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數 學科教學的一些要點

6.1學習及運用知識的方法

「目標為本課程」著重發展學生的傳意 、構思、推理 、解決問題和探究等五

種學習及運用知識的基本能力。

兒童學習書寫前 ,已開始學習了解和運用語言 。實際生活中,說話是一個主

要的傳意方法 ,所以學生開始學習數學時 ,應兼顧用說話及用文字表達數學

意念能力的培養 。數學科的課業和練習提供了很多訓練文字書寫的機會 ,例

如解釋結果 、簡述解決或探究問題的方法和解釋圖像等 。運用模型 、圖形 、

圖表和圖像等視覺的表現方法 ,可使傳意更為有效 。此外 ,除了課本和作業
,教師應給予學生更多機會從不同的途徑獲取和選用數學資料 ,例如專題的

書本 、參考書 、廣告 、報紙、電台和電視節目都是可用的資源。

要掌握某些技能需要時常重複做同類的練習 ,要建立某個概念則往往需要通

過多方面與該概念有關的事例的接觸 ,所以教師宜小心策劃 ,多提供適當事

例 ,以幫助學生理解有關概念 。此外 ,很多數學概念是互相關連的 ,例如 :

減法與加法是有聯繫的 ;乘法與加法和除法相關 ;百分法則與分數和小數有

關。學習數學時 ,明白概念問的關係是十分重要的。教師在教學時除了注重

幫助學生掌握數學的基本概念外 ,更要使學生明白概念間的關係 。

推理這種基本能力是學生在每一個數學的學習階段中所必須有的。常見的演

繹推理形式走
「若 p,則σ」。在課堂內 ,學生也時常通過觀察事物 ,用歸

納推理的方法學習數學 。在這個學習階段 ,教師不應教授正式的推理策略 ,

教授推理只宜涉及非正式的推理思考 ,猜想及提供理據 :因此 ,教學時教師

宜利用實例 ,鼓勵學生對他們的答案和解題的方法作出解釋 ,以培養他們推

理的能力。以下的例子顯示出學生如何運用推理能力而作出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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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麗明高 127厘未 ,小強高 132厘米 ,而國華的高度是介於麗明與

小強之間,則國華的高度是介於 127厘米 與 132厘未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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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所有偶數都可被 2整除 。14是偶數 ,所以 14可被 2整除 。



(iv) 由於 ｛2x3｝x4=24︴2x｛3x4｝=24

由於 ｛▼x助x2=9U′ㄗx｛5x2｝=ㄗU

由此 ,教師可引導學生歸納出乘法的結合性質。

數學教育著重幫助學生學習及運用數學的知識和技能去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的過程和結果是同樣重要的。解決問題的過程可由四個步驟組成 :首先要理
解問題 ,也就是明白問題的要求、涉及的術語和概念 ;第二要找出解決這個
問題的通當方法及進行祈需的資料處理 ;第三要把問題的答案或結論表示出
來 ;最後要驗証答案或結論的合理性 。

學習和運用知識的各種方法往往是不可劃分的 ,可以在一個活動中同時採用
。尤其是在解決問題和探先間 ,並沒有明確的界線 。一般來說 ,在解決問題
這種活動中 ,學生要對某一特定的問題 ,我出一個確實的答案 ,然而探究這
種活動 ,卻鼓勵學生利用不同的東咯深入探討 ,反複研究,找尋可能存在的
不同結論 。在透過發問或驗證假設來發掘和建立知識時 ,往往需要運用探究
的方法 。

這五個學習及運用知識的方法 :傳意 、構思、推理 、解決問題和探究滲透於
整個數學課程中。在設計及施行每個學習階段的數學課程時 ,教師應恰當地
強調這些技巧 ,並向學生提供促進這些技巧的課業和練習。

