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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數據 (一手及二手)
 以一手數據對照二手數據;
 必須引證一手數據的可信性

 反思二手數據的可信性

 從數據推論及思考議題,並提出看法及結論

 多角度分析以達到IES的高水平要求

IES與數據運用



 主題:節能科技及可再生能源

 題目: 太陽能板在香港普及的可行性有多大?

 如何解決: 
 1)如何從眾多傳媒數據中推論其可行性? 
 2)該等數據是否可信?

以單元六進行IES教學



教學事例:在香港推廣節能
科技的困難 (太陽能的使用)

 一次課堂討論的總結: 

 困難如下:

 香港獨特環境:地少人多

 技術不足

 成本高效果欠佳

 政府支持力不足

似事如
非? 

缺乏深
度

有數據
支持?

哪方面?  



 1)到訪科學園

 2)到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館搜集數
據

利用社區資源搜集數據



利用科學園作為學習資源

 學習經驗規定: 利用學校附近社區資源為學生
穿針引線

 利用科學園的節能技術向學生及教師示範,了
解有關技術的應用、成本、成效及普及性等
問題

 http://greentrail.hkstp.org/tc/index.html#Welcome



學生到訪科學園前的資料整理

找一些有關節能技術的相關資料,如報
導及個案 (不同地區)

歸納不同個案所需要的相關技術、成本、
困難等

擬定一些到訪時的提問



資料3:太陽能板佔地大，但日本等國能把太
陽能板設於水上，香港又有沒有地方解決地
方的問題？

 資訊4&5:為何不在更多車站裝上太陽能板？
此舉究竟對環境和經濟有沒有幫助？

 資料6:文中的做法能否普及化？例如帶到住
宅辦公室等地？（例如隔熱膜，熱水系統）

 資料7:有說法指出太陽能發電在大城市並不
常見，但較偏遠的地方則更普遍，究竟為什
麼？太陽能發電長遠來說是更合乎經濟效益
嗎？

 資料8:太陽能發電膜比發電板是不是更可行？

學生真實提問示例:



到訪後的跟進
 整理訪問後得著與所搜集資料配合

 示例: 





九龍和新界的供電全由
中電負責, 而港島區則
由港燈負責. 太陽能發
電或許能減低電費, 變
相減少兩電力公司的收
入. 因此, 他們未必能支
持. 而且電力收費制度
亦會影響一般住在樓宅
普遍普及太陽能板的可
行性, 因為有關制度還
未解決電力的如何收發
與計算用電等問題。

電力收費制度對節能科
技應用的影響



從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找到數據



配合下列數據

香港地球之友知慳惜電智能比賽2013
http://powersmart2013.foe.org.hk/chi/?tips#tips_company



 D:判斷及論證

學生的看法 (一)

不足地方: 須要顯示如何在以上兩數據中得出上述結論。例如顯示運數的程式



學生自設問卷進行調查



問卷所得配合消委會的調查

跟進: 問卷所得可如何配合上述發現?



訪問



 效益不高: 運用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所得數據 +電器
用電量 +訪問所得;

 社會制度: 科學園訪問所得 +問卷所得數據 (例如香
港電力供應相當穩定)

 意識與意願之間的落差:問卷所得 +消委會數據

如何達致多角度的分析來總結探索



 確保一手數據可信性:可從可信機構找到

 數據之間互相對照;

 可透過訪問或問卷加以論證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