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课程架构  
 
 
本课程是由《中学课程纲要  －  附加数学（中四至中五）1992》修订而成，

主要是删除或减少其中一些课题。有关本课程的变动及和《中学课程纲要  

－  附加数学（中四至中五）1992》的比较可分别参照附录一及附录二。修

订的理念是希望能够腾出更多空间用以巩固概念及让教师可以调整教学策

略（以照顾学习差异）等，从而提升附加数学的学习效能。为了达到以上

理念，本课程的总教学节数与《中学课程纲要  －  附加数学（中四至中五）

1992》内所建议的节数并无分别 (可参考本课程第三章所建议的教学时间分

配 )。  

 

中学数学科课程将学习内容分为学习范畴，而本课程则将学习内容分为九

个单元。每一单元均附有特定目标以提供清晰的重点，而每一单元内的内

容更分为细项，俾能协助达到预期的特定学习目标。  

 

本课程有些课题是来自中学数学科课程中的「数与代数范畴」及「度量、

图形与空间范畴」，但这些课题是要作更深入的处理。  

 
 
内容及特定学习目标  
 
单

元

 
内容  特定学习目标  

1  数学归纳法原理  

1.1 数学归纳法的概念  

1.2 数学归纳法的步骤  

1.3 数学归纳法的应用  
 

1. 理解数学归纳法的概念  

2. 熟习数学归纳法的步骤  

3. 在各方面应用数学归纳法  

2  正整指数的二项式定理  

2.1 n!和 的符号  n
rC

2.2 帕斯卡三角形  

2.3 利用帕斯卡三角形展开二项

 式  

2.4 正整指数的二项式定理  

1. 认识 n!和 的符号  n
rC

2. 利用二项式定理展开正整指

数的二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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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次方程及二次函数  

3.1 二次方程的解法  

3.2 根的性质  

3.3 二次函数  

3.4 绝对值  

1. 学习以配方法及求根公式解

二次方程的技巧  

2. 确定二次方程的根的性质  

3. 求二次函数的极大值和极小

值  

4  三角  

4.1 弧度法  

4.2 任意角的六个三角函数及其

 图形  

4.3 复角  

 （不包括三倍角公式及半角

公式）  

4.4 补助角的形式  

4.5 三角方程的通解  

4.6 三角形的解法  

4.7 二维及三维空间的问题  
 

1. 理解任意角的六个三角函数

及其图像  

2. 理解及应用复角公式及和积

互变公式  

3. 计算三角方程的通解  

4. 掌握二维及三维空间较难问

题的解题技巧  

5  极限和微分  

5.1 极限  

5.2 导数  

5.3 微分法  

 5.3.1 简 单 代 数 函 数 和 微 分

   法的法则  

 5.3.2 复 合 函 数 和 隐 函 数 的

   微分  

 5.3.3 三角函数的微分  

 5.3.4 二阶导数  

5.4 微分的应用  

 5.4.1 曲线的斜率、切线及法

   线  

 5.4.2 极大及极小、简易曲线

   的描绘  

5.4.3 变率  

 

1. 学习极限的概念  

2. 计算函数的极限  

3. 求函数的导数  

4. 利用微分法的技巧解数学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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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等式  

6.1 不等式的基本法则  

6.2 一元一次不等式  

6.3 一元二次不等式  

 

1. 理解不等式的基本法则  

2.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3. 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7  解析几何  

7.1 平面直角坐标及两点间的距

 离  

7.2 直线图形的面积  

7.3 直线的倾角及斜率  

7.4 两直线的交角  

7.5 直线的方程  

7.6 法线式  

7.7 直线族  

7.8 轨迹的概念  

7.9 圆的方程，圆与直线的交点

7.10 圆的切线方程  

7.11 圆族  

7.12 简 易 的 参 数 方 程 及 轨 迹 问

 题  

 

1. 求坐标平面上直线图形的面

积  

2. 求两直线的交角  

3. 了解直线的法线式，并利用有

关知识计算距离  

4. 求圆的方程及圆与直线的交

点  

5. 求圆的切线方程  

6. 求直线族及圆族方程  

7. 获取参数方程与轨迹的概念，

及解简易轨迹问题  

 

8  二维空间的向量  

8.1 纯量及向量、向量相等、零

向量及单位向量  

8.2 向量的和及差、纯量与向量

相乘  

8.3 向量在直角坐标系的表示法

8.4 两向量的纯量积  

8.5 向量的应用、线段分点、平

行及垂直  

 

1. 学习向量的概念及表示法  

2. 学习二维空间向量的某些性

质及运算  

3. 理解二维空间向量的几何表

示法  

4. 应用向量方法解某些几何问

题   

9  积分法  

9.1 不定积分  

1. 认识不定积分法为微分的逆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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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函数的积分法及简易应用  

9.3 积分法的基本技巧  

9.4 定积分  

9.5 定积分的计算  

9.6 定积分的应用  

2. 理解不定积分的性质  

3. 认识不定积分法在几何及物

理上的一些应用  

4. 认识及应用不定积分法的标

准公式  

5. 理解以定积分作为一个总和

的极限的基本原理  

6. 理解及应用定积的基本性质  

7. 应用定积分去求平面积及旋

转体体积  

 
 
单元 3、 4、 6 和 7 是中学数学科课程内相应课题的延续。为求完整，本课

程指引更把它们以细项形式罗列于该单元内。这些细项是学习该单元较高

深部分的必备知识。  

 

其余的五个单元（单元 1、 2、 5、 8 及 9）均是中学数学科课程以外的新教

材。虽然这些课题也载于现行的中六数学课程，惟是其施教时的深度处理

则是局限于较基本的层次。教师应避免以中六的层次来处理这些课题。  

 

 

共通能力、价值观及态度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型的社会，我们的附加数学课程亦应强调共通能

力 2的培养及建立正面的态度和价值观。共通能力主要是帮助学生学会掌握

知识、建构知识和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因而帮助教师在课堂体现出「学

会学习」的精神。我们会先集中发展学生沟通、创造和批判性思考这三种

能力（课程发展议会， 2001，第 23 页），不过，这并不表示其它的能力不

重要。  

 

通过附加数学科课程培养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亦非常重要。价值观是学生

应发展的素质，是行为和判断的准则，而态度是把工作做好所需的个人特

                                                 
2 该九种共通能力是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创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运用信息科技能力、运算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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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这些价值观及态度渗透在课程内不同的单元中。以下是一些重要的价

值观和态度：  

 在工作时持开放态度及负责任，以及在讨论数学问题时愿意听取他人

的意见；  

 展示追寻更高深数学知识的兴趣；  

 展示对参与数学活动的热忱；  

 展示在日常生活中或其它问题上应用数学知识的信心；  

 解决数学问题时，能独立思考；  

 锲而不舍地解决数学问题；及  

 欣赏数学的精确性、美感和文化方面的贡献及其在人类事务上所发挥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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