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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數和數數 
目的： 

 
1.1

 
算術的複習。 

 
4

 
 複習四則運算、簡單分數、最大公因數和最小公倍數；質數

的意義亦應顧及，計算應限於使用正數。 
 (1) 複習在小學階段所學

過的算術。  
(2) 了解數和數字的關

係。  
(3) 認識阿刺伯數字的優

點，並視之為人類的

文化遺產。 
(4) 認識自然數的基本性

質。 
(5) 學習二進制記數法。 

1.2 原始人類對於數的概念，

及古代文化中各種不同的

記數系統。 

1  一般學生對於過去不同的記數系統都會深感興趣，這些記錄

系統中，一些數字，例如中國數字，直至今日仍廣泛使用，但另

一些只能從歷史書籍中找到。教師不應過於重視學生能否將數字

自一種記數系統轉換成另一系統，例如通過演算一題羅馬數字的

乘式，好讓學生體會到古舊的記數系統並不方便。 

 原始人類最初的結繩記數，漸漸演變到將數字書寫出來；這

一類饒有趣味的故事不妨講給學生聽，好讓他們知道：遠在發明

數字之前，人類已習於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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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阿刺伯數字系統的優越

性，及「零」的創造。 
2  學生應能分辨數字與位值不同之處，也應該懂得將一個十進

數寫成個位數、十位數、百位數...等數字的組合。(除非學生已掌

握指數記數法，否則不宜使用。)應該向學生指出：在符號「0」
發明之前，很多記數系統是將數位留空的。 
 由於二進數的原理對電腦是極為重要，在此階段亦適宜介紹

二進制記數法。十進數和二進數的最大差異，在於前者使用十個

符號，而後者只使用「0」和「1」。二進數的特色就是「逢二進

一」。要說明這一點，教師可利用一堆物件，例如波子、牙簽或

火柴，將它們排成 8、4、2、1 等不同的組別，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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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進數來表達就寫成 1011。 
 為什麼不能將它們排列成： 

 
而寫成 211 呢 ? 
 在闡明二進數的重要性時，教師可以使用一些教具，例如打

孔卡或利用開關學控制一串燈泡的亮、熄。 
 

  1.4 十進數和二進數的互相轉

換；二進數的加減法。 
5  十進數和二進數間的轉換應限於使用簡單數字，不宜涉及分

數。學生初次學習二進數，都會對它的加減法深感興趣，因此應

給予一些這兩種運算的練習，在介紹本單元時，可使用簡單的教

具和引用一些活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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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式、開句和簡易方程 
目的： 
(1) 學習用字母代表數， 
(2) 明白數句與方程的分

別。 
(3) 學習方程的設立和解

法，並在實際問題上

加以應用。 

 
2.1

 
用字母化表數。 

 
2

 
 當我們考慮一些公式例如 A b= × l  和 2( )P b= + l  時，其

中 A 代表長方形面積，P 代表周界，b 代表闊度，l 代表長度，

我們自然會想到如何用字母代表數。 
教師並可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以字母代表數的事例也屢見不

鮮，例如密碼和一些用暗碼的標價牌。 
 假如一張車票的號碼是 A1234，A 有沒有意義？ 
 教師在整個代數課程中應強調字母所代表的就是數。 

  2.2 公式和代入法。 3  通過引用一些熟悉的全式，學生應木難明白：在公式中，除

某一字母外，假如其餘字母都給于指定數值，則該字母(稱為「未

知數」)所代表的數值就能計算出來。這種用數代替字母的方法稱

為代入法。 
 

  2.3 開句。 3  有關數的句子(或有關數學的句子)統稱為數句，假如一個數

句內有空框，而該數句是真或假視乎空框裏填上什麼而定，則該

數句稱為開句。 
教師可先介紹一些簡單的句子，例如： 
  是四歲大， 
 (  ) 是圓的。 
接著可考慮與數有關的開句，例如： 
  + 3 = 11 

 5 7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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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簡易一元一次方程的設

