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教育科的
科學與科技元素



只在單元五及六 ?  

思考邏輯

知識層面 - 基本概念

科學與科技的角度

科學方法 / 科學實驗

 IES的探究方法



思考邏輯

概念與組織架構
vs 

字詞與語文組織

數字
vs 
文字

聚斂式思考 (Convergent thinking) 

vs 
擴散式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

科學邏輯 vs 語文邏輯



基本概念

健康
傳染病與流行病
非傳染病
公共衛生
科學發展與公共衛生
疾病預防
疾病診斷及治療
健康生活模式
健康促進
醫療科技
醫療衛生開支
藥物專利權



運用概念分析特定情境

健康
(四個層面)

肥胖症
的影響



基本概念：能源科技與環境

 能源科技
 不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
 資源消耗
 氣候變化
 空氣污染
 可持續發展
 生物多樣性
 生態足印
 廢物管理
 污染者自付原則
 綠色生活模式
 城市規劃



運用概念框架分析特定情境
廢物管理
4R原則

分析香港
的廢物
管理情況



社會議題的科學與科技角度

中國城市化對健康的影響

中國霧霾的成因 (科學原理)
過度使用互聯網對健康的影響

科技如何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素質



社會議題的科學與科技角度

過度使用互聯網對健康的影響



注入STEM 教育元素

Problem-solving (問題解難)
Investigation (科學探究)
Collaboration (團隊協作)
Knowledge (知識應用)
Engineering (工程素養)
Refinement (修訂改良)



獨立專題探究 - 注入 STEM教育元素

 STEM- 科學(S)、科技(T)、工程(E)和數學(M)
 IES - 探究社會議題 (涉及社會向度)

IES STEM

Socio-scientific Issues :如人口老化、氣侯變化、肥胖症

跨科協作



STEM @ IES 試驗方向

發掘及探討社會議題，提出解決方案

(包括政策建議或以科學及科技解難) 

探討社會議題
(包括現有政策

/措施)

科學與科技

持份者角色 /責任解難

公共政策

例子：人口老化 / 社會應如何照顧長者？



STEM @ IES 試驗方向

多角度探討社會議題

(包括設計方法，收集科學數據)

探討社會議題

問卷

訪問

實地考察

科學數據測量

例子：空氣污染、健康生活模式

提出
解決方案

相關性研究

互
相
印
證



STEM @ IES 試驗方向

多角度探討社會議題

(包括設計方法，收集科學數據)

生活模式與健康狀況的關係

運動 + 飲食習慣 如BMI、血壓、脂肪比例、
睡眠時間/質素

+ 政策建議

相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