348）。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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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上 中 景— — 現直角，在

現實中不是。在拓 學 點：沒所 。 

說起「 」，有人 我，在 些 （例如 ）， 不是用 而是用 重 的。

我在台 也見過。這 計 法可能是相當 平呢 —— 的 然較重， 自然 些，

收 些。也 過書 的呢  
 
 
 
 

 

景 

 

 

2 數學



 

「 以 為 」。 了「 日」（ /pie day：7 22 日 3 14 日） 「 」（pie） ，

「 」當然能看到不少數學了。 者在數學 時，一班助教 到 堂，當時 堂

（ 設 ）， 自選一 分著 （ 設是 選。 便 的）。當時有人問：

式有重 的 會 少，有一 式 沒選上的 會 少（大家不 計計看）？當然如

的助教人數 於 式數 ，重 是 然的了，這 是 原 。 
 
如 每人 （下面的例是 16 ）便更 了  

原 還有不少 的應用。例如無 何一 ，全港的人 一定起 有 人的

數一樣（ 不 於有一 人不 ，而一 的 數不會 過四 ）。同 ，一定

起 有 人有同樣  
 
此 ，每日到 早 ， 一 和 ， 老 。他說不是 ，起 有 360

選擇， （ 不 ）一年 不同 因為 可選方 ， 有 、 、 、

， 有 、 、「 」， 有通 、 、 、 ， 有 、

、 、 。還未計 ， 起來，有 2×5×3×4×4=360 不同組合。而在

現實生活中， 還可以改 、 ……  
 
不過 也 小 。現時 行無 。就 沒有「 」，無 就 是 ？這可能是

四 入後的 法。例如 100mL 有 0g ， 可能有 0.499…g （有的 「0.5 」），

一 了 2L 進 的 就 0g 了 （大家 看 可以有 少 g 的 ？） 

3數學



要 ，現時 行 ，認為 會 加「開 數」，同時 少 。 了 85%的

實在 了。還是把 了再加上 ，把 變 77%的 。 設 的成 有可

可和 ，要加 少 能把這 85%的可可 變成 77%呢？是 較到 何%都可以？  
 
如 上 就 了 往往 人一 ， 設有 n 。 了 r 。

如 後 應沒有把 的 ， 是再 加 原來 ，經過 n 後 有 一

的 會 有 少 呢 ？ 可 這 問 題 我 們 能 到 ： 如 是 p ， 會 為

∑ (−1)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𝑛𝑛𝑛𝑛(𝐶𝐶𝐶𝐶𝑟𝑟𝑟𝑟
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𝐶𝐶𝐶𝐶𝑟𝑟𝑟𝑟𝑛𝑛𝑛𝑛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𝑛𝑛𝑛𝑛𝑖𝑛𝑛𝑛𝑛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時 不到 所 式（closed form）， p 大， 到 一

的 會 細2  
 
此 ，我們 用 ，每每要 ： 滿 然發 ， 因 不 而

—— 會呢？原來老 中和 中的 人數不同。 看到的都是 時間

的情 ，看不到其 的 面。 
 

我們用一個簡化的情 分 ：把時 分作早 、 、

三個。其中早 有 200 、 有 1000 、 有 300 。 
 

在老 中，該 的 數便是 1500 人。 ，我們 想

個 上他們認為的 人數，其中 200 早 的 有 200
人， 的 到 1000 「1000 人」的 ， 的 300 便 給

「300 人」這 。於是我們共 1500 個 。 展到三個

時 ， 人數=3×(200×200 + 1000×1000 + 300×300)。所以，

中 的 平 均 人 數 為 2260 人

（
[3×(200×200+𝑖000+𝑖000+300×300)]

200+𝑖000+300
）， 1500。 

 

一 而 ，
3(𝑎𝑎𝑎𝑎2+𝑏𝑏𝑏𝑏2+𝑐𝑐𝑐𝑐2)

𝑎𝑎𝑎𝑎+𝑏𝑏𝑏𝑏+𝑐𝑐𝑐𝑐
≥ 𝑎𝑎𝑎𝑎 + 𝑏𝑏𝑏𝑏 + 𝑐𝑐𝑐𝑐；更一 而 ，𝑛𝑛𝑛𝑛(𝑎𝑎𝑎𝑎𝑖2 +  𝑎𝑎𝑎𝑎22 + ⋯  𝑎𝑎𝑎𝑎𝑛𝑛𝑛𝑛2) ≥ (𝑎𝑎𝑎𝑎𝑖 +  𝑎𝑎𝑎𝑎2 + ⋯+

 𝑎𝑎𝑎𝑎𝑛𝑛𝑛𝑛)2。這便是 不 式（Cauchy inequality）。 的情 也成 （不過由∑變成積分）3。 
 

關於 ，先 年有這 的一題在網上 傳： 2 元一 ， 個 可 一 ，四個

一 （日常生活 有這 便 的事 如 到不 ，大可改作 200 元

一 、 2000 元一 。），問 12 元共可有 少 ？ 個 ，畫個 ，不  

 
2 見 1984 年《數學通 》8 期， 45，問題 4 題。解 見 年 9 期， 45-46。 
3 Wong, N. Y. (1987). Why is a restaurant’s business worse in the owner’s eye than in the customers’. College 
Mathematics Journal, 18(4), 313-316. Later published in U. Dudley (2008) (Ed.), Is mathematics inevitable? – A 
miscellany (pp. 66-67). Washington, D.C.: The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見 （1997）。計程

加 的數學。 （ ），《 大 數學的數學教 》（ 331-332）。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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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11, 15, 19…的 是 4n-1，故 2k元是(4k-5)？（2 元 ）。這 是推 ，大家不 試試

驗 。 
 
 
2 元 
 
 
4 元 
 
 
 
 
6 元 
 
 
 
 
8 元 
 
 
 
 
 
10 元 
 
 
 
 
 
 
12 元 
 
 
…… 
 

元 2 4 6 8 10 12 
 1 3 7 11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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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個 ：「 二 二」，這當然和「 一 一」不同。例

如 三 ， 「 二 二」， 5 ；如 「 一 一」

便 6 。 
 

我們看看「 2 元一 ， 二 一」這個情  
 

元 2 4 6 8 10 12 
 1 3 4 6 7 9 

 
這可能要動用 [ ] （整數 分）這個 。為便於計 ，我想把

2, 4, 6, 8, 10, 12 變成每 個 加 1、每一個 加 𝑖
2
，以便透過 [ ] 

這 𝑖
2
， 到每 個 一 （ 所 「 二 一」）。故我們先考慮 ： 

k 2 4 6 8 10 12 

4
 

1
2

 1 1
1
2

 2 2
1
2

 3 

加了 [ ] 變了 

k 2 4 6 8 10 12 

[
4

] 0 1 1 2 2 3 

故此 數應為 
2
 + [ ]，  [3 ] 。 

大家 不 試試「 三 一」、「 三 二」…，然後再看「 p q」有 通 ？ 

 

家 自然有 何 形的裝

，家 平面 也有不少數學。

有 展示 的 線？

便是一對直線（不是

：一對直線是 線的「 化」

情 degenerate case）4。如 有

， 張 便是 （ 也

、 也 ） 線，故此傳 上，

把一個 放在投影 上便會 現

 
4 、張家 （2009）。 的學與教（上 ）。《中學數學》7 8 上，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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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如 有 形的 ， 張 也是 線（ 的情 ）。 
 

 
 
 
 
 
 
 
 
 
 
 

 
 

 

行 有 可以 及有 的 方。

了一 的 度 度 ，

人想到「平行 線」的問

題。我們可能用 、 入平行

線，於是學生可能會問，有 平行

線呢？從網上 有這定 ，不過

並 學校課程的 了。 
 
上面 到拓 學，我在「 拓 學」

一 （見 1）中 介紹過 一個關

於拓 學 。從一個 方到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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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以有

不同考慮：直

線 短距離、

在 實 線

（ ）上

、

線 。這

到不同的「距

離」 ，形

成不同的度 間（metric space）。例如我們以 角做中

，可以畫不同的「 線 」：有傳 距離的、有

行距離的、行 距離的、以 度的… 。例如

角往 ，直線距離比 短， （ google 
map®）以 共 通距離 11 分鐘便到

了， 要 26 分鐘。 
 

當然這 及實 上是

有這 實 可

行。例如從 到

下，當然是 直

下。

有「 」， 這

「行」的方式，並

不 議呢  
 
如 由 一點到

面（ 不是 下方）

的 ，這便是著

的 線問題了5。 
 

 

作為現 化 ， 、 通、 家 工具、電 用 都會用到大 數學，我並無

現實 中的數學， 是 一些我在 行中的 ， 如「我們對數學教 的看法」

一 6中所說，我們不 事事和數學 上關 （變了「數學 人」？）。 了數學 ，我們還

 
5 ： 港科學 。詳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線問題 
6 張僑平、 、 、 家 、 、 （2019）。我們對數學教 的看法。《學校數學通 》，

22 期， 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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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 術 、人 、 學 ……並 而未 ，不過受過數學 的人就能以「數學

」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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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學  

聯絡電郵：ywsin@rcgs.edu.hk  
 

 

自 學生較容 發 氣、不依從 示、不 工作、經常 於自我 的行為，

會有自 和 性的行為。這些行為 重影響他們學習，並且 課堂教學的進行。由於

他們的表 能 較 ， 人不大了解他們的情 應和問題行為，因而 生 會（節錄自：

教 教 中 ）。因此 自 學生的 就 重要了。 然自

的學生在 方面充滿 戰， 他們的 和 較 ，因此對 色和形狀進行

分 、配對、排 、 方面的表現較 。 

 
在是次計 中，教師 學生的需要，透過 及 問家 及教師， 身 了解學生 用

前後的變化及進 程度，以個 化及進展性的形式進行，例如：教師 用「我的電子 故

事」「 」內容，在活動前教導學生在 時的 合的情境。完成電子 故事的

課節後，安排學生到校內模 級 ，模 及 。教師在活動時 學生的行為和

應，從而改 故事內容， 後便安排 活動， 學生實 體驗。活動中，教師安排

家 一起參與，並了解教師 用「我的電子 故事」的技 。活動完成後，教師將「我的

電子 故事」「 」的模 改為有需要的個 學生樣子，並 助家 安裝 電話

內，方便家 時 用。 

 

教學 理  

事前 本校的 校教 學家 是次計 問。 

1. 的教師 會與本計 的 問 現有的 本 故事，並進行 整，整合以往

的行為問題 方法。 

2. 然後 計 助 繪畫相關 片，並製作 Smart Apps Creator 的模 。 

3. 在校進行工作 ，教授老師如何 用 Smart Apps Creator 的模 更 學生的相片

環境 片。 

4. 老師會把 故事 學校的平 電 （iOS 及 Android）內，並於自 輔導課、

IEP（個 化學習計 ）課內，與學生應用並 他們的 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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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後老師會 絡家 ， 助家 安裝 子 度身 的 故事於家 的平 電

內， 家 能於家中與子 閱讀 故事，並方便於 用。因為 時 學生的

行為問題是於 家中發生的，在設身 進行這個電子化的 故事，能有

學生改 行為問題。加上學生在家的時間比在校 ，家校合作定 教學更完 。 

6. 整合計 中製作的 個電子 故事，然後 錄成一個 App。這個 App 的主角是本

校製作的一 原 通人 。然後把這個 App 上 Google Play 及 iOS App Store。 

7. 我們 會把製作的模 分享 一個 Google Site 分享平台上，方便 同工 用。相

和 分享教學 ，同時可以實踐知識共享和 其他學校 相關的行為問

題所 定的行為 ， 老師們能以 式模式(Hub and spoke Model)的形式，把所

的知識內化，然後 生 行為問題的不同 。而我們 會定期 行這個電子

化 故事的製作工作 ， 參與， 這個共享 化能 以 。 

 
整個「我的電子 故事」 後是一個知識共享的 化，每一個「我的電子 故事」

後都是 實的經驗。作為教 工作者就是要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故事，並在他們的故事中加

上教 的色 ， 他們在 何環境 變中都能以 的 度面對。 

 

 

 
動應用程式「我的電子 故事」 

「我的電子 故事」有 個小 節，分為「學校 」、「 」、「家 」、「情

」、「 」及「 疫 」。學生們可以透過個人電 動裝置安裝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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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有 學習需要的學 現的 、情 行為問題；教師於計 中 用個 化電子 故事

後，學 現以上的行為問題 次； 每一個 用計 中的 故事的學 應。  

重點小組 問： 

問家 及教師對於本計 中 用的個 化電子 故事的成 見。 

活動後的問 及 ： 

1. 在計 後 教師及家 分發問 ，收 了教師及家 的 見。 

2.  在計 後與家 進行 及跟進學 應，例如：加 面行為及 常 。 

3.  參與分享會的 同工分發問 ，收 他們的 見。 

學生表現在 中的 變：於計 前後在校內為學生的 通技 進行 ，分

通技 能 。 

 

 

分  分 結 及  方法 

教師及家  

進教師及家 對電子 故事

應用程式的  

  完成 2 校內教師工作  

  完成 1 家 工作  

 完成 2 對 教師工作  

   完成 發 會，以及 95%參與人 能應

用本程式 

問  

現  

學生  

學生能應用此 解  

  在情境 試中，75%學生能利用本程式

的 作解 方法 

情境教學 

及

錄 

家  

家 能應用此 助學生在家

用 

 80%認為「我的電子 故事」能有 改

學生的行為問題 

家 問  

學生  

學生的 通技  

 約 75%學生的 通技 以  教師/教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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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化及進展性的 故事 

在是次計 中，教師 學生的需要，透過 及 問家 及教師， 身 了解學生 用前後

的變化及進 程度，以個 化及進展性的形式進行，例如：一 學生在放學時 現情 行為，

教師會在 故事中 放學時，應該 情 定。當該學生 到情 定時，教師會將

定為與 放學，可以「與 話」。在進展同時， 加 學生應該做的 面

行為。 

不 改進及 的模  

由於模 是 開的，故此程式是可以不 的改進。當發現過程有需要作 更改時，教師能

學生的進展，更新程式，而且相 的個 放在平台上， 教師下 參考， 了

進相關的 經驗 ， 會有助 此間的教學技 。這 是較 新的分享及製作方

法，本校的教學人 因此受 不少。 

 

 

性 

本校已對 行 工作 給 教師參與，每 有 35 人參加。再加上平台是對

開的，同工 了 用模 ， 此的學生 故事，從中互相學習 學生在不同情

景的 面技 。此 ，透過模 可以在短時間 內製作故事，應 發的 會環境、事 ，

如：因疫情停課、 。 教師 可因應需要而改以不同 及 個 性的故

事發展。 

及  

透過與日 的例子， 教師互相 內容，可以加 對 自 小 行為原因的認

識。在「我的電子 故事」不 同時，對於 會人 來說， 了不少生活例子，從

而了解自 人 的需要。我們將完成的 故事以不同的形式（影片、網 、程式 ）發

放 不同平台， 不同 面的人 可以接 到以 故事的方式，簡單直接 教導身 的自

人 更 面 不同的環境 變。 

 

教學  

設計「我的電子 故事」 的是 對自 學生的 性，透過我們的經歷及故事不 開

發、 作更 的故事給學生，再透過平台分享給其他學校及有需要的 用者。同樣，不同

人 可下 我們的模 （程式原 ），再 作 於自 的故事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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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整個教學計 進展順利， 受疫情影響而停課。我們 自 學生的需要，並為

疫情製作了「為 要 ？」、「如何 」和「 是停課？」的電子 故

事，期望自 學生能 他人的 、 受、期望，和改 行為常 。因著不同學生需要，

我們還製作了 、 及網上 習 ， 為影片放在網絡平台，有些學校 將以上電子

故事放在他們的網 及平台上。 

「我的電子 故事」 「融合教 電子學習 會」的 將教 上 於他們的平台上，

更 學生可以認識及學習在疫 時的情境。 

 

整個「我的電子 故事」 後是一個知識共享的 化，每一個「我的電子 故事」 後

都是 實的經驗。作為教 工作者就是要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故事，並在他們的故事中加上教

的色 ， 他們在 何環境 變中都能以 的 度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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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學  

 
 

香港 大學 
聯絡電郵：phng@cuhk.edu.hk 

 

 

本 所 述的內容並不是一個實 ，也沒有 何預設的 問題，不過後期的工作

參考行動 的 。本 的 一 作者（以下簡 老師）是 港中 大學學 教師教

課程 讀 的學生， 教於一所 二組 中學，該校於 中每級開 班 課程，一

班以 授課， 一班以中 授課。參與這次線上課堂的 19 學生是來自中 授課的中四

班 。 

老師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停課前 要開始「自由 體」這課題，於停課前在課堂上問了

一 問題：「一個 5kg 及一個 1kg 大小形狀相同的 體從同一 度同時放 ， 一個 體會

首先到 ？還是會同時到 ？」。當時大 分學生認為是 5kg 的 會先到 。接著因疫情停

課，這課題及 下的 學內容 能以線上模式來教授。 

於 課前，老師發現已 不 完成下學期課程進度（會於本 的後 解 原因）。

由於線上教學無 對老師和學生來說，都是一 新的體驗，老師於是重看所有線上教學的錄

影片 ，並從中 到數個學習 點，於 課後跟進。 

「自由 體」是 到的 一個學習 點， 也是 一個線上課節。本 會先 和「自

由 體」相關的學習 點，然後分 該線上課節，接著 述及分 於 課後 對學生相關

的工作， 後是對以上工作的一些 思。 
 

 

學生對自由 體都有不同程度的 解。Abdul Gafoor 和 Akhilesh（2008）收 了 627
年級學生的考試結 ，發現 71%的受 學生認為「如 體從同一 度同時自由下

