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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配方法。 

 
3 

 
 截至目前，学生对解方程的各种技巧 (包括利用图
解法及因式分解法解二次方程) 已颇为熟悉。现在要介
绍给学生一种需要对代数运算有透彻了解的技巧。教师

应首先采用如  的例子，然后进展至 x2 8 9 0x x− + =
2

2

的系数不是 l 的例子如 。配方法的步

骤可总结在黑板上以供学生参考，但他们不需将步骤牢

记。 

3 6 4x x− + = 0

 
 

 
续一元二次方程；根式  
目的： 
(1) 学习用配方法及公
式去解二次方程的

技巧。 
(2) 求解一为一次及一
为二次的联立方程。 

(3) 学习根与系数的关
系。 

(4) 学习根式有理化的
方法。 

1.2 求根公式。 5  当学生领会解  的公式 2 0ax bx c+ + =

 
2 4

2
b b acx

a
− ± −

=  

如何导出后，他们应可在需用时将公式写出。教师应确

保学生在运用公式时没有困难。若要知道学生是否懂得

运用，可要求他们先将 a，b 及 c 的值写出，然后才
代入公式。 
当学生已相当熟悉解二次方程的不同技巧时，教师可问

他们能否看出  中两根 α，β 的和、积

与系数的关系，然后才介绍 

2 0ax bx c+ + =
b
a

β = −α +  及 c
a

αβ =  两

项关系，并加以证明。练习应包括计算例如 1 1
+

α β
，

2 2α +β ， 3 3α +β  等数式的值及设立二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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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二次方程的简易应用题。 4  学校课本中有很多应用题是需要用到二次方程解

的。教师应选择一些与学生经验有关的题材及最好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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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括一些与实际应用数学方面有关的问题。例题亦可取材

自物理及化学科课程。 
 

  1.4 联立方程；一为一次及一为二次。 4  教师最好先利用图解法求解一为一次及一为二次

的联立方程。二次方程的图像应首先描绘；当加上适当

的直线图像后，它们的解便可立即求得。为避免学生花

费时间去描绘过多的二次图像，教师在举例时可以将同

一个二次图像重复使用，用以解不同的二次方程。教师

也许会发觉图解法对解释二次方程为何有二根、一根或

无根是有帮助的。 
 将一次方程代入二次方程的方法亦应介绍。教师应

给予学生充分的例题及练习，以确保他们能熟练地掌握

这个技巧。 
 

  1.5 根式的有理化。 6  当涉及方程例如  时，以根式表答案
是很自然的事。「根式」一词可在此时解释，而学生亦

应能将任何根式化为不同次根式。在介绍根式 

2 3 1 0x x+ − =

1
a b±

 的分母有理化过程之前，学生应熟练根式的

加、减、乘及除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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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圆的基本性质 
目的： 
(1) 学习一种非形式的
几何