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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分享一個校本課程發展的經驗：在正規課堂上教授小學生 DNA的知識和概念，
並通過審視教學內容、學生各種學習表現以及家長的回饋，加上參與教師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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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總結出在小學課程中引入 DNA 概念與知識的做法確實成功及值得向其他
小學推介。 

1. 引言 

在小學層面，以 DNA 的概念與知識作為學與教的切入點實非易事。因為學生
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常常意識到細胞、基因和 DNA 等物質的存在，而且他們更
不可能利用五官真正接觸過這些東西，所以很少機會基於已有知識或生活經驗

建構出關於分子生物學的知識。另一方面，在小學的常識科課程中，並沒有涉

獵有關 DNA 的課題；但學生卻可在現今科學與科技急速發展的社會當中，透
過圖書、報章雜誌、電視、互聯網、參觀科學館等途徑，接觸到很多與生物科

技有關的資訊，如基因食物、複製動物和藥物生產等。倘若學生缺乏對於 DNA
及基因的基礎知識，他們很難掌握生物科技這應用層面的認識。基於上述的兩

點，現在是很值得在常識科的課程中加入一些分子生物學的基礎概念作為增

潤，一方面幫助他們從閱讀或其他媒體了解分子生物學及生物科技，追上時代

的節奏；另一方面亦提供機會誘發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學習興趣及好奇心，從

而為培養未來的科學家鋪路。其實，這些出發點跟香港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當
中結合了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與科技教育三個學習領域)所倡議的
互相呼應和緊扣的。  

本論文的目的旨於分享如何運用一套經翻譯及改編的教材，輔以生活化的例

子，教授一班四年級學生認識 DNA 的經驗，當中以學生各方面的表現、家長
的回饋及教師的反思對有關的教學作出評估，藉此讓其他有興趣教授 DNA 的
學校作參考。 

2. 發展背景及方法 

在香港，普遍的學校在中央課程的綱領下，建基於本身的優勢，可自行規劃課

程。因此，教師可就學生的興趣、學校周年主題及個人專長，發展校本課程。

校本課程的設計可以是沿於中央課程，經過剪裁、調適、增潤或延伸而產生，

目的是用來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在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六年期間，本校參加由

教統局資優教育組所舉辦的種籽計劃，目的是透過校本資優培育課程推展資優

政策。參與計劃的老師跟教統局的課程發展主任共同規劃課程，藉此滿足在科

學方面學習能力較高的資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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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NA 概念作為發展校本資優培育課程的切入點，本是源於一個每年在香港
科學館舉行的活動 ─ 活的科學 (Science Alive)，這是一個普及性的推廣科學的
活動，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科學的現象和知識，形式多以展覽、講座或工作

坊進行，講者大多來自英國著名大學或與科學相關的學術機構，每年主題都不

同。適逢 1999年所舉辦的一次，是以 DNA結構作為主題的。故教統局資優教
育組因時制宜，藉著這有關 DNA 的推廣活動，鼓勵各間從事以科學教育為主
線培養資優生的種籽學校，嘗試引入 DNA作為設計校本課程的元素。 

參與學校一向以科學教育及探究之範疇發展校本資優培育課程。在得到教統局

資優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的建議及專業指導下，學校老師嘗試以 DNA 為主題
發展校本課程。當中所採用的課程內容是取材於由 Assinder博士所編寫的一套
關於 DNA的教材[1]，當中的內容頗淺白，活動設計又生活，加上輔以生活化的

例子，學生很容易透過親身經歷那些手腦並用的活動，建構 DNA 的概念。因
此，經各參與同工的討論，決定採用該教材作為藍本，經過翻譯及剪裁，從而

發展一套關於 DNA的校本課程。  

3. 課程發展 

此部分包括校本課程的發展成果、參與教師對課程及教學的反思及學習評估，

當中輔以學生在參與課程前後的測驗成績、課業和校內常識科學業成績，以及

學生家長的回饋，作為評估該課程學與教表現的佐證，以此反映參與的學生在

知識、技能及態度上的學習得著。 

3.1 課程內容 
上述的校本課程意譯為「探索 DNA：生命的藍圖」。課程設計採用了「學習即
參與」的教學理念[2]，其教學原則是為學生提供手腦並用的學習經歷，著他們

