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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力」是物理學中發展最早的一個分支，它可以改變物體的速度、方向或外型等，

也可以藉著推力或拉力，導致一個有質量的物體改變速度或改變其方向。「力」與人類

的生活最為密切，早在遠古時代，人們在生產或勞動上已懂得應用了斜面、槓桿、滑輪

等簡單機械原理來幫助減輕工作量。 

 

 

力的三要素，包括：大小、方向、作用點都是簡單機械的基礎要素，它會對簡單機

械的效率和效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學生透過生活經驗、搜集資料、小組分享、實驗活

動、自行製作簡單機械等方面，以及老師的分析及引導下，讓學生能認識力與生活的關

係，以及認證簡單機械在我們生活中產生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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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應用滾子和斜面 

 認識古人搬運重物

的方法 

 初步展開應用滾子

和斜面的原理  

2017-01-09 40 分鐘 

第二課節 應用槓桿  

 指出槓桿能有效地

省力 

 初步說明簡單機械

原理的應用。 

2017-01-10 40 分鐘 

第三課節 應用滑輪和齒輪 

 介紹應用滑輪和齒

輪的簡單機械 

 說明大部分簡單機

械都有助省力 

 有部分機械未能省

力，但能方便日常

工作 

2017-01-11 40 分鐘 

第四課節 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設計並製作簡單機

械的模型 

 討論及改良簡單機

械模型的不足 

2017-01-12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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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說明簡單機械的原理，並懂得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2. 製作簡單的機械的裝置  

3. 認識一些著名的科學家，並介紹他們對科學的貢獻 

二、主要內容 

1. 從古人搬運重物的方法，初步展開簡單的機械 

2. 說明簡單機械的原理，並能有效地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3. 指出應用各種簡單機械，大部分都可以有助省力 

4. 指出部分簡單機械未能省力，但能方便日常工作  

5. 設計並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課前讓學生分組並進行資料搜集，讓她們對尚未掌握的知識有了初步的認識，通過

課堂的交流和匯報，更可鞏固學習內容，以達致教學順暢的目的。 

2. 以探究式的手法來發掘各種可延展的主題，例如，學生對一些經常接觸的簡單機

械，如何運用及操作以達到最佳效果；一些不是經常接觸的簡單機械，又如何幫助

我們改善和便利生活。 

3. 讓學生分組親手設計簡單機械，並分享其實際製作及操作情況，當中遇到困難的地

方，以及如何解決問題等等，最後老師與學生共同歸納和總結。 

四、教學重點 

1. 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簡單機械 

2. 列舉日常生活中使用簡單機械的名稱 

3. 了解應用簡單機械有助省力 

4. 認識簡單機械的特點 

五、教學難點 

1. 理解應用滾子和斜面的原理 

2. 某些槓桿工具的重點、支點及力點比較難區分 

3. 分別定滑輪和動滑輪的實際應用 

4. 設計簡單機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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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用具 

1. 多媒體課本 

2. 多媒體影片 

3. 多媒體簡報 

4. 圖片 

5. 實物 

6. 實驗活動各項用品 

七、教學課時 

1)  第一課節                課題：應用滾子和斜面                        授課時數 40 分鐘 

2)  第二課節                課題：應用槓桿                                    授課時數 40 分鐘 

3)  第三課節                課題：應用滑輪和齒輪                        授課時數 40 分鐘 

4)  第四課節                課題：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授課時數 40 分鐘 

 

八、基本學力要求教 

 通過實驗，指出力會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或形狀 ( D-2-6 ) 

 說明簡單機械的原理，並列舉它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 D-2-7 ) 

 設計或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 D-2-8 ) 

 列舉著名科學家的事跡，指出他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 ( D-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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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老師姓名： 教授班別：小六 人數：33 人 

科目：常識 課題：應用滾子和斜面 

教節：第一節 日期：2017 年 1 月 9 日 時間：40 分鐘 

相關的基本學歷要求： 

說明簡單機械的原理，並列舉它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 D-2-7 ) 