，較重的 體會先到 （heavier will reach ground first）」。在 Liu 和 Fang（2016）的

中，也 這個 解 在中學生中， 學生已知 著 的 利 關於自由 體的實驗，

他們也有這個 解（heavier objects fall faster than lighter ones）。在 Syuhenri（2019）的

中，對 73 教師進行了 ，發現 79%的受 者也 有這個 解。Syuhenri 用

了其他 ，發現 學生能 計 體自由下 所需的時間，他們 然 較重的 體下

的 度更 。 結 表 ，一些學生 知 在自由 體 動下，所有 體在重 作用

下的加 度是相同的， 他們 然 。 是 教師，這 情 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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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次接 學的學生來說， 容 會以直 來思考自由 體現 。對學生而 ，

（mass）和重 （gravity）的關 常直接，把 大的 在 ， 直接便 受到

有較大的 把 下，當 放開時，學生 自然 認為較大 的 便會以更 的

度下 。 

然 用 動 二定 的 式（F = ma），便可 在重 比 氣 大 時，不

同 的 都會有相同的下 加 度（g = 9.81 m s-2）。不過 老師也知 ， 分學

生不習 以 式來輔助思考， 其是 次接 的中四學生。此 ，學生也 在

實情 下，何時可 氣 。再者，還需要 用線性 動的 式， 可由相同的加 度

推 相同的下 時間。 
 

 

由於疫 停課前已發現學生認為「重 比輕 自由下 的 度較 」，這節課堂 用了

改變（conceptual change）的教學 。Posner et al.（1982） ：教師要改變學生的

思（misconception），首先要 學生不滿 （dissatisfied）自 的已有 ，而接著教師的解

說 是可 解的（intelligible）、合 的（plausible）和有成 的（fruitful）。 

為了 學生對「重 比輕 自由下 的 度較 」的 到不滿 ，老師於線上課堂

進行了三個 POE（predict-observe-explain：預 解 ）的示 活動，希望 學生的

已有知識與活動結 生 ， 此 助學生 解。每一個活動進行前先要學生預 結

，然後老師進行活動並著學生 結 ， 後是老師（ 老師 導學生）解 。以下 會

簡單介紹 活動內容及大 分學生預 的結 ，當中 不在此詳述。 

1. 把相同面積的書本和 張用 分 起 同一 度，然後同時放 。大 分學

生 書本的下 度較 ，會首先到 。 

2. 把 張放在書本上，並且 平 張，把 在 張和書本間的 氣 排 ，然後把

們 並放 。大 分同學 然 書本的下 度較 ， 是在下 時， 張

不會 在書本上。 

3. 把一張 張 成 ，接 把 及 一張面積及 相同的 張用 分

起 同一 度，然後同時放 。大 分同學 會先到 面。 

以上三個 POE活動的 的是期望以 1和 2 個活動首先 學生不滿 自 的已有 ，

然後老師 導學生用 定 、重 及 氣 來解 結 ， 3 個活動是希望 「有成

」的 的（Posner et al., 1982）。 

於課後再 看這次課堂的錄 ，發現 分學生的學習成 並不 想， 可能是老師和學

生均未 應線上教學的模式（會於本 的後 解 原因），導 POE 中的 E（解 ）未能

「可 解」和「合 」的 的（Posner et a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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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有三 工作，首先是在課堂上 學生用 10 分鐘 一 自由 體問題， 的是

學生有何 思及其 後的可能原因，接著是 對這些原因設計一課並教授， 後是

該課的成 。以下會 述這些工作的一些重點。 
 

 

在課堂上 學生用 10 分鐘 1 的問題，並 下原因，以下是學生選 的分 ：A
（58%）、B（0%）、C（32%）、D（10%）。  （N = 19） 

 
 
 
 
 
 
 
 

 

1：先導 試的問題 

 問題本身沒有 有沒有 氣 ，重點是要看學生如何解 。在選擇 A 的學

生中（共 13 人）， 有 及 氣 ，其他學生的解 都是 直 據 些 。（

2 和 3） 

 

2：一 選擇 A 的學生所 的解  
    

 

 
 

 

 

 

一個保齡球及一個排球從同一高度同時自由下落。它們的大小一樣，不過保齡球比排球

重。 

以下哪個有關保齡球及排球自由下落運動的敘述正確？ 
A. 保齡球會較排球快到達地面。 
B. 排球會較保齡球快到達地面。 
C. 保齡球與排球會於同一時間到達地面。 
D. 資料不足，未能判斷哪一個敘述正確。 

 

圖 1:先導測試的問題 

  

保齡球 排球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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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選擇 A 的學生所 的解  

在 19 學生的解 中， 有 有 用 式（並不是上一 及的學生）， 表 不完

整及 。這次 試 示老師需要 學生的解題 ， 是在 用 式方面。 
 

 

先導 試 示學生 思考及分 問題。 老師在中四上學期一直有

學生利用 式來 助思考和分 ， 是學生 無 識 用這些解題 。因此老師 定更

改 用的教學方式，由主要由老師教授的 動教學（passive lecture format），改為由學生主導

的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模式，希望能 助學生自行 一個 思考 問題。 

老師參考了 Mazur（1997） 在 課堂上 用的 Think-pair-share ，Mazur 這

教學模式能 學生對 本 有更 的 解，並且能 改變學生一些不 的學習習 ，

例如把知識 。 

老師 了 程度相約的 學選擇題（ 4），題 當中 有少 數 ，學生需要利用

學 加 動方程來思考。Think-pair-share 是一個講 同學 作的主動學習 ，老師將

學生以能 分為 組，分 為 、中、 能 組，每一組的學生 會做 4 問題

的其中一題。老師先要學生自 一個嘗試解題（think），接 和組內同學 （pair），然後

老師在 問題中 自 一組 全班同學分享（share）。 後老師 整個活動 重要的

問題：「比較 解 的 一 選擇題，和其他組解 的 一 選擇題，在解 方法和

上有何共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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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ink-pair-share 活動中的 選擇題及其 對  

 

5 是用來 關於解題 一課的成 ，老師要 學生在選擇 後一定要 下原

因。在設計後 工具時， 考慮用 1 的問題，不過因為老師於課 時已和一些學生

過 問題，所以後 的題 設計為與重 加 度無關， 其解題思考方 及 與

1 的題 一樣。 

 

個 不同的 小 面同一高度 H從 下， 下面圖(1) 圖(2) 。 
(a) 到達 面 的 v1 v2。 
      以下哪一 正確的？ 不 。 

 
A. v1 > v2  
B. v1 = v2  
C. v1 < v2  
D. 資料不足，未能 。 
( 的 D， 哪一個資料 。) 

 
正確  (a) B  
自 A (22%) B(56%) C(0%) D(0%) 未能  (22%) 
小 A (0%) B(100%) C(0%) D(0%)    N = 9  
 
(b) 到達 面 的 時間 t1 t2。 
      以下哪一 正確的？ 不 。 

A.  t1 > t2 
B. t1 = t2 
C. t1 < t2 
D. 資料不足，未能 。 

( 的 D， 哪一個資料 。) 
 
正確 (b) B 
自  A (22%) B(56%) C(11%) D(0%) 未能  (11%) 
小  A (0%) B(100%) C(0%) D(0%)   N = 9  

圖 4 Think-pair-share 動 的 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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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後 題 及 對  

所有學生在（A） 都選對了 ，當中 89%的學生能用相關的數學關 解題，不

過也有少 學生（11%）是透過 作數 入 式來 。（B）的題 較（A）的題

， 有 33%的學生選對 ，不過在 分選擇 B 的學生中，他們是用對了 式，

在 後一 未能 到是一個 比例關 （ 6）， 後選 了 。 

  

6：其中一 選擇 B 的學生所 的 式 

 

 對 一 作者來說，Think-pair-share、 導學生 解題 及線上教學都是新的體

驗，所以以下會詳細 這 3 方面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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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P Q以 同的 度 動， 面的 它們 動 一 。 
 
(A) 它們的 度一樣，以下哪一個敘述正確？ 

A. P 動的 。 
B. Q 動的 。 
C. P Q 動的 一樣。 
D. 資料不足，未能判斷哪一個敘述正確。 

正確答案： C (100%)（N = 18） 
 
(B) 它們 到的 一樣，以下哪一個敘述正確？ 

A. P 動的 。 
B. Q 動的 。 
C. P Q 動的 一樣。 
D. 資料不足，未能判斷哪一個敘述正確。 

正確 A 

A(33%)  B(39%)  C(17%)  D(0%)  有 (11%) N =18  
 

圖 5 測題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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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nk-pair-share 成  

老師是以同 分組（homogeneous grouping）的形式進行小組 ，原因是同組的同學能

相 ， 異比較少，同學便會更 在 面前分享自 的想法。因此不會 現異 分組

（heterogeneous grouping）中能 較 同學 發 ， 能 的同學因 於同學

面前 而不 參與小組 的情 。 

透過 think-pair-share 這 程，每 學生 在小組 前自我分 題 ，此 能 學

生依賴老師 其他同學解題， 發學生思考，此 能 助學生們在分享前組織他們解題

的思 。於小組 和分享時，組 要把自 的想法 述一次，這能 助學生思 更 ，

更了解自 的思考過程，從中 能 助 學生 用術科 表 自 的想法，此 ，在

過程中，還可聆聽 的看法，透過 通而對題 有新的見解。 

在進行後 後，老師在一些課 時間，分 和 4 學生進行簡單的 ，他們也對

think-pair-share 有 面的 ，例如： 

同學 A：「我可以與同學互相教導，互補不 。」 
同學 B：「小組 我 了一個 ，從不同角度、方法入 解題， 學習變 簡單

。」 
同學 C：「將自 想法 同學分享一次， 我思 更加 ，更加有 分 問題。」 
同學 C：「我 小組 。 然老師用 了時間教導一個課題，不過的 加 了我對

課題的認識。」 
同學 D：「能 解 題 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過分享自 看法及 通過程，能 我

思考題 時更加全面的從不同角度分 。」 

在內在 方面，Think-pair-share 能 助 學生自 及 ，從而 同學更

加 學習，相 他們 能 學習成 。（Mazur, 1997；Samspel, 2013）  
同學 C：「以往老師 我做題 時，我都不 下 ， 自 。 由於要小組 ，

我 先 下自 計 方法，因為在小組 時可以跟同學一起再更改

。」 
同學 C：「我變 有自 ，相 自 有 會在小組 時教導其他同學。」 

比起學生自 解題再由老師解 的教學模式，小組 能 學生的參與度， 會

減 學生放 解題的想法。此 有助 學生 題 素，學生於整班同學面前更

分享自 的個人想法， 學生對 課題加 了解。（Samspel, 2013） 
同學 C：「以往有少少不 ，就沒有 聽老師解說。現在有小組 ，會更主動

題 ，希望能 與同學分享。當自 了，自然更加 及有 聽

老師解說。」 

在 關 方面，當學生享受 過程，這能 助同學們 面關 。 有

，當學生與他人一起學習時，他們會 情 上和學習上 ， 他們能 現有

的知識和技能。（Slavin, 1983）  
同學 C：「老師把我們分組後， 我們 了個學習小組，放學後可以一起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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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老師而 ，小組 能 老師更加 入了解學生的想法，老師能 時 據學生

的需要而更改教學 。比起日常老師要從 改 課後 了解學生的進度，同學於 過

程中更能 助老師 學習成 ，並可給 學生 時的 。Think-pair-share 能

老師有 會聆聽不同學生的看法， 些比較少表 個人想法的學生。 
 
2. 學生 解題  

 如其他 老師一樣，本 的 一 作者也一直有教授如何以 式來分 情境，

例如情境中有 些變 ，有 些不變 ，然後選用 些 和 式 。 先導 試的結

示，大 分學生並無 識（awareness）用這 來思考。 

 後 的結 示（ 5），think-pair-share 一課堂 能 學生有 識來用這 ，而這

解題 定是 的， 是在 情境 題 中都 用。例如 導學生比較 4
的 選擇題的思考方法， 學生 後的解題 。 

 不過後 也 示了 一個未解 的問題，可能 think-pair-share 一課 及 加 動，

學生在思考 5 選擇題時，全都用 加 動的數式， 然他們也學過 和能 ， 並

沒有一 學生會從 和動能這方面 分 題 。這 如 Chi 人的 （1981）所說，

學者（novice）分 題 時 會由表面結 入 ，例如把題 分 為 面 動、 動、

能 。而 的學習者（expert） 會用 定 分 題 ，如能 定 、動

定 、 動定 。老師是需要教授學生用 式來思考的 ，而本 議了一個可

參考的方法。 是如何教授學生從更 的 角 了解 現 ，會是老師更大的 戰。 
 
3. 對線上教學的 思 

過往 有 分老師利用電子學習工具輔助教學，到停課期間每一 老師均 用電子學

習工具（如 Zoom、Google form、Kahoot!）教學，疫情無 大大推進了 港電子學習的發

展及 及程度。 在 課後，不少老師 然 用電子學習工具 助教學，如為同學設計

課堂（flipped classroom）、利用 Google form 設計課後 習。 一 作者在此分享這

個 線上實時課堂的經驗。 

首先，老師可以錄影線上實時課堂 學生重 。與在學校面對面授課相比，在家線上學

習的 然較 ，因此錄影課堂能 學生有 會重 老師的教學內容。有一些學生可能

不 在線上課堂中 問， 他們家中狀 不 他們開 問，課堂錄影能 助同

學生重 一些比較 的 。 一方面老師 可透過重看線上課堂來 自 的課堂表現

（這也是當 定 這 的原因），從而 發老師 他們教學技 及 用電子學習教學

的技能。 

其次， 是對於科學科 ，老師 以於線上課堂做科學實驗。 間不少教科書 均

電子學習配 ，如實驗短片、電子書及簡 ， 助老師進行電子教學。可是事實上老師

以在實時課堂中播放短片，不少同學 由於他們家中網絡接收較 ， 他們不能在課堂中

看到短片，影響學習 。有見及此，老師可以重新設計實驗，利用一些家 能 到的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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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來 實驗 設 ，並且 學生在家做實驗，再 學生 短片分享給老師。此 ，

當用畫 和 式來解說時， 的有關工具（例如 Zoom 的「 」） 對比課 的

，例如在自由 體 課節，老師有教授如何以 F = ma 來分 自由 體現 ， 由於利

用 書 並不 及能 的面積有 ，影響了教學成 ， 未能 Posner（1982）
議「可 解」和「合 」的 的。老師可以利用 的裝置，如 iPad、Surface Pro，以

便於線上教學時 用書 能。這些裝置 能方便老師於線上課堂時在電子書及簡 上直接

下 ，方便同學閱讀和跟 。 

三，一些學生可能 張而無法在網絡環境中表 自 想法，老師應

學生的情 ， 同學 老師 問，應給 學生 當 間。 

如 所述，線上課堂的進度 會較面對面授課的進度 ，這可能是由於在線上課

堂中，師生互動的 會大大減少，同學們因 原因不 在線上課堂表 自 的想

法。老師可以利用通 ，如 Whatsapp，於線上課堂與個 學生作 時通 ，這一來學

生不會 而不 作 ，二來老師可以 時了解學生學習情 ，並對網上教學作

整。 

老師 需要 線上課堂時間不應 ，每節實時網上課堂應較 常課堂為短。 節

網上課堂 間 應有 時 ， 學生 有 當 。 
 

 

線上教學無 是疫 停課期間 合 的授課模式， 在 方面，其 能始 比在課

直接面對面的授課 些，如何 小這些 距， 定需要 同工一起 和分享。本 作

者發現線上教學 的錄影 能， 了一個教師自我 的 。這 的內容是由重

看一節線上課堂的錄影而開始，當老師重看自 的教學片 時， 可能會發現一些教學環節

有不 想的 方，思考這些問題可能對學生的影響，及其後的跟進工作，會是老師一次

的 發展過程。 

本 的 一 作者進行了一個 think-pair-share 的教學活動，對 而 ，這是新的嘗試。

於活動中，同學在自我思考 時，約一 同學 解題，未能 （ 4）。經過小組

後，所有小組在老師沒有參與的情 下成 解 題 ，並且能 解題 。同時，

該活動 為學生 來 想不到的 ，如 學生自 及 助同學 間 面關 。而在

中，受 學生對小組 也有 面的 。無可 認， 學生進行小組 可能

了進度，我們不 在這 應如何取 。不過如 我們 科學知識的由來，會發現

都 經歷過 生 來。我們在學校 是教授學生這些知識，是不是也應該

學生經歷一下有關的過程。如 從這角度來看，在我們的科學課堂， 學生 的 會可

能 是少了些，這 如 Osborne（2010）所 ：“Argument and debate are common in science, 
yet they are virtually absent in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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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學  