親身參與課堂活動及互動討論，從而認識有關 DNA及細胞的課題及建構知識。 
該課程共分為六個部分，每部分的教學時間為六十分鐘。學生透過手腦並用的

課堂活動，認識植物及動物細胞的基本部分、如何利用顯微鏡觀察洋蔥表皮細

胞、DNA化學結構及作用，以及複製 DNA簡單的原理等科學知識。 

下表是各課程部分教學現場情形的說明，當中包括參與教師的反思。 

課堂一：齊來做蛋糕 

這課堂藉著做蛋糕的過程，以不同的食譜做出不同款式的蛋糕作為比喻，引導

學生明白每個人的 DNA 都不相同，就像食譜一樣，會決定人的不同特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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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學生根據兩個不同的食譜分組製作蛋糕，之後老師利用蛋糕向學生作

出提問，著他們想出為何以不同的食譜會做出不同款式的蛋糕；再以此作為比

喻，引導他們認識 DNA 如食譜一樣，各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食譜，所以每個人
的樣貌都不相同。 

其實，透過這個比喻作解說，對學生掌握箇中的概念是很有用的，因為 DNA
對於小學生是抽象的，看不見也摸不到。利用做蛋糕過程作比喻，學生便會較

易明白每個人身體內都有一個獨特的 DNA 藍圖，就像做蛋糕的食譜一樣，不
同的食譜做出來的蛋糕便有所不同。而且在之後的課堂，老師也可引用學生製

作蛋糕的經歷，幫助他們建構知識。  

課堂二：查找不同 

這課堂透過簡單的活動，著學生比較及討論相同或不相同國籍人士的特徵以及

預先設計之程式在體內是否存在，從而認識每個人擁有一張獨特的生命藍圖，

而它會控制我們的樣子和特徵。 

在過程中，學生分組進行活動。教師首先請三位同學出來作模特兒，著其餘的

學生找出這些模特兒的身上在特徵上不同的地方。在觀察的過程中，教師特意

請模特兒嘗試捲起舌頭、眨眼、推高頭髮展示額頭，又引導學生留意他們的耳

珠和指紋，目的是使學生更具體的留意三者之間同一部位不同的分別，而不是

著眼於長度與大小主觀的判斷。之後，再向各組學生展示不同國籍人士的圖

片，同樣著他們找出這些人士不同的處。活動結束後，教師根據學生從觀察中

搜羅到的資料，帶領學生作比較和討論，當中引導學生判斷思考，自行建構「體

內有一套程式來指示和控制我們的成長和樣貌」、「DNA 存在於身體的細胞
內」、「由 DNA控制的一些身體特徵」等認知。 

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引用蛋糕食譜的比喻，套用在個體間不同地方之上，這

引導學生把新接觸到的知識跟已有的連繫起來，對較抽象的學習更為牢固。  

課堂三：跟細胞打交道 

在課堂中，教師首先以屋子內的不同部分比喻作人體內不同的器官；以起屋的

砌磚比喻作細胞，藉此向學生灌輸人體是由很多個細胞組成的概念和細胞基本

的結構，這初步讓他們認識細胞。鑑於學生透過圖畫認識細胞，他們對於「細

胞是很微小和立體的」觀念未必掌握到。所以之後的跟進活動，便讓學生製作

細胞模型，並親自標示細胞不同的部分。細胞模型製作完成後，教師再著學生

觀看一套介紹細胞的教育電視，及後以問答遊戲作學習的診斷。當中細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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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和教育電視的資料片段，進一步為學生帶來親身經歷和視覺刺激，從而掌