教學資源：多媒體課本、多媒體簡報、多媒體短片、木板、紙箱、波子珠、書本 

教學重點：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簡單機械 

教難重點：理解應用滾子和斜面的原理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都曾使用以簡單機械原理操作的用品，如購物車、車輪、刨筆機 

2. 滾子是可以滾動以減少摩擦力的物體 

教學目標： 

1. 懂得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滾子和斜面的工具 

2. 理解應用滾子和斜面的原理 

教學程序 

(教學目標) 

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學習活動 

 

讓學生猜想 

 

 

 

 

 

 

 

 

 

 

 

 

 

 

 

   

   8 

 

 

 

 

 

 

 

 

 

 

 

 

 

 

 

提問學生 

1. 現在不論是汽車、火車或是自行

車、只要是交通運輸工具，均會

裝上甚麼物件來應用？ 

車輪的誕生源自輪子的出現，許

多現代交通工具中的輪子，其實

都是滾子演變而來。現代機械部

件內所用的滾珠，亦是由滾子發

展而成。 

提問學生 

2. 滾子，這個生活中不太起眼的物

件，約有多少年歷史？ 

與學生分享，滾子的應用在 4 千

多年前，古埃及人就是利用磨滑

的樹幹來做滾子，以便搬動石塊

來建造金字塔，帶出古埃及人的

智慧。 

 

學生自由回答：車輪 

 

 

 

 

 

 

 

 

 

學生自由回答：幾十年、幾百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9%AB%94


2016/17 

       P034 

4 
 

 

 

 

 

 

 

觀看短片並

進行實驗活

動 

 

 

 

 

 

 

 

 

 

 

 

 

 

引導思考 

 

探究活動 

 

 

 

 

 

 

 

 

 

 

歸納總結 

 

 

 

 

  

 

  12 

 

 

 

 

 

 

 

 

 

 

 

 

 

 

 

  18 

 

 

 

 

 

  

 

 

 

 

 

 

   2 

 

 

 

3. 你認為古埃及人用以上方法來搬

運重物好嗎？為甚麼？ 

 

 

 

讓學生觀看《滾木運輸》的短片 

 

預備：兩本相同的厚書、數支鉛筆、

40 多顆波子、兩個用繩子繫

上的膠杯。 

實驗：四人一組，老師為每組學生派

發實驗用品，請各組按照書本

上的介紹。 (1)只放波子在杯

內，統計移動書本需要多少顆

波子。(2)在書本下先放置數支

鉛筆，再放波子在杯內，統計

移動書本需要多顆波子。把實

驗結果記錄在課本上。 

請學生匯報實驗結果，及列舉生活中

應用滾子的事例。 

 

讓學生觀看《伽俐略的斜面》短片 

 

分組進行活動 

預備：一塊長木板、一張矮桌，一箱

重 15 公斤的書本。 

實驗：四人一組，每位同學輪流把一

箱重 15 公斤的書本，以三種

方法把書本推到桌上，分別把

徒手搬運、利用斜度較大的木

板、利用斜度較小的木板，記

錄活動結果。 

 

 

 

 

 

 

請學生列舉生活中應用斜面的事物， 

並總結整堂課的得著。 

 

邀請學生回答：很好。因為既省

力又方便，可以比較輕鬆地一次

搬運較大量的物品 

學生根據短片模式，四人一組親

自操作滾子省力的實驗活動。 

 

 

學生都能說出利用滾子能有助省

力，因為需要的波子數量比較

少，能透過實驗活動體驗滾子省

力的原理。 

例如：扶手電梯和餐桌上的轉盤 

學生分組討論 

 

 

 

 

 

 

 

 

學生能略略說出斜面的原理 

 

學生到禮堂實地進行斜面的應用 

 

學生分享實驗結果 

1. 徒手搬運最吃力。 

2. 利用斜度較大的木板搬運比

徒手省力，但也需要一點力

氣。 

3. 利用斜度較小的木板搬運最

舒服，很輕易提起 15 公斤的

書本。 

例如：筆刨的刀片、貨櫃車尾後

的斜板。 

 

邀請學生總結： 

滾子和斜面都是應用了簡單機械

的原理，能省力。斜面的斜度越

小，越能省力。 

 
 



