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主題... …





課程設計概念（1）：
由「好玩」吸引學生

Google Voice Kit

男仔最愛：「車」

課程設計概念（2）：
由自己設計(個人化)

課程設計概念（3）：
課後支援較弱學生

融合兩個教學
理論來設計課
程：

BLM

HCI

校本題材：運用「四輪車」學習「STEAM」＋「A.I.」





STEAM元素：科學元素、工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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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元素：科學元素、工程元素



人工智能元素：科技元素、數學元素



人工智能元素：科技元素、數學元素



Bloom’s Learning for Mastery （BLM）的應用例子(1)：

如何把複雜的學習活動分拆成細小的學習任務

整個學習活動簡單分為四大範疇。學生需
要先組裝四輪車[進度1]，再進行3D繪圖及
打印機械臂[進度2]，再利用小型電鑽等工
具安裝伺服馬達到機械臂中。

往後，學生需要進行電線接駁工序，加裝
Microbit及其擴充板至四輪車上。同時，亦
需要加裝人工智能鏡頭Huskylens以及早前
製作的機械臂到車上[進度3]。

最後，透過整個人工智能機械臂夾車製作
過程來引發學生對編程的興趣，減少他們
在過程中放棄的可能性。

教學法(1)：Learning for Mastery Theory (BLM)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的應用例子(1)：

利用Google Classroom為學生自學平台推動「學生-電腦」的學習模式

無論實體課或是網課的模式下，學生只需
要登入Google Classroom便能找出當天的學
習素材。

因為教材的設計是根據Bloom’s Learning
for Mastery 的概念而設計，所以學生能
根據個人進度來學習。

在這種課堂模式下，教師便能夠由傳統的
知識傳遞者轉而成學生學習支援者。在我
校的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情況下，教師更需
要抽身來協助學生學習，而非教授他們知
識。

教學法(2)：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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