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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4数和数数 算术的复习。  复习四则运算、简单分数、 大公因子和 小公倍数；质数

的意义亦应顾及，计算应限于使用正数。 目的： 
 (1) 复习在小学阶段所学

过的算术。  
11.2  一般学生对于过去不同的记数系统都会深感兴趣，这些记录

系统中，一些数字，例如中国数字，直至今日仍广泛使用，但另

一些只能从历史书籍中找到。教师不应过于重视学生能否将数字

自一种记数系统转换成另一系统，例如通过演算一题罗马数字的

乘式，好让学生体会到古旧的记数系统并不方便。 

原始人类对于数的概念，

及古代文化中各种不同的

记数系统。 
(2) 了解数和数字的关

系。  
(3) 认识阿刺伯数字的优

点，并视之为人类的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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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人类 初的结绳记数，渐渐演变到将数字书写出来；这

一类饶有趣味的故事不妨讲给学生听，好让他们知道：远在发明

数字之前，人类已习于数数。 
(4) 认识自然数的基本性

质。 
(5) 学习二进制记数法。 

2  1.3  学生应能分辨数字与位值不同之处，也应该懂得将一个十进

数写成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等数字的组合。(除非学生已掌

握指数记数法，否则不宜使用。)应该向学生指出：在符号「0」
发明之前，很多记数系统是将数字留空的。 

阿刺伯数字系统的优越

性，及「零」的创造。 

 由于二进数的原理对计算机是极为重要，在此阶段亦适宜介

绍二进制记数法。十进数和二进数的 大差异，在于前者使用十

个符号，而后者只使用「0」和「1」。二进数的特色就是「逢二

进一」。要说明这一点，教师可利用一堆对象，例如波子、牙签

或火柴，将它们排成 8、4、2、1 等不同的组别，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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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进数来表达就写成 1011。 
 为什么不能将它们排列成： 

 
而写成 211 呢 ? 
 在阐明二进数的重要性时，教师可以使用一些教具，例如打

孔卡或利用开关学控制一串灯泡的亮、熄。 
 

21 

5  1.4  十进数和二进数间的转换应限于使用简单数字，不宜涉及分

数。学生初次学习二进数，都会对它的加减法深感兴趣，因此应

给予一些这两种运算的练习，在介绍本单元时，可使用简单的教

具和引用一些活动。 

十进数和二进数的互相转

换；二进数的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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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 )P b= + lA b= × l公式、开句和简易方程 

目的： 
(1) 学习用字母代表数， 
(2) 明白数句与方程的分

别。 
(3) 学习方程的设立和解

法，并在实际问题上

加以应用。 

用字母化表数。  当我们考虑一些公式例如  和  时，其

中 A 代表长方形面积，P 代表周界，b 代表阔度，l 代表长度，

我们自然会想到如何用字母代表数。 
教师并可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以字母代表数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例如密码和一些用暗码的标价牌。 
 假如一张车票的号码是 A1234，A 有没有意义？ 
 教师在整个代数课程中应强调字母所代表的就是数。 

3  2.2 公式和代入法。  通过引用一些熟悉的全式，学生应木难明白：在公式中，除

某一字母外，假如其余字母都给于指定数值，则该字母(称为「未

知数」)所代表的数值就能计算出来。这种用数代替字母的方法称

为代入法。 

22 

 
  2.3 3开句。  有关数的句子(或有关数学的句子)统称为数句，假如一个数

句内有空框，而该数句是真或假视乎空框里填上什么而定，则该

数句称为开句。 
教师可先介绍一些简单的句子，例如： 
  是四岁大， 
 (  ) 是圆的。 
接着可考虑与数有关的开句，例如： 
  + 3 = 11 

 5 7
21

+ =  

 
  2.4 4  由上节可以知道：假如以 x 或 y 代替开句内的空框，则比

较 方 便 ， 形 状 不 同 的 空 框 应 代 以 不 同 的 字 母 ， 而
 

简易一元一次方程的设

立、解法及在实际问题上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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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亦应认识当一个开旬内有等号 “=” 时则成为方程，他

们随着可发现：假若一个方程内有两个或以上的字母，这些字母

的数值通常无法确定，一元一次方程的标准式是 ax b+ = 0，其

中 a 和 b 是常数。 
 通过足够的练习，学生便能掌握到如何把方程的设立和解法

应用于实际问题上，教师然后可以介绍以下名词：方程内的「变

数」、「系数」、「解」、「项」、...等。 
 假如练习中所用的系数都很简单，则教师毋需提及移项的法

则，因为在目前阶段，这可能令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引起

混淆。 
 应该鼓励学生将答案加以验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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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角器和圆规的运用，角

