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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背景簡介： 

王煒文先生現任職予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主
要職務是教授現代建造工程技術、城市環境、城市規
劃建設，及歷史建築保育等相關科目。王先生自1977

年加入建築界，分別在多個公、私營機構從事工程或
產業管理等工作。1982年以後，分別獲取英國特許建

造學會及香港工程師學會之會員資格，成為專業工程
師。1992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學，任職講師，兼任以建
築科技及城市建設發展為主的研究學者。 

在教學之余，王先生自1990年代初開始至今，進行及

跟進了數十項香港、國內及海外多個主要城市，與大
型基建、城市規劃發展、舊城改造及歷史建築保育等
有關的研究專案。多年來在國際及國內，發表了超過
九十分專業文章，或作為專家講者，涵蓋上述各項議
題。 



自STEM的教育理念在香港落實成為一個工作政策全

方位推出後，王老師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及工程師
的身分，對這方面的發展甚為關注，因這原意美好
的理念對培養社會未來的人才，肯定是起著關鍵作
用的。 

有見及此，王老師對STEM教育的內容、工作目的和

方向、發展態勢、執行工作的方式、資源的應用、
效果的實用性、投入資源的性/價比例，以至是發展
過程中不同角色的互動現象等，都時有留意的。 

發展前後近十年了，但功效卻有點正負參半。但整
體而言，引申出來的現象其跡軌也是明顯，就是現
時的工作模式，及在已建立教與學的大環境裏，各
方仍是對工作認同和感到滿意的。 



其實在這工作的大環境背後，仍是藏著一些有趣，但也不
易/不方便道出的某些現象。這些現象可簡述如下： 

• 整個教育界欠缺曾第一身在科技、工程專業或企業領
域有實際執業經驗的人手。除了一些基礎科學及數學，
其他STEM的領域，所知不多。 

• 老師教學及支援行政的工作煩多，推動STEM的工作往

往有不少比例依靠外援。一般的外援能力其實比老師
的能力可能還要不足，外援是購買他們的工作時間而
已。 

• 經過多年的産品研發及市場訊息，不少的外援機構漸
漸發展成為STEM産品與服務的專家，掌握了市場的脈
搏，甚至帶出了他們為STEM而設計、但可能做被扭曲
或誇張了的內容。 

• 過去近十年的確是培訓了一批對STEM運作非常熟識的

老師，部分更成為教育界裏的「專家」，也扮演著
「代言人」的角色。但他們很多對STEM在社會的意義，

可能未能充分掌握，或只對部分方便就手的內容過份
地渲染了。 

 



續上： 

• 眾多非數理科老師的背景，對STEM的內容往往欠

缺認識。因不在其專長範圍，自然不想也不能多給
意見。況且STEM作為工作大政策人皆可見，加上
另一些樂意或不樂意投身STEM教學的老師/ 校長也
站穩了崗位， 自由他們表演/ 領導吧。 

• 在外援的需求，也衍生了一大批產業鏈，包括提供
服務、中介、產品開發、生產或供應機構等。在營
利的驅動下，他們的服務或產品，均處於一個凌駕
性的地位，足以某程度帶領STEM的發展模式及方
向。教育界內可說是沒有足夠的能量與之抗衡。 

• 這些專業的支援機構其服務與產品的素質大都是沒
太大問題的，有的只是其比重及被關注投入的程度，
是否有所失衡，而淹蓋了其他生涯教育的內容，構
成一點「意識形態」的影響。因為外間的世界也不
全是如他們演繹這樣的。 











上述的是在STEM教育的大環境下一些現象，其間王老

師也看到一些不同的細節，甚至是問題的存在。在這
裏先說說其正向的一面： 

• 無論對老師或學生，傳統較單向的傳与授教育模式
得到反思，被多元靈活學生有充分參與的學習模式
所取代，也使曾位於邊緣、學習能力受質疑的學生
有所激勵和發揮。 

• 深化了一個全方位學習的教育理念 (見後頁) 

• 使學習帶來啓發和趣味。 

• STEM部分知識与培訓內容能針對未來的社會或科
技發展態勢，收到預先裝備年青人的果效。 

• 還有 ….. 

 

 





若從另一角度審視現行 STEM 教育的大環境，尤其是對

客觀的非教育界人士而言，現在的運作模式，他們認為
是存在不少可供選擇或再檢討的空間。情況已有點刻不
容緩，因若一切都被定形後，習非成是，修正是會極困
難的。其存的疑問，可以歸納如下： 

• 現在學校自小學至高中不斷的投入，衹是科技玩具而
已。 

• 在過量投入STEM教學的資源中，同時佔用了其他可
能也是重要的工作資源 (尤其是時間)，做成學習的傾
斜和扭曲。 

• 未來世界對電腦科技和智能化的需求是無庸置疑的，
但也不會四處都是如玩具般低端的機器人或遊戲中類
似爲人類服務的小工具，有的也衹是由高科技工程架
構研發出來的産品。 

• 無論現在或未來的社會，其發展是需要大量的建設，
而且涉及的人力資源肯定也是龐大的，這亦是STEM
內里有工程的成分，希望學生能盡早作準備，构成生
涯規劃的一個內容。 



續上： 

• 過份強調STEM內容的自由和開放性，但又過份集
中於產品化的IT部分，而缺少了對一些關鍵知識 
(尤其是在工程意識和應用方面)的教授和導引。 

 (這也許是老師欠缺這方面的認知而引至) 

• 教育界(包括政策制定者)普遍對工程與科技的理解

可能有點跟不上社會現實，尤其是在高中教育的層
面上。(見後頁的補充) 

 



 

資料引述自   

香港教育局 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告摘要 

有那些需要
及產品？ 



根據香港工程學會對工程的多項分類 



傳統積木玩具 



現今的積木玩具 



以往眾多學生喜愛的玩具 



以往眾多學生喜愛的玩具 



以往眾多學生喜愛的玩具 



以往眾多學生喜愛的玩具 



以往眾多學生喜愛的玩具 



以往眾多學生喜愛的玩具 



現今學生在被帶動下如熱潮般引入的玩具 



這些「智能」器材/玩具，

對學生能帶來什麼思維
或創意啓迪？ 











3-D 打印軟件 



















機器人大賽: 是智力的培訓還是商品化的小眾玩意兒？ 

Lego League (樂高聯盟)、World Robot Olympiad (世界機器人奧林匹克) 
…… 











疑點： 

• 應用軟件做點事情屬於低端的作業，無必要重重
覆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