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本主題式教學課程 

校本課程能讓學校更靈活地為學⽣選擇合適的主題和教學模式。學校可以善⽤校園地理位置優

勢及現有的資源，製作更符合課程⽬標的校本教學課程，讓學⽣能夠獲得獨特和切合需要的學

習體驗。 

⼀起看看兩間分別於 2021 及 2022 香港環境卓越⼤獎（學校界別） 特別獎項 – 「最佳環境教

育⽅案⼤獎」中獲得傑出獎的學校所實⾏的教育⽅案，以取得靈感發展及推⾏校本主題式教學

課程。 

 

 

（培基⼩學） 

主題： 以蝴蝶為主題的 STEM 探究活動 

學習⽬標： • 學習養育蝴蝶，並觀察及記錄蝴蝶的成⻑過程 

• 協助蝴蝶園的⽇常管理⼯作 

• 透過參與不同的研究及 STEM 探究活動，提升學⽣的科研能⼒ 

• ⿎勵學⽣以⾏動愛惜和保護環境及⽣態 

• 培養承擔精神、堅毅精神和責任感 

• 培育互相合作、尊重別⼈和關愛的精神 

對象： 全校學⽣及家⻑ 

科⽬： 科學科 

推⾏學年： 2022 年 

內容： 1. 認識蝴蝶 

• 將校本蝴蝶單元融入科學科課程，教授蝴蝶的⽣命週期及特徵。 

• 了解蝴蝶的⽣⻑條件後，學⽣⾃⾏搜集資料並發揮創意，設計⼀個蝴

蝶養殖箱。 

 

     
學⽣於⼩冊⼦內記錄蝴蝶的⽣⻑過程（左）及設計蝴蝶養殖箱（右） 

 



2. 飼養蝴蝶及交流⼼得

學⽣蝴蝶⼤使 飼養蝴蝶幼蟲、記錄數據、管理及種植校內蝴蝶

園的植物。 

學⽣ 配合科學科課程在課室內飼養蝴蝶，由蝴蝶⼤使協

助管理和講解。 

親⼦ 安排四年級學⽣將蝴蝶幼蟲帶回家飼養，作為親

⼦學習活動。 

師⽣ 教職員飼養蝴蝶幼蟲，並將養育經驗與學⽣分享。 

在 STEM 活動室內飼養蝴蝶幼蟲 

3. 種植寄主及蜜源植物

• 與海洋公園合作於校內共建蝴蝶園，學⽣協助栽種寄主植物及蜜源

植物增加⽣物多樣性。 

• 蝴蝶⼤使將不同寄主植物的幼苗或種⼦帶回家栽培。

4. 展⽰成果及分享經驗

• 在學校⼤⾨及 STEM 活動室展⽰蝴蝶讓學校成員觀察及學習。

• 透過學校參觀及教育局網上培訓課程向其他學校分享教學⼼得。



 

 

出⾊之處： 

 學校設計及推⾏原創的校本科學科課程，並加入 STEM 探究活動讓學⽣對蝴蝶有更深入和

全⾯的了解。 

 計劃橫跨整個學年，讓學⽣參與整個蝴蝶⽣命周期的飼養過程，以獲得更深刻的學習體驗。 

 除了知識層⾯，照顧蝴蝶的經驗亦能提⾼學⽣的責任感及對⼤⾃然的好奇⼼，同時培養愛

惜⽣命等正⾯價值觀，並能提⾼保育意識。 

 學⽣將蝴蝶幼蟲帶回家中照顧，家⻑及其家庭成員可⼀同參與飼養過程，擴⼤活動的受眾

及影響⼒。 

 從老師及家⻑的觀察，學⽣在參與蝴蝶飼養活動後更留意⽇常⽣活中遇⾒的動植物，對環

境和⽣態的觀感亦有正⾯轉變。 

 

 

（香港中文⼤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主題： 節能、減廢、環保 

學習⽬標： • 認識全球暖化為動物⽣活帶來的問題 

• 認識節約和減少浪費能源的⽅法 

• 認識可再⽣能源 – 太陽能 

• 建立愛護環境的態度 

對象： 全校學⽣及家⻑ 

推⾏學年： 2020-21 

內容： 

 

 

 

 

 

 

 

 

 

 

 

1. 製作校本環保故事教材套 

• 與外間公司合作編制兩套校本 STEAM 教材 -《地球村遊歷記》及《太

陽能風⼒船》，分別包括故事書、活動冊、問答卡及任務卡。 

 

 
《地球村遊歷記》教材套 



 

 

 
《太陽能風⼒船》教材套 

 

2. 以全校參與模式進⾏環境教育課程 

• 根據幼兒不同年級的學習程度編制，共有六個主題，包括惜食、綠

化、減廢回收及可再⽣能源，由入學起培養學⽣對環保的興趣和建立

⽣活習慣。 

• 於⾼班課堂上透過故事讓幼兒了解環境議題，並進⾏不同實驗和活動

學習科學原理。 

• 《地球村遊歷記》：學習暴雨、天然災害及環境問題對⼈類⽣活的影

響，及認識不同物料的特性，嘗試製作⼀把雨傘。 
 

 
學⽣於課堂上測試不同物料的防⽔能⼒ 

 

• 《太陽能風⼒船》：以太陽能為例⼦探索可再⽣能源，學⽣與家⼈運

⽤環保物料製作太陽能風⼒船，及提出節能和減廢的⽅法。 
 

 
於校內舉辦成果分享展覽展⽰學⽣製作的太陽能風⼒船 

 
 

 



 

 

• 疫情停課期間，老師⾃⾏拍攝及製作教學短片，以互動形式講解環保

故事，引導學⽣完成課本題⽬及製作太陽能風⼒船。 

 

 
 

 

出⾊之處： 

 兩套教材套內容創新精美，故事以卡通⼈物 STEAM Bear 為主⾓，讓學⽣透過故事形式學

習，有效提⾼學習動機及加深印象。 

 課程配合 STEAM 實踐活動，讓學⽣應⽤所學的知識和技能，製作獨⼀無⼆的成品。 

 透過親⼦合作將環保知識推廣⾄家⻑，更能增進學⽣與家⻑的關係。 

 學校進⾏有系統的教學反思，教師需於每週就教學內容及學⽣表現作出評估。此外，教師

亦會觀察個別學⽣的表現並填寫學習歷程檔案，以便校⽅跟進及檢討。 

 

 

 

總結 

兩個教育⽅案的共同優點： 

ü 校⽅設計⼀系列精美⽽獨⼀無⼆的教材及趣味活動，並按檢討結果修訂內容及

推⾏細節，提供更切合學⽣興趣和學習需要的環境教育課程。 

ü 將具備 STEAM 元素的探究及創作活動融入教學中，有助激發學⽣創意，學⽣

也能從同儕的作品中互相學習和欣賞。 

ü 透過親⼦協作或家庭參與，家⻑對環境及⽣態的知識和意識亦有所提升。 

ü 積極與學界及公眾分享教案及教學經驗，促進交流及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