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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科學科課程定稿 小一小二免筆試
騰出時間進行科學探究 培養學生好奇心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於2025/26

學年起推行小學科學科，以加強學生

的科學及創意思維。教育局昨日向全

港小學發通函，指已上載《科學（小

一至小六﹚課程框架》定稿，確認該

科目的課程宗旨、內容、課時分配與

評估方式。當中特別指出，學校應盡

量避免採用紙筆考試形式評核小一及

小二學生於該科目的學習表現，以為

學生創造空間，減輕學生學業壓力。

而在教師支援方面，教育局將於本月

起陸續舉辦專業課程，首輪將培訓

4,000名教師及課程領導，並於明日

（6日）舉辦科目簡介會，向學校介

紹框架內容及各項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小學科學科主題內容
●生命與環境

◆人體健康
◆生物的特性
◆生命的延續
◆生物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係
◆生態系統
◆顯微鏡下的世界

●物質、能量和變化

◆物質的特性和變化
◆能量的不同形式和傳遞
◆力和運動

●地球與太空

◆地球的特徵和資源
◆氣候與季節
◆宇宙中的太陽系

●科學、科技、工程與社會

◆科學過程和科學精神
◆航天與創新科技
◆工程與設計

資料來源：《科學﹙小一至小六﹚課程框架》定稿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教育局去年底發布《科學（小一至小六﹚課程
框架（擬定稿）》收集學界意見，經諮詢並

在課程發展議會專責委員會檢視修訂後，最終框架
定稿上月獲接納，並建議2025/26學年開始實施。
框架定稿指，小學科學科有「科學探究」和「工程
設計與創新」兩個重點貫穿整個課程。前者強調讓
學生就一些自然現象或事物提出問題，通過運用科
學方法進行探究，尋求答案和發現知識，培養學生
的好奇心和探究的精神；後者強調讓學生通過設計
模型/產品，了解科學與科技與日常生活的聯繫，
以及其為改善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好處，同時培養學
生的創造力和創新思維。
而整個小學科學科課程涵蓋「生命與環境」、

「物質、能量和變化」、「地球與太空」和「科
學、科技、工程與社會」四個範疇共15個主題，當
中包括39個不同的課題。小一至小二每年不少於
64節，即不少於37小時；小三至小六每年不少於
96節，即不少於56小時。
另外，課程設有10%彈性課時，學校可配合不同

課題，安排校本科學課程、科本/跨學科專題研
習、科學比賽、科學體驗活動、科學講座、戶外考
察或參觀活動。例如配合「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
及「日常的天氣現象」課題，帶領學生進行有關設
計「太陽能蒸餾器」的專題研習，應用水循環的知
識製作簡單的海水化淡裝置；配合「力和與運動相
關的現象」課題，安排學生進行水火箭比賽；配合

「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課題中有關燃燒的學習內
容，安排學生參與消防處提供的「社區應急教育講
座」等。
教育局早前提出正積極考慮小一及小二科學科

不設紙筆試，是次框架定稿亦有跟進落實，指出
課程適用的評估方式包括教師提問、口頭匯報、
實作評估、工程模型/產品設計、科學日誌、學習
歷程檔案、專題研習、作品展覽、跨課程閱讀
等。紙筆評估只是眾多評估方式的其中一種，尤
其是在小一及小二，學校應盡量避免採用紙筆考
試的形式評核學生的學習表現，以騰出更多時
間，讓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或實地考察，培養學生
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

本月起陸續舉辦教師培訓課程
教育局並指，將於本月至7月舉辦首輪30小時的
「開設小學科學科教師專業培訓系列」課程，共提
供3,600個培訓名額， 助教師充分了解小學科學課
程內容，以及掌握其學與教和多元評估策略；4月
至11月則舉辦首輪15小時的「小學科學課程領導
專業培訓證書課程」，共提供360個培訓名額，對
象是擬任小學科學科科主任或級統籌員，提升他們
的課程領導和管理能力，內容包括課程領導、課程
詮釋、課程規劃、安全指引等。局方並會設立「小
學科學教師培訓基地」，有系統地為現職小學教師
舉辦培訓，本學年培訓基地將設於龍翔官立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世界肥胖日。根據香
衞生署2020至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報告顯
示，在香15歲至84歲人士之中，32.6%屬
肥胖，22%超重，37.8%屬中央肥胖。調查亦
發現接近四分之一的18歲或以上人士參與體
能活動量不足，近98%的15歲或以上人士表
示每天進食水果及蔬菜量不足（即平均每日少
於5份）。衞生署表示，會繼續提升公眾有關
健康生活重要性的意識，加強公眾健康素養，
以及與其他政府部門和社區夥伴緊密合作培養
更有利健康的環境。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為合資格的中小學生