与简单圆形的基本性质。 
目的： 
(1) 通过活动，直观地学

习几何。 
(2) 欣赏几何的实用价

值。  
(3) 练习与角、全等和相

似有关的问题。 

 
3.1

 
利用直尺和量角器作角的

量度和作图，并利用圆规

定距离。 

 
3

 
 量角器的运用可能在小学阶段经巳学习，但教师仍应重新施

教，务求每个学生都能正确无误地运用这种工具。 
 角是一种基本概念。无论从旋转产生角或把角视为一周转的

一部份入手，实际的量度都有助于这些概念的了解。 
 讲解角的量度， 理想是利用高映机，因为学生所用的量角

器能清楚地显示在银幕上。若无高映机，则使用量角器亦有帮助。

 在此几何初阶，「线段」、「角」等 好视为未下定义的名

词。学生对这些名词的任何直观认识，如属适当，教师均应接纳。

  3.2 锐角、钝角和量角器上的

两种刻度。 
2  在一些班级中，教师或需在解释运用量角器之前，灌输锐角

和钝角的概念；还可帮助学生如何从量角器的两种刻度中选出适

用的一种来。 
 

  3.3 三角形内角之和的示范。 1  可着学生将三角形的三个角撕出，排成一直线，从而看出三

角形内角之和是 180°。 
 

24 

  3.4 通过三角形的作图研究全

等和相似。 
7  可着全班学生根据同一组已知条件各自作一个三角形(所绘

出的三角形方向未必相同)。学生剪出这些三角形，教师便能将之

迭成一个三角柱。要办到这一点，迭起之前应先做些什么？这种

堆栈法究竟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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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图形的介绍应取自生活环境中的实例，并只限于研究相

似三角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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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1百分法 百分数的意义。  介绍百分法，应着重于它的意义。教师可利用一些实际问题，

例如折扣等，帮助学生认识：当比较分数大小时，利用百分数是

较为方便的。百分数可视为分母为 100 的特殊分数。虽然分数

的比较有多种方法，但化成百分数是 实际易行的，且当应用于

商业及科技上时， 易为一般人接受。 

目的： 
(1) 理解百分数为一特殊

分数，并由百分数化

分数和由分数化百分

数。 

26 

 
4.2 2(2) 应用百分法于实际问

题上。 
 学生的练习应限于使用简单数字。教师可通过由浅入深的习

题来测验学生运算的准确性，亦可给予心算题目，测定学生在掌

握该项技能方面是否有困难。 

分数化百分数与百分数化

分数的练习；先把分数化

为小数可视作一中间步

骤。 
 

  4.3 7  当学生熟悉百分法后，应尝试一些较深而实用的问题，藉以

巩固小学阶段所学得的知识。应用题所用文字必须简易，否则学

生难以窥出题意。 

百分数的应用题：利率、

折扣、赚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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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5.1简单面积和体积  面积是一种基本概念；学生在小学阶段业已学习。要发展这

概念，学生应比较相似或不同圆形的面积。 
面积的比较和量度；单位

面积。 目的： 
(1) 求多边形的面积。  他们很快便会发现：比较面积必需一个标准单位。单位面积

通常可用正方形、三角形、六边形或其它能密铺平面的图形。 (2) 求有均匀横切面的立

体体积。 
  5.2 4  学习本单元时，学生可使用轻便而价廉的钉板(几何板、有孔

板)，若无钉板则可用方格纸代替。学生可在方格纸上绘画各种多

边形，然后探讨其面积之大小。当使用钉板时，学生有试图找出

多边形面积公式 

由规则至不规则的简单多

边形的面积；利用钉板求

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 
1 1
2

m⎛ ⎞ n− +⎜ ⎟
⎝ ⎠

，其中 m 代表在多边形周界上的

钉数，而 n 代表在多边形内的钉数。教师可通过多个例题，逐

步带引学生领会公式，但毋需加以证明。 

27 

 
  5.3 2单位体积。  至此阶段，学生应了解到在比较体积时亦需一标准单位，而

单位体积亦必须能不留空隙地填满立体。 
 

  5.4 4  学生应探讨长方体及同高不同底 (底为等边三角形、正方形、

正六边形、正八边形) 的所有均匀横切面的立体体积。教学活动

可使用手工泥和牙签制作各种立体的骨架。 

长方体和有均匀横切面的

立体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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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较佳的学生可研究骨架上点、结、面的关系，及设计一