繪本作為 學的一 作 ， 受小 的 。依據其 畫和 的 配比例不

同，有時也 為 畫書（picture book） 者故事書（story book）。一 來講，繪本都有簡單

的 、 的 畫、 且便於 的 景，而且也 於 受到的學習經驗，在

常作為主要的學習 。在中小學 ，繪本 現在課堂教學中並不 見。當數學和

繪本結合，會結 實呢？數學繪本設計的 家 Marilyn Burns（2010） ，數學

畫書具 這樣四個方面的 點：能 助 學是 、 想 和遙不可及的 思；能

發 子的 學想 ，而這是教科書和 習 做 到的；能 助 些 閱 認為 學

關他們事的學生體驗到 學的 ；能 助 些 學的學生以新的 點 看 畫書

（ 38）。Martinez 和 Martinez（2001）還認為 用 畫故事書作為教學工具，可以加

學的 通能 ， 有助於 對 學 的 解，並且 他們解題的自 。  
簡單來說，將數學的學科知識與 學故事相結合的數學繪本，可以成為具有 和 且

較為輕鬆的數學教 ， 於數學故事的繪本教學也能改變學生對數學學科和數學學習的看法

（ ，2012）。有關數學 的 （ 、 、王 ，2005），學生對數學的

看法影響著他們問題解 的方式。如 學生對數學的看法 ，他們解 問題時 於

化，對於 常 問題常常 現 ；學生 有在 解數學及有 解數學時， 能成為

有自 的「做數學者」(doers of mathematics) (Trafton & Claus, 1994, 21) 。 ，在 港

數學課堂中是 有可能開展繪本教學呢？ 
事實上，在 港學校教 中 本閱讀的元素融入學與教推行已 。 港課程發展議會

在 2000 年《 教 課程 》課程 中就 學校教 的其中一個關 是 學生

「學會閱讀」（課程發展議會，2001）， 2014 年學校課程的更新「學會學習 2.0」，進一

在學校推動「從閱讀中學習」， 學生透過 學科閱讀學習及 學科知識（課程發展

議會，2014）。 ，新 的數學課程 （課程發展議會，2017） ，「 學校在推

動「從閱讀中學習」的成 上進一 推動學生閱讀主題與數學相關的 本，以拓 學生的知

識 、 他們的 能 和 、 表、數學 和 模式元素（ 音、

、影片）的閱讀 的能 。」（ 48）。由此可見，在數學科進行數學 本閱讀方面的

學與教也是課程 所 導的。不過，課程 並沒有具體 及如何在課堂上實踐數學 本

閱讀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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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學 教學  

數學教師主要傳授數學學科知識，如何能在數學課堂做到從閱讀中學習呢？其實，教

學本身就是一個講故事的過程。故事情節的鋪設、故事內容的生動性和啟發性均依賴于教師

的教學設計。透過數學繪本故事進行教學，並沒有完全脫離教學設計該有的元素，改變的是

教學的內容、組織形式和問題情境。而教學中也充滿著對話，有講授者和聆聽者的角色。早

在 2015-16 學年，我們已嘗試在數學課堂內加入數學繪本的元素。例如，在小學四年級分數

大小比較的課題上。為補充當時教科書的內容，也為拓展學生的解題思維，我們自行設計了

簡單的故事情節，將不同的教學重點加入數學故事情景，整個課題以故事貫穿，借助遊戲過

關的想法，將學習的知識環環相扣。在不同情境的教學活動，相比過往，學生表現更積極及

投入，課堂的氣氛輕鬆且充實。關於這些校本的數學繪本設計及教學，詳細的介紹可見（楊

詠盈、張淑冰、張僑平，2017；張淑冰、楊詠盈、張僑平，2019）。 
在本學年，依據原定教學計畫，我們會在四年級下學期分數大小比較的學習內容中，

借助數學繪本進行輔助教學。然而，受到新年伊始的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的影響，全港中、

小學校均需要停止面授課，開展「停課不停學」的網上教學。鑑於此，我們便嘗試將數學繪

本教學安排在網上電子學習平台進行，在實時的遙距教學（distance teaching）中進行教學實

踐。對我們來說，這也是一次新的嘗試。以下我們就在遙距教學中進行繪本教學的經歷跟前

線同工分享，希望能給數學繪本教學的老師一些啟示。 
 
2.1 網上數學繪本教學的設計 
是次教學課題為四年級異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每教節的學習重點見表一。由於是首次

嘗試網上實時教學，考慮到學生對網絡學習的熟悉程度不同，我們並未有在學生中大面積開

展。參與課堂的主要是學校推行自攜電子裝置（BYOD）的學生，他們平時都有一定的網上

學習經驗，熟悉數學學習的電子平台操作。在這次教學設計的實施中，學生主要以網上學習

平台（iClass）作為與教師互動的工具，再配合線上會議應用程式（Zoom）進行實時網課。

整個課題共有三個教節，每節約 45 分鐘（見表 1）。此班學生在三年級學習分數的認識時，

已經嘗試過數學繪本教學，故此他們對以故事學習數學的模式已有一些經驗。 
 

教節 一 二 三 
學習重點 

以中間人( 1
2

)方式比較

分數大小 

以通分母方式比

較分數大小 
以通分子方式比

較分數大小 

表 1：網上繪本教學的授課內容安排 
 

是次網上電子教學所選擇的數學繪本為校本設計的《費順大戰比較魔王》。因學生無法

返校，不同於日常實體書籍的閱讀，教師預先把相關故事書錄製成短片，結合劇情進行配音

朗讀，在課堂中播放影片。這樣的設計與平日面授課堂中老師直接講述故事不同：首先，教

師主導課堂的角色淡化，變成與學生一同聽故事，利於大家一起融入故事角色；其次，學生

在課後可以再自行收看影片，再次聽取故事中的細節；還有就是減少網上教學在技術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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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問題。在網課教學時，教師 以同時 及展示故事、 教學氣氛以及 學生的

應，因此在課前錄製 故事短片可 前做 課堂 的 。 
 
2.2 網上數學繪本教學的實施 
實時網上課堂的結 同平時面授課相 ，都 有學習 、重點發展、 及 。

在學習 、重點發展及 會 據繪本內容 學生 聽故事 由老師解說，而 的

於一小 故事小 ，由老師在課前 置與繪本內容相關的情節。在面授課堂

教學中，學生與老師的故事角式 及課堂環境 置會有不少的細節，這些均 以在網上課

堂中 現。 網上課堂中學習的氣氛及學生投入故事的情 依然可見，師生的 也不 。

以下我們分 介紹在網絡課堂上每一個 的具體實施過程。 
繪本教學的主要 需要以故事貫穿整個學習內容，網上課堂也是一樣。在本次課題學

習中，每 學生的角色是一個 ，共同與戰 比較魔王 ， 。 一教節開

始時，教師會與學生一起聆聽預先錄製的影片， 學生了解故事 景。每一教節的結 大

， 入、發展、 及 。當中在 入、發展及 的過程都會以聆聽故事介入，而

環節主要是 與故事相關的題 ， 環節的故事內容就是為學生 置的家課。四個

教學過程如下： 
 

入 每教節開首都是以聆聽故事 入， 一教節是 景 及前置知識

重 。 二、三教節主要是學習 ，教師主要 放上教節的

學習影片，再共同 他們的學習 。 上一教節的學習重點

時，教師會先 閱學生的 網上 習，在課堂時以 問 起學生

的 ， 學生 自 如何完成 ，他們是以 分數大

小比較的 分數數 較大的 。 
發展 

 
在重點發展時，主要是 繪本故事內的數學問題。老師會先播放

一小 故事影片，然後 劇情，教師以分享 的方式借助學習

平台內的書 能，教授解題 。 
 

 
的內容是與故事相關的劇情，由老師直接講述， 學生 用新

學習的解題 ，以 助主角解 ，完成 （ 習）。網上

學習平台也能 時收取學生的作 ，故此可 時作 。 
 

 
時先播放故事主角的後 情節， 學生知 具體的解題

。 
學生作 完成後，教師也可在學習平台上 時 收及 改，並在接

下來的課堂上給 。 
 

3 數學 教學  

相比較面授教學，在網上完成整個課題的教學是一 新 戰。教師及學生也要從實踐中

教學的新模式。網上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對學生學習的 有 ，教師直授的時間不

，以數分鐘說 解題方法後，便 時 到故事， 問學生如何可 助故事主角解 題。

網上教學時，教師利用 次 問， 學生能 於學習內容。例如，主角需 用通分子

1：數學繪本網上教學的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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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時，教師可 問為 用通分子的 ，排 過往認識的 原因是 ， 以

問 進學生思考。  
網上實時教學中，教師們 都會 教學 少互動。教師如 取單 直述式的教

學，學生會 以 時 ， 是模 計 方法也 在 。在繪本故事的網上教學中，

因為有故事情境為依 ，發問中學生有角色 入（ 的身 ），不是 動 聽和看，學生

也有與故事情節有關的學習 （比如 解題是為了 解 境），因此網上學習的課

堂氣氛 能 互動，學生也比較能 。 
在面授課堂的繪本教學中，我們 以小組 進行 ，課堂也有少 相關的實

具。而是次網上教學，不 用小組模式，主要是教師不能 進入不同組 內 ， 學

生在此 離學習內容，故 安排個人學習模式進行。在網上學習的 內容是一個故事

傳，與故事情景相 的小 ，例如主角及 中毒了，學生需 助 分數 較大的解 ，

然沒有小組學習， 也見學生 於完成 習。 

 
在教學工具上，現時 間的學習平台也 了不少 能，例如選擇題、配對題、書

。 者在 次嘗試時，選用以選擇題 能 學生完成故事 傳， 的是想 時 學生

的 對 。然而在完成選擇題後，教師 以 識學生的解題過程，教師不能 定當時學

生的學習成 。要 學生 述自 的解題歷程是對於學生在數學 用及解說能 的

戰。考慮到網絡可能 現的技術問題以及學生未 應在網上課堂 表 ，在 二及三教

節的故事 傳 ， 者選擇 學生書 解題過程。 然課時需要更 ， 這樣 了網絡

教學中同學 間 的 ，方便大家 對具體的內容進行 ， 學生的學習結 。在

這個環節，也因為 用了故事進行 裝，學生 在 自 能不能 對題 ，解題中也更投入。

因為有了 助 的情景 的，大家都希望 對，成為 的 者。 
相比傳 面授課堂，網絡教學的其中一個 是容 借助一些電子學習平台 者

進行 ，對學生的學習進行 和 。學生在學習此單元時，我們也 對學習內容

進行了前 及後 ， 試 以網上問 的形式進行。在單元開始前學生需完成前 ，單元完

成後完成後 ， 試時間約 30 分鐘，學生自行在家中完成。前後 的題型 選擇題和開

放題。在選擇題的作 中，21 學生完成了前 及後 ，其中 12 學生的成 現 進 ，

7 沒有改變，2 有 。這個前 及後 的試題在過往學年中我們也有應用，比較 年

的結 也是相約，大 分學生在學習後 有進 。故可推 在網上進行數學繪本教學的學習

成 也可做到與面授課相約。 

2： 學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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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放式 題方面，全 21 學生 題中可以 更 相關的解 ，表 他們能

分數大小比較的 。表二內我們 述了其中一 題 作為例子，可見 學生也可簡單

用 解說 。然而，以網上問 方式對此 開放題 作 也 在 。例如，有些學

生不 能以 示進行解說；還有 表 能 的學生 未能在電子設 上 錄 來。當

然，我們不能因學生 不 ，而 上 定學生的 解。 所以 要學生嘗試書 ，是

期望學生學會 用數學的 ，透過解說能將知識內化，將分數大小比較的不同解題 融

會貫通。 
 

表 2：學生在網上開放題的 題表現 
 

後，在每一教節 設的 都設有一個學習 思日 ，起到學生自我 的作

用，日 學生 錄學習重點、 學習，以及 學生自 故事。從學生的學習日 中

（見 3），教師也能 到學生可就相關的學習重點貫通自 的故事， 現將知識內化的

過程。在日常面授教學中，這個過程學生是以 本完成，也可加入 畫，所以對 的要

較少。 

 

 疫情期間的網絡教學對教師和學生而 ，都是新的體驗。學習環境 不同於過往的

面授課堂教學。 學生的學習體驗 樣呢？ 者就學生網上學習的體驗對本班學生進行了

一些 ，了解學生對網上學習的看法，便於更 改進教學。 4 中的 題都是學生對網

上學習的 。 

問題 
了一 ，小 的數 是所有 數 的 2

7
， 而小 所

的數 是所有 數 的 ，他們 的數 較 ?為 ？ 

學生 1 小 較 ，因為通分後，分 為
2
7
和

2
8
。 

分子相同，分母 小，數 大。 

學生 2 小 的數 較 ，
2 2=
7 7

，
1 2=
4 8

，
2
7
大於

2
8
。 

學生 3 小 ，因為 7 分 2 同化分子後還是 7 分 2 所以小 。 

3：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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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 中，可以 ：在他們 中 是 要的，例如當問及「網上學習與課

堂有 些不同」時，學生們關 的是面對面 及 問 問題。而 問「停課期間，

一 網上學習方式？」，學生 選擇實時網課形式，因為他們 著重能不能看到老師，

能不能與同學一起學習。當然也有 學生 以影片學習， 自 的學習進度。因此，

在網絡教學中，重點並不是教師 更 素的影片 者 更 的網上學習 ，而是

能 學生有參與 ，能 一些 。在這方面，數學繪本教學可以發 的一些作用。學生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 著閱讀和聆聽故事素 、表 和 故事內容，以及 錄和思考學

習所 。 
 

4  

數學繪本作為數學 本閱讀的一 形式，對 學習數學是有 的。Schiro（1997）
就 ， 畫書 了一個學習數學的有 情境。透過故事情境、 及熟悉的 ，可

以 進 發展並 用數學 通，也可以 助 學習數學 與技 、解 問題、推

與思考。這 有 且有 的方式不 可以 學習數學的 ，也 合 整的學習

方式。例如，發展他們從閱讀中學習的技能和 讀 能 。學生通過閱讀不 取數學知

識，他們也有 會 解數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和數學的 化 面， 能 他們對數學有更

全面的認識和 進 課程的學習。當然，這不是說數學繪本可以 助我們解 所有學生數學

學習的問題， 起 這樣的做法可以給學生學習和接 數學 了 一 。 
新 的數學課程中 及在數學科可進行數學閱讀。我們以上的介紹為數學繪本教學

實到課堂 了一些實踐經驗，嘗試將課堂 的 本閱讀和課堂內的教學結合起來。

，我們在遙距教學模式中應用數學繪本教學也看到一定的 能，劇情化的學習過程也能

學生參與課堂，教師也能借助故事情景組織 和 。 疫情給學校教學在 方面

來了不便， 也為我們在線進行繪本教學 了 會。 網上電子學習和教學對學生的學習

影響 樣以及這 影響有 ，還並不 分 ，上述實踐都還是一些 ，我們還

需要更細 的實驗 。 ，在 課 後的課堂教學中，是 可以能將線下 本閱讀和線

上繪本教學有 結合起來，也是一 的方 。 
 

4：學生對網上教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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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 在大 面的 ， ， 讀《 內經》，看起來 有 。不

過《內經》成書於 2000~2600 年前的一 時間，如 讀者 人的常識，不能 解當 的

及思維，其實 通書中的內容。我 經在約 一個 面 進一所生

，見識了大自然的面 ， 年前的人應該 熟悉這些景 ，現 人 生。本 就著

約 展現的 ，介紹 希 思想家和中 的 、老、 如何 ，說 ， 人，

、 方 早期的自然 學主 思想。 

 

約 費 （Feynan）在 時期是一個著 的 ，約 經在這 進

行 及考 生 環境，三年後 定這 的 並不 。當年考 人 所 的 ，

改裝成為 （ecolodge）， 由當 的 都因人 作，發展生 遊。 在一個

（wadi）， 大 時間都是 的， 子 簡單，沒有電 應。 

  
安 後，導 到 一個 看日 ， 望一片 ，大家都會選擇

一 作為 景來 。 

  

到 ，享受一 的 （因為沒有電 ）， 一會就到 台 合。每人

一張 ， 在 台聽導 介紹 上的 ，這 的 氣 數 朗，見到 ，還有

。如 整 都 在 ，會見到 整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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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二 ， ，導 介紹當 的氣 、 及 都因人的生活習 ，在

上 一個大 ， 一 本 ，這就是我們的 。下 離開此 ， 其他行程。 
如我是一個 考 ， 在這 上三年，每 重 上述活動，我會見到 變

化呢？如 我每 都在同一個 置 看日 ，由 到 ， 日的 置一 ；由

到 ， 日 會一 ； 日往返到同一個 置就是一年（ 年）。 上會

見到 盈、 ，一次盈 就是一個 （ 望 ）。 ，小 ，小 生 ；炎

， 了，短 的 了結一生， 人 生 無常。 

  
上的 大 行動一 ， 有 個 來 往， 們就是日、 和 個行 （希

的 思是 者）。上網 ，這些 體 自有 們的 期： 
y 29.53 、 87.97 、 224.68 、 365.24 （一年）； 
y 686.93 （約 2 年）、 4334.3 （約 12 年）、 10760 （約 29 年）。 

學 

在約 ，我們看見 人 到的共同現 ：日、 、 和 上 。 上的 體

一直不停 ； 上有 、 和小動 ， 有 氣， 會 人， 們 生

。 是 而動 的， 當我們思考 時，我們 時來一個定 ，將思考的對

和情景 化為 而離 的形 ， 生 體、 動、變化、時間、 間、 在…
，再 用 、數學 思考分 。自然 學 現 的發生和發展 ，與及 們

間的 。 

 

然大家看見相同的現 ， 想 家學說，中 自然 學 的主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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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家，老子、 子是 表人 。《內經》是中 重要的 學 一，大 成書於

（ 、戰 ）以 ，內容 、 家 學，故 「

術」，充分 中 的自然 學 。 
中 的 相當於 方的 希 時期， 希

開始時不是一個 一的 實體，而是一 環

的 家的 。 後由 歷 大

展到 中 ，再由 到現 。

希 以知 學者 （Socrates,c.470~c.399 
BC） 分為前 時期(pre-Socratic)和
時期（Socratic）， 後 該 自然 學 主 的