立、解法及在實際問題上

的應用。 

4  由上節可以知道：假如以 x 或 y 代替開句內的空框，則比

較 方 便 ， 形 狀 不 同 的 空 框 應 代 以 不 同 的 字 母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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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亦應認識當一個開旬內有等號 “=” 時則成為方程，他

們隨著可發現：假若一個方程內有兩個或以上的字母，這些字母

的數值通常無法確定，一元一次方程的標準式是 0ax b+ = ，其

中 a 和 b 是常數。 
 通過足夠的練習，學生便能掌握到如何把方程的設立和解法

應用於實際問題上，教師然後可以介紹以下名詞：方程內的「變

數」、「係數」、「解」、「項」、...等。 
 假如練習中所用的係數都很簡單，則教師毋需提及移項的法

則，因為在目前階段，這可能令學生知其然不知其所以然而引起

混淆。 
 應該鼓勵學生將答案加以驗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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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量角器和圓規的運用，角

與簡單圓形的基本性質。 
目的： 
(1) 通過活動，直觀地學

習幾何。 
(2) 欣賞幾何的實用價

值。  
(3) 練習與角、全等和相

似有關的問題。 

 
3.1

 
利用直尺和量角器作角的

量度和作圖，並利用圓規

定距離。 

 
3

 
 量角器的運用可能在小學階段經巳學習，但教師仍應重新施

教，務求每個學生都能正確無誤地運用這種工具。 
 角是一種基本概念。無論從旋轉產生角或把角視為一周轉的

一部份入手，實際的量度都有助於這些概念的了解。 
 講解角的量度，最理想是利用高映機，因為學生所用的量角

器能清楚地顯示在銀幕上。若無高映機，則使用量角器亦有幫助。

 在此幾何初階，「綫段」、「角」等最好視為未下定義的名

詞。學生對這些名詞的任何直觀認識，如屬適當，教師均應接納。

  3.2 銳角、鈍角和量角器上的

兩種刻度。 
2  在一些班級中，教師或需在解釋運用量角器之前，灌輸銳角

和鈍角的概念；還可幫助學生如何從量角器的兩種刻度中選出適

用的一種來。 
 

  3.3 三角形內角之和的示範。 1  可著學生將三角形的三個角撕出，排成一直綫，從而看出三

角形內角之和是 180°。 
 

24 

  3.4 通過三角形的作圖研究全

等和相似。 
7  可著全班學生根據同一組已知條件各自作一個三角形(所繪

出的三角形方向未必相同)。學生剪出這些三角形，教師便能將之

疊成一個三角柱。要辦到這一點，疊起之前應先做些什麼？這種

堆疊法究竟說明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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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圖形的介紹應取自生活環境中的實例，並只限於研究相

似三角形的特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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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百分法 
目的： 
(1) 理解百分數為一特殊

分數，並由百分數化

分數和由分數化百分

數。 
 

 
4.1

 
百分數的意義。 

 
1

 
 介紹百分法，應著重於它的意義。教師可利用一些實際問

題，例如折扣等，幫助學生認識：當比較分數大小時，利用百分

數是較為方便的。百分數可視為分母為 100 的特殊分數。雖然

分數的比較有多種方法，但化成百分數是最實際易行的，且當應

用於商業及科技上時，最易為一般人接受。 

 (2) 應用百分法於實際問

題上。 
4.2 分數化百分數與百分數化

分數的練習；先把分數化

為小數可視作一中間步

驟。 
 

2  學生的練習應限於使用簡單數字。教師可通過由淺入深的習

題來測驗學生運算的準確性，亦可給予心算題目，測定學生在掌

握該項技能方面是否有困難。 

  4.3 百分數的應用題：利率、

折扣、賺賠等。 
7  當學生熟悉百分法後，應嘗試一些較深而實用的問題，藉以

鞏固小學階段所學得的知識。應用題所用文字必須簡易，否則學

生難以窺出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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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簡單面積和體積 
目的： 
(1) 求多邊形的面積。 
(2) 求有均勻橫切面的立

