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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焦點

設計團隊認為，教育不只是老

師對學生的知識傳遞，還要讓學生

學會輸出。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培養聽說讀寫能力，這套教材

以動畫的形式展現了林奈、愛迪

生、牛頓、卡森、畢昇、魯班等十

位中外名人的故事，並設有情景戲

劇、STEAM探索實踐、電子遊戲等

趣味活動，令學生可以在教學過程

中觀察、體驗，重複運用所學知

識。

戲劇＋探索＋遊戲

鞏固知識
在中文學習方面，每集動畫對

應的目標字詞、部首及句式均來自

幼稚園及小學學生常用的中文。對

一些較為抽象的字詞，團隊希望在

具體的故事或交流語境中令學生真

正理解意思，學會靈活運用。曾試

用該教材的漢師幼兒園（龍總）陳

錦佩老師表示，雖然傳統的教學方

式也有主題教學，但老師指字、學

生認字的模式容易令小朋友覺得

識字 「又悶又辛苦」 ，失去學習

興趣。她進一步指出，有些小

朋友透過傳統模式學習，雖然

可以認出字形、聽明字音，

但未必可以讀出或運用。

以 「發現」 為例，這

個詞代表的並非一個具

體動作，而是一種系列

行為。透過這套教

材，學生可以在科

學家林奈發現植物

命名問題的動畫

故事中初步理

解 「發現」 的意思；隨後在STEAM

活動中觀察植物葉片， 「發現」 葉

子分類的不同準則；並在 「教師入

戲」 活動中扮演角色，透過自己的

「發現」 對植物進行分類，幫助老

師解決問題。陳老師提到，小朋友

在這過程中會不斷運用 「發現」 這

個詞去表達他的觀察和思考。由於

科學家的故事往往有相似之處，老

師亦會在後面的課程中引導小朋友

運用前面課程的字詞，鞏固學過的

知識。她在項目的後測時發現，小

朋友在認字、理解及應用中文詞彙

方面都有顯著進步。

為了讓科學知識更 「入腦」 ，

教大團隊在設計教材時也十分着重

「貼地 」 的問題。項目共同主持

人、教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講師

麥可欣博士表示，當初揀選每集動

畫的科學家時除基於調研結果，亦

會考慮涉及的科學知識在生活中是

否常見。在魯班課程中，學生需使

用不同物料改良、製造投擲器；而

在牛頓課程中，學生亦需要透過力

的作用製作 「游水」 小船。這些實

踐活動所用的材料都能在家中找

到，例如投擲器的雪條棒、膠匙

羹， 「游水」 小船的塑料瓶、橡筋

等。

陳錦佩指出，活動採用的物料

普遍在家中就能找到，不

僅省去購買材料的開支，亦

可令小朋友建立環保意識及將科學

知識融入生活。她亦發現，試用教

材期間，小朋友的學習態度變得更

積極，也能多角度思考問題。亦有

「用家」 老師反映，動畫教學配合

STEAM活動和情景戲劇，小朋友的

觀察能力、解難能力、創造能力都

有所提升。

資料嚴謹求證 介紹要精準

項目團隊亦十分堅持 「嚴謹

性」 。麥可欣透露，教材籌備兩年

半， 「我們都改了好多次」 。由於

教學對象是幼稚園和小學生，團隊

需要將科學原理簡化成他們能夠理

解的水平，過程中團隊亦需要保證

信息正確，連蒸汽機的入水位、出

水位都經過反覆確認。項目成員楊

碩珺女士分享了一些動畫設計的細

節位： 「譬如人物裝束、背景房子

是否符合對應的時代。」 她續指，

介紹語的表達亦要十分精準，例如

「牛頓發現地心引力」 的說法其實

是錯誤的，愛迪生亦沒有發明電

燈。學生在觀看動畫後就會知道，

牛頓當年發現的是 「萬有引力」 ，

而愛迪生雖然是 「發明大王」 ，但

也只是改良了電燈。

幼小銜接向來是家長關注的話題。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有

「卡通片校長」 之稱，在他帶領下，教大近年創作了一系列 「葉仔」

動畫教材。因應幼小銜接需求，教大新推出 「看STEAM動畫．讀故事．學

語文」 項目，為全港學校免費提供STEAM動畫系列及配套教材。

這套教材的項目共同主持人、教大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姜鍾赫

博士表示： 「我們不想只在常識科做科學教育，這個概念已經過時。我

們認為所有科目的關係應該更緊密。」 今期《教育佳》封面故事，帶大

家一齊看動畫學中文，體驗如何成為一名能解決問題的科學家。

教育佳記者 廖敏烔（文）何嘉駿（圖）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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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簡單的材料便可

製作蒸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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