是 。 
  [ii] 
人 的知識與他們的生活習 相關， 希 於 化， 重要的 技

是 和 距，因此 和數學（主要是三角、 何） 發 ， 者都有 ，影響

他們的思考方法。中 於大 化， 活動 較為 小，關 年氣 環。中 的

家 於 ， 家 於 思 ， 為 技，整體上中 者 重 （ 學）、

（自然 學）、 （ 教 學）三家，關於 、科技的知識， 重於形 思維，而不是

具體計 ，這是 、 方 人思想的主要分 。 

學  

希 人關 自然 在 的思考模式大 是： 
y 有一些 體自然 以 些形 在， 體由一些 成，與 的事 關

， 時間 ，發生性 變化， 者 現 置 。 
以下 我們順 時 看看當時一些 表性的思想。 

1. 學 （Milesian school） 

利都（Miletus） 於 的 其 ，面 ，是一個 港 。 
y 利 （Thales, c.624~c.546BC）開 了 利都學 ，是 希 學 的先行者。他

預 了一次日全 ， 發 了 何學的 利 定 。他認為「 是 本原」

（Water is the arche），大 在 中， 於 。 
y Anaximander, c.610~c.540BC）是學 的 二 人，認為 原先是一

片 （chaos）。他 apeiron 的 ， 我們不 這是 本 ，還是 本

作用 ， apeiron 生二元對 面，如 - 、 - 的 性。再由 apeiron 化生成

，聽起來與中 的 學說有點 。 

2. 學 （Pythagorean school） 

（Pythagoras of Samos, c.570~c.495 BC） 生於 利都 的 （現

在 於希 ）。他首先 （cosmos）一 ，認為大 是 形的。不過 的主

要 在於 思維，如 學、 數學（如 定 ）、音 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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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 （Heraclitus of Ephesus, c. 535~c. 475 BC） 生於 其 的以 所，他

有一 ：「人不能 入同一 次，因為無 是 還是人都已經不同了。」 的

本 是變動不安的，不停的活動體現 樣的對 面，而 就是所有對 面的 一

體。因為 能 這 ，故此 是 成 的 本元素，而 一 活動

（logos），可能受到「 數」的影響， logos 的 表現為 一些數 比例 述

的關 。 利 的 以時間 變動， 不停 為前題， 時間 ，人

來的 是一 事 都在三維 間 中變動。 

4. 學 （Eleatics school） 

大利 的伊利 （Elea，現 Velia） 現了 人， 為 利 學 （Eleatics 
school）， （Parmenides,大 生於 c.515）是其中一 。 對 利 的

，認為人 的 知 是 ， 作為整體 在， 為一，不可分 ，也沒有變

化，「 在」是 的， 「 在」是沒有 的。 的說法在 「 主

」，我會用 的 的學說： 線由 大 開始所 的

方形成一個四維 ， 成一 不可分 的「 」。如 說 個表 在 時 生成，

時 ，這 是表 變 的一面。我們也可以 解「 在 」 該 錄在「 」

中 個 置， 「 」中全無 錄  

5.  

y （Empedocles, c.494~c.434 BC）認為 由 （ 和 ）將四

本 （氣、 、 、 ） 不同比例 合而成， 如 主要由 成，能 大

。 這 有 與無 結合， 識 推動無 變化的 點， 他不單

學，也 生 學和 學。他有 的 ，一個人在生時，由氣、 、 、

成， 後身體會 大 的 ， 於 ，體 於 ， 於大氣。 
y 利 Democritus, c. 460~c. 370BC） 不同的 點，他認為一 體都由一

細到 無法看見的 （原子） 成，原子與原子 間 在 間（void / empty 
space），他的原子 對 學說 重要， 當時 不 的學說。 

y （Plato, c. 428~c. 348 BC）受到 利 學 的影響，認為我們見到具體的 是

表 ，每 都不同， 後應該有一 的「 」， 是 實的。元素（element）一

是 首先 的，他也受到「 數」和 logos 的影響，認為 本的 體的形

狀應該是數學上 的 面體： 3 形組成的 4 面體、 8 面體和 20 面體；

4 形組成的 6 面體； 5 形組成的 12 面體。後 這 5 面體為

體。 元素就是一些細少而具有這 何形狀的 體， 們組成 上的一

： 4 形組成的 （ 6 面體）和 3 形組成的 （ 4 面體）、氣（ 8 面體）

及 （ 20 面體）。由 5 形組成的 12 面體 是 用來 上的 體的，這 無

的元素後來 為“以 ”（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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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6. 希 的 學 
希 （Hippocrates, c.460~c.370 BC） 學 《

師 》 希 有 ，如 ，具有 病與

病能 。 元前 ， （Asclepius）的 中 ，據

中 說，病人在 中 一 就會 ， 為 法（incubation）。
自然 、環境 生，

要時 、 法，維 身體的均 狀

學 70 （Ionia）方 了 、疫病、

、 科、 及 科 。這些 書一如中 的《 內經》，作者 然並 一人， 作的

時間也 數個 ， 間常有 。 
希 有關 病的 思想是「體 說」，人體內有四 體 ： （blood），

（phlegm）， （yellow bile），及 （black bile）。四 體平 為 ，

。 有時需要透過放 來減少 體 來 平 。 
書有 題 氣、 與 對 的影響。一個 的 ，

的 ， 充分的 ， 的 將會 且充滿了 。 下 ，體 鬆 ，

不 。 人容 、 、 戰，不 ，容 ； 性 分 ， 不

； 容 及氣 。 面有 ， 面有 ， 、 的 方情 相 。

結實且 ，容 便 ， 是 不 。他們有較 的問題，較少 的問

題。有 且 的 ， 常常有 的問題。 人 經 少 有經 ，生 時會有 ，

是 少見， ， 後通常無法 。 

學  

希 人對 的現 有 不同的看法， 後 （Aristotle，c.384~ c.332 
BC）的學說成為主 。 的著作 ，現 有三分 一，我們可以從《動 學》、

《 》、《 學》、《 》和《形上學》 一 他的思 。上述 由具體到 ，

前 於科學，後面的 於 學。當中《 》是 學的 工具，《 學》（physics）
講「自然生成 」的 學，《形上學》（metaphysics）講「 自然 」的 學，這 過形

而上學不 。 

1. 物學  

收 了 500 生 的 ，解 過其中 ，是一 實 的生 學家。他

重 現 的 異，用「同與不同」的方法 ，將分 法 於 表、解 結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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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活方式、習性、行為、生 方面的異同，有 來。 上有 生 ，《動

學》 於分 學，直接 述所見的異同。 

2.  

的時 ，我們面對的對 不 ，如 不作更原 性的思考，沒有 。《

》首先 定 間的 體是在一個三維 間 中活動， 動有 形式：直線的和

的。直線 動有 上、 下（ 者是離 、 ） 個相 方 。 動 有單一方

。 上的 體不是單 的（由一 元素 成），就是 合的（ 元素 成）。單 體

的 動 可以是單 的，不可以 上 下， 合體的 動 合比例而定。進一

前，我們要借助《 學》介紹的四因說： 
y 因（material cause）— 成 體的  
y 動 因（efficient cause）— 起 動的 能和 動的 性 
y 形式因（formal cause）— 體的結 形式和當前狀  
y 的因（final cause）— 形式和狀 現的原因 

如 我是 的 ，我會這樣推 ： 
y 上的 體有離 性和 性 個對 面，故此 成 的元素不可能是單一的， 據

四元素說，應該有 的 和 及離 的氣和 。四 元素 生輕-重、 - 、 -
其他對 面。 是一個四 實 體，中 是 的 ， 止不動，其

中 點也就是 的中 。 面 的 是比 輕的重元素，

平 面 的 一 輕元素 面就是

的 有 上性， 會 化氣， 到 上，

（ 氣） 面 分 的話 會 下來。 
y 大 以 （ 因） 成，而 有 性（動 因），我們 相 大 是 形的（形

式因），因為如 有一片 鬆脫了，而且不為其他 體 ， 定會 中 置。

據 何學原 ，這 自然活動 後的結 （ 的因）是形成一個 體。如 會

動 （動 因）， 會 受 一 ， 鬆脫的 其他 方，這樣

的形狀（形式因）就會 解， ，故此 應該 止 於 的中 。 
y 離 的直線 動 有 ， 可以有 大，而由 有離 和 性的元素

成的 體也有二 的 變，因此有生成和 。《動 學》說： 的 和

和 上的 ，每年分 一次，因此 上 有生有 ，變化 。 
y 的 有單 的 動，因為 動是無 的，故此 和 體應該由

一 有 於 上的元素 成， 為以 ， 有 動的自然 性，由以 成的事 是

的，而 。 
y 在《 學》 中， 及 動 動與及 動者 動者的關 。一個

體 動， 表有一個 作用在該 體 上，該 於 一個 動者，我們可以一直

到 的推動者，而這個推動者因為本身不是 動者，故此是不動的。「不

動的推動者」是一 動 的 ， 可能是 。 的 是 的，因此 動

， 間的 個 體是 動者，以較 的 度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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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categories） 

希 形而上學的主題是「 」 「 」 用 來思考，故此希 人

分關 的結 和 。《 》認為 可以 大 ，在 學上可以用作

事 在的 個 本面，是重要的分 工具。 
y 實體（this is, substance） — 關 的對 時， 先給 一個 （人、 ），

再透過 以下 9 個 ，到 後我們可以 定 所 的對 是 是一個實體。實

體有 大 ，一 具體的「 」 為「 一實體」，整個「 」 為「 二實體」 
y （quantity, measurement）— 數 ；度 ；有 無 ； 間 ？（ ） 
y 性 （qualification） — 、 色；狀 ；習性（ 色的、有教 的） 
y 關 （relative） — 與同時 在的其他事 的關 （一 、 動） 
y 點（where） — 現的 方（在 ） 
y 時間（when） — 現的時間（ ） 
y 形 （being in a position） — 展現的形 （ ） 
y 所有（having） — 實體 有的 （穿 的） 
y 動（doing） — 動、變化（點 、學 ） 
y 動（being affected） — 動者影響（ 點 、 音 ） 

如一個「人」，如何考慮他是不是實體呢？這個人有 度、重 ，可以 度；人由 、

、氣、 元素 成，有容 、 色 性 ；這個人與 子、 子和 發生了關 ；他現

在（時間）在 中（ 點）， 在 子上（形 ），這個人穿 （所有），然後他 到

前（ 動到新 點） 下 （新形 ）。經過上述一 述，可以 定「人」是實體。 

4. 物理學  

y  一 「 在 」， 對 「 為一」的說法， 在實體

的「 」應該不 一個。 
y  二 「自然 」， 們 不是人工 成的，也不是因為一個 然 會而 現的事

。「自然 」是 些有自然原因，自發 現的實體。在《 》的 上

了 、動 、形式和 的 四因說，作為 的 。 
y  三 「自然 動」， 後面 有 無 、時間、 間、 能、 動者

和 動者的關 。考慮「時間」這個 ， 可以用數 度， 是沒有性 、

點、形 、不 有他 、不 動也不 動，因此「時間」不是實體。「 」這個

本身就 定自 是實體。故此 在《 》認為 沒有時間

和 ，「 」是無法 、沒有 的 題。 

 

大 的時 ， 生在 及 歷 大港的 學

家 · （Claudius Ptolemy, c. 100~c. 170 
AD）著有《 學大成》（Almagest）。 

此， 中 化 的 模型就定形了。 是一

個實 的 體， 一個 樣有 。 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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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氣、 4 。 在 面， 、 、 、

、 、 、 自 行在一 中， 重

就是 。「 」無法 。[iv] 
上所有 體都 動， 是實

如此。為了計 大 體的 ， 「均 」、「本

」的學說。 大 體都以 為 進行 動，

自 加一個 以 整 [v]。後 一直 用這個模

型，直到 15 這 為止。 

學  

1. 中 的  

早 中 的 是《 書 》：「 者有三家，一 ，二

，三 。」 
y 說認為 如 ， 在上面， 如平 ， ， 動 。《 書》：「

如張 ， 方如 」， 是 形的， 是方形的， 認為這 說法來自介紹先

、數學的《 經》，當中有「 方」這 話。不過如 看《 經》

原 ，這也可能是《 書》 取 的解 ： 
：「平 以 ， 以望 ， 以 ， 以知 ，環 以為 ，

合 以為方。方 ， ， 方。方數為 ，以方 。…」 
前 講的是 的技 ，以不同的 進行不同的 度，故「方 ， ，

方。」應該還是講 的問題，而不是 述 的形狀。 體 動 本上都是 動，

是在 上我們主要是以三角 方 事 。 用“ ”，度 用“方”，無

、 化都是如此。 
y 說來自 製 的張 ，認為 如 ， 是 ， 在 。 
y 說來自 ，「 於無 。 於不 。」，日、 、 其間。因

為《 子 遙遊》說：「 ，其 色 ？其 而無所 極 ？」，《知 遊》：「通

下一氣 。」 說：「人 生，氣 也， 為生， 為 。」故此，有人就認

為 子是 說 的始 。 無 大， 面充滿極 細的「氣」，氣 成為

體， 如 。一元 的無 、 間 與希 利 的原子 相 ，

不過中 人 用「氣」 的 ，後面再作 述。 

2. 學 

「自然」一 來自《 經》：「人法 ， 法 ， 法 ， 法自然。」可以說是中

的大一 定 。自然自在自有，發展 一 事 化的法 ， 為「 」。 體 行 「 」，

而大 化 的法 ，間接也 「 」。人 的生 當然也 「 — — 」。整個

中 學體 一 來自大自然而 有、放 四 而 的大 ，《 內經》是

現 具體、完整 述「 人合一」 的 。 
和實 間是 可以互相 化？希 的 學 認為一 事 都由「數」生

成，老子也說過：「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 而 ， 氣以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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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是： 個時間， 個 置， 現的 些 形 、 能、 性，受 作用 影響，在

下一個時間所 現的 置和 形 、 能、 性的改變。中 人用一個「氣」 將時間、

間、 、能 、 能的 進 ，而變化 為「氣化」。 

3. 的  

「 」望上 無 ，一片 ，當中 由氣 而成的 體，從 們的

動 來看，可以分成三組，（1） 和 、（2）日- 、（3） ，《 通 》：「

，日、 、 行何？」 
y 不 ，每 一 ，在 上會見到日和 一次，日 為 ， 現為 ， 生時間的

，一 、一 、一 、一日，都 這個時間 度。對於 人來說，沒有比「日

而作，日入而 」更重要的生活 ，故此「 」是 本的時間單 。 
y 以「 」為 本單 ， 一次“盈 ”是 29.53 ， 一次 「 」是 365.24 。

生「 」和「年」的時間單 。因為 360 可以約化（factorize）為 23×32×5，用 360 來

分 2、3、4、5、6、8、10、12、24 都比較容 ， 比 365.24 365 用。因此定一

個 有 360°，對應於一年的時間；分成 12 ，每 30°，對應於一個 ，無 中 的

數學家都 用 360 來計 「 」的 。 
y 人 了 應用在自然 學的 ，「 （=2×5）」（ 、 、 、 …）

和「 二 （=2×2×3）」（子、 、 、 …）。 二 用來 ， 者是

上的 12 個 分的 置。 （ ）每 11.86 年完成一個 期，用 來

，每年就 現在子、 、 …的 置。中 人書 年 如「 次 未」，「一 」相

當於「一年」，不過有 與 ，「次」講 置， 該年 現在 上的未

。一個人如 活到 60 ，他的一生 中會有 5 次 現在未 ， 配 ，數

60 次 會重 ， 合用（「 未」是配上 的 次未 ）對人 生 期來說一 都

用了，故中 人 60 子 數。 
y 「氣 」一 在 是 個 分開用的，都是時間單 。5 為「一 」（約數），3

為「一氣」（大約 15 ），一年有 24 氣。 日在 點 「 」，在 點 「

」。 點的中間 置， 日 時 「 分」， 時 「 分」。三點 間再分

是「 」、「 」、「 」和「 」。 間 有 氣，對應 二 的 為「中

氣」，其 的 為「節氣」。二 四氣為： 
子              未          

 
小

 
大

    分    
小

滿   
小

 
大

    分    
小

 
大

 
人都 會二 四氣為 法， 為 ，其實 們 是一年 中的 24 個時間，與如

何 定年、 、日無關。後 為將「氣 」二 合為一 ， 表氣 變化。 

4. 數學  

y 於日（ ）和 （ ）的 行，《 》：「 一 一 」，是

面 重要的一環。 互相 應、對 和 約對方；此 ，互相推動對方 化；當

一方發展到 極， 會 化成為對方；整體上互相依 ，不可 一。應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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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事 學說。 
y 《 》選擇了 23×32×5 面的 23 發 ，《 》：「 有 極（20），是生 （21），

生四 （22），四 生 （23）， 定 ， 生大 。」 模型對於

學來說並不完整，主要滿 學 的需要， 子「學 而不 」，用作 學思維，

後 成為中 學家和教 家的主 思想。形而上學的 於《 》：「形而上者

，形而下者 。」《 》的 會 比較 。 
y 23×32×5 中還有 5 這個數 ， 方， 上有 大行 進行 動， 上

有 、 、 、 四個方 ，人 在中間。為了將 一起來， 在 上選擇

，配成一 行學說。 
      

方   中   

      

行學說 重要的是 平 的相生相 ， ，順 次 「比相

生」，一個 一個「間相 （ ）」。後來， 也 性用了 、 、 、 、 來 。

行學說的生 合發展 ，有 學家 我， 他們 ， 的 問

事 上的 ， 的關 與 的 ， 者是 助 的事 、子 的學 問

題。 行學說相對於 學說比較 、形而下。 
y 上面 學說還 了 3 這個數 ，《內經》補充了一 「三 三 」的學說。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少   少    

學  

學說（《 》的 及《內經》的三 三 ）和 行學說 成中 學思想的主體，

一 下變化 。三者 中，三 三 學說 為 ，主要為 家所用，而不 行於日常

生活，下面再介紹 一點《內經》的「 人合一」 。 

1. 內 的 學  

子「通 下一氣 。」與 利都學 的 Anaximander 學說有點相 ， 開時是一

細 的 （氣） 在一起， （chaos）一片。由於 （apeiron）的作用， 分

上 為 ， 下 為 。在 上，氣 成形，氣 形 ， 的 現和

。「氣化」是 氣的 和 ，主要受日、 行影響，其中 主動， 主 。氣

會上 發 ， 會下 內收 ， 為「氣 」， 生的現 「氣 」。

一 ， 生 、 、 、 ，現在 節， 為四時 四氣。四時氣 體現氣 的「

」和 度的「 」。 
y 生 — 氣 上 ， 來和 的 ， 上生 ，動 也 。 
y  — 炎 ， 氣 在上面，動 成 。 
y 收 — 氣 下 ， ， ，人和動 都要收 。 
y  — ， 氣 ，大家都要 方 起來。 