體體積。 

 
5.1

 
面積的比較和量度；單位

面積。 

 
2

 
 面積是一種基本概念；學生在小學階段業已學習。要發展這

概念，學生應比較相似或不同圓形的面積。 
 他們很快便會發現：比較面積必需一個標準單位。單位面積

通常可用正方形、三角形、六邊形或其他能密舖平面的圖形。 

  5.2 由規則至不規則的簡單多

邊形的面積；利用釘板求

不規則多邊形的面積。 

4  學習本單元時，學生可使用輕便而價廉的釘板(幾何板、有孔

板)，若無釘板則可用方格紙代替。學生可在方格紙上繪畫各種多

邊形，然後探討其面積之大小。當使用釘板時，學生有試圖找出

多邊形面積公式 1 1
2

m⎛ ⎞ n− +⎜ ⎟
⎝ ⎠

，其中 m 代表在多邊形周界上的

釘數，而 n 代表在多邊形內的釘數。教師可通過多個例題，逐

步帶引學生領會公式，但毋需加以證明。 
 

  5.3 單位體積。 2  至此階段，學生應了解到在比較體積時亦需一標準單位，而

單位體積亦必須能不留空隙地填滿立體。 
 

  5.4 長方體和有均勻橫切面的

立體體積。 
4  學生應探討長方體及同高不同底 (底為等邊三角形、正方

形、正六邊形、正八邊形) 的所有均勻橫切面的立體體積。教學

活動可使用手工泥和牙簽製作各種立體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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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力較佳的學生可研究骨架上點、結、面的關係，及設計一

些立體的摺紙圖樣作為活動。教師亦可通過遊戲方式介紹「尤拉

公式」：V + F − E =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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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似值和量度 
目的： 
(1) 了解量度的意義。 
(2) 量度的練習。 

 
6.1

 
近似值；量度。 

 
3

 
 學生應認識到所有量度的結果都是近似值。量度所用的工具

愈精密，所得結果的精確度愈高。 
 例如某一塊樹葉在方格紙上大約佔 150 個方格，這數值與

課室內所數得的人數不同，並非一個準確值；原因在於這 150 個
方格是由若干完整的方格和不完整的方格合計而成。這種數數方

法，一如任何量度，得出來的結果只是近似值。 
 教師可以指出：在實用上，例如量度紙張的長度時，精確至

毫米經已足夠。教師並應在適當時候給予學生量度活動作為練

習。 
 在運算中應該用「≈」符號以表「近似相等」。 
 

  6.2 選擇適當的量度單位。 1
 

 教師應向學生提出：由於有大小不同的量度單位，作量度時

應選擇適當的單位，例如量度學校操場的面積應該用m2，而量度

書桌面積應該用 cm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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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負數及數綫的伸延 
目的： 
(1) 憑直觀了解並接受

負數的概念和應用。 
(2) 運用負數作計算。 

 
7.1

 
引進負數以解某些綫性方程。 

 
2 

 
 學生應該知道：負數是因應計算上的需要而產生

的。教師可與學生討論在實際事例裏負數所代表的概

念，例如：負債，零度下的氣溫，一項行動前時間的倒

數等等。 

  7.2 完整的數綫及利用數綫作計算。 4  引進了負數，代表數的數路就可以向正負兩方伸

延。要計算 −5 − 7，可利用數綫求得 −12。數從此可

分為正、負兩類 (0 則獨立)。 
 

  7.3 序的初步概念。 3  從數綫可順理成章引入序的概念。學生很快就可發

現：數綫上任何右邊的數必大於左邊的數。教師介紹符

號「<」和「>」後，學生可以推出： 
  −7 < −5 與 7 > 5  
 學生可否找出一些實例來解釋 −7<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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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坐標簡介  
目的： 
(1) 學習另一種幾何一

