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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七：利用既定的算術平均數構寫數據  

（照顧學習差異）  

 

學習範疇：  數據處理  

 

學習單位：  集中趨勢的量度  

 

學習階段：  三  

 

目標  ：  利用既定的算術平均數構寫數據  

 

預備知識：  「算術平均數」的意義  

 

活動內容：   

1.  在這活動中，學生根據既定的算術平均數去構寫數據組。  

2.  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教師應幫助他們重溫算術平均數的意義，以及利用

有層次的問題幫助他們建立構作數據組的基本技巧。  

3.  對於一般能力的學生，溫習的部分及第 2 點提及的問題可以省略。  

4.  對於能力較佳的學生，教師亦可減少提供指引。  

5.  學與教活動的建議方法如下：  

 

 

 

 

 

 

 

＜請參閱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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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稍遜的學生 一般能力的學生 能力較佳的學生 

算術平均數的溫習： 

1. 要求學生計算三個數的

算術平均數，例如 3, 5及

10。 

  

數據組的構作： 

2. 將第 1點的數據「10」改

為「x」。若算術平均數為

6，求 x的值。 

數據組的構作： 

1. 若數據 3、5及 x的算術

平均數為 6，求 x的值。 

 

 

數據組的構作： 

3. 若數據 3、y 及 x 的算術

平均數為 6，試估計 x及

y的值。 

2. 若數據 3、y及 x的算術

平均數為 6，試估計 x及

y的值。 

1. 若數據 3、y及 x的算術

平均數為 6，試估計 x及

y的值。 

4. 要求學生互相比較所得

的答案，以及引導他們觀

察出問題有可能多於一

個答案。 

3. 要求學生互相比較所得

的答案，以及讓他們發現

問題有可能多於一個答

案。 

2. 要求學生互相比較所得

的答案，並討論該答案是

否唯一並提供理由。 

5. 引導學生觀察只要 x及 y

能滿足 x+y=15 的條件，

則這些 x及 y的值都是答

案。 

4. 要求學生利用算術平均

數的定義及 x+y 的限制

條件，解釋為何答案不是

唯一的。 

3. 要求學生總結一個滿足

第 1點的 x與 y的關係。 

6. 要求學生構作算術平均

數為 6 的三個數據 x、y

及 z。 

5. 要求學生構作算術平均

數為 6 的三個數據 x、y

及 z。 

4. 要求學生構作算術平均

數為 6 的三個數據 x、y

及 z。 

7. 要求學生構作算術平均

數為 6的另外三個數據。 

6. 要求學生構作算術平均

數為 6的另外三個數據。 

5. 要求學生構作算術平均

數為 6的另外三個數據。 

8. 引導學生觀察只要 x、y

及 z 能滿足 x+y+z=18 的

條件， 這些 x、y及 z的

值便是答案。 

7. 與學生討論為何答案並

不是唯一的。 

6. 與學生討論答案是否唯

一的，並須提供理由。總

結一個滿足第 4點中 x、

y及 z的關係。 

 8. 要求學生選取一個數

值，並以此數值作為算術

平均數，讓其他同學構作

三個數據。 

7. 要求學生選取一個數

值，並以此數值作為算術

平均數，讓其他同學構作

四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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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備註：  

 

1.  在進行活動時，教師應靈活地調整教學計畫或活動內容，以配合學生的實

際學習需要。  

 

2.  如果學生在回答問題時有困難，教師可自行設計表格讓學生把答案填上。

教師亦可考慮在表格中列出部分數據，給學生作為一個起步點。  

 

3.  如果學生可以構寫多過一個數據組，則所有數據組都可接受為答案。原因

是沒有一個答案是「最好」的。  

 

4.  教師應給予足夠的機會讓學生討論及自行找出答案，並應避免提供直接的

提示給他們。  

 

5.  在進行活動時，教師應注意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有

所得益。例如，注意學生的實際需要、長處及弱點，以調整難度及涵蓋內

容，並採用不同的提問技巧，於課業中提供充分及適當的提示以引發學生

的學習動機。  

 

此示例主要涉及以下的共通能力：  

 

1.  溝通能力  

  討論答案的唯一性。  

  以口頭或書寫形式表達討論的結果。  

  用數學語言表示所求得的結果。  

 

2.  運算能力  

  選取合適的數字構作數據組。  

  觀察試驗結果及調整數值。  

 

3.  解決問題能力  

  當數據組內的數據增多時，探究及採用合適的策略去構作數據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