， ，為了識 ，分為 、少。不過四氣還未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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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生三 三 （ 、少 、 、少 、 、 ）的 氣說法，與 Anaximander
的 apeiron 生 - 、 - 的學說相 。 
y 的 將 分 發，氣 上 ， 的氣 ， 為「 」。 
y 期，氣 由 ，過 的 分變成 ， 面， 為「 」。 

2. 的  

中 的人體結 不完全是解 結 ， 也

不是完全 的，這個結 主要是因應 有三

三 和 有 行而 思 來的，用 、

數組合而成。傳 中 中的人體結

、 、四 。 有 、 、 、 、

，內 有一個 ， 和 中間有 。

形體由 、 、 、 起來， 間滿 經

，合 體。 體 內有一個大 ， 為三

，內 。 ：（ ） 、 、（ ）肺、

配對應四時、四方， 為中 。 、小 、

大 、 、 與 配對，加上三 合

。 內 和身體前面 ， 和身

體 面 ， 三 三 經 通 氣， 三

三 經 通 氣， 二經內通 氣。

人體 對 ， 有三 三 經， 應 ，

應 ， 成三個如 樣的線 ，合

為「 二 經」， 經 有 ， 還有

「 經 」。每 的 ，人體的氣

也會 ，因此用 可以影響氣

行， 病。 

[vi] 

3. 的  

氣 配合四時氣 ， 氣主 ，肺氣主 ， 為中 。要了解中 能就要

四時 氣、氣 ， 、 、 、肺、 實體 的重要性不如 實體化了的「

」、「 」、「 」、「肺 」和「 」 氣 作組 。 
 

三 三 經應  

三 三 經應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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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河谷的自然哲學之旅 (P. 51)

1. 五臟六腑運行氣、血、津液的功能 

臟腑氣機配合四時氣象，肝氣主升，肺氣主降，脾為中軸。要了解中醫臟腑功能就要明

白四時六氣、氣機升降散斂，肝、心、脾、肺、腎等實體器官的重要性不如被實體化了

的「肝木」、「心火」、「脾土」、「肺金」和「腎水」等氣機運作組件。

y ｛肝-心-肺-腎｝構成四時氣象的｛升-浮-降-沉｝整體氣機升降出入循環系統，而脾

為中土，旋轉中軸，加強氣機循環。

肝木 

心火 肺金 

腎水 

脾土 血 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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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肺- 」 成四時氣 的「 - - - 」整體氣 入 環 ，而 為中

， 中 ，加 氣 環。 
y 「肺– – 」三 成 環 ，肺 ， 化 ， 與 主 氣化及

排 。肺 ， ， 主 。 
y 「 – – 」三 成 環 ， 收 ， ， ， ，

， 主 。 

4. 中  

常氣 ： 、 、 、 、 、 ，如 過 者是不 會 病， 為 。中

病， 要 ，內要 。 港 現 次疫 ，都由冠狀病毒 起。SARS-CoV 病毒

人體，以 發 者 為主，是為 ， 以 解毒的 來 。 氣 ，因

此要小 者體內的 。COVID-19 病毒 人體，病人主要 身體 重、 。

中 形容為如 ，是為 ， 以 化 的 來 。 氣 ，故 ，

有 ，內要 利 化 以 。中 學並不關 冠狀病毒，而以 氣 「取 比 」

（association）， 、經絡而施 。 

5. 學  

《內經》有 講解一個 氣預 「 氣學說」。 《 》的模

型比較簡 ，到 的模型比較完 ，《內經》前面 氣說的 比較 ，《 》 氣

說的 比較細 ，故此 人 是後人加 入 的。 
如 我們將一年平分 ，順 為 、 、 、 、 ， 將一年平分 ，順

為 、 、 、 、 、 氣。 的「 氣」如何 ？ 日子是「 」，

當然容 到 病，中了冠狀病毒都應該是 SARS-CoV ，而不是 COVID-19 肺炎。

是這 「 氣」年年如此，沒有變化，於是有人想到 「均 」、「本 」的做法，

「主」、「 」 氣。每年 定的 氣 「主 」、「主氣」， 加一個「 」和

「 氣」，做法是每年 在以下 3 組 自取一個：「 過、不及」、「 、 、 、 、 」、

「 、 、 、 、 、 」，結 「 氣」是 60 年一個大 環，年內每 個 就一變。

看來，「 氣」 定不是一個 的 氣預 模型，不過 氣與 病毒的 行有

沒有關 呢？我們可 跟據 年的「 氣」 定大家應該接 疫 呢？也是一

個有 的問題。 

 

無 在中 ，還是在希 ，大家見到的都是同一 景 ， 於當 技術，大家都

想 生不同的結 ， 、 方也有 。經過 年發展 後，主 思想 一

了 的 ，而 的 異 大。中 一開始就 生了一 行學說， 定了

分 法，大家 用相同的 行術 ，不過實 每個人對術 的 解都不同。希 人著重

推 ，對每一個 都從 大 實體。 大 化在以個人生 為主的時 不相

，過了 年。思想 所以成為主 不一定因為 「 」，而是因為 較為完整、 、

容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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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年前 生現 科學， 然 工具、 模型和結 不同，現 科學與

學在推 方法上是一貫的。 一方面， - 行學說的分 法 ，每人都 自

表面上相同的術 ，實 上 異，進入工 化 體生 時 就 現 的 。

的學者將中 學分為中 、中 經驗和中 學，利用中 經驗（ 病，用 ），

再化驗 ，進行現 分 ，這就是「中 現 化」。 想改變 — 行學說 無從

入 ，所以有人 行學說是一 「 極 」，不容 改。 
歷來在認識 方面有 個極 的說法： 

y —知識 於對「實體」的 ， 於這一 ，當中的「 」

完全 定人 思想有 作自由，對於歷 上 現過 想法，認為 可能有一 是

對的（一元化），中 在 化大 時期 於這一 。 
y —知識本來就 在人 內， 人內 發 來， 於這一 ；

者「實體」其實也是 的，如 的「 數」 ， 能透過思想 認

識。 
知是知識的 ，我認為人要 從未接 過的事 其實 ，因為我們需要

些形 助思考。 是大家見到同樣的事 ， 來的學說 異， 不

止於「 」。 人 的 技術不 進 ，需要不 重新 ，何 「 」？何 「

」？不可 下定 。 

 

[i]  和 的 片來自互 網 
[ii]  來自互 網 
[iii]  體來自互 網 
[iv]  來自互 網 
[v]  來自互 網 
[vi]  片來自互 網，其他線 及 由 者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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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set-up for demonstrating flame test 
 

Ming Long CHUNG 
STFA Leung Kau Kui College 

Contact Email: siriusblox@yahoo.com.hk 
 

 Flame test is often an interesting topic to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characteristic flame colour 
given by copper(II) compounds looks attractive. In contrast, the characteristic flame colour given 
by calcium compounds and potassium compounds is not distinctive enough. In many cases, 
students are not convinced of the flame colour given by calcium compounds and potassium 
compounds. 
 
 The main problem of demonstrating flame test is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flame colour given by 
hot nichrome wire. At high temperature, the nichrome wire glows and give an intense golden 
yellow flame (Figure 1 and 2). This flame colour often masks the brick red flame given by calcium 
compound and lilac flame given by the potassium compounds.  
 

 
Figure 1 

 
Figure 2 

Flame colour given by hot, glowing platinum wire (Figure 1) and nichrome wire (Figure 2) 
 
 Although the procedures of conducting flame test are worth mentioning, teachers may 
consider the following alternative set-up for better observation of flame colour. Wooden splints are 
soaked with concentrated chloride solution overnight (Figure 3). Flame test can be conducted by 
heating these wooden splints with a strong Bunsen flame (Figure 4). 

  
Figure 3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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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wooden splint has soaked large amount of water in the solution, the wooden splint will 
not catch fire immediately. In fact, it can be heated for at least 10 seconds without catching fire. 
The heat given by the Bunsen Flame can vaporize the solution soaked and give the characteristic 
flame colour. The alternative set-up eliminates the interference by glowing metal wires, the brick 
red flame produced by calcium compounds and the lilac flame produced by potassium compounds 
are more observable. 
 

(a)   (b)  

(c)  (d)  
Figure 5. Flame colour produced given by (a) Na+ (b) Ca2+ (c) Cu2+ and (d) K+

 

containing samples. Note that the flame colour displayed here is not accurate enough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camera and printing of this article. 

 
 It is advisable to use thin wooden splint with strong water soaking power for the above 
demonstration. Also, there will be still limited burning of the wooden splint in the demonstration. 
Regular replacement of the wooden splint is essential. 
 
 Editorial remarks: Extend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in the YouTube ‘Wood Splints Flame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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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mistakes in Chemistry made by DSE students 
 

Wing Keung POON 
Queen’s College, Hong Kong 

Contact email: pwk2016@gmail.com 
 

 The Chemistry syllabus of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DSE) has been 
criticized as, comparing to the 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S.3-S.5) and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S.6-S.7) syllabi, too lengthy. My experience was that the number of experiments 
assigned for students are greatly reduced for compensating the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One of the 
key consequences is that students are unable to properly grasp some chemistry concepts 
persistently. The purpose of this short article is to list 12 common chemistry misconceptions found 
among students in the author’s classroom practices. 
 
 Misconception Correct Concept 
1 To distinguish carbon dioxide and 

sulphur dioxide with lime  
water, students tended to conclude 
that only carbon dioxide turned 
colourless lime water milky. 

Sulphur dioxide also turns lime water milky 
because of formation of insoluble white calcium 
sulphite. Teachers could show to students that 
when both gases were passed into acidified 
potassium dichromate solution, only sulphur 
dioxide turns orange dichromate green. 

2 Students were likely to consider 
when red hot iron reacted with steam, 
iron (II) oxide or iron (III) oxide and 
hydrogen gas were given out. 

A black, magnetic oxide of iron called triiron 
tetroxide (Iron (II, III) oxide (Fe3O4)) is formed. 
The reaction is 
3Fe(s) + 4H2O(g) ⇌  
Fe3O4 (s) + 4H2(g) 
Whereas, this is the first reversible reaction which 
students come across in the DSE Chemistry 
syllabus. 

3 Studernts considered iron (II) 
chloride or iron (III) chloride was 
only formed when 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was added to 
Fe3O4. 

The reaction is 
Fe3O4(s) + 8HCl(dil) ´ 
FeCl2(aq) + 2FeCl3(aq) + 4H2O(l) 
Fe3O4(s) is a mixed oxide and may be regarded as 
FeO Fe2O3. Hence, both FeCl2 and FeCl3 are 
produced. 

4 Students believed that oxygen gas 
was collected by downward delivery 

Nitrogen, oxygen, ethene and carbon monoxide 
are nearly as dense as air (density : 1.295 g/dm3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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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ward displacement of air) or 
nitrogen by upward delivery. 

s.t.p.). These gasese should be collected over 
water, instead of by displace of air. 

5 Students were found incorrectly 
writing the equation: 
2Fe(s) + 6HCl(dil) ´ 
2FeCl3(aq) + 3H2(g) 

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is non-oxidizing as 
compared with nitric acid. Iron reacts with 
hydrochloric acid to give iron (II) chloride only. 
Iron (III) chloride can be prepared by allowing 
red hot iron to react with dry chlorine gas. 

6 Students might incorrectly write 
Cu(s) + 2HCl(dil) ´  
CuCl2(aq) + H2(g) 

Copper, silver and gold are unreactive metals, 
which cannot react with dilute acids to give 
hydrogen. No reactions occur. 

7 Students may view covalent 
substances are formed from non-
metallic atoms, which would never 
consist of metallic elements. 

Many substances containing metallic elements are 
mainly covalent, such as Titanium (IV) 
chloride(TiCl4), tetracarbonylnickel (Ni(CO)4) 
and aluminum chloride (AlCl3). Titanium (IV) 
chloride and tetracarbonylnickel are liquid at 
room temperature. 

8 It was found that some students 
deduced the basicity of acids from 
the chemical formula. It is easy to 
draw incorrect conclusion for H3BO3, 
H3PO2 and H3PO3. 

Their basicities are as follows: 
H3BO3 – 1 
H3PO2 – 1  
H3PO3 – 2 

9 Students might consider to prepare a 
crystal by direct heating the hydrates. 

Water of crystallization of hydrates is easily lost 
on direct heating. Hydrates should be dried 
between two pieces of filter paper or placed in a 
desiccator with suitable drying agent. 

10 Students might incorrectly conclude 
that the solution at the end point of 
neutralization between an acid and an 
alkali MUST be neutral or pH value 
is 7. 

The pH value of a salt depends on whether it can 
undergo hydrolysis in water or not. On one hand, 
if the salt formed is from a strong acid and a weak 
base, its solution will be acidic on hydrolysis.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salt formed is from a weak 
acid and a strong base, its solution is alkaline on 
hydrolysis. Only the solution formed from a 
strong acid and a strong base is neutral. 

11 Students might wrongly think that 
whenever an element is formed from 
a compound, there must be a change 
of oxidation number in this element.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change of oxidation number of every 
atom in this reaction. The oxidation states of 
sulphur atom in thiosulphate ion is shown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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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S2O3 + 2HCl ´ 
2NaCl + H2O + SO2 + S 

 
Hence, one sulphur atom is converted into sulphur 
dioxide and the other is liberated as sulphur. 

12 Students might improperly write the 
half ionic equation at anode in the 
electrolysis of dilute sulphuric acid. 
4OH- ´ 2H2O + O2 + 4e- 

Extra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medium of 
electrolyte. The concentration of is OH- ion is 
very low in an acidic solution. Hence the correct 
equation at the anode is 
2H2O ´ 4H+ + O2 +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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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以此教 參加「 港 少年科技 新大 2019-2020」，並 發「 STEM

教師」 異 ，可見教 的成 及可 老師作設計教 時參考 用。 

 
 

< STEM >教學  
 
 

香港科學 學 香港數 科技學  
聯絡電郵：tkdickson@gmail.com 

 

1.  

推動 港 STEM 化 

推 港式 ，不單 是 嘗色 的 ，而是為學生及 人

來 點 STEM 知識和 一些 STEM 。事實上，一 港式

的 後，充滿著人情 的故事，以及有著我們 港的 化及

港人的 。每一 港式 的 後，每個 師 都有自 的

方，先不 技 和 法、時間及 的 、每 的比例及 配

， 以 的 全然不同。活用 、中、 的性 及 色，

合 有的 ， 自 的 就是這樣 生了。 
 
大家生活在 港，在 港接受傳 的教學的大

家，大 分的學習停 在知識 面上。如何有 把學

習實踐 來呢？本教 以 STEM 作為 ，為學生

一個 對性及方 性的學習 ， 他們可一 一

港式 知識和技 後，通過一 的活

動 戰把港式 實踐 來， 會， 分享

化， 後把學習成 現、 及 。現在，

實行一 ，一 港式 的 STEM 知識，然

後一起把 實踐 來 ! 
 

2. 數 

學校人數：約 1000 人 
人 ：約 1000 人 

網上分享平台 看人次： 2020.5.15，點 約 12 人（如下 ）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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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內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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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實踐 級 5 大實踐活動及 Youtube 教學 Qr-Code 

A.簡單入  B.技  C.動 戰 

實踐 1  

 

實踐 3 變身  

 

實踐 5 港式 STEM  

 

學生  

 
老師  

實踐 2 學 度 

 

實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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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的 科技 中 的問  

z 實踐 1：  
進行年度 
2018-2019 

新點及重點 色 ， 不少大、小 作為 一。原來

要 的化學成 ， 就可以加入 ，製作 色

的 ! 
 
動 做，做中學 QR CODE： 
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Ci4x5xolU&list=PL_adq

On1mP2DqSpPciO8tWy9v_wuBtbZt&index=2&t=0s 
z 從 中取 來， 可 用。 
STEM 戰： 
z 把 放 不同的 置， 其 形成的形 有

不同。 
z 用全 脫 ， 用 、 及 重

以上實驗， 其色 形成的形 及 有 不同。 
z 可 用 生 重 以上實驗。 

及的科學知識及技能 色素有 大 ，一是 然色素，二是人工合成色素。 有

著色 的 色，因為 利用不同的人工合成色素作著色，

故此當 把 沒 後，其人工合成色素便由

度的 表面 度的 中 ， 後由於

內的一 的 ，所以當 把 放入

後 來， 就可以把這 色 起來 ! 人工合成色

素是通過化學實驗製作 來的，大 分人工合成的化學 都

沒有 ，故此都應該減少 用 !  

可能 現的問題 

及 

解 預  

z 人工合成色素不可進 過  

z 加 及 用 時要加以小  

活

動 

時間 1 小時 
點 實驗 及學校操  / 家中 

參加者及人數 約 1500 讀者、 、中小學生、家 及本校學生 
教  

(如 、數據、 ) 

、 、 子、大 子、細 子、電子 、 子、

 
 

及方式 

 

活動  

9 讀者自動 製作及完成。 

9 讀者完成科學 及 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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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 

1. 把 放置在 子上，然後 色分 。（ 1 及 2） 
2. 如 把 在 。（ 3） 
3. 把少 的 放入細 子 ，加入 後利用 子 ， 。

（ 4 及 5） 
4. 用 子把 後的 在 中 置，直 其 沒每

， 。（ 6 及 7） 
5. 把 放入 少 2 小時，完成 （ 8 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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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2： 學 度 
進行年度 
2018-2019 

新點及重點 元 ， 方的中 人會於 分節日中 。 上

一 的 ， 家人 ， 來的 ，這

是 分有 思的。 ，內 更有不同的 加入，

無比。 要 技 呢？原來就是 度，因此現

在大家一起動 做，做中學 ! 
 