握有關的知識，加深他們對細胞微小和立體的概念的理解。  

課堂四：觀察洋蔥表面細胞 

該課堂的目的是讓學生親身經驗，利用顯微鏡觀察細胞，牢固他們前一堂所學

的知識。過程中，他們利用顯微鏡觀察洋蔥表面細胞，並標示細胞的不同部分。

教師藉著學生繪畫細胞的模樣和標示的部分，評估他們是否能夠找出細胞的基

本部分。  

課堂五：反轉 DNA 

這課堂利用簡單的剪貼實作活動，讓學生親手嘗試把 G-C及 A-T結合，製作一
小段的 DNA。之後，教師把數段 DNA連結起來，並營造在細胞核內的情境，
著學生把自己代入為 G，A，T，C的其中一種化學物質，參與在 DNA複製的
過程之中。這種參與形式的學習，小學生不用憑空想像，在參與的過程中，親

眼目睹 DNA如何由一條複製成兩條 G-A-T-C次序相同的 DNA，從而掌握 G-C
及 A-T結合與 DNA複製之間有所關係的抽象理解。  

課堂六：複製卡通面 

跟第五課的安排類同，這堂也是利用簡單的剪貼實作活動，著學生根據 DNA
的密碼製作不同表情的卡通面，當中學習 DNA 密碼如何決定人的面貌。由於
長長的 DNA 密碼對小學生來說過於複雜，所以這課堂的設計，是利用簡短的
DNA 密碼代表卡通人物不同的特徵，學生在活動中嘗試解碼，藉此對於 DNA
密碼如何決定特徵的原理得以初步的掌握。  

 
3.2 課程設計 

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課程首兩堂的設計目的是先讓學生建立「人的不同面貌

是由每個人體內獨特的 DNA 所控制」的認知；之後兩堂，目的是先著學生認
識「人體是由細胞組成」及細胞的基本結構，再引導他們找出 DNA的藏身地。
知道 DNA存在於每個細胞內的細胞核後，才著他們以分子層面認識 DNA的化
學結構及複製原理。明白 DNA 如何由一組複製成兩組完全相同的物質，學生
便可聯想到當細胞分裂後，為什麼兩個子細胞內的 DNA 可以保留跟母細胞相
同的遺傳物質。這可見整個教學流程鋪排有序，逐步透過手腦並用的活動，引

導學生由細胞層次至分子層次認識分子生物學中最基礎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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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本特色 

上述課程首次安排於校內四年級其中一班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參與作為試

點，這是基於學校本身的有利條件而推行的。 

學校一直推行資優教育，在正規課時及課後均有為能力較高的學生作特別照

顧。為使學生更有效學習，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是按能力分班的，這安排對教師

因材施教較有利；另一方面，學校亦以抽離式課程於課後滿足能力較高的學生

的學習需要。適逢參加教統局的種籽計劃，當中建議試行濃縮課程[3]，做法是

為中上能力學生調整正規課程，刪減已掌握的課程部分或以相當他們本身的能

力加速學習，利用「濃縮課程」所提供的時間(濃縮時間)安排學生作充實活動。
結果在分析學校的已有條件後，嘗試將三者結合：在正規課堂時間，以濃縮課

程作為教學策略，為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提供原本於課後才安排的充實活動，

著他們善用常識課的時間作增廣及加速的學習經歷。再因應學生的學習興趣，

配合常識科的課程理念及方向以及教師的個人專長，學校嘗試把「探索 DNA：
生命的藍圖」的課程應用於濃縮課程的發展上，作為當中部分的充實活動。因

此，學校安排四年級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在濃縮時間學習關於 DNA 的課程內
容。這可見有關的課程發展是建基於學校本位而成的。 

