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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推動創客及創科教育取得顯著
成效，得益於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校方特設「教師資源中
心」，讓教師有充足的空間及資源準備教材及備課。又運用開
源的軟硬件資源，有效解決資源取得的問題及成本的負擔，培
訓和建立跨學科教師團隊之餘，更着意訓練種籽教師成為課程
領導。

　　2023年10月，我校迎來一批重量級教育界嘉賓，國家教育部教師工作司任友群司長、廣東省教育廳朱建華副廳長、

華南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部部長王紅教授、香港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專業發展及培訓）李惠萍女士及一眾教育代表蒞

臨參觀指導。任司長及各嘉賓與我校劉世蒼校長及一眾教師探討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生培育的重要性，繼而觀課、欣賞學生

的創科得獎作品。

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到校考察
　　任司長對本校推動創客教育與創科教育的工作甚感興趣，與負責教師及參與的學生有不少交流，亦對我們的教學成果

給予不少肯定。說起推動創客及創科教育，教師需要掌握不斷更新的科技知識及技術要求，亦要管理多樣化及動態的課堂

學習環境，故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策略可說是成功與否的一大關鍵。下述數個要點：

開放工作空間  激發教學創意
　　自本地大力推動STE(A)M教育，不同校園內「創客空間」、「STE(A)M實驗室」等應運而生。除了學生需要一個能進

行動手體驗的空間，就教師專業發展而言，一個開放的工作空間讓教師研發、測試及體驗不同課程與項目亦屬不可或缺。

我校的「創客空間」特設「教師資源中心」，配備不同的設備、工具、材料及零件，讓教師有充足的空間及資源準備教材

及備課。

　　除了開放的實體工作空間，亦需要有「開放」的工作模式。創客教育提倡透過沒有特定限制與既定答案的自由創作，

讓學生學習如何發現及解決問題；創科教育亦強調創新意念。「教師資源中心」的使用亦應以「開放」、「自主」及「創

新」為目標，不為使用的教師設限，歡迎任何學科的教師參與；亦不為使用的目標設限，教師可就自己的興趣、喜好與需

要進行課程研發。透過這種沒有壓力的工作模式，讓更多數目及範疇的教師參與，激發並產生更多學與教的意念。

創科教育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推動創客及創科教育

作者：陳瑋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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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STEAM教育統籌主任)

用開源軟硬件資源  促進協作
　　為了讓學生能實際動手製作及研發創科項目，學生需學習

使用3D打印機、雷射切割機和不同電子元件等設備，配合物聯

網及人工智能等技術，將他們的創意變為現實。應用開源的軟

硬件資源，除了能有效解決資源取得的問題及成本的負擔，對

於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亦有一定的重要性。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要提供優質的教育，教師必先要掌握

充足的知識及技術。開源軟硬件資源的開放性質令網絡上有大

量開源社群、技術文檔等，大大提升教師進行自主學習和專業

成長的效能，使教師與時俱進，跟上科技的發展。使用開源的

軟硬件，更可促進教師間的合作與共享。開源軟硬件的特點在

於社群協作和知識共享，不同的網絡平台上有大量的應用實例

及討論，教師能互相交流他們自身的項目經驗及教學實踐，促

進教師間互相啟發與學習。

培訓和建立跨學科教師團隊
　　如要有效實踐創客及創科教育，教師需具備跨學科知識和技能，能整合不同領域的概念並進行教學實踐，因此建立跨

學科教師團隊並提供相應的培訓至為重要。跨學科教師團隊能夠彌補單一教師的知識和技能不足，教師可以彼此合作，將

各自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集合起來，形成一個更全面的教學團隊。

　　本校除了會建立跨學科教師團隊，同時也非常重視培訓合適的種籽教師作為課程領導。這些種籽教師不僅發展本科知

識和技能，還積極參與其他學科的教師專業發展，以提升教師的綜合能力。例如，一位科學老師如果能同時掌握編程技巧

和操作3D打印、雷射切割等技術，就能將科學領域與現代技術有機結合，為學生打開更廣闊的學習視野。這樣的課程研發

及領導使學生能夠在實踐中深入理解科學原理，同時亦能培養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助學生的全面發展，為他們的

未來打下堅實的基礎。

任友群司長等嘉賓聆聽學生講解其創科得獎作品

嘉賓與教師交流，了解應用開源軟硬件作為教材的創客課程作品(左二)教育部教師工作司任友群司長在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考察創科教育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