動 做，做中學 QR CODE： 
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b-

KBYtSCE&list=PL_adqOn1mP2DqSpPciO8tWy9v_wuBtbZt
&index=3 

z 加入 後 可 用 ! 
 
STEM 戰： 
z 製作不同大小的 小 ， 及比較其小 由

上 面的時間。 
z 加入不同的 在 小 ，製作不同 的 ! 

及的科學知識及技能 於 ，在 的 度( 度= /體積， 的 度約     
1 g/cm3)是 於 ；如 其 度 於 ， ， 然。

故此，未 熟 的 度 於 ，所以 就會先 於 ，

通過 加 熟後， 便會 起來，導 的體積 大後

其 度改變而 於 ， 後 就是 在 面上， 推

已 熟透 ! 

可能 現的問題 

及 

解 預  

z 加 及 用 時要加以小  

活

動 

時間 1 小時 
點 實驗 及學校操  / 家中 

參加者及人數 約 1500 讀者、 、中小學生、家 及本校學生 
教  

(如 、數據、 ) 

200g、 、電子 、 子、 、  、
 、 子 

及方式 

 

活動  

9 讀者自動 製作及完成。 

9 讀者完成科學 及 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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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 

1. 利用電子 ，把約 200g 放進 子 。（ 1）  
2. 利用電子 ，把約 100g 的 加入在 子 ，利用 。（ 2） 
3. 利用電子 ，把 子再放在電子 上。 後把約 70g 的 加入在 子 ，用

所有 。（ 3 及 4） 
4. 用 從 中取 少 及製作其小 。（ 5 及 6） 
5. 把大 加入 ，利用 把 加 。把 小 放 的

中。（ 7 及 8） 
6. 小 由 上 面，利用 把 們 起，完成 （ 9 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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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實踐 3： 變身  
進行年度 
2018-2019 

新點及重點 日炎炎， 一 的 透 ，同時 活性

，可以維 以維 。自製 分簡單，在 定的

度下，我們用 少的 加上 ，便會形成 的 ，

就是這樣簡單 ! 
 
動 做，做中學 QR CO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hXMUwuxtI&index=6&list=
PL_adqOn1mP2DqSpPciO8tWy9v_wuBtbZt&t=0s 
 
STEM 戰： 
z 想嘗試 用脫 及 ，比較製作後的 形 有

沒有不同。 
z 嘗試把不同的 度， 一 度不 當活性 製作

。 
及的科學知識及技能 中 有活性 ，我們將 加入 後，在

度下， 會將 中的 為 ，故此 上 有一點

。當 開始 生 後，因為 把 的 下 ，

其內 的 變性， 其結 有所改變， 後 後就

成了 。 
可能 現的問題 

及 

解 預  

z 加 及 用 時要加以小  

活

動 

時間 1 小時 
點 實驗 及學校操  / 家中 

參加者及人數 約 1500 讀者、 、中小學生、家 及本校學生 
教  

(如 、數據、 ) 

、 、 、電 、 度計、細全 、

原 、 、 子、  
及方式 

 

活動  

9 讀者自動 製作及完成。 

9 讀者完成科學 及 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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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 
1. 把 入 內，並 （ 1） 
2. 把小 放入 內 毒， 10 分鐘後用 子 起，把 放在一 ，直 透

（ 2） 
3. 把一 細全 入 內，利用 度計及小 40 度，然後關 （ 3 及

4） 
4. 利用 將一 的 放入 ，然後 入 的 （ 5 及 6） 
5. 把 ，並 動 ，以 合 和 （ 7） 
6. 把小 入 ，然後加入 ，並 40 度（ 8） 
7. 將 放入 ， 沒整個 ，然後把 上（ 9 及

10） 
8. 將 放在 環境約 8 小時， 的 便會成為 ，完成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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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4：  
進行年度 
2018-2019 

新點及重點 日炎炎，一 透 的 常重要。要設計一 色

的 ，就要先 及 的科學性 。故此，現在就教

製作一 ! 
 
動 做，做中學 QR CODE： 
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H1nuG1Ihk&index=4

&list=PL_adqOn1mP2DqSpPciO8tWy9v_wuBtbZt 
z 用 把在 的 ， 可 用!  
STEM 戰： 
z 用 試 的 ，推 性，還是

性。 
z 用 性的性 ，設計新 。 

及的科學知識及技能 當 用 時， 然的 色素便會從 放

來， 後更 整 中，形成 色。當 接 性的 體

時， 會由 色 化為 色；而接 性的 體後， 會由

色 化為 色。為 這 會 現不同的 色呢？因為 色

的 現會 及不同 色的組合及 ，pH 1 為 ，pH
14 為 ，pH 7 為中性，不同的 體有著不同的 pH

，加上冰可減 其色素 的 ，故此此 就可

形成這分 色 從 角度看，因為 有 素的數

比一 於 10 ，而 素會 進 小 ，

所以在此 議 、 經期的 、 接受 術及需 用

的人 經常 用。 上述情 ，當 想設計一

新 時， 其 的成  
可能 現的問題 

及 

解 預  

z 加 及 用 時要加以小  

活

動 

時間 1 小時 
點 實驗 及學校操  / 家中 

參加者及人數 約 1500 讀者、 、中小學生、家 及本校學生 
教  

(如 、數據、 ) 

、 、 、 、 、有氣 、 冰

、 、 、 子、 子     
及方式 

 

活動  

9 讀者自動 製作及完成。 

9 讀者完成科學 及 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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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 

1. 把 放入 ，加入 後用 子 ， 。（ 1及 2） 
2. 用 把 開一 ，用 ，並用 收 ，，然後加入少 。

（ 3及 4） 
3. 利用 過 在 。（ 5） 
4. 把少 冰 加入 ，然後 加入有氣 。（ 6及 7） 
5. 利用 過 在 ，完成 （ 8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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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5：港式 STEM  
進行年度 
2018-2019 

新點及重點 港式 的 後，每個 師 都有自 的 方，先不

技 和 法，時間及 的 ，每 的比例及 配

以 的 全然不同。活用 中 的性 及 色，

合 有的 ， 自 的 就是這樣 生了。 
動 做，做中學 QR CODE： 
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MdXWcUBIY&list=PL

_adqOn1mP2D7s5qs4wrEMB90kAPAk6gq&index=3&t=1s 
STEM 戰： 
z 嘗試 、中、 用的重 比

例， 色及 如何配合。 
z 嘗試不同 ，開發同不同

的港式  
z 配合實踐 2： 學 度，製作 港式

 
 
z 配合實踐 3： 變身 ，製作港式

 
 

z 活動： 製作 工 活動 

及的科學知識及技能 後見表 

可能 現的問題 

及 

解 預  

z 加 及 用 時要加以小  
z 用電 加 時要小  

活

動 

時間 1 小時 
點 實驗 及學校操  / 家中 

參加者及人數 約 1500 讀者、 、中小學生、家 及本校學生 
教  

(如 、數據、 ) 

、中 、 、 、電子 、 、電 、計時 、

、 淡 、 、 、 子                               
及方式 

 

活動  

9 讀者自動 製作及完成。 
9 讀者完成科學 及 戰 分。 

 

 

64



製作 ： 

1.  
z 將 100°C 時，然後把 當比例的中、 、 ( 重 為 110 )加入

，再 約 8 分鐘， 其 ，把 過來及 上 上。 

  
2.  
z 約 分鐘後，將加 裝置關 。 

 
3.  
z 把 上，把 的 以 的方式 進 內，然後再把

上，再把 的 以 的方式 進 內。以上 重 1 次。 

 
4.  
z 把 內的 再次加 8 分鐘，然後把將加 裝置關 。 

 

5.  
z 利用 體積的淡 加入在 內，把淡 加進在 子內。 起 上的 ，把

從 內 進 子 ，利用 淡 及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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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原  
科學： 

的過程 

 

z 一 ： 把 的 素 ， 會導 沒有 氣。 

z 二 ： 據化學 應 ， 度 ， 子 ，導

與 生的化學 應 ，這有助 在 中 更

與 。 

z 三 ：把大氣中的 氣加進 中。 據 ，當 以

入 中， 的 分子會與 分子 生 的 ，

把 中的 素與 氣結合， 生有 的 。 

z 四 ：維 度， 進化學 應完成。 據 利定 ，因為 氣

從 離開， 氣在 的 下會再 於 中， 更

氣與更 素 生化學 應， 生更 有 的 。 

z ： 分子與 的 分子及 分子 合， 及

更平均。 

科技： 

過程錄製 

z 學習者可 思其技 及 事 ， 過程更為順利

及容 成 。 

工程： 

及 具 

的 用 

 

 

z 用的體積 少影響 及  

z 淡 是 經 製成的 製 ， 的 比 少一  

z 比較同一 的 ，淡 是 較  

z 是 入 的 ， 度比 ，同時 的

大約 有 的四分 一。 

 

z 網 度  

z 導 ， 時 時間 素 

電  

z 電 全面式發 ， 平均受 。 的傳導，有 生

的對 ， 的 完全 及可 的 度一  

數學： 

用比例 

 

z 分為 、中、 ，行內 為老、中、  
z 中、 、 度分 是 1-2mm、約 2-3mm 及少於 1mm 
z 主要是 的  
z 主要是 的 色 
z 中 主要是平 和  
z 中、 、 在 110 中的比例 少 及 色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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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的  

有一 如下： 子，就是重 做同樣的事情還期 會 現不同的結 。

我相 作為一個學生都想學習更 ， 見學生不是不 ，而是他們著 點 放在 有的

學習習 ， 他們有如何的 、 及不放 ，他們 的 會同一思考，同一結

要面對未來 科技進 及 對學科 的要 ，學與教 變化， 教學 。 

成 需要 ， 、 及 不放 用在 的方法上， 後 是 無 。

在這個 學習已經與上一年 不同了，故此，給 學生一個有方 性的學習 是 常

重要， 學生 看見 的 後，給 時 有 的方法嘗試及學習。教師的教學方式

於 變，要在 傳 學習的 及沒有 何 的情 下，用 STEM 及 大學

生的學習 ， 不同學生 到了充分的 解後，而教 後 是一個行動。 
著 科技的進 ，知識已有 發性的 。在疫情學校停課期間，通過利用網上

平台放教學影片， 平台已 開給 不同學校的學生及教師作參考 用， 他們 一時間

到 新學習 STEM 的 。故此，在現在 停課不停教 的疫情停課時間，STEM 教學

上 可 入 科技， 學與教的時間，示 給未來下一 如何通過 科技改 及解

這個傳 教學的問題 一個新的 現是 取 有的 是依賴學習者對新

的相對 。 

要 學生自主學習 STEM， 學生 學習的重要性及可行性。面對 STEM 教學不

的情 下，現在網上平台方便， 要學生有 裝置及電 ， 接上網後，學生們就可以

上 取 ， 分方便及有 。因此，先把 STEM 課堂教學放到網上平 教學，學生可在

沒有 方及時間 學習 STEM 知識， 他們可自主 安排學習時間，重點及方 性

學習 STEM 要點， 學習時間及短時間 STEM 能 。學生 可 自 學習的能

及需 無 次 看，加以 及 所學， 進 學習者 樣性。日後 學生

了自學的習 後， 這學習模式會比傳 教學更 。 
後，網上平台一個 費的學習平台， 對性教學的影片是 開 給及 助想學習

沒有 的同學作學習的參考，這無 是一個推動 STEM 教 的有 推 平台 STEM
STEAM 教 有助學生把知識 整及應用， 學習 STEM 的氛 有助學生 學習 ，

要學生可 其 自主 發展， 能 動經 )。因此，STEM 教 著重一

的 性教授及推 ，同時著重分享氛 的 及進行老師的 工作教授學生 STEM，

後還配合 中更新科學科課程及 學校課程 更新 、 化、 推動 STEM
教 的 和 ， 化科學、科技及數學教 ， 學生 對 STEM 的 及有 及

的 發展 STEM 港 ，這 是此教 的設計 的。 
年來一 的 STEM 教學活動順利完成，並結

成書，現已在 港 共 書 可 費借閱。 後，

希望通過 年來的 STEM 教 及活動、 開展示及分

享，能 大家體會 STEM 教 的 及把 STEM
教 傳下 ，給 的 STEM 方 實踐， 學生

及 其 STEM 教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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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M 學 教  
 
 

聯絡電郵：timmysfxc@gmail.com 
 

科技

香港 科技教育 學

技 香港學 STEM STEM
聯 電 科技

學 學 學 科

香港聯 科技教育平 學

iGEM 香港 科技教育  

學  

香港科學教育 學科 學 科學

學 學

學 科學 學 與科學 學

學科 教學 學

科學 科 學 學 科

 

香港 科技 iGEM 大

科技  

STEM  

iGEM STEM 學 與一 科學 大

一學科

學 學

學 iGEM
一 STEM 學  

學 教 

科 科技

學 與 iGEM 一系 技

DNA 技 電 學

科  

學 與 iGEM 學 學

小 一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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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技 科 學 科學

  

學  

科技 技 學科 資 技

資 聯

與學 資 Hong Kong Amgen Biotech 
Experience (ABE) 香港 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聯 科技教育平 資 香港

科技 iGEM 學 與

一系 High School iGEM @ HK HKHS iGEM 
一 一 香港科技大學 iGEM 科技 與 iGEM 學

一 學 平   

香港 學  

2016 香港 iGEM 學

2019 學 聯 HK_JSS
HK_GTC HK_LFC_PC iGEM 香港

學 香港 學 科技教育

香港 學 科學  

學 學 科

資 科技教育 聯

iGEM 一 一 iGEM
學 資  

與 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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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 學教  
 
 

教 學 
聯絡電郵：chemsir@gmail.com 

 
2020 年 8  4 日， 首都 港 發生 ， 及整個 。

將當 定為 家 日，全  3 。 後約一 期， 人數已

過 200 人，受 者約 6000 人， 然有人下 不 。 ，以 應 要

變 的 。 
相 有 看過新 片 網絡影片的人 ，都會 容 在 再次 現 當日 的情

景。是次 相當 大， 上 ，並 一度 現一大片 色的 。經歷

後，事發現 滿 ， 上 者 ， 四 。 
新 ， 內 放了 2750  (ammonium nitrate)， 在進行 工

程時發生 。 在 Twitter 發 說，將 2750 放在港 一個  6 
年而沒有做 安全 施，做法 人不能接受。 

事 人 到相當無 及 。作為化學科老師，我希望 此事 更 人知

的 和當中 及的化學知識。於是，我在《新 教 +》的化學 內 了一

《 首都 大 》。 已於 2020 年 8  5 日 於《新 教 +》網

。 
 

 

 結： 
https://bit.ly/3gyrqcy 
 

二維 ： 

 

於《新 教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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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內 及有關 受 的化學 應，已不 在於現 的 考試化學科課程

內。如 是一 老師，不 ，並 的學生推 一下， 他們可以學習更 。 
時 日，網上的通 常方便，因此 了發表以上 ，我也就是次 事 先後

在 4 日間於我的網上 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及 Twitter 先後發 了 3 個 ，

與 的網 互動 通及 是次 事 和當中 及的化學知識。 

 

8  5 日，我發 以下 ： 

 
8  5 日 Instagram  

 
發 後， 發 個網 ，充分 網 對事 的 關 。

分網 更 問 的原因， 後也 現其他網 加入 ，網 的化學知識 不

色，有關平台 然變成了學術 的 。 

學  

8  6 日，我再發 過一個 ， 網 為 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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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日 Instagram  

 
在 中，我 加入少 化學知識，展示 在有 的 間 分解時，可能會發

生以下具 性的化學 應： 
2 NH4NO3  2 N2 + O2 + 4 H2O 

由於化學 應期間在有 的 間 生大 氣體， 發氣 劇 加，而 成 。 
此 個網 ，也有網 展開 ，關 的 方

法。 

 

到了 8  8 日，我再發 過一個 ，為了 試一下網 能 透過新 內容和我 前

的 中學習化學，我 設計了一 選擇題，考 網 是 知 的化學式。 
該問題如下： 
What is the chemical formula of ammonium nitrate? 
A. NH3NO2 
B. NH3NO3 
C. NH4NO2 
D. NH4NO3 

知 問題的 ？ 是 D。 
結 ，網 的 應比我預期中更加 ， 平時沒有 的，也有來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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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嘗試 有關問題。 
此 ，為了 加 的互動性和更有 錄網 的互動數據，我更在 Instagram 發 了

一個為時 24 小時的 時動 。該 時動 如下： 
 

 
8  8 日 Instagram 時動  

 
在此想分享一下 用 Instagram 時動 的經驗，其 能 是相當不 的。 不 可以

輕鬆展示網 的互動數據，如用家在 時動 設定了 選擇題，網 所選擇的 及相關

的一些 計數據也能一一展示 來。上述 時動 的互動數據如下： 
 

74 網上 學教



 

8  8 日 Instagram 時動 互動數據  
 

從 可見，是次 時動 共有 312 網 經 看，當中 作 分享

的互動次數共 10 次。 
於網 在 應 選擇題所選取的 的 計數據，可參考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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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日 Instagram 時動 網 選取 計數據  

 
從以上數據可見，網 能選取 ， 前的 內容 及的化學知識也有

所 助 。 
如再 用以上數據進行計 ，就可發現原來在 312 經 看此 時動 的網 當

中，原來一共有 147 網 經參與選取 的動作，其 分 為 47.1%， 大約每 個

人當中就有一人有動 並 實 問題， 可 相當 。 於網 在是次 選擇題

的 對 為 66.7%，也 是不過不 。 

學  

相 人會 ， 少年人 著 用 應用程式的， 然是用作

學術的用 。從上述數據 示，這個 是大 了。原來當網 在 用 應用程式

期間，如 然 到一些學術的 時動 ，原來有不少人是會「停下來， 一 」

的。 然每一 網 的參與程度未 一樣， 上述數據 少 了原來有接 數的網 是

不會將學術的 時動 作「無 」而將 自動 過。 
積了 次發 及 時動 的經驗後，我發現 用 應用程式來 學術話

題及設定互動問 題的 實相當不 。如 是一 老師，我 試一試， 體驗

一下當中的 和教學 。 
從網 的 看，網上平台給人的 是 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因此，網 在