些立体的折纸图样作为活动。教师亦可通过游戏方式介绍「尤拉

公式」：V + F − E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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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似值和量度 
目的： 
(1) 了解量度的意义。 
(2) 量度的练习。 

 
6.1

 
近似值；量度。 

 
3

 
 学生应认识到所有量度的结果都是近似值。量度所用的工具

愈精密，所得结果的精确度愈高。 
 例如某一块树叶在方格纸上大约占 150 个方格，这数值与

课室内所数得的人数不同，并非一个准确值；原因在于这 150 个
方格是由若干完整的方格和不完整的方格合计而成。这种数数方

法，一如任何量度，得出来的结果只是近似值。 
 教师可以指出：在实用上，例如量度纸张的长度时，精确至

毫米经已足够。教师并应在适当时候给予学生量度活动作为练

习。 
 在运算中应该用「≈」符号以表「近似相等」。 
 

  6.2 选择适当的量度单位。 1
 

 教师应向学生提出：由于有大小不同的量度单位，作量度时

应选择适当的单位，例如量度学校操场的面积应该用m2，而量度

书桌面积应该用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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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负数及数线的伸延 
目的： 
(1) 凭直观了解并接受

负数的概念和应用。 
(2) 运用负数作计算。 

 
7.1

 
引进负数以解某些线性方程。 

 
2 

 
 学生应该知道：负数是因应计算上的需要而产生

的。教师可与学生讨论在实际事例里负数所代表的概

念，例如：负债，零度下的气温，一项行动前时间的倒

数等等。 

  7.2 完整的数线及利用数线作计算。 4  引进了负数，代表数的数路就可以向正负两方伸

延。要计算 −5 − 7，可利用数线求得 −12。数从此可

分为正、负两类 (0 则独立)。 
 

  7.3 序的初步概念。 3  从数线可顺理成章引入序的概念。学生很快就可发

现：数线上任何右边的数必大于左边的数。教师介绍符

号「<」和「>」后，学生可以推出： 
  −7 < −5 与 7 > 5  
 学生可否找出一些实例来解释 −7<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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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坐标简介  
目的： 
(1) 学习另一种几何一

一坐标几何。 
(2) 明白数的序偶意义。 
(3) 学习利用坐标几何

计算距离和面积。 

 
8.1

 
在平面上利用坐标系及序偶确定

点的位置。 

 
3 

 
 本单元涉及两种概念：(a ) 由纵横方向的基准线引

出坐标系；(b ) 用序偶代表坐标上一点。 
 以上概念是可以通过如何描述某一学生在课室内

的位置而介绍出来；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指出他所在的

「行」与「列」。这加以改良就可以引出一个理想的坐

标面。其它类似的事例有经纬度、地图上位置的记法、

「打战舰游戏」和棋盘等。序偶和坐标系的概念至此应

显露出来。 
 在此阶段序偶可以代表方格图上某一方格，亦可代

表方格图上某两条网格线的交点。这种分歧应予强调并

加以讨论。那一种能比较准确地走出位置？然而为什么

另一种亦有采用？ 
 

  8.2 直角坐标和极坐标的用法。 4  教师应利用图像黑板或在高映机上映出直角坐标，

提供有关数偶的口算，直至学生对序的观念能掌握无

误。 
 通过直观，教师可先指出一些点的位置，叫学生说

出坐标，然后提供坐标，让学生指出位置。 
 此处必须强调数偶之次序的重要性，并讨论其原

因，然后让学生个别在方格纸上做类似的练习。 
 至此，教师应鼓励学生去找寻其它确定位置的方

法，从而引导学生发现极坐标。在高映机上映出极坐标

应有助于讲解。否则，教师与其在普通黑板上花费时间，

倒不如让学生直接使用极坐标纸。直角坐标与极坐标应

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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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映机在此可再次发挥作用。在讲解坐标系的形

成、线上的点、坐标上线的命名、线的相交，区域与及

区域的相交、绘点及联点成直线或曲线时，使用高映机

透明片及把透明片重迭使用，都可令教学进行得有效而

快捷。 
 在学习极坐标时，能力较差的学生，只要能用极坐

标确定一点，即已足够。此外亦可让他们进一步练习在

极坐标上绘画螺旋曲线。能力较高的学生，则应理解一

条曲线的形状是取决于所用的坐标系及数偶，并应明白

采用某一坐标系的好处。 32  
  8.3 3 距离与面积的计算。  这一小单元涉及用基本原理在直角坐标上作计算；

教师在此可应用学生刚学习的负数概念。截至目前学生

尚未学习勾股定理，无从计算任意两点间的距离，因此

距离的计算应限于水平及铅垂方向。 
 面积的计算应利用基本原理，并应限于能分割成矩

形及三角形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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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1 练习把文字的语句变换为数学的