數 學的綜合運用

雖然整個數學課程分為五個範疇 ,這樣的劃分並不表示各個範疇是獨立的。

這只是一個可行和方便學習的劃分法。實際土 ,數學的概念可以連結而成為
一整體 ,某一範疇中的概念往往聯繫著其他範疇中的概念。例如 「度量」、
「
代數」、

「
圖形與空間」、

「數據處理」四個範疇裡的概念就與 ┌數」範
疇裡的概念極有關連。再者 ,數學課程第一、二兩個學習階段的特色是強調
如何運用數學去解決日常環境中遇到的問題 ,而解決這些問題往往需要利用
到不同範疇內的多個概念。故教師在教學及評估時,應該適當地利用/設計
一些能綜合地運用數學知識和技能的課業。

教學方式建議

為了幫助學生道向學習目標 ,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宜多採用不同的教學方式
,務能提供足夠的機會 ,不單讓學生學習數學的內容,而且更能實踐學習及
運用知識的方法。數學的教學方式包括 :

所以 ｛2x3｝x4=2xβ〤 4｝一

所以 ｛,x引x2=7x｛5x2｝,

6.2

6.3



6.4

. 教師的講解

. 教師與學生及學生與學生間的討論

. 適當的實踐工作

. 基本技巧的練習和單固

. 問題的解決 ,包括數學在日常事例中的應用      ’

. 探究工作

在這階段學生的智能雖較第
一階段學生為成熟 ,可以應付

一些抽象思考 ,但

為了使他們易於學習 ,教師教授數學概念和方法時仍宜多用示範
、實例和實

物模型 。教師也應提供多些實踐工作經驗的機會
,方便學生自行發現和接受

新事物 ,要達致這目的 ,教師可用強調主動參與的
「發現式」教學法 。此外

,這階段的學生的語文能力較第
一學習階段為高,教師教學時除了用簡單

、

直接及學生熟悉的詞句作講解和提示外
,亦應多採用合適學生程度的數學辭

彙。

照顧 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教學是否有效 ,在
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能否適當地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

由於學生的認知發展、學習能力
、興趣及背境各有不同,因而在學習上出現

個別差異,教師必須了解每個學生的能力和與趣
,作為施教的依據 ;按照實

際的情況,編排教材的內容、份量及程度的深淺;並且安排通當的學習環

境 ,使教學的活動 ,不但能夠迎合學生的能力和需要
,更使教學的內容充實

生動 ,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也可根據學生的優點
,給予機會 ,讓其盡

量發揮 ;因應學生的因難及缺點 ,給子適當的輔導和協助
。為此 ,教師應該

對學生的編班、教與學
、不同程度的教材和評估各方面作充份的考慮

。

6.4.1學生的編班

夫致上在小學階段常用以下兩種方法將學生分班 :

. 接能力分班 一把學習能力相若的學生編在
一起學習所有或夫

部 分科 目 ;

. 混合能力分班 一 每班都有不同能力的學生
,他們被編在一

起學習所有或夫部分科目。

教導一班能力參差的學生 ,比教導
一班能力相若的學生因難 。按能

力分班有助於學生學習 ,尤其是對能力高的學生而言
。不過 ,這樣

亦會對被分配入能力較低班別學生的自我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無論

採用何種方法將學生分班 ,同
一班內的學生 ,總會有程度 、需要及



共趣上的差異 ,教師應針對教授課題的需要 ,

別授課的方式 ,以照顧學生的上述差異 。有時
中成績優異的學生 ,幫助成績較差的同學 。

採用全班 、分組或個
,教師也可以安排班

輔導教學的目的是為成績較同班同學落後的學生 ,提供額外的輔
導 ,輔導教學通常有三種模式 :分班教學 、抽離輔專及課外輔專 。
分班教學是在土數學課時 ,把一班學生分成兩班上課 ,而學習能力
較弱的一班人數較少。抽離輔華是在每星期數學課的若干節裏 ,把

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 〔夫約6至8人〕集中一起教學 。雖然分班教學
及抽離輔羊都是在數學課的時間進行 ,但由於學生的人數較少,教
師能更集中地照顧學生的需要 ;而課外輔導則於課前或課後進行 ,
故學生能夠獲得更多學習數學的時間。無論輔華教學用那種模式進
行 ,由於學生的人數較少,教師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個別學生的弱點
和需要 ,因而更能對症下藥,提供適當的學習活動及課業/練習 ,讓