提供免費的周年健康檢查服務，2022/23學
年共有233,000名小學生及97,000名中學生
到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周年健康檢查。其
中，小學生及中學生的超重（包括肥胖）的檢測
率分別為19.5%及20.5%。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當人體攝取熱量多過消

耗，就會出現肥胖的情況。為達至及維持健康體
重，署方鼓勵市民保持均衡飲食、多做體能活動
和減少久坐的時間。該署一直採取以人生歷程和
環境為本的方式，推廣健康生活模式。市民外出
用膳或購買外賣食物的情況在香十分普遍，該
署鼓勵食肆支持「星級有營食肆」運動，為市民
提供更多較健康的菜式。
衞生署又聯同相關政府決策局/部門、公私營及

非政府機構開展「幼營喜動校園計劃」、「健康
飲食在校園」運動和「好心情@健康工作間」，
推動健康飲食及體能活動，為學前教育機構、小
學，以及工作間營造有利健康生活方式的環境。

衞生署籲市民步行融入生活
為提倡市民採取有活力的生活模式，衞生署自

2022年起舉辦「日行萬步」活動，鼓勵市民將步
行這種簡單的體能活動融入日常生活。去年的步
行挑戰更邀請市民與家人和朋友一起組隊參與，
支持彼此每日步行一萬步。

逾三成港人屬肥胖 近98%人少食蔬果

◆未來的小
學科學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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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產品。
資料圖片

◆衞生署的調查發現，香港15歲至84歲人士之中，32.6%
屬肥胖，因此鼓勵市民多運動。圖為市民在東區海濱長廊
慢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環境保護署透過教育局邀請全
中小學參與一項名為「回收＠校園」的活動，鼓
勵學生與家人一起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實踐減廢回
收。
進一步加強在學校層面進行宣傳教育，是推動

全民減廢重要的一環。環保署期望與全中小學
校合作開展「回收＠校園」活動，透過學校向學
生提供最新的分類回收資訊，鼓勵他們與家人分
享，並一起利用其住所提供的回收設施、鄰近的
「綠在區區」回收點，以及學校的三色廢物分類
回收桶進行回收。
在「回收＠校園」活動下，環保署會提供最新

的分類回收資訊，並透過「綠在區區」回收環保
站的營運團體，以及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
的「綠線通—環境教育支援服務計劃」（綠線通
計劃），支持學校舉辦宣傳教育活動（例如校內
講座、校外參觀、工作坊等），以豐富「回收＠
校園」的活動內容。
環保署發言人說：「現時已有約120間中小學承

諾參與『回收＠校園』活動，我們期望全中小
學一同參與，共同攜手鼓勵學生以至他們的家人
培養減廢回收的習慣，一起做到『多回收、揼少
啲、慳多啲』，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實施做好
準備。」

逾千中小學設三色廢物回收桶
環保署一直與環運會合作推行「學校廢物分類
及回收計劃」，向參與該計劃的學校免費提供三
色廢物分類回收桶，讓學生認識珍惜資源的重要
性及廢物分類的概念，並鼓勵學校將廢紙、塑膠
樽及金屬進行分類及回收。
環境運動委員會至今已向超過1,000間中小學提
供三色廢物分類回收桶，而環保署亦應學校的要
求，為當中約 950 間中小學提供回收物收集服
務。
此外，環境及生態局和環運會亦透過環境及自
然保育基金的資助推行綠線通計劃，為學校提供
一站式的環境教育專線支援服務。

環保署勉學生家長積極減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