语句。 

 
3 

  
 x 星期共有多少天；苹果每个 $0.50，y 个值若干

─这些语句很快就可以翻译成 7x 天和 $

代数式 
目的： 

2
y
。 (1) 将语句变换为代数

式。   这些都可称为一元代数式。它们的意义可加以讨

论，且不难得出定论：当变量一有给定数值时，代数式

的数值即可确定。 
(2) 明白代数式的性质，

为以后学习函数概

念铺路。  这些数式可与什么东西作比较呢？ 
(3) 通过一次方程图像

的示例认识代数与

几何间的联系。 

 
 9.2 2 一次代数式的设立和应用。  教师可在黑板上画出如下的图： 

 
 

 
 
 学生由此可得出结论：代数式之能制造数，一如雪

糕制造机之能制造雪糕。然而，若要有输出，必先要有

输入。对雪糕机来说，输入的是牛奶和糖，但对代数式

而言，输入的是数。 
 

  9.3 二元一次方程及其图像。 4  教师至此可轻易地带引学生绘画一次方程的图像。

在目前阶段，只需考虑一个方程。不过，应该强调有无

限数偶可适合一已知方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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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输出 
机器 A 机器 B

x = 3 

4x + 6 

18

x = 2, y = 3

2x − 3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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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角与线段的平分 
目的： 
(1) 初步认识轨迹的概

念。 
(2) 把全等三角形进一

步应用于基本作图

法。 
(3) 初步尝试证题。 

 
10.1 

 
利用圆规和直尺平分一任意角。

 
4 

 
 让学生绘画各类的角，包括锐角和钝角，然后用圆

规和直尺把角平分。要解释此两角相等，应先看出有两

个全等三角形。这可以把已知部分 (作图中长度相等部

分) 记在这两个三角形上，然后把三角形对折，或剪出

作重迭，以显示全等。优角的平分亦应尝试。 
 至此可让学生把各类角的平分法多加练习，并鼓励

他们运用量角器检验作图是否准确。 
 应该强调「分角线」的意义。每个学生都应知道分

角线是平分一角为两等分的线。 
 

  10.2 利用圆规和直尺作 90°、60°、45°
和 30° 角。 

3  作等边三角形可得 60° 角。若平分该角，则可得

30° 角。平分 180° 角可得 90° 角，再平分则可得 45°
角。 
 

  10.3 利用圆规和直尺作已知线段的垂

直平分线。 
4  应该强调「垂直平分线」 (简写 ⊥ 平分线) 是平

分一已知线段且与之相交成 90° 角。 (90° 角可称为

直角，简写 rt. ∠.)。 
 此作图法的验证可用折纸法，或剪出并迭合两个全

等三角形。 
 可把证明两三角形全等的逻辑步骤写出来，藉此向

学生介绍几何证题的方法。 
 能力较佳的学生可尝试作图求出三角形的内心、旁

心和外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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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角与平行线 
目的 :  
学习角与平行线的性质。 

 
11.1 

 
直线上的邻角、同顶角。 

 
3 

 
 此小单元部分内容可由定义引出，而学生应该知道

定义是不能证明的。在此阶段，公理与定义的分别毋须

加以讨论。 
 

  11.2 对顶角。 1  对顶角性质的证明可自直线上两邻角导出；学生可

用量角器检验此性质。 
 

  11.3 平行线和截线。 8  运用三角尺可迅速及轻易地绘画平行线。 
 学生应可看出：若两线平行且交一截线，则同位角

相等。 
 两平行线与截线所成的错角相等，而同旁内角的和

是 180°；这些都可从同位角与对顶角导出。 
 

  11.4 与平行线有关的角的计算。 5  在本单元凡涉及计算时，所用的数字都应简单；这

样，学生只要明白数理和方法，就可以很快算出答案。

开始时很多问题可用口头作答；较深的问题则应鼓励学

生把计算写得清楚、简洁而合逻辑。每一推理步骤都应

附有简单理由，且应采用一套约定的简写符号，例如以

alt. ∠s 表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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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2 4  本单元基本上是单元 7 的延续，目的是使学生在