一坐標幾何。 
(2) 明白數的序偶意義。 
(3) 學習利用坐標幾何

計算距離和面積。 

 
8.1

 
在平面上利用坐標系及序偶確定

點的位置。 

 
3 

 
 本單元涉及兩種概念：(a ) 由縱橫方向的基準線引

出坐標系；(b ) 用序偶代表坐標上一點。 
 以上概念是可以通過如何描述某一學生在課室內

的位置而介紹出來；顯而易見的答案是指出他所在的

「行」與「列」。這加以改良就可以引出一個理想的坐

標面。其他類似的事例有經緯度、地圖上位置的記法、

「打戰艦遊戲」和棋盤等。序偶和坐標系的概念至此應

顯露出來。 
 在此階段序偶可以代表方格圖上某一方格，亦可代

表方格圖上某兩條網格綫的交點。這種分歧應予強調並

加以討論。那一種能比較準確地走出位置？然而為什麼

另一種亦有採用？ 
 

  8.2 直角坐標和極坐標的用法。 4  教師應利用圖像黑板或在高映機上映出直角坐

標，提供有關數偶的口算，直至學生對序的觀念能掌握

無誤。 
 通過直觀，教師可先指出一些點的位置，叫學生說

出坐標，然後提供坐標，讓學生指出位置。 
 此處必須強調數偶之次序的重要性，並討論其原

因，然後讓學生個別在方格紙上做類似的練習。 
 至此，教師應鼓勵學生去找尋其他確定位置的方

法，從而引導學生發現極坐標。在高映機上映出極坐標

應有助於講解。否則，教師與其在普通黑板上花費時

間，倒不如讓學生直接使用極坐標紙。直角坐標與極座

標應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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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映機在此可再次發揮作用。在講解坐標系的形

成、綫上的點、坐標上綫的命名、綫的相交，區域與及

區域的相交、繪點及聯點成直綫或曲綫時，使用高映機

透明片及把透明片重疊使用，都可令教學進行得有效而

快捷。 
 在學習極坐標時，能力較差的學生，只要能用極坐

標確定一點，即已足夠。此外亦可讓他們進一步練習在

極坐標上繪畫螺旋曲綫。能力較高的學生，則應理解一

條曲綫的形狀是取決於所用的坐標系及數偶，並應明白

採用某一坐標系的好處。 
 

  8.3 距離與面積的計算。 3  這一小單元涉及用基本原理在直角坐標上作計

算；教師在此可應用學生剛學習的負數概念。截至目前

學生尚未學習畢氏定理，無從計算任意兩點間的距離，

因此距離的計算應限於水平及鉛垂方向。 
 面積的計算應利用基本原理，並應限於能分割成矩

形及三角形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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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1

 
練習把文字的語句變換為數學的

語句。 

 
3 

 
 x 星期共有多少天；蘋果每個 $0.50，y 個值若干

─這些語句很快就可以翻譯成 7x 天和 $
2
y
。 

 這些都可稱為一元代數式。它們的意義可加以討

論，且不難得出定論：當變數一有給定數值時，代數式

的數值即可確定。 
 這些數式可與什麼東西作比較呢？ 
 

 

 
代數式 
目的： 
(1) 將語句變換為代數

式。  
(2) 明 白 代 數 式 的 性

質，為以後學習函數

概念鋪路。 
(3) 通過一次方程圖像

的示例認識代數與

幾何間的聯系。 
9.2 一次代數式的設立和應用。 2  教師可在黑板上畫出如下的圖： 

 
 

 
 
 學生由此可得出結論：代數式之能製造數，一如雪

糕製造機之能製造雪糕。然而，若要有輸出，必先要有

輸入。對雪糕機來說，輸入的是牛奶和糖，但對代數式

而言，輸入的是數。 
 

  9.3 二元一次方程及其圖像。 4  教師至此可輕易地帶引學生繪畫一次方程的圖

像。在目前階段，只需考慮一個方程。不過，應該強調

有無限數偶可適合一已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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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輸出 
機器 A 機器 B

x = 3 

4x + 6 

18

x = 2, y = 3

2x − 3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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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角與綫段的平分 
目的： 
(1) 初步認識軌跡的概

