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理科 

A. 教學宗旨 

本科的宗旨是為學生提供與物理學相關的學習經歷，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以便學生

積極投身於迅速變化的知識型社會之中；使他們在與物理學相關的領域中進一步學習

或為就業作好準備，並成為科學與科技的終身學習者。 
本科的宗旨是讓學生︰ 
1. 對物理世界產生興趣，保持對物理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建構及應用物理學的知識，鑑賞物理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3. 藉與物理學相關的情境了解和鑑賞科學的本質； 
4. 掌握進行科學探索的技能； 
5. 培養科學性、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思考力，以及在單獨或在與他人協作的情況下，解

決與物理學有關問題的能力； 
6. 理解有關物理學議題的科學語言，並能與他人交流觀點； 
7. 在與物理學有關的議題上，作出明智的判斷和決定； 
8. 關注物理學對社會、道德、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影響，以及養成負責任的公民態度。 

 
B. 學習目標 

本科的學習目標分為三個範疇：知識和理解、技能和過程、價值觀和態度。透過本科

的學習，學生將能達到相關的學習目標。 

1. 知識和理解 

學生應能 

 了解物理現象、事實與規律、原理、概念、定律、理論和模型； 

 學習物理學詞彙、術語和法則； 

 獲取研究物理學時所需要的特有技巧和技能； 

 了解物理學在科技上的應用及其社會意義。 

2. 技能和過程 

  (1) 科學思維 

  學生應能 

   明辨事物和自然現象的各種表徵； 

   辨識自然界的各種模式和變化，從而預計可能的趨向； 

   查驗證據並藉邏輯推理，歸納出正確的結論； 

   適當地使用數學術語和方式展示物理學概念； 

   從探究自然現象的過程中，體會理論模式的基本作用和內涵； 

   當找到新的或相反的證據時，體會到舊的理論模式有修正的需要； 

   透過邏輯推理和實驗，檢驗各種理論和概念； 

   基於實驗證據，辨識偏見或誤解； 

   整合知識架構內的各種概念，並應用於新的情況。 

  (2) 科學探究 

  學生應能 

       提出關鍵中肯的問題； 

   提出解釋科學現象的假設，並制定方案，以作驗證； 

   明辨在探究中相關的自變量和因變量； 

           制定進行探究工作的計畫和程序； 

   選擇適當的方法和設備，從事探究工作； 

   準確如實地觀測和記錄實驗結果； 

     組織及分析數據，從觀測和實驗結果作出推斷； 

   使用恰當的繪製圖表方法，以顯示實驗結果，以及傳達概念； 

   製作報告，對探究結果作出結論和進一步的推測； 

   評估實驗結果，並明辨影響質量和可靠性的各種因素； 

   在需要時，制定進一步的探究計畫 。 



   (3) 實驗操作 

          學生應能 

   設計和規畫實驗； 

   選取合適的儀器設備和材料； 

   根據步驟進行實驗； 

   適當並安全操控儀器； 

           充分應用儀器所容許的最高精確度進行量度； 

           認識所用儀器的各種限制； 

   闡釋觀察及實驗數據； 

           評鑑實驗方法並建議可行的改進方案。 

   (4) 解決問題 

      學生應能 

           闡明及分析物理學問題； 

   應用物理學知識和原理解決問題； 

           就有關問題提出創造性的理念或解答； 

   擬定解答問題的方案，並評估方案的可行性； 

   制定恰當的應付策略，以便應付可能出現的問題。 

       (5) 作出決定 

          學生應能 

           依據證據和論據作決定； 

   使用恰當的科學原理支持所作的判斷； 

           依據適當的理由作出抉擇。 

       (6) 資料處理 

          學生應能 

           尋找、蒐集、重整，分析和演繹一切源自圖書館、媒體、互聯網和多媒體軟 

    件的資訊； 

           使用資訊科技，處理和展示資訊，並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 

           謹慎看待間接取得的資訊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明辨各種事實、意見和價值判斷，以便適當處理科學資訊。 

       (7) 溝通 

          學生應能 

   閱讀和理解有關物理學術語、概念和原理的文章； 

           使用恰當術語，就有關物理學的資訊，進行口語上、文字上或其他適當媒體 

            上的溝通； 

   採用生動合理的方式，組織、展示和傳達物理學概念。 

   (8) 協作 

          學生應能 

           在小組討論中，主動參與、分享意見並提出建議； 

   在小組工作中，積極與他人連絡、討論和協商； 

           在小組協作的科學專題研習中，明辨小組的目標，界定及確認每個成員的角 

   色和責任； 

           工作時認真負責，按時完成指定任務； 

           對小組成員的意見和建設性批評，持開放和歡迎的態度； 

           集合每個成員不同的長處，並加以擴充，儘量發揮小組的潛力； 

           願意支援小組中能力稍遜的成員，並尋求能力較強的成員支援； 

           運用適當策略在專題研習小組內高效率地工作。 

        (9) 自主學習 

   學生應能 



            錘煉研習的技能，以改進學習的效果和效率； 

            進行自主學習活動，以研習物理學； 

            培養適當的學習習慣、能力和積極的態度，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 

     3. 價值觀和態度 

(1) 對己對人方面 

           學生應能 

        透過研習物理學，培養及秉持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度，例如好奇、誠實、 

             尊重實據、堅毅和容忍未證實的事物等； 

            培養自我反省的習慣和批判性思考的能力； 

            樂意交流和評論有關物理學和科學的問題； 

            培養廣闊胸襟，並容忍和尊重即使是不合己意的主張和決定； 

            重視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並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安全守則。 

        (2) 對待物理學和我們生活的世界 

           學生應能 

            鑒賞物理學的成就，及認識其限制； 

            認受物理學知識和理論所處的暫定狀態； 

            理性地運用物理學的知識和理解，對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作出明智的判斷和 

             決定； 

            關注物理學的成就對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所產生的影響。 

        (3) 對待終身學習 

           學生應能 

            認識科學知識繼續發展的本質所引致的結果，從而瞭解在科技世界中知識不 

             斷更新的重要性； 

    關心科學、科技和物理學的新發展，並對其保持經常接觸和培養興趣； 

            在瞬息萬變、以知識為基礎的社會，體會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C. 學科活動 

1. 物理科校內活動 

  夜幕星空 (中三級) 

  香港工程師學會講座 (中三及中五級) 

2. 物理科校外活動 

  參觀大專相關學院 (如理學院、工程學院) (中三至中六級) 

 3. 物理科比賽 

探究研習：製作望遠鏡 (中三級)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中四級) 

   香港理工大學數學及科學比賽 (SSMSC) (中五級)  

 4. 物理科課程 

   物理奧林匹克培訓課程 (中四級)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動感物理」課程 (中四級)                                         

廸士尼樂園「廸士尼物理世界課程 (中五級) 

      可觀高中天文課程(中五至中六級) 

中學生天文暨環境教育野外考察課程 (中四至中六級)    

物理增潤課程 (中四至中六級)  

 

D. 科主任及科任老師的名稱 

1. 科主任：陳凱詩老師 

2. 科任老師：吳家偉老師 

3. 實驗室技術人員: 陳應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