用 應用程式來 學術的話題時，都不會有 大的 ，情 就 見 一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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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此 。同情 ，一 網 在 以上 選擇題時，相 也不會 面對校內的 驗考

試 有著 大的 。就 問題 如何呢？也不用介 ， 就 是一 簡單遊戲而

已 且，在「 」參與過後，也能 著有關 習及 化學知識，何 而不為

呢 於個 比較認 和 完 的網 ，相 他們會 思熟慮， 後 作 呢  
到教 現 ，我所 受到的就更 實了。我 年發現學生 在課堂期間都 少透

過 發問問題 表 自 見，例如 問題 。 是， 要 到網上平台，例如 Instagram
WhatsApp ，他們相對會更 透過 表 自 見。這 有 的行為模式，我相 也

是有 可 的。現 的 少年人自小已 ，較少具有 的 在 面前 問

題 表 見，因為他們都 問題 講 的 見時所 來的 呢。 如

這些都在網上「 」進行了，就 了 些 呢  
用 Instagram 時動 設定 選擇題的 實在不少， 了用家可輕鬆 網 所

選擇的 及相關的一些 計數據 ，從網 的角度看， 網 問題，應用程式會

時 示 ， ，這對網 和重整知識來說相當有 。此 ，用

家可從網 的互動數據 了解網 選取 的分 ，對網 問題的情 對 網

有沒有 方面，也一一能輕鬆 來。作為學科老師，也可充分 用這些數據，

就著學生的一些 常 方面，給 學生 當的 ，從而 教學 能呢。 

學  

時 日，我們不能 脫的現實，就是有不少學生時 都 著 能 日。 能

的便利， 然會 學生在互 網中 自 ， 費了過 的時間 ，以 學

。我常常有一 想法，是希望將學生從這 的境 ，用 將他們 來教 的 ，

期望他們能作 有 用時間， 學習更有 。 
我 「輕鬆互動網上學習」是一 。當學生在課 時間 於 平台， 然

到一些學術 ， 要有關 的氣氛不 重，一 學生往往是會 停下來閱讀的。

如 是一 具有互動性的問 題 題 ，學生是會 停下來思考、 作 應

的。我 較認 的學生在 有關題 過後，如發現自 的知識 有不 ，會在 後

時間 首 面 開課本 跟進一下呢。如 的 如此 發生的話， 就 到我的教

的了。 

學教育 

我在網上 平台已活 了 年，對現 中學生在 平台的行為模式都 積了一定

的認識。為著以上的 景，我的 平台化學教 《Chemsir.talking.chemistry》已於 2019 
年 8  16 日啟動， 已 作了接 一年時間，已發 了共 184 個 。 

《Chemsir.talking.chemistry》 是一本化學 ， 合 在 讀化學 經 讀化學

的大小 。我期望能透過此 ，以 及 度 性的 法推 化學教 ， 學

術性及 性 ， 化學 者。 
以下是一些 選 ： 

77網上 學教



 

 

 
2020 年 8  9 日 Instagram   2020 年 3  31 日 Instagram  
 
 

  

 

 

 
2020 年 2  1 日 Instagram   2019 年 11  16 日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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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8 日 Instagram   2019 年 8  16 日 Instagram  
 

 
Facebook @chemsir.talking.chemistry  

 
 https://www.facebook.com/chemsir.talking.chemistry 
  

 
Instagram @chemsir.talking.chemistry  

 
 https://www.instagram.com/chemsir.talking.chemistry 
  

 
Twitter @chemsirtalkchem  

 
 https://www.twitter.com/chemsirtalkchem 

 
《Chemsir.talking.chemistry》 ，一同互動 化學， 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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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REPORT 2019-2020 
 

Mr. LI Chi Man, Jimmy 
Chairman, HKASME  

 
1. Executive Committee 
 

Position Name Office 

Council Chairman Mr LI Chi Man, Jimmy HK Assn. for Sci. & Maths. 
Education 

Council Vice-chairman Mr MOK Ming Wai, Michael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Council Vice-chairman Dr Humphrey LAU SKH Tang Shiu Kin Secondary 
School 

Hon. Secretary Mr LEE Wai Hon Shun Lee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Hon. Treasurer Ms LAU Ka Hoi, Audrey Leung Shek Chee College 

Hon. Internal Affairs 
Secretary Mr MUI Chi Man Chinese Y.M.C.A. College 

Hon. Journal Editor Dr AU Siu Chung, Jeff Chinese Y.M.C.A. College 
Chairman of Primary 

Mathematics & General 
Science Committee 

Mr NG Tak Keung, George HK Assn. for Sci. & Maths. 
Education 

Chairlady of Primary 
Science Committee Ms WONG Ka Wai, Winnie HK Assn. for Sci. & Maths. 

Education 
Chairman of Secondary 
Mathematics Committee Mr WONG Tak Ming, Jensen Sheung Shui Govt. Secondary School 

Chairman of Physics 
Committee 

Mr CHEUNG Chak Man, 
Andrew Lingnan Secondary School 

Chairman of Chemistry 
Committee Mr YEUNG Wai Leung, Ricky TWGHS Kap Yan Directors' College 

Chairlady of Biology 
Committee Ms LAU Ka Hoi, Audrey Leung Shek Chee College 

Chairman of Technology 
Committee Mr LEUNG Chun Kit, Sam Chinese Y.M.C.A. College 

Chairman of Engineering 
Committee Dr CHEUNG Chak Chung, Ra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uncil Members 

Dr Bob LUI King's College 

Mr NG Bing, Ben HK Assn. for Sci. & Maths. 
Education 

Mr WONG Wai Kwun, Terry HKFEW Wong Cho Bau Secondary 
School 

Mr CHU Wai Man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Immediate Past Chairman Mr LAU Kwok Leung, Gyver Chinese Y.M.C.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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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jor Events held in 2019-20 
 
With the effort of our members, we organized different professional events and students activities 
so as to enhance our professional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z Pedagogy Study Groups 
z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Inter-schools Competitions 
z Publications 
z HKDSE Paper Review Seminars 
z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Tests/Competitions 
z Focus Group Meeting on revision of curriculum, review of laboratory technology 

establishment 
z Dialogue with Education Bureau on the review of the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Subject Title Date Organised by 

Physics 
2019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Physics) 

2019-07-16 HKASME 

Chemistry 
2019 HKDSE - Chemistry Paper 
Review  

2019-07-20 HKASME 

Secondary 
Mathematics 

2019 New Teacher Workshop - Maths 2019-08-13 HKTC 

STEM 
STEM Workshops for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s 

2019-8-15,16,22,23,
26 

POLY U 

Chemistry 
My Experience with the Periodic 
Table for IYPT-2019(HK) 

2019-10-16 HKASME 

Chemistry Chemistry SBA Annual Conference 2019-10-19 HKEAA 
Biology Biology SBA Annual Conference 2019-10-26 HKEAA 

Chemistry 
Briefing on Hong Kong Chemistr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19-2020) 

2019-11-02 HKASME 

Secondary 
Science 

Briefing on "Digi-Science Video 
Production Competition for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2019-2020" 

2019-11-02 HKCTC and HKASME 

Physics Physics SBA Annual Conference 2019-11-09 HKEAA 

Biology 
Hong Kong Biology Literacy Award 
(2019-20) 

2019-11-16 HKA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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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s Fun Science Competition  2019-12-07 

Co-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Scholar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Heads of Secondary 
Schools, HK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Sponsor by 
K.P.Tin Foundation 

Primary 
Science 

Primary Science Project  2019-12 
HKEDU & HKEDCITY 
& HKASME 

Secondary 
Mathematics 

Pedagogy Study Group 2019-12-19 HKASME 

Physics 2020 HKDSE Physics Mock Exam  2019-12-28 HKASME 
Chemistry 2020 HKDSE Chemistry Mock Exam  2019-12-30/31 HKASME 
AGM 2019 - 2020 AGM 2020-07-04 HKASME 

Science 
Digi-Science Video Production 
Competition for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2019-2020 Ceremony 

2020-08-15 HKASME 

 
3. Chairman’s participation to meetings / activities with other educational or related 

bodies 
 

� Ocean Park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STEAM) 
� 2020 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 會議 
� 「 題 習計  2018/19」 
�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Competition Steering Committee (HK Screening) 
� 2020 教 會議 會 
� < 科 2019>學 STEM 教 成 展示計  
� Hong Kong Budding Science Award Steering Committee 
� 港科技 新教 事會 
� PISA 2021 Steering Committee (HK) 
� 「STEM 教 與電子學習教 設計 計 2019」 
� Roundtable on AI in Education (HK) 
� 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Steering Committee (HK Screening) 
� TWF STEM Education and e-Learning Lesson Plan Award Scheme 2019 
� Webinar on 'Embracing the New Normal in Learning' 
� Engagement for Develop a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Enhancement Plan for Hoi Ha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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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KASME AGM Forum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the following speakers to share views on “AI Education” in our AGM 
forum 2020.  
 
Topic: “A.I. Education” 
Professor Kai Ming CHENG 
(Professor Emeritus, HKU) 
 
Sharing Sessions: 
Topic: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in Secondary Schools” 
Kim Fung SHEK 
(Teacher of United Christian College (Kowloon East)) 
 
Topic: “The Teaching and Application of A.I.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Dylan KWAN 
(Co-founder of Caprikon Education) 
 
Topic: “My Voyage into the Depths of Science Education” 
Dr Jason Kwan Kit CH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cience Education, HKUST) 
 
Topic: “Brief Introduc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CityU” 
Dr Ray Chak Chung CHEUNG 
(Asso. Professor of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ityU)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members for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to HKASME.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s our President, Professor Paul CHU, our Hon. Legal Advisor, Mr. Lester 
HUANG and our Hon. Auditor, Mr. Alex WU for their invaluable advice and support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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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數 教 學會 年會 大會 2020 
 

紹  
港數 教 學會會  

 
日期：2020 年 7 4 日 

點： 港教 大學 
 
本年度 港數 教 學會 年會 大會於 2020 年 7 4 日 港教 大學 行。當日

數 的 及本會會 ， 因疫情關 ，不少會 未能現身參與。故此本年度也是首

次以 合模式，同時在網上直播會議。本會 到 港大學教 與 會 教授

程介 教授為 年會 大會作主題 講，而講題為「A.I. Education」。 
 
首先程介 教授 到他和學會的關 ，主要是由課程 變開始，當時的 科教授的模式改由

實驗開始， 學生解 能 及對課題的 解。由當時起，程介 教授便與本會結下 。 
而程介 教授以「應 用 」及「 平說」的 ， 科學與 實 和 的戰

。在這 戰 中，我們要 成「相 事實、 事實、應用 、 原因、合 、

時 」的習 。 
 
在「後 相時 」中，科技 距離、時間、 度、 過程的 。在 會中，大數

據以及 中 化 會 起 問題。當人工 能（AI）發展 見成熟， 能 展人 能

， 同時能取 人 。人工 能 會 工 、共享工作間的 起、

的發展及 會 片化。這些改變將會 會更 片化，而個人更 個人能 能往上 。 
當人工 能 發展時， 一定程度上 教 和 會脫節，因為學生接受教 後 未能跟

上 會的需要。程介 教授 學生需要「學會學習、自主 、 成 、 中有 、

面對 、 自 」 能 ，教 的模式 應更著 體驗式學習、自我 及 程教 。 
程介 教授 人工 能改變 通的方式，互 網的 起， 新知識如 後 一 ，而

體的發展同時變 裝化。為 應這 ，教 應加 與家 絡，同時 助學生形成

。 
 
程介 教授 到教 應順 人工 能的發展，開展個 化學習及 學習進程更可 ，以 合

式教 試行模 考試 模 改 。同時 行 自動化，容 學生間 異自 學習進度，

以平 整體學習 。 
 

後，程介 教授 大家在疫情中學習，當中的重點是「在校 、在校 點 展、

在 新 」，希望學生和教師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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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短講分享共有四個。 們分 是由 先生分享《在中學生 技術的發展》，由他

自身的 生經驗， 而在數間中學推 生 工程的發展。由關 先生分享《人工 能與

融科技的教學及應用》， 用人工 能分 習性及 發 人 ， 人工 能的

教 更接 現實生活。由 分享《我的 入科學教 程》， 到他

的啟發，以 法推動科學教 。 後由張 分享他的學習經歷，並 推展到中

科 和 的發展。 
 

期間不 講者發表 的 見， 上的數 教 同工的 問 發 方面的 ，

氣氛相當 。 完結後，是為本會的 年會 大會，期間本會 主 先生 會

會 及 新一 事會的投 結 ，大會約於下 一時順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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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Internal Affairs Secretary’s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2019 – 2020 

 
Mr. MUI Chi Man 

Hon. Internal Affairs Secretary, HKASME  
 

The year 2019-2020 is inevitably a fruitful year worth looking-back. 
  
Our staff, members and friends have alway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greatest asset of the 
HKASME. Let me borrow this column to offer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s B.H. Chu, our full 
time (Secretary), Ms Yvonne Lo, our part time (Accounting Officer) and Mr Tony Chan, our 
IT-support who are beyond dedicated to their jobs. Mr Alex Wong is very supportive volunteers 
who have kindly given their own time and effort to the work of HKASME. One must not forget 
Mrs Yau who has never failed us in maintaining the order and hygiene of our office. 
  
We vow to keep listening to the feedback from our staff so that the quality of our office can be 
improved, henc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our work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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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Subject Reports 2019-2020 

 
1. Primary Mathematics Subject Report (2019 – 2020) 

 
先生 港數 教 學會小學數學組主  

Mr. NG Tak Keung, George, Chairman of Primary Mathematics Committee, HKASME 
 

A. Summary of the activities held (2019 – 2020) 
Date Activity Remarks 

21 Mar 2020 2020  STEM   :  
 

 
B. Primary Mathematics Sub-Committee Members 
Mr. NG Tak Keung, George (Chairman of 
Primary Mathematics Committee) 

HKASME 

Ms. WONG Wai Yee, Cony TWGHs Ko Ho Ning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Ms. LAU Kin Yan, Candice Christian Alliance Toi Shan H C Chan Primary School 

Ms. FUNG Shuk Ying, Joyce SKH Fung Kei Millennium Primary School 

Ms. LEUNG Pok Wai, Yuli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auseway Bay) 

Ms. WONG Ka Wai, Winnie HKASME 

Ms. KAN Man Yi, Charlie Chinese YMCA Primary School 

Ms. MAK Wing Yi St. Bonaventure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2. Primary Science Subject Report (2019 – 2020) 

 
 港數 教 學會小學科學組主  

Ms. WONG Ka Wai, Winnie, Chairlady of Primary Science Committee, HKASME 
 

A. Summary of the activities held (2019 – 2020) 
Date Activity Remarks 

1 Feb 2020 2020  
(Hong Kong Science Olympiad for 
Primary School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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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imary Science Sub-Committee Members 
Ms. Wong Ka Wai, Winnie 
(Chairlady of Primary Science 
Committee) 

HKASME 

Mr. Li Chi Man, Jimmy HKASME 
Mr. Ng Tak Keung, George HKASME 
Mr. Mak Tsz Pun Lingnam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Ms. Wong Wai Yee TWGHs Ko Ho Ning Primary School 
Ms. Lau Kin Yan, Candice Christian Alliance Toi Shan H C Chan Primary School 
Ms. Mak Wing Yi St. Bonaventure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Ms. So Wing Yee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Whampoa) 

 
3. Mathematics Subject Report (2019 – 2020) 

 
先生 港數 教 學會數學組主  

Mr. WONG Tak Ming, Jensen, Chairman of Secondary Mathematics Committee, HKASME 
 

A. Summary of the activities held (2019 – 2020) 
Date Activities (2019-20) 

13 Aug 2019 2019 年新教師 習課程 - 能的數學課堂 
 

19 Dec 2019 
 
 
 
 
 
 
 
 

數學教學 習小組 一次 會 –不再為 STEM 而 S EM 程中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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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n 2020 CityU Science Challenges 2020 – written assessments on HKDSE curricula for Form 
6 students 
 

 
B. Publications 
The name of the series of book << 港 少年數學 選 -- 解 學>> was given by Prof 
SIU Man Keung, the honorable advisor of the Mathematics Subcommittee, HKASME. It is hop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Mathematics through solving mathematics problems. 

 

 
2014 年 6  

 

 
2010 年 6  

 
2011 年 6  

 
2012 年 6  

 
2013 年 8  

 

 
*** All the income obtained will go to the association HKASM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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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athematics Sub-Committee members 
Mr. WONG Tak Ming 
(Chairman of Secondary 
Mathematics Committee) 

先生 Sheung Shu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Dr. LEE Man Sang, Authur 生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s. TSUI Fung Ming, Karin  Hon Wah College 
Mr. CHOW Lai Sum 先生 STFA Cheng Yu Tung Secondary School 
Mr. FUNG Tak Wah 先生 HKASME 
Mr. TAM Chi Leung 先生 EDB 
Mr. Ronald LEUNG 先生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Mr. WONG Wai Kwun, Terry 冠先生 HKFEW Wong Cho Bau Secondary School 
Mr. CHU Wai Man 先生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Ms. HO Lei Kwan 何  Hong Kong Red Cross Hospital Schools 
Mr. LAM Pui Tak 先生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College 
Mr. KWOK Koon Lun 先生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Secondary Section) 
 
Honorary Advisor: Prof. SIU Man Keung 教授 
 
4. Physics Subject Report (2019 – 2020)  

 
張 先生 港數 教 學會 組主  

Mr. CHEUNG Chak Man, Andrew, Chairman of Physics Committee, HKASME 
 

A. Summary of the activities held (2019 – 2020) 
Date Activity Remarks 
16 Jul 2019 
 

2019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Physics) Participants: Physics Teachers 
of all secondary schools. 