學生在基本的數學概念上打好基礎 ,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及成功感 ,
從而提高他們學習數學的興趣及能力,以至能縮短他們與同班同學
在數學科學習能力上的距離。

輔專教學是一個有效的照顧程度較差或在學習上有困難學生的才
法,學校應盡量採用 ,使其長處得以發揮 。

6.4.2教授/學習

在目標為本課程的教學裏,學習課業及練習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為
兼顧學生不同的能力和成績 ,教師可給予全體學生同ㄒ樣的課業及
練習,並提供不同程度的協助 ,例如對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給予多
些提示 ,不同的提問或用更多例子說明等。此外教師亦可按學生的
程度給予不同難度的課業及練習,去配合他們的學習進度 。能力較
弱的學生可做一些較簡單和基本的課業及練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則
可做一些較有挑戰性的課業及練習,以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 。

在教學時,教師應該培養良好的學習氣氛 ,利用日常生活的問題或
一些有趣的數學問題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使他們能積極參與學
習活動。g.+於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 ,教師應多利用實物教材 、圖解
等 ,幫助他們明白及分析抽象的問題 ;教師也可以把一些較複雜的
問題簡化 ,或把它們細分為幾個步驟 ,使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可以
把問題分步解決。此外,教師應該盡量消除學生的其他學習障礙 ,
例如情緒問題等 ,使他們更能專心地學習。對於能力較強的學生 ,
教師應盡量安排適當的活動 ,讓他們自己去探究及發現一些數學的
規律 ,使他們的能力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肯定。教師也可以利用發
問的技巧 ,來啟發學生的思維。在第二學習階段裏 ,教師更可加添



6.5

一些增潤項目〔參考附錄G

們對數學的興趣 。

6.4◆3分級教材

要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必須有分級的教材 ,教師可以互相合作 ,

把自編的教材及從其他途徑搜集得來的資料 ,加以整理及安排 ,在

學校建立一個教材痺 ,以供參考及使用。只要各方面通力合作 ,假

以時日,教師使能夠有充足及適合的分級教材 ,以配合不同學生的

需要。

6.4.4旬ㄐ苦

目標為本評估亦須顧及不同能力的學生。在第二學習階段裏 ,可以

用相同的評估課業及練習評估學生的能力。如有需要 ,也可以用不

同程度的課業及練習評估學生 ,從而反映他們在學習進度方面較夫

差異之處 。

6.5.1教學資源的運用

在眾多教與學的資源中 ,教師本身是最重要的一項 。另外學生 、學

生的親友 、校內的其他員工以及訪客也是資源 ,例如在學習數據處

理時 ,他們便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資料 。

校園本身和周圍的環境與事物亦是資源的一種 ,可提供學生很多學

習機會 ,例如利用在食物部買零食 、往返學校所經的路途 、建築物

的形狀 、操場的長間、班房內桌椅的數目等事物 ,分別可以學習找

續 、方向及位置、對稱圖形 、量度及數數 。

教學時需要的物料資源包括 :

課本或教材套

參考書

量度用具

以擴間這些學生的知識領域及增加他



可用作探討和說明某些概念 ,例如數和圖形等的特備教具

繪畫圖形和製造模型的器材和用具

. 遊戲和玩具

很多物品 ,如報紙 、雜誌 、宣傳單張 、小冊子 、包裝封套 地̀圖、

圖則 時̀間表和棄置的家庭用品等 ,由於與學生的日常生活關係密
切 ,都可用作教學材料 ,使學習更見成效 。

6.5.2目標為本課程教學資源中心

為協助學校推行目標為本課程 ,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目標為本課程組
設了一個教學資源中心 ,蒐集了多種與目標為本課程有關的教學參
考資料 一供教師在辦公時間前往閱覽 ,地址是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
l陌號土瓜灣市政夫廈暨政府合爭七樓 。此外 ,輔導視學處的數學教
學中心亦收集了一些有關資料 ,歡迎教師參考 ,地址是香港北角百
福道4號31U室,辦公時間是逢星期一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半 ,逢

星期三下午二時至五時及逢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二時 (公眾假
期哈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