3.4 教師協作 

參與教師跟教統局資優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協作形成上述課程。在過程中，課

程發展主任為教師翻譯教材，並以觀課者的角色，為施教的老師於每課後提供

專業指導及改善建議。而教師則負責參考有關教材，編寫教案及設計適合該班

及在有關場地進行的課堂活動，在課堂上演繹教案；此外，亦須就課程發展主

任所提出的意見作改善，務求把每一課互相連貫，令學生透過已有知識鞏固新

接觸的知識。 

3.5 參與學生 

參與學生的平均年齡約九歲，因學校編班制度的關係，他們編於同一班上課，

全班共有 35 人。這班學生在中、英、數及常識的平均學業成績較理想，而且
根據教師的觀察及過往經驗得知，這些學生普遍在科學方面有較突出的表現。

於是安排他們參與上述課程。 

3.6 學習評估 

這個校本課程的評估可從知識、技能和態度三個層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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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知識 
透過課堂的提問、活動後的工作紙及小測、前後測比較和課後反思及訪問得

知，學生在科學知識上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活動工作紙 
從學生在活動工作紙上的表現(如圖一及圖二所示)，教師可粗略評估學生是
否能掌握細胞的基本部分及細胞與染色體及 DNA的關係。整班約有八至九
成的學生可完全正確畫出及標示植物細胞的基本結構，並寫出細胞、染色

體及 DNA之間的關係。而其餘的學生未能完全正確繪畫細胞的原因，只是
因為把氣泡當作成細胞核及細胞質而已。 

 

 

 

 前後測的比較 
為了評估學生學習 DNA課程的成效，計劃設有前測及後測給參與的學生在
課堂上進行測試，以搜集數據評量有關教與學的成效。前測安排於學生在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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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第一課接觸 DNA教學活動前進行；而後測則安排於最後一節完成複製
卡通人面活動後。  

以下是部分學生完成的前後測比較結果： 
i. 從圖三及圖四中展示的比較結得知，學生透過課堂活動而理解到 DNA及
其次序可決定生物的外表和特徵。數據顯示，當中有四成三的學生，在參

與教學活動之前，普遍認為是面貌、眼睛、腦袋或心臟等身體器官控制人

的外表特徵；經過課堂活動後才知道 DNA決定地球上不同種類生物的外表
和特徵。有五成一的學生，他們在學習前已經接觸過 DNA這個名詞；其餘
的學生則於學習後進一步知道其密碼的次序是生物外表特徵的決定因素

(如圖四)。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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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從圖五及圖六的前後測比較，可評估學生知道決定生物外表特徵的東西
是存在於細胞(核)之內。數據顯示，有五成七的學生，在參與教學活動之前，
普遍認為決定生物的外表特徵的東西是存在於人體器官，如眼睛、腦袋或

心臟；活動後，則完全能夠清楚畫出或寫出那些東西是存在於細胞(核)之
內。有三成四的學生，在活動前，得知 DNA 可從頭髮、血液、口/鼻水或
指甲等等抽取出來，故這些學生認為 DNA存在於這些物質之內；活動後則
能清楚指出 DNA是存在於細胞核內。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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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圖七及圖八中的前後測比較，可反映學生在學習後能否具體說明來自
爸媽的 DNA會決定我們有些地方像父母親。數據顯示，有一成四的學生，
於活動前並沒有提及樣貌似父母親與遺傳基因/DNA有關；於活動後則可表
達出來。有近五成的學生，於活動前已接觸遺傳基因/DNA跟身體特徵似父
母有關；於活動後進一步詳細說明父親的精子及母親的卵子結合把兩者的

DNA遺傳令自己有些地方似父母親。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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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圖九的結果反映班中有九成以上的學生，在學習前已有接觸 DNA作為
遺傳物質的概念。 

 

v. 圖十的結果反映出，大部分的學生於學習前以為 D，N，A 是遺傳物質
中的化學物質；學習後，則有約九成的學生肯定 G，A，T，C是遺傳物質
當中所包含的化學物質。 

 

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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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評估成績 
可能老師和家長會擔心，學校推行濃縮課程會影響學生校內常識科的學業

表現。從該班學生三個學期的校內常識科評估平均成績顯示(見圖十一)，平
均分高達 86分，而這個分數以學校的等級計算為甲等，這反映學生的課業
成績仍然優異，並沒有因實驗活動的安排而影響吸收基本課程所涵蓋的知