念。 
(2) 把全等三角形進一

步應用於基本作圖

法。 
(3) 初步嘗試證題。 

 
10.1 

 
利用圓規和直尺平分一任意角。

 
4 

 
 讓學生繪畫各類的角，包括銳角和鈍角，然後用圓

規和直尺把角平分。要解釋此兩角相等，應先看出有兩

個全等三角形。這可以把已知部分 (作圖中長度相等部

分) 記在這兩個三角形上，然後把三角形對摺，或剪出

作重疊，以顯示全等。優角的平分亦應嘗試。 
 至此可讓學生把各類角的平分法多加練習，並鼓勵

他們運用量角器檢驗作圖是否準確。 
 應該強調「分角綫」的意義。每個學生都應知道分

角綫是平分一角為兩等分的綫。 
 

  10.2 利用圓規和直尺作 90°、60°、45°
和 30° 角。 

3  作等邊三角形可得 60° 角。若平分該角，則可得

30° 角。平分 180° 角可得 90° 角，再平分則可得 45°
角。 
 

  10.3 利用圓規和直尺作已知綫段的垂

直平分綫。 
4  應該強調「垂直平分綫」 (簡寫 ⊥ 平分綫) 是平

分一已知綫段且與之相交成 90° 角。 (90° 角可稱為

直角，簡寫 rt. ∠.)。 
 此作圖法的驗證可用摺紙法，或剪出並疊合兩個全

等三角形。 
 可把證明兩三角形全等的邏輯步驟寫出來，藉此向

學生介紹幾何證題的方法。 
 能力較佳的學生可嘗試作圖求出三角形的內心、旁

心和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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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角與平行綫 
目的 :  
學習角與平行綫的性質。 

 
11.1 

 
直綫上的鄰角、同頂角。 

 
3 

 
 此小單元部分內容可由定義引出，而學生應該知道

定義是不能證明的。在此階段，公理與定義的分別毋須

加以討論。 
 

  11.2 對頂角。 1  對頂角性質的證明可自直綫上兩鄰角導出；學生可

用量角器檢驗此性質。 
 

  11.3 平行綫和截綫。 8  運用三角尺可迅速及輕易地繪畫平行綫。 
 學生應可看出：若兩綫平行且交一截綫，則同位角

相等。 
 兩平行綫與截綫所成的錯角相等，而同旁內角的和

是 180°；這些都可從同位角與對頂角導出。 
 

  11.4 與平行綫有關的角的計算。 5  在本單元凡涉及計算時，所用的數字都應簡單；這

樣，學生只要明白數理和方法，就可以很快算出答案。

開始時很多問題可用口頭作答；較深的問題則應鼓勵學

生把計算寫得清楚、簡潔而合邏輯。每一推理步驟都應

附有簡單理由，且應採用一套約定的簡寫符號，例如以

alt. ∠s 表錯角。 
 

 
 

 
 

 
35 

    17  
 
 
 
 
 



中 一 

單元 教學綱要/目的 內容 時間
分配

教學建議 

 
12 

 
續負數 
目的： 
(1) 通過直觀更透徹地

了解負數的性質。 
(2) 對負數的乘、除賦以

一種實際而直觀的

意義。 

 
12.1 

 
括號的運用；加括號和撤括號。

 
4 

 
 本單元基本上是單元 7 的延續，目的是使學生在

計算上能更純熟地運用負數。到目前為止，學生對多項

正負數例如 7 5 10 12− + − +  的化簡己能應付。更進一

步，可在數式中加插括號。有些老師認為應把負數前的

負號「−」與運算上的減號「−」分辨清楚。不過此舉

可能會擾亂學生，令他們在加括號或撤括號中如何運用

正負號感到困難。所以這種嚴謹的處理方式只適宜於一

些能力較高的學生。 
 對一般學生，下列論證應易於接受： 
Q 12 (7 5) 12 2 10− − = − = 而  
 12 7 5 5 5 10− + = + =  
∴ 12 (7 5) 12 7 5− − = − +  
 若要再子簡化，教師不妨將括號分為正括號與負括