15,16,22,23,26 
Aug 2019 

STEM Workshops for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s 

Organized by PolyU & 
HKASME 
Participants: all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9 Nov 2019 
 

Physics SBA Annual Conference   
held in Lung Kong WFSL Lau Wong Fat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Selling Booth at HKDSE-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HKEAA  
Participants: Physics Teachers 
of all secondary schools. 

26 Nov - 17 Dec 
2019 

小學常識  – 選入 作  Participants: Primary students of 
all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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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c 2019 
 

Fun Science Competition – Briefing 趣
味科學比賽 – 簡介會 

Sponsored by Tin Ka Ping 
Foundation  
Participants: Physics Teachers & 
Students of all secondary 
schools  

28 Dec 2019 
 

2020 HKDSE Physics Mock 
Examination 
971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examination. 

 

Participants: S6 Physics 
Students  

11 Jan 2020 CityU Science Challenges 2020 – written 
assessments on HKDSE curricula for 
Form 6 students 
 

Organized by CityU & 
HKASME 
Participants: S.6 Physics 
students 

15 Feb 2020 
 

2020 Fun Science Competition –Down 
the Generals II  
趣味科學比賽 –過關斬將 II) 取消 

Sponsored by Tin Ka Ping 
Foundation  
Participants: Physics Teachers & 
Students of all secondary 
schools 

23 Apr 2020 
 

小學常識百搭 – 決賽及頒獎禮 順延

至明年舉行 
Participants: Primary students of 
all primary schools 

Apr 2020 2020 Science Assessment Test 順延至明

年舉行 
Participants: Secondary 2 and 3 
students 

 
B. Physics Sub-Committee Members 
Mr. CHEUNG Chak Man (Chairman of 
Physics Committee) 

Lingnan Secondary School  

Dr. Humphrey LAU  SKH Tang Siu Kin Secondary School 
Mr. LAU Kwok Leung Chinese YMCA College 
Dr. NG Pun Hon HKASME 
Mr. CHENG Chi Leung HKA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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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emistry Subject Report (2019 – 2020) 
 

 學會 學  
Mr. YEUNG Wai Leung, Ricky, Chairman of Chemistry Committee, HKASME 

 
A. Summary of the activities held (2019 – 2020) 

Date Activity Remarks 
20 Jul 2019 2019 HKDSE - Chemistry Paper Review Participants : Chemistry teachers 

of all secondary schools 
16 Oct 2019 My Experience with the Periodic Table 

for IYPT-2019(HK) 
Participants : Chemistry students 

19 Oct 2019 SBA – Conference (Chemistry) Organized by HKEAA 
Participants : Chemistry teachers 
of all secondary schools 

2 Nov 2019 Briefing on “Digi-Science” Video 
Production Competition for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2019 – 2020) 

Participants : Science teachers & 
Junior S.1-3, Senior S.4 or 
above students  

2 Nov 2019 Briefing on Hong Kong Chemistr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19-
2020) 

Participants : Chemistry teachers 
& S.3 – 6 students 

30 & 31  
Dec 2019 

2020 HKDSE - Chemistry Mock 
Examination 
 

Organized by HKASME 
Participants : S.6 Chemistry 
students 

4 Jan 2020 CityU Science Challenges 2020 – written 
assessments on HKDSE curricula for 
Form 6 students 

Organized by CityU & 
HKASME 
Participants : S.6 Chemistry 
students 

25 Apr 2020 
 

Hong Kong Chemistry Olympiad 
Secondary Schools 2019/20 Award 
Presentation  順延至明年舉行 

Participants : Chemistry teachers 
& S.3 – 6 students 

23 Jun 2020  
– 22 Jul 2020 
 

2020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Hong Kong Section) 順延至明年舉行 

Organized by The Royal 
Australian Chemical Institute & 
HKASME 
Participants : Secondary schools 
students in over 15 countries 

 Sep 2020 
 

Digi-ScienceVideo Production 
Competition for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2019-2020 Ceremony 取消 

Participants : Science teachers & 
Junior S.1-3, Senior S.4 or 
abov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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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hemistry Sub-Committee Members 
Mr. YEUNG Wai Leung  
(Chairman of Chemistry Committee) 

TWGHs Kap Yan Directors' College 

Dr. Bob LUI  King's College 
Mr. WONG Chun Yin, Roi Ho Lap College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Dr. LAM Siu Yan, Tara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Mr. LEE Kam Chuen, Andy T.W.G.Hs. Wong Fut Nam College 
Mr. LEUNG Pang Tsuen Wan Public Ho Chuen Yiu Memorial College 
Mr. OR Choi Kuen HKASME 
Mr. TANG Siu Lung DMHC Siu Mi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Mr. WONG Chi Kong, Alex HKASME 
Mr. LO Wai Cheong 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Dr. WONG Chi Kit, Cement Cheung Sha Wan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Ms. WONG King Lok, Victoria 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 
Mr. FUNG Wing Kei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Mr. Ben NG HKASME 
Mr. MOK Ming Wai, Michael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Mr. HO Ping Kuen HKASME  
Mr. POON Chan Kwok HKASME 
Ms. TAM Lai Ming The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Holm Glad College 
Mr. LEE Wai Hon Shun Lee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6. Biology Subject Report (2019 – 2020)                                

 
 學會  

Ms. LAU Ka Hoi, Audrey, Chairlady of Biology Committee, HKASME 
 

A. Summary of the activities held (2019 – 2020) 
Date Activity Remarks 

 26 Oct 2019 

(Biology) SBA Annual 
Confere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Selling Boothat 
HKDSE-Conference 

In attendance: HKEAA 
Participants: 
Biology teachers from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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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Dec 2019 
    &  

 8 Feb 2020  

2nd Hong Kong Biology Literacy 
Award (2019-20) 1st Round  
 
This competition includes the 
Heat (21/12/2019) and 3-minute 
presentation contest cum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8/02/2020). Cancelled 
 
10 TEAMS with HIGHEST 
AVERAGE SCORES in the Heat 
entered the 3-minute presentation  
 
The enrolment was encouraging, 
over 1444 students had 
participated.  

Participants: F.3 to F.6 students of all 
secondary schools 
 
 
 
 

11 Jan 2020 
CityU Science Challenges 2020 – 
written assessments on HKDSE 
curricula for Form 6 students 

Organized by CityU & HKASME 
Participants : S.6 Biology students 

 
 

B. Highlights of Activities 
The following 10 teams will be entering to 3-minute presentation. 
Sch Code School Students Name Group No. 
018 PLK Centenary Li Shiu Chung 

Mem College 
Man Ka Lok 
Chan Ki Yuen 
Chan Ting Chai 
Zhang Kin Hang 
Wong Kin Yiu 

G6 

018 PLK Centenary Li Shiu Chung 
Mem College 

Kwok Chun Tat 
Hong Yu Wai 
Lai Sing Yung Serena 
Tam Kai Tik 
Yeung Kin Chung Raymond 

G7 

018 PLK Centenary Li Shiu Chung 
Mem College 

Yu Man Chun 
Yip Yan Ming 
Poon Yin Yung 
Hai Kwan Yeung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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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 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 Ng Pui Wai 
Cheng Tian Ai Joyce 
Shiu Oi Yuk 

G1 

037 Diocesan Girls' School Lee Cheuk Lam 
Chan Hoi Ying Emily 
Li Wing Tung 

G1 

060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Jok Ronnie 
Chan Hoi Wun Cari 
Jim Wai Tung Kayley 

G4 

060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Lo Kai Shun John 
Ho Pak Fung 
Chan Chun Sing Jason 

G7 

066 St. Paul's Secondary School Ho Cheuk Ying Veronica 
Ho Ngai Yi 
Pau Yat Hei 
Wong Hau Wai 

G2 

071 Carmel Pak U Secondary 
School 

So Yan Ming 
Kei Cheuk Ting 
Lee Hin Ying 

G8 

097 Queen's College Choi Chin Long Ronald 
Kan Jasper 
Ng Ho Wang 
Ng Shing Him 

G2 

 
C. Biology Sub-Committee Members 
Dr. YIP Wing Yan, Valerie  
(Honorary Advis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s. LAU Ka Hoi, Audrey  
(Chairlady of Biology Committee) 

Leung Shek Chee College 

Mr. TONG Ling Poon, Andrew Cheung Chuk Shan College 
Ms. CHAN Wing Man, Idy Fanling Rhenish Church Secondary School 
Ms. LEE Hoi Man, Sarah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r. LI Chi Man, Jimmy HKA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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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echnology Subject Report (2019 – 2020)                                
 

 學會科    
Mr. LEUNG Chun Kit, Sam, Chairman of Technology Committee, HKASME 

 
A. Summary of the activities held (2019 – 2020) 
The Chairman of Technology Committee represented HKASME to be the Guest of Honour/ 
speaker of an event/representatives in various educational events organized by various bodies 
 
On-sites school support 
Date School 
2019-09-03 學 
2019-11-05  
2019-12-06 會  
2020-06-16 明 學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Speaker) 

Date Venue Course Content / Title 

2019-09-10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Using Microcomputer Set to Develop Students’ 
Coding Skills 

2019-09-10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Librarian 

2019-09-12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Implementation of "Bring Your Own Device" 
in Secondary Schools 

2019-09-17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Using Microcomputer Set to Develop Students’ 
Coding Skills 

2019-09-19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Implementation of "Bring Your Own Device" 
in Secondary Schools 

2019-10-25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Using Microcomputer Sets to Develop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nd Coding Skills 

2019-11-07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Using Microcomputer Sets to Develop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nd Coding Skills 

2019-11-14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IT in Education in Junior Form Science 

2019-11-21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IT in Education in Junior Form Science 

2019-12-05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Implementation of "Bring Your Own Device" 
in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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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9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Experience Sharing 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e-Learning and Use of e-
Resources in Secondary School 

2020-01-09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Implementation of "Bring Your Own Device" 
in Secondary Schools 

2020-01-13 Chinese YMCA College Information Literacy with class observation 
2020-03-13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How to promot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Secondary School 

2020-06-30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Online) 

How to promot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Secondary School 

2020-07-11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Online) 

Parents Education 
How to promot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Secondary School 

2020-07-13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Online) 

AI in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 

 
B. Technology Sub-Committee Members 
Mr LEUNG Chun Kit, Sam 
(Chairman of Technology Committee) 

Chinese YMC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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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PT-2019*(HK) – Final Report since 2018 and way forward 
 

              Alex, Chi-kong Wong 
Past Chairman, HKASME 

 
* IYPT-2019 = International Year of Periodic Table 2019 ... a celebration (proclaimed by the UNESCO in 2018) of the 

remarkable proposal of the systemic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chemical elements.  

 
Introduction 

This is a follow-up report about the celebr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ivities of the 
IYPT-2019(HK) organized from late-2018 to late-2019 for secondary students of Hong Kong. 
Other than periodic posting of related IYPT new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participant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wo major competitions had been organized for IYPT-2019(HK) by 
HKASME: (1) “Element of the Month for IYPT-2019(HK)” {EOTM} monthly from Oct-2018 to 
Apr-2019; and (2) “My Experience with the Periodic Table for IYPT-2019(HK)” due by Oct-2019 
{MyExp_PT}. A detailed report of the EOTM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had been released on the 
WWW and in this “Hong Kong Science Teachers’ Journal – Sep, 2019”.  This report mainly 
focus on the second competition {MyExp_PT}. Further insights about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iodic Table are included for teachers’ reference. This is to address some 
teachers’ concern who have missed relevant activities in 2019 and, in particular, to arou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wareness of using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in their lesson, class, school and / or 
communities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Periodic Table. Actually, the two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IYPT-2019(HK) aim at promoting such activities in local schools 
/ communities. 
 
The {MyExp_PT} competition (May to Oct-2019) 
 This competition is a follow-up competition of the first IYPT-2019(HK) competition: EOTM. 
It asked for students’ sharing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about the study of the Periodic Table. The 
{MyExp_PT} request submission of a “experience package” briefing their actual experience / 
insights about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f the Periodic Table in their daily learning. Sample guided 
documents had been included on the WWW together with a reference list of suggested celebrating 
activities for IYPT-2019 to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drafting their packages. Further, online 
assistance is also provided with FAQ provided from time to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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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mpetition aims at those stu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EOTM competitions (as 
many had participated for more than 3 months) as their previous submissions could already be a 
base for this second competition. Of course, teachers are expected to be the main initiators as some 
had already organized or planned to have different IYPT activities for their students in class or 
school.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omoting this second competition (May to June), there were many 
enquiries (from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bout this competition via the email designated for this 
competition: iypt2019@hkasme.org. 
 
 However, the final submission was less popular than the first competition {EOTM} which 
required less effort (just one page instead of a package [over 4 pages] for {MyExp_PT}). The 
overall submission was just over 10 compared with about 70 per month of the EOTM (from 
Oct-2018 to Apr-2019). This is somewhat unsatisfactory but understood with the required higher 
content effort and conflicting nature of the current school system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facing much challenges and that needs really more severe push from teachers, for example, by 
organizing IYPT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during and after Summer. Thos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ere really enthusiastic with the topic and able to self-actualize their reports with photos and 
meaningful activities with their schoolmates. Afterall, the winners had attained the required 
standard which had included their real-life experience in researching activities (since the EOTM 
competitio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ee reference note [1]).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past year with the EOTM and MyExp_PT competitions. Other than having a recognized 
remarkable memory about such a meaningful celebrating historical issue; all could also learn from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n other countries. Hence, the next section includes a final report of the 
IYPT related issues from 2018 to 2020 (yes, some colleagues are still working on that!) so as to 
remind teachers that there could be endless format of running such international memorial events 
which could stick deep in the heart of our students. 
 
The Way forward – initiate your own celebrating activities for IYPT  
 Though the IYPT-2019 is over, the official site www.iypt2019.org still presents som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meaningful year 2019 and beyond. Other than the official opening (Jan) 
and closing (Dec) ceremony and some grant event organized by the IUPAC (e.g. women scientists, 
IUPAC100, IChO); there were over 500 registered events hosted b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institutes and schools on the official site. The site provides a worldmap summarizing with a visual 
view of the extent of this international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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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IYPT Events round the Globe in 
the official website: <from late-2018 to 2020> 
https://iypt2019.org/events-worldmap/ 
{* No. in (  ) = number of registered events 
online during the designated period}: 
 
2018: (10)*  
2019: Jan-Mar (115) 
     Apr-Jun (154) 
     Jul-Sep (106) 
     Oct-Dec (176) 
2020: Yes! Still registered online... (2)  
 
Total = 552 registered IYPT activities   

The IYPT2019 Worldmap:  

 

 
Amongst the registered events,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activities: 
z Exhibition, seminar, symposium 
z Competitions – e.g. The EOTM of IYPT-2019(HK).  
z Design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riodic table – largest, smallest, of different aims / themes 
z Videos & photos (e.g. Netherlands Photo Competition for IYPT-2019, see graphics below) 
z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 e.g. RSC, ACS, IUPAC, RACI, ...  
z Short courses – e.g. on cosmology by ICTP-EAIFR 
z Local and global events  
z Etc.  
 
Other than the above activities,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periodic tables that you could draft for 
your students’ exploration. The following is one example and many others could be found at 
https://www.compoundchem.com/category/periodic-tables/. 

100 IYPT-2019 (HK) – Final Report since 2018 and way forward



 
Netherlands Photo Competition for IYPT-2019 (Dec-2019): 

  
Winner & all other photos could be found at https://www.kncv.nl/page/3354.    
 

The above does not just allow in-depth learning with links to other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expand their learning horizon beyond the primitive learning goal of the periodic table in our 
traditional chemistry lessons. You may like to draft and try some activities with your students in 
the coming year – celebrating the 151th anniversary of the Periodic Table in your class o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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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of the above registered activities could also be found on the WWW, especially those 
organized by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e.g. the http://www.RSC.org and http://www.ACS.org. 
Similarly, our IYPT-2019(HK) activity records could still be available at www.hkasme.org > 
chemistry > IYPT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ference.    

 
Finally, we hope the above examples could remind teachers in using the opportunity for some 

interesting anniversary / celebrating year as one of the strateg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plan. Again, 
instead of asking us to organize some grand competitions / events, we encourage teachers (and / or 
students) to initiate their own celebrating events in their own community (class, groups, school and 
/ or even go globally online)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o a much grand scenario.    
 
 
Notes and References: 
[1] Results of “My Experience with the Periodic Table for IYPT-2019(HK)” 
Award Student  School Title 
Excellent 
presentation 

Hau Chi Man 
(Rachel) 

St. Paul’s Secondary 
School 

My Diary with the Periodic 
Table 

Excellent 
presentation 

Ho Chun Ying YCH Lan Chi Pat 
Memorial School 

元素 …… 這麼遠 ，那麼 近 

 
Outstanding award Lam Kwai Chi YCH Lan Chi Pat 

Memorial School 
學習化元素週期表 

 
Outstanding award Cheng Shek YCH Lan Chi Pat 

Memorial School 
用另一種方式學元素 

 
Merit award Yu Jiaxin YCH Lan Chi Pat 

Memorial School 
我們身邊的元素 

 
  

Congratulations to all award winners and thanks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supporting the event. 
The IYPT-2019 would still continue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2019.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initiate their own IYPT activities and / or participate in others’ IYPT activities.  
 
[2]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IYPT-2019 is on 5-Dec, 2019 at Tokyo Prince Hotel 
 https://iypt.jp/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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