2016/17 

       P034 

5 
 

教學工作紙 

常識工作紙 【第一節課】 
 

姓名:_________  小六_____班  學號: 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         
 

在日常生活中，請列舉一項應用滾子的物品，繪圖或插圖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舉一項應用簡單機械中斜面的原理，以繪圖或插圖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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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姓名： 教授班別：小六 人數：33 人 

科目：常識 課題：應用槓桿 

教節：第二節 日期：2017 年 1 月 10 日 時間：40 分鐘 

相關的基本學歷要求： 

說明簡單機械的原理，並列舉它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 D-2-7 ) 

教學資源：多媒體課本、多媒體簡報、多媒體短片、有蓋鐵罐、湯匙、橡皮圈、密實袋、 

                   直尺、長尾夾、波子珠    

教學重點：了解應用槓桿原理有助省力 

教難重點：清晰分辨重點、支點及力點的正確位置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認識力會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 

2. 學生曾使用簡單機械原理操作物品    

教學目標： 

1. 認識槓桿原理 

2. 了解應用槓桿原理有助省力的方法 

3. 在日常生活中，適當地運用槓桿原理，有助省力 

教學程序 

(教學目標) 

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學習活動 

引入 

 

 

 

 

 

分享知識 

 

 

 

 

 

 

 

 

 

 

   2 

 

 

   

 

 

  6 

 

 

 

 

  

 

 

 

 

 

請學生分享玩蹺蹺板的經驗，例如未

有人坐上蹺蹺板的兩方是否平衡？與

家人玩時通常哪一方會向下墜？ 

老師指出蹺蹺板是一種槓桿，屬於簡

單機械。 

 

讓學生觀看影片「阿基米德」小故

事。 

請學生觀察課本上第 1 題的圖片，教

師指出圖中的人物是著名希臘科學家

阿基米德。教師提問： 

 阿基米德正在做甚麼？ 

 

 他所說的支撐點是哪位置？ 

 他描述的簡單機械由哪些部分組

成？ 

 這屬於哪種簡單機械原理？ 

學生自由回答 

 

 

 

 

 

讓學生二人討論 

 

 

 

學生自由回答 

他嘗試用一根木棒舉起整個地球 

 

圖中三角形尖頂部分 

一根木棒和一個支撐點 

 

槓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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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分享 

 

 

 

圖畫闡釋 

 

 

 

 

 

 

觀察 

 

 

實驗活動 

 

 

 

 

 

 

 

 

 

 

 

 

分析推論 

 

 

 

 

 

 

 

 

歸納總結 

 

 

 

 

鞏固思考 

 

  4 

 

 

  

  4 

  

 

 

 

 

  

  2 

 

 

 18 

 

 

 

   

 

 

  

 

 

 

   

 

 

 

 

 

 

 

 

 

 

  2 

 

 

 

 

  2 

 

教師出示一個有蓋鐵罐，請一位學生

先嘗試徒手打開鐵罐，再嘗試用湯匙

打開，然後與全班分享使用哪種方法

較易打開鐵罐。 

教師展出用湯匙打開罐蓋的簡圖，然

後指出所有槓桿都包括以下三部分，

引導學生認識它們的名稱和意義。 

 重點：槓桿負荷的位置，亦即是

負重物的位置。 

 支點：支撐槓桿的位置 

 力點：施力的位置 

請學生觀察課本上第 3 題的圖片，找

出蹺蹺板的重點、支點和力點。 

 

教師在白板展示實驗裝置的簡化圖，

請學生標示重點、支點和力點的位

置。 

重點與支點的距離(A)，以及 

力點與支點的距離(B)， 

引導各組思考波子珠數目的多少與省

力的關係。 

 

分組進行實驗，4 至 5 人為一組。 

(1) 教師向每組派發兩個密實袋、一

把直尺、一個長尾夾、18 顆波子

珠和兩個橡皮圈。 

(2) 按步驟進行實驗。 

 A=B：使用波子珠數目與重點相

同，表示不省力也不費力 

 A>B：使用波子珠數目比重點的波

子珠多，表示費力 

 A<B：使用波子珠數目比重點的波

子珠少，表示省力 

各組推論重點、支點和力點的距離與

省力效果的關係。 

 