識的學業表現。 

 

3.6.2技能及態度 

課程完結後，研究小組以書面反思及訪問形式收集學生及家長的意見，下面是

一些訪問的節錄及受訪者反思的總結。 

學生一：「…這次課程…我感到新奇、興奮。…當我完成了自己造的細胞的時
候，我很有滿足感。」 

學生二：「…我學會…細胞分為那幾個部分、DNA的排列次序、酸性和鹼性混
合時會出現什麼情況等等。這全都是我沒有學過的，我覺得很有興趣。老師在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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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的實驗和說解我完全明白。大多數時間佔用了常識科的課堂，但是我們

可以自學，所以不會擔心…」 

學生三：「...雖然感到辛苦，因為好多單元都要自學，還要在課堂上小測…雖
然辛苦，但也証明我能自學。俗語說：『一分辛苦，一分收鑊。』不是嗎?」 

家長一：「她…感覺很興奮，經常喜悅地憶述上堂的經過和感受。…她以肯定
和自信的態度告訴我，不是單靠外貌，其實 DNA 來自爸爸媽媽各一半的。很
有自信和肯定的將答案講出來。」 

家長二：「…我覺得原來小朋友是有能力自學的，而且亦有能力學多些課本以
外的知識，所以這個課程能滿足到他們的需要。」 

家長三：「…很大幫助。參與濃縮課程後，她對科學課特別感興趣，求知慾很
強…顯得特別專注，經常帶很多討論回家中(與父母一起探討)…我們作為家長的
也十分高興，因為他們很難得有機會上這些(關於 DNA的)課…」 

總括他們的回饋得知，所有學生以不同的程度表示喜歡上述的課堂活動，很投

入參與；認為課程內容非常充實，對科學和實驗課感到相當有興趣。沒有學生

給予負向的意見。還有，他們沒有因自學的要求而感到壓力；相反，他們因為

明白老師額外要求的用意而變得更主動和積極地預早完成課業、閱讀課外書或

上網尋找資料，懂得自我鞭策，務求在參與活動之時，也能應付正規常識課的

基本要求。更有部分學生自信地認同參與校本課程後肯定了自己的自學能力。

由此推論，學生自學能力及搜集資料的技巧，因為有關課程對他們的自學要求

而有所提昇。 

另一方面，接受訪問的家長認為孩子參加科學實驗活動後，其自信心提升了，

對有關科學的書籍和電視節目特別感到有興趣，對科學的求知慾增進不少。每

每於實驗課後，將很多關於科學的話題帶回家中與家長討論。此外，她們認為

子女沒有因為老師不利用課堂的時間授課而影響學業成績；亦很認同老師對小

朋友自學的要求促進了他們自我導向的學習態度；他們更認為子女於小學階段

已學習到有關 DNA 的課題是十分難得的。由家長的回饋推論，參與有關課程
活動的學生，其自信心及學習態度都得到正面的影響。 

4. 結論 

從上述的校本課程發展經驗來看，為小學生發展一套以 DNA 為主題的校本課
程，雖然受到某些因素局限，如學生質素、教師的參與、學校現有條件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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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能夠匯聚各種現有的資源及條件，加上協作的努力以及參與者的投入，

仍可發展出一套帶校本特色的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從學生實質的學習成果和個人反思、家長的認同及回饋、前線教師的自我反

思，可反映出這個將 DNA 概念引入小學課程的構思和實踐可算成功，不過當
中仍有改善的地方。日後可以更進一步做的，是讓學生親手嘗試從細胞中抽取

DNA，做電泳法實驗，利用電子顯微鏡觀看 DNA 精密的結構等等，從而擴闊
小學生的眼界，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自學更多專業的知識。 

畢竟，於小學課程中引入 DNA 概念與知識，在香港還是第一步。期望有關計
劃能夠得以持續發展，使課程發展更臻完善；也冀望該課程可推廣至其他小

學，讓更多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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