计算上能更纯熟地运用负数。到目前为止，学生对多项

正负数例如

续负数 括号的运用；加括号和撤括号。

目的： 
(1) 通过直观更透彻地

了解负数的性质。 
7 5 10 12− + − +  的化简己能应付。更进一

步，可在数式中加插括号。有些老师认为应把负数前的

负号「−」与运算上的减号「−」分辨清楚。不过此举

可能会扰乱学生，令他们在加括号或撤括号中如何运用

正负号感到困难。所以这种严谨的处理方式只适宜于一

些能力较高的学生。 

(2) 对负数的乘、除赋以

一种实际而直观的

意义。 

 对一般学生，下列论证应易于接受： 36 Q 12 (7 5) 12 2 10− − = − = 而  
 12 7 5 5 5 10− + = + =  

12 (7 5) 12 7 5− − = − +∴  
 若要再子简化，教师不妨将括号分为正括号与负括

号两种。加入或撤去这些括号的法则可着学生牢记。
 

4   12.2  教师应提供一、两个实例来解释两负数相乘的意

义。在这些实例中，一般都需要两种单位。例如：若把

某汽车的速率表为 s km/h (向东驶为正，向西驶为负)，
而把该车经过某观察点 O 与经过另一点之间的时差

表为 t 小时 (该点在 O 点之前为负，之后为正)，则

不难看出：当 s 与 t 都是负数时，两者的乘积，即该

点与 O 点的距离 (该点在 O 点之东为正，在 O 点之

西为负)，应是一个正数。 

两负数相乘或相除在直观上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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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西

 
 若要进一步阐明负数相乘的结果，教师可在黑板上

列出以下的乘数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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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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填空格去发现规律；首先填

正、负数相乘的积。然后填两负数相乘的积。类似的除

数表亦可编制。 
 

3   12.3 以上结果的证明。 有了以上的认识，教师可作以下的介绍： 
Q  12 (0 5) 12 0 5− − = − +  
∴  12 ( 5) 12 5− − = + ，由此可推出：减一个负数等于

加一个正数。学生若接受这一论点，教师可引证： 
( )    ( 1)(5) ( 1)( 5) ( 1) (5) ( 5)

( 1) 0
0

− + − − = − × + −
= − ×
=

Q (分配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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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不过，假如学生对此感觉困难，教师可将正、负数

相乘的结果作为定义教授学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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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1 

 
频数和数据的收集。 

 
2 

  
统计数据  开始时，应着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收集数据，

例如全班学生的高度或出生月份等等。 目的： 
(1) 培养收集统计数据

的能力。 
 应特别注意如何组织及表示大量数据的方法，并应

强调处理这些数据的困难，从而引出频数分布的构思。

在高映机上放映事先制定的图片有助于本单元的教学。
 

(2) 了解各种处理统计

数据的方法。 13.2 3  可把各种数据给子学生，然后讨论处理这些数据的

不同方法。表、棒形图、象形图和饼图的用途亦应予讨

论。 

根据给定数据制作棒形图、象形图

和饼图。 (3) 学习与讨论各种表

示数据的方法。 
 (4) 了解统计图像的意

义并作推论。  13.3 5 制作和理解组织图。  组织图应视为频数分布的一种图示。(这类图表可

通过实际活动一一例如统计调查一一而制出。) 组界的

意义和用途以及如何理解组织图都应详予讨论。 3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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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 14.1 续代数式 指数的简介。 在阐明运算法则之前，应多予数字的练习。 

 目的： 
3  14.2 代数式的项。  代数式既可比喻为制造数的机器，那么机器是由什

么构成的呢？是由项构成的。同类项和异类项可视为机

器的不同部份，而每一项之前必有正号或负号。 

能纯熟地作代数式的运

算。 

 如何把以下数式内的项合并呢？ 

40  至此可介绍在代数式的化简中使用括号。学生应有

足够的括号运算练习；这包括负数乘以负数，负数除以

负数，和化简包括有同类项和异类项的代数式。 
 

  14.3 2 系数和常数项。  应该强调：正负号是附于系数而非未知数上。 
 

5   14.4 简单代数式的加、减和乘法。  此处所应强调的是运算技巧。求积时应该用长乘

法；即使积能直接写出，仍可用长乘法作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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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能力较高的学生，可介绍一元代数式除以另一比

较简单而有相同未知数的代数式。 
 

     13  
   153  共计：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