號兩種。加入或撤去這些括號的法則可著學生牢記。

 
  12.2 兩負數相乘或相除在直觀上的意

義。 
4  教師應提供一、兩個實例來解釋兩負數相乘的意

義。在這些實例中，一般都需要兩種單位。例如：若把

某汽車的速率表為 s km/h (向東駛為正，向西駛為

負)，而把該車經過某觀察點 O 與經過另一點之間的

時差表為 t 小時 (該點在 O 點之前為負，之後為

正)，則不難看出：當 s 與 t 都是負數時，兩者的乘積，

即該點與 O 點的距離 (該點在 O 點之東為正，在 O
點之西為負)，應是一個正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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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要進一步闡明負數相乘的結果，教師可在黑板上

列出以下的乘數表： 
 
 
 
 
 
 
 
 
 
 
 
 
 
 
 
 
 
 
 
 

 

東西

x +3 +2 +1 0 −1 −2 −3
+3 +9 +6 +3 0    
+2 +6 +4 +2 0    
+1 +3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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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可引導學生通過填空格去發現規律；首先填

正、負數相乘的積。然後填兩負數相乘的積。類似的除

數表亦可編製。 
 

  12.3 以上結果的證明。 3 有了以上的認識，教師可作以下的介紹： 
Q  12 (0 5) 12 0 5− − = − +  
∴  12 ( 5) 12 5− − = + ，由此可推出：減一個負數等於

加一個正數。學生若接受這一論點，教師可引證： 
( )    ( 1)(5) ( 1)( 5) ( 1) (5) ( 5)

( 1) 0
0

− + − − = − × + −
= − ×
=

Q
 
(分配律)38 

    ( 1)( 5) ( 1)(5)
5

∴ − − = − −
=  

 不過，假如學生對此感覺困難，教師可將正、負數

相乘的結果作為定義教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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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13.1 統計數據 頻數和數據的收集。  開始時，應著學生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收集數據，

例如全班學生的高度或出生月份等等。 目的： 
(1) 培養收集統計數據

的能力。 
 應特別注意如何組織及表示大量數據的方法，並應

強調處理這些數據的困難，從而引出頻數分佈的構思。

在高映機上放映事先製定的圖片有助於本單元的教學。

 
(2) 了解各種處理統計

數據的方法。 13.2 3  可把各種數據給子學生，然後討論處理這些數據的

不同方法。表、棒形圖、象形圖和圓形圖的用途亦應予

討論。 

根據給定數據製作棒形圖、象形圖

和圓形圖。 (3) 學習與討論各種表

示數據的方法。 
 (4) 了解統計圖像的意

義並作推論。 5  13.3 製作和理解組織圖。  組織圖應視為頻數分佈的一種圖示。(這類圖表可

通過實際活動一一例如統計調查一一而製出。) 組界的

意義和用途以及如何理解組織圖都應詳予討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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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1 

 
指數的簡介。 

 
3 

  
續代數式 在闡明運算法則之前，應多予數字的練習。 

 目的： 
3  14.2 代數式的項。  代數式既可比喻為製造數的機器，那麼機器是由什

麼構成的呢？是由項構成的。同類項和異類項可視為機

器的不同部份，而每一項之前必有正號或負號。 

能純熟地作代數式的運

算。 

 如何把以下數式內的項合併呢？ 

 至此可介紹在代數式的化簡中使用括號。學生應有

足夠的括號運算練習；這包括負數乘以負數，負數除以

負數，和化簡包括有同類項和異類項的代數式。 

40 

 
2   14.3 係數和常數項。  應該強調：正負號是附於係數而非未知數上。 

 
5   14.4 簡單代數式的加、減和乘法。  此處所應強調的是運算技巧。求積時應該用長乘

法；即使積能直接寫出，仍可用長乘法作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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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對能力較高的學生，可介紹一元代數式除以另一比

較簡單而有相同未知數的代數式。 
 

     13  
   153  共計：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