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STEM學習元素，創新傳統紮作

運用Arduino編程
特別編寫程式，控制紮作燈籠中
不同電子零件的運作及供電。

仿蠟燭燈
選用了可透過獨立控制光暗的仿蠟燭燈，
模仿燈籠中真實的燭光。可確保安全，
亦承傳傳統燈籠透過燈火照出的華麗。

MP3 模組
運用科技，播放音樂，豐富觀賞的感受。

紅外線人體感應器
探測人體經過的動作，
觸發播放音樂的程式。

點陣顯示器
可顯示不同的文字，如學校及參與
學生姓名，慶祝語句等。

香薰
發放帶香薰的煙霧，增添觀賞的氣氛。



本作品的內容以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多元文化薈萃之地〉這篇文章為本，

設計了一個紮作燈籠，以帶出在香港珍貴的中華傳統文化、手藝和習俗。紮作燈

籠常見於中國傳統節日，如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中秋節大坑舞火龍和黃大仙信俗

等，當中的紮作技藝更屬於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之一。因此，我們選擇了以

燈籠紮作為是次的參賽作品。 

我們認為中國傳統圖案的燈籠是最美的，所以在作品中我們畫了中式的雲、竹枝，

也嘗試了以傳統風格加入我們喜歡的花，例如桃花。此外，除了學習紮作燈籠的

傳統手藝，我們還在燈籠的設計中融合了不同的 STEM 元素，例如運用 Arduino 

編程，控制燈籠內的不同電子部件，如點燃香薰、播放音樂、開啟仿蠟燭的燈，

以及啟動點陣顯示器等，以創新科技融合傳統紮作工藝，為觀賞者帶來嶄新體

驗。 

我們在製作竹架的過程中，手皮都磨損了；為燈籠貼上絹布時也花了很多時間，

而畫上圖案也有相當的困難。由此可見，當我們認真地完成這個作品時，我們明

白到傳承傳統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辛苦、困難和重要性。所以，我們更要學

習和欣賞紮作手藝師傅對傳統技藝的堅持，並珍惜和尊重這些民間傳統，將它們

加以保存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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