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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

“STEM教育是國家經濟強勁復甦 的
關鍵因素” 

-奧巴馬(2012)

“創新及科技（創科）不是口號，而
是提高香港經濟和社 會發展速度的
新動力。” 

《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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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世界創意競爭能力排名(香港)

5資料來源：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2-2016).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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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平均分 2015年 平均分
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 501 493

排名 國家 國家

1 中國上海 580 新加坡 556

2 中國香港 555 日本 538

3 新加坡 551 愛沙尼亞 534

4 日本 547 台北 532

5 芬蘭 545 芬蘭 531

6 愛沙尼亞 541 中國澳門 529

7 韓國 538 加拿大 528

8 越南 528 越南 525

9 波蘭 526 中國香港 523

10 列支敦斯登 525
中國(北京-上海-

江蘇-廣東)
518

*  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資料來源：OECD (2014 -2016).PISA 2012-2015.

研究背景-
PISA* 2012及2015香港中學生科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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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PISA* 2012及2015香港中學生數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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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平均分 2015年 平均分

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

494 490

排名 國家 國家

1 中國上海 613 新加坡 564

2 新加坡 573 中國香港 548

3 中國香港 561 中國澳門 544

4 台北 560 台北 542

5 韓國 554 日本 532

6 中國澳門 538 中國(北京-上海
-江蘇-廣東)

531

7 日本 536 韓國 524

8 列支敦斯登 535 瑞士 521

9 芬蘭 519 愛沙尼亞 520

10 波蘭 518 加拿大 516

*  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資料來源：OECD (2014 -2016).PISA 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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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PISA* 2012香港中學生解難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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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  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資料來源：OECD (2014 -2016).PISA 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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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TIMSS* 2015香港小學生科學表現

9

排名 國家 平均分

1 新加坡 590

2 韓國 589

3 日本 569

4 俄羅斯聯邦 567

5 中國香港 557

* TIMSS：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
資料來源：TIMSS & PIRLS .(2016). TIM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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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STEM教育在其他地區的發展狀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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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STEM教育在香港的發展狀況

11

2015 

STEM

STEM

2016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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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11月

6

(

)

STEM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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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資料來源: 課程發展議會（2016）。《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告摘要，2017年1月24日下載。
課程發展議會（2015）。《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告，2017年1月25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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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香港小學推行STEM教育的障礙

12

小學生的科學/

科技基礎

小學教師數理
背景

STEM教材的設計

津貼金額

常識課課時

學習活動類型 外購服務成效

專家支援
場地及資源

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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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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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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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高小學生接受 教育的狀況如何？

高小學生和教師對 教育有何觀感？

甚麼因素妨礙小學推動 教育？

促進小學發展 教育需要具備甚麼先決條件？

2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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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5

高小學生意見調查

專家、教育工作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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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小學生對科學和科技的興趣及接受

STEM教育的狀況

對象 現時就讀小四至小六的香港高小學生

主動邀請學校參加問卷調查

高小學生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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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教育工作者訪問

17

目的 從校方和專家角度，探討現時小學推動 STEM  

教育的不足、難處和相關改善建議

對象 15名專家、教育工作者

訪問日期 2016年01月18日 至 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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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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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0你是否認識甚麼是「STEM」教育？

不知 難講

完全不認識

頗不認識

頗認識

完全認識

45.2%

40.8%

受訪學生中，認識與不認識STEM教育的
百分比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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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半受訪學生表示對科學和科技知識
有興趣(6-10分)

20

你對科學和科技的知識有幾大興趣？
(請以0-10分表示， 0分=完全無興趣，10分=非常有興趣，5分=一般)

N=520

55.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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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數學的知識有幾大興趣？
(請以0-10分表示，0分=完全無興趣，10分=非常有興趣，5分=一般)

N=520

9.2%

2.5%

1.0%

2.5%

1.9%

38.1%

4.8%

5.4%

4.8%

5.2%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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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8%

17. 1%

近四成半受訪學生表示對數學知識有興
趣(6-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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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最能啟發受訪學生數理學科的興趣

22

誰啟發你對學習科學和科技/數學的興趣？ N=520

科學和科技的興趣 數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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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37.5%

31.9%
28.8%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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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科學和科技興趣的活動：
科學實驗、製作科學發明及參觀和實地考察

23

你認為甚麼活動最能引起你學習科學和科技的興趣(最多選三項)？

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Youth I.D.E.A.S.

三至四成學生經常和間中進行科學實驗及製作科學
發明，但甚少和從未進行的學生，亦為數不少

24

現時在學校內，你有沒有進行以下的學習活動？ N=520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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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 製作科學小發明 環保工具 例如：濾水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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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數學興趣的活動：
數學比賽、推理/偵探遊戲及製作立體模型

25

你認為甚麼活動最能引起你學習數學的興趣(最多選三項)？

N=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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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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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成受訪學生經常和間中製作立體模型，三成半
從未在校內進行推理/偵探遊戲

現時在學校內，你有沒有進行以下的學習活動？ N=520

經
常

間
中

甚
少

沒
有

不
知

難
講

經
常

間
中

甚
少

沒
有

不
知

難
講

推理 偵探遊戲 製作立體模型 例如：砌積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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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學生有好奇心，但創意及解難能力只
屬一般水平

N=520

你認為自己有沒有創意？
(請以0-10分表示，0分=非常無創意，

10分=非常有創意，5分=一般)

平均分：5.95

你認為自己的解難能力有幾高？
(請以0-10分表示，0分=非常低，10分=

非常高，5分=一般)

平均分：5.79

你是否同意你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
(請以0-10分表示，0分=完全不同意，10

分=非常同意，5分=一般)

平均分： 7.1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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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校內增加：
科學實驗、推理/偵探遊戲及製作科技發明

28

你希望學校可增加下列那些學習活動(最多選三項)？

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Youth I.D.E.A.S.

