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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有辦法：研發無火煮食食物盒奪冠 一包紫菜啟發「小六發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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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火加熱食物盒連充電器」只需 3 分鐘，就可煮好一碗肥牛麵，思愷（右）

和竣瑋（左）每次示範完畢，都急着大快朵頤。（圖：黃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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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STEM 科學實驗教室﹕第一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冠軍，思愷和竣

瑋直言始料不及，希望暑假赴日比賽，成績更上一層樓。（圖：黃志東） 

 
 

 

 

兩人曾製作的第一代食物盒，因體積太大和電線太多，不符合方便在外煮食

的原意。（圖：黃志東） 

 



 

 

用 USB線接上食物盒後，手機就顯示「充電中」的提示，煮食的同時為電子產

品充電，一舉兩得。（圖：黃志東） 

 

 

 

師長花了不少心機，訓練思愷和竣瑋的匯報技巧，難怪他們在台上示範煮肥

牛麵時，全場都被逗笑了。（圖：黃志東） 

 



 

食物盒下方的盤子要放冰水，才能將熱能化作電能，做到溫差發電的效果。

（圖：黃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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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小學推行 STEM 教學已是大勢所趨，不同校舍紛紛增設

STEM Room，但在添置硬件以外，要真正引發學生對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四個範疇的興趣，

師長還有什麼妙計呢？ 

 

元朗官立小學就從課程、大型活動及興趣班入手，激發學生的探知精神。

兩名小六生更從零開始，發明無火煮食食物盒，親身示範用三分鐘煮好一碗肥

牛麵，在科學比賽中奪標而回。 

文：李樂嘉    圖：黃志東 

毋須用火用電，三分鐘就煮好一碗肥牛麵，就算在野外都吃得到，對於行

山、郊遊的愛好者來說，「無火加熱食物盒連充電器」一定合用。這樣方便的

發明品，原來出自兩名香港小六生之手。 

javascript:void(0);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613/s00005/1497288736509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613/s00005/1497288740768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613/s00005/1497288736509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613/s00005/1497288740768


靈感來自英文課本小故事 

黃思愷及許竣瑋二人就讀元朗官立小學，發明靈感竟然來自英文科課本，

「其中一課關於學校旅行，故事裏有個同學帶了生雞翼，到達目的地才知道當

天不是燒烤，結果要原封不動地把雞翼帶回家。我便開始思考，有沒有方法可

在野外煮食呢？」思愷道。 

從虛構的小故事聯想到科學發明，思愷的創意表露無遺，但如何付諸實行

呢？此時竣瑋就想到了好方法，「有次吃紫菜，包裝袋裏有防潮包，上面寫着

『不准碰水』的警告，好奇下便上網查找原因，才知道防潮包內有石灰，沾水

後會出現化學反應，釋放出熱能。這正好是用來煮食的好工具」。結果思愷和

竣瑋一拍即合，着手研究能夠無火加熱的食物盒。 

食紫菜發現石灰釋出熱能 

起初他們製作了有計時器、溫度計的食物盒，頂層是一個鐵兜，用作擺放

食物，下層則是普通膠兜，放了石灰包，加水後即能發熱，將頂層的食物煮熟。

第一代發明品完成了，思愷和竣瑋卻覺得缺點多多，「一來食物盒太大，而且

太多電線，不方便攜帶出外；二來食物盒沒有蓋，容易使熱能散失」。 

不停學習 運用溫差發電 

他們善用了 10 天的復活節假期，為發明品大改造，首要是將外形縮細，改

用較小和有蓋子的圓形膠兜；其次是拆除計時器和溫度計，減少電線數量。解

決了基本問題後，兩人又萌生新念頭﹕不要浪費任何散發了的熱能。於是他們

想方法，將熱能轉化為電能，就能為電子產品充電了。 

要將熱能轉化，他們在食物盒最下方安裝了熱電產生器（TEG）及散熱槽，

槽下用盤子放着冰水，跟煮食的高溫形成對比，運用溫差來發電。為了加強效

果，他們又安裝了電流放大器和穩定器。食物盒連充電器的裝置終告完成，只

要插上 USB 線就能充電。以煮一個麵來計算，所充的電量夠手機運作約 15 分

鐘，在野外隨時起救急作用。 

過程中培養解難能力 

思愷分享說，為了令製成品盡善盡美，他們不停學習新知識，「好像溫差

發電，我以前從沒聽聞過，有了想做充電器的念頭，才上網去了解」。另外，

他們亦訓練出解難能力，「煮食的時候，我們發覺水蒸氣容易弄濕電子儀器，

便加添了發泡膠，擋住滴下的水蒸氣」。 

在製作的過程中，老師不單從旁提供意見，亦要訓練兩人的匯報能力。因

為他們憑着這發明，參加了商務印書館教育學院及日本 Gakken 合辦的「STEM

科學實驗教室：第一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下稱比賽），兩人要在台上講

解發明的原理、過程、困難等，並即場示範如何使用。 



 

特訓演講技巧 赴日比賽 

在比賽中，每組只有十分鐘去完成上述步驟，難怪竣瑋笑言，相比起科學

發明，演講技巧更需要特訓，「老師教我們善用圖表，例如石灰粉與水的比例，

就使用表列的方法；還要練匯報，說話不能太快速，以免評判聽不清楚」。 

結果思愷和竣瑋勇奪冠軍，將於今年 8 月遠赴日本，跟當地小學生交流和

競技。兩人不諱言想奪獎而歸，又計劃繼續為食物盒改良，思愷就留意到市面

上有不少可伸縮的容器，「我們想套用在自己的發明上，取代圓形膠兜，看看

可否更節省位置，方便攜帶」。 

至於個人目標，今次的經驗鼓勵了思愷，向科學發明家的方向進發。他小

二時偶然讀到科學雜誌，勾起對科學原理的好奇，小五時正式第一次做實驗，

用醋和梳打粉替氣球充氣，「之前都是跟着指示做實驗，今次算是第一次自創，

將腦海中的產品，變成現實中的東西，使用時又不會爆炸，很有成功感」。 

竣瑋則另有目標，「我都一樣，很享受由零開始，將心中的產品製作出來。

不過我較想向編寫程式的方向發展，創作全新的電腦程式。現在我從圖書館借

閱有關書籍，並在家中用電腦試編，之前就研究了一個理財 App，但有些程式

較難寫，仍需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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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STEM 教學：開興趣班辦比賽 激發探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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