 

 

 

 

 

考考你 

 

用湯匙較易打開鐵罐 

 

 

 

 

 

 

 

 

 

 

自行完成 

 

 

邀請學生標示 

 

 

 

 

 

 

 

學生分組實驗 

 

 

 

 

邀請學生分享分匯報 

 

 

 

 

 

 

 

 

學生歸納總結 

力點與支點的距離比重點與支點

的距離越長，移動物件所需的力

越小。 

 

請學生思考及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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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工作紙 【第二節課】 
 

姓名:___________  小六  班  學號:        日期: _________   

 

哪些工具運用了槓桿原理來操作？把它們畫出來或拍攝照片貼在框

內，然後標示這些工具的力點、支點和重點的位置。 

 

 

 

 

 

 

 

 

 

 

 

 

能夠省力的工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能夠省力的工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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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姓名： 教授班別：小六 人數：33 人 

科目：常識 課題：應用滑輪和齒輪 

教節：第三節 日期：2017 年 1 月 11 日 時間：40 分鐘 

相關的基本學歷要求： 

說明簡單機械的原理，並列舉它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 D-2-7 ) 

教學資源：多媒體課本、多媒體簡報、圖片、網上資料、實物(齒輪) 

教學重點：了解定滑輪和動滑輸的特點和用途 

教難重點：定滑輪、動滑輪、齒輪的操作及應用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懂得在互聯網搜集資料及圖片 

2. 學生懂得篩選重要資料 

教學目標： 

1. 了解滑輪和齒輪的特點 

2. 分辨定滑輪及動滑輪在生活中的應用 

3. 認識齒輪也是常用的簡單機械 

教學程序 

(教學目標) 

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學習活動 

課前預備 

 

 

 

 

 

 

 

資源共享 

 

 

 

 

 

 

 

   35 

 

 

   

 

 

  

 

 

 

 

  

 

 

 

 

分組資料搜集 

 5 至 6 人一組，共 6 組 

 組長負責分配工作 

 副組長負責協助其他組員 

 兩組負責定滑輪的各項資料搜集 

 兩組負責動滑輪的各項資料搜集 

 兩組負責齒輪的各項資料搜集 

 

 邀請負責定滑輪資料搜集的同學 

 

 

 

 

 

 

 

學生課前準備有關定滑輪、動滑

輪及齒輪的資料，包括圖片、特

性、用途、應用等 

 

 

 

學生派代表展示資料搜集的成

果，並分享有關定滑輪的各項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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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分析 

 

 

 

 

 

分享匯報 

 

 

 

 

 

 

 

 

 

 

 

總結 

 

 

   

 

 

   

 

 

  

 

 

 

   

 

 

 

 

 

 

 

 

 

 

 

 

 

 

 

 

 

 

 

 

 

 

 

 

 

 

   5 

   

 

 

 

 

 

 

 

 

 邀請負責動滑輪資料搜集的同學 

 

 

 

 

 

 

 

 

 

 

 

 

老師建議同學把定滑輪和動滑輪的異

同，以列表形式詳細分析。 

 

 

 

 

 邀請負責齒輪資料搜集的同學 

 

 

 

 

 

 

 

 

 

 

 

老師肯定每位同學在資料搜集上的努

力，各組代表都能清晰講解定滑輪、

動滑輪及齒輪的用途及特點，看出各

位同學在本堂課的事前準備工作做得

相當好。分工合作也很稱職，講解及

 

 

滑輪 是一些繞

軸旋 轉的輪

子， 邊緣有溝

槽， 方便套上

繩子 工作。定

滑輪 的特點是

固定不動的，可以改變施力的方

向，但只是方便工作，卻不能省

力。 

 

兩組學生派代表展示資料搜集的

成果，並分享有關動滑輪的各項

特點。 

            
 

滑輪會繞着輪軸轉動，邊緣有凹

槽。動滑輪可隨着重物移動而改

變位置，能夠省力，因為重物由

兩邊的繩索共同承托，但不可以

改變施力的方向。 

 