希望在校外參加：
比賽、興趣班及體驗式活動

29

你最希望在校外參加那些類型的學習活動(最多選三項)？

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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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參加校內相關課外學習活動的原因：
功課太多、活動費用昂貴及沒有興趣

30

有甚麼因素令你不參加校內科學或數學有關的課外學習活動(最多選三項)？

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學生鮮有機會自己找資源來動手製造、發
明，亦往往受外在及自己所設的框架所限做事
情只想尋求標準答案，一旦遇上困難亦會先舉
手求助，而非靠自己探索其他方法再嘗試。」

(許劍平先生/香港青年
協會青年工作幹事(LEAD創意科藝工程計劃))

專家、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本港小學生動手和解難能力狀況

「我認為小學生整體的動手能力偏低。一些雖簡單
但可訓練他們空間感的摺紙活動，他們也未能完全
掌握，情況有待改善。」

(黃雅易女士/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發展幹事)

「小學生常被看得到、聽得到、摸
得到的東西吸引。……香港學生自
身的科學成績其實不錯，不過解難
能力偏低。」

(黃志堅先生/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項目顧問)

31



「大部分小學常識科老師不是來自理科背景，
他們在處理科學和科技課程的時候，未必有足
夠的科學知識和信心帶領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
動。」

(黃雅易女士/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發展幹事)

「我是文科出身，即使出席了很多STEM教育的講
座，我仍會對STEM教育一字感到困惑，有時討論
到常識科課程時，每當談及科技，還是要靠某幾位
數理知識較豐富的老師帶領。」

(郭家雯主任/孔教學院大成小學課程發展主任)

「老師對STEM一字都未有充分的了
解，令到他們對推行STEM教育卻
步。」

(程志祥主任/浸信會天虹小學創新及教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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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小學師資問題



「以常識科計算，現時課時不足夠讓老師加入STEM的元
素。我校一星期有4節常識堂，每節35分鐘。我們現時要
刪減或濃縮科本課程，騰出一星期做STEM project，但
其實一星期也不太足夠。」

(郭家雯主任/孔教學院大成小學課程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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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設有實驗室的學校不多，學
生有可能缺乏工具去實踐。」

(黃志堅先生/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項目顧問)

「我從學校硬件方面分析，資源充足的學校如直資小學有
實驗室，……自然可以在推行STEM教育時走在較前的位
置。然而，一般小學都沒有實驗室，教師在教授科學課題
時，學生只能在一般課室中進行一些探究活動。」

(張錦華博士/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項目顧問/路德會沙崙
學校資訊科技主任/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客席講師)

專家、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小學推行STEM教育的障礙



「就本港的經濟和產業結構來看，很多家長都
會認為子女修讀這些科目的發展並不太好，例
如就業選擇、社會地位以至收入等，都不及商
科吸引。」

(許劍平先生/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工作幹事
(LEAD創意科藝工程計劃))

「如果當局不重視與STEM相關的行業，永遠會被
金融對比下去，令學生失去接受STEM教育和修讀
數理學科的動機。」

(莫乃光議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香港社會和家長對STEM缺乏共識
和支持。」

(張澤松博士/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34

專家、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本港創科產業氛圍



主要觀察

1. 肯定STEM教育在小學推行的價值。從小讓學生接受STEM教育
，相信有助鞏固他們對相關學科的知識、興趣及基本技能

2. 需解決小學師資結構性問題。教師在啟發學生數理學科興趣的
角色舉足輕重，亦可直接影響STEM教育的推行成效。當局及
各大專院校應就結構性的小學師資問題，尋求相應解決方案

3. 消除小學推行STEM教育的障礙。推行STEM教育過程中，學校
遇到津貼、課時、人手等資源不足的障礙。當局倘能為學校提
供適切的支援，相信有助學校持續發展STEM教育，並深化學
生的學習經歷

35



主要觀察

36

4. 持續開創學生的創科學習空間。學生們需要空間發掘
數理學科興趣，學校應考慮減輕其學業壓力及負擔，
讓他們騰出時間，培養相關學科的興趣

5. 社會對創科的重視與氛圍不足。整體社會對STEM教育
未及深入了解和支持；當局應強化推廣，長遠亦應拓
展創科產業及創造相關職位，為學生的前途發展帶來
更大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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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設立教學獎學金(Teaching Scholarship)予大
學主修STEM相關學科的學生，鼓勵他們
協助學校和老師推動STEM教育

 將「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修計劃」延
伸至小學教師，有機會前往STEM教育發
展先進的國家，增廣見聞，豐富教學知識

 設立STEM資源分享平台，提高坊間教材
質素，以及有關收費或覆蓋範圍的透明度

研究建議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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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促進家、校及坊間專業組織合作，建立
「STEM社區學習圈」(STEM Learning 
Community)，讓家長及大眾提升對STEM
教育的認知

 進行師資培訓時，當局可以視像會議
(Teleconference)形式，讓本港教師與外地
教師交流，從中學習並分享各地的良好
經驗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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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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