兩組學生派代表展示資料搜集的

成果，並分享有關齒輪的各項特

點 

         
 

齒輪是一個邊緣有鋸齒的輪子，

通過與其它齒狀機械零件傳動，

可改變轉速與方向。由於傳動效

率高、傳動比準確、功率範圍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9F%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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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聲量、語速都很值得讚賞。 等優點，齒輪在工業產品中廣泛

應用。 

 

 

 

 

老師姓名： 教授班別：小六 人數：33 人 

科目：常識 課題：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教節：第四節 日期：2017 年 1 月 12 日 時間：40 分鐘 

相關的基本學歷要求： 

設計或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 D-2-8 ) 

教學資源：多媒體課本、多媒體簡報、網上資料、製作模型 

教學重點：認識簡單機械的原理 

教難重點：設計並製作簡單機械的型模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懂得在互聯網搜集模型製作 

教學目標： 

1. 認識並懂得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2. 懂得與同學分享學習成果 

教學程序 

(教學目標) 

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學習活動 

課前預備 

 

 

 

 

 

活動教學 

 

 

 

 

 

 

 

   35 

 

 

   

 

 

  

 

 

 

 

  

 

 

分組在網上搜尋製作簡單機械的模型

資料 

 5 至 6 人一組，共 6 組 

 每組同學設計一款模型 

 以簡單機械原理為主 

 

設計意念 

 設計簡單機械模型的對象 

 簡單機械模型的用途 

 簡單機械模型的外觀 

 

 

製作流程 

 如何製作機械模型 

學生先在互聯網搜集相關簡單機

械的製作，先選定哪幾款適合自

己組別的製作模型。 

  

 

 

學生分工情況 

1. 先繪製設計圖 

2. 再考慮需要的材料 

3. 應用哪項簡單機械的原理 

4. 初步估計設計是否合適 

 

學生分組討論後，依據多數同學

的意念來決定模型的類型，應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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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成果 

 

 

 

 

 

 

總結匯報 

 

 

 

 

 

 

 

 

 

 

 

 

 

 

   

 

 

   

 

 

  

 

 

 

   

 

 

 

   5 

 

 

 

 

 

 

 

 

 

 

 

 

 

 

 

 

 

   

 遇到困難如何解決 

 模型的功能 

 

 

 

 

 

 

 

 

 

展示成品 

 製作簡報介紹 

 分享學習過程 

 分享學習經驗 

 

 

 

老師很滿意這次作品的展示，可以看

出每一位同學都很認真地完成任務，

很高興各位同學經過思考、動手操

作、設計及製成品的誕生，這是努力

的成果。各組員在意見上或多或少都

會有爭執，其實我覺得不是一件壞

事，因為是大家對作品有要求，重視

作品的結果，才會有不同意見，活動

中更能令學生明白互相包容的重要

性。 

已學懂的簡單機械原理，包括滾

子、斜面、槓桿、滑輪、齒輪

等。 

當意見不一時，各組員會先行想

辦法解決，提出一個大家比較接

受的建議，再商量，直到大家能

互相磨合。 

學生較多偏向玩樂這方面的設

計，這是都是比較接近她們的想

法。 

 

學生自行製作簡單的簡報，配合

簡單機械的模型與各同學分享及

介紹，當中大家難免遇到意見不

一的情況，亦有工作分配不均的

狀況，有的甚至會有爭執，但最

後每組都能完成任務。同學們都

異口同聲表示，想不到分組的力

量是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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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工作紙 【第四節課】 
 

姓名:_________  小六_____班  學號: 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         

設計一個運用簡單機械原理操作的模型，把設計圖畫在框內。 

 

 

 

 

 

 

 

 

1. 模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所需物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運用的簡單機械原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介紹模型的特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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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本課題涉及科學與生活的範疇“力與機械”， 與學生的生活也息息相關。以四節課

時完成教學，每課節 40 分鐘，授課方式以多元化教學為主，包括課前預習及資料搜集、

課堂實驗活動、分組討論及匯報、創意設計、老師提問及學生提問，藉多元化的教學設

計，期望學生能在課堂上多參與，多思考，多回應、多展示，在良好的學習氣氛下共同

完成各項目標。 

1) 課前要求學生作資料搜集，可讓她們對尚未懂得的知識有了初步的認識，尤其是一些

尚未接觸的課題，或是一些較難理解的課題，也可先讓學生作課前準備，她們有了初

步的理解，對教學的掌握會更順暢。 

2) 科技實驗是學生最欣賞和最樂意參與的課堂活動，通常會以分組模式進行，每位同學

各有自己的任務，小組內基本上每位學生都能分工合作，達到預期目標，透過科學探

究、動手做實驗，增強學生對該堂課的理解。 

3) 分組交流和匯報，通常以課本內容的重點或難點安排分組討論，讓每位組員都有不同

的任務，包括記錄、討論、總結、匯報等，增加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效果理想，

老師作歸納總結，更可鞏固學習內容。 

4) 創意設計可說是學生的成果展示，可看出她們是否已掌握這單元內容，透過創意設計

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包括組內的意見分岐、設計模型的方向、分工合作的公平性等

等，學生如何共同解決，用甚麼方法解，可與班上同學分享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一

種新挑戰。 

5) 以提問方法引導學生回答問題，是老師常用的教學方法之一，學生先經過思考後，才

回答問題，有助學生提升自信心，當然班中有個別差異生存在，因此，一般會安排學

習能力較高的學生回答難度較高的問題，提升她們的思考層面；而學習能力稍遜的學

生，可以回答比較簡淺的問題，同樣能提升她們的自信，讓整班同學都能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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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與建議 

1. 學生課前資料搜集充足，令課堂的教學顯得更流暢，但分工一般會以小組形式合作，

小組的人數以 4 人最為恰當，當中的組合是一位積極及成績較好的學生、兩位中等

生、一位後進生，往往一些要求不高的同學，分工做事時會比較敷衍了事，而要求較

高的同學則會不滿。建議考慮小組分工時，一定要清晰分配工作量、組員的責任，老

師要再三強調各組員必須盡自己責任，認真完成任務。組長要在小組內發揮其作用，

除了要帶領各組員在討論、協作、完成指定任務外，也要兼顧後進生的情況，共同讓

小組進步。 

2. 老師善用提問技巧，引導學生觀察及思考，易於及掌握學習內容。學生在課堂上表現

積極、主動地回答問題。由於每節課時都非常緊湊，當學生未能正確回答時，教師便

會邀請其他同學作補答，這無形中對未能回答的學生造成尷尬，老師可給予多一點時

間引導學生作答，並加以鼓勵。 

3. 由於槓桿是簡單機械內容中比較貼近生活的課題，所以會被重視一些。在講授“支點

與重點的距離、支點與力點的距離”時，可以補充用“重臂”和“力臂”取替，這樣

表述會比較簡單及清晰。學生嘗試徒手用湯匙打開鐵罐時，可直接使用圖卡在鐵罐上

介紹重點、支點、力點的名稱及位置，這樣會比在簡報上介紹更合適。 

4. 動手實驗課，是學生最期待的課堂活動，有時不單會在課室進行、也會在化學實驗

室、操場等合適場地，實驗活動課能聯繫生活經驗，配合整體活動的設計，讓學生透

過實體操作更能掌握學習內容。但實驗課最大的困難是時間相當緊迫，很多時與預計

時間有偏差，甚至影響教學進度。建議動手實驗課，若遇到教學時間緊張，申請用補

習課完成，這樣既不影響進度又影響實驗課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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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簡報 

第一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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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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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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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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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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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情景 

  

         實驗活動                         實驗活動 

 

 

                        分組活動 

 

  

           認真地討論                                  嘗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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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展品 

利用槓桿原理製作—公園裏的蹺蹺板 

 

 

 

 

 

 

 

利用斜面原理製作—錢幣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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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槓桿原理製作—發射器 

 

 

 

 

 

 

 

利用斜面、滑輪原理製作—自助食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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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槓桿原理製作—               利用滾子原理製作— 

        幸福摩天輪                         扭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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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 2017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已完成，衷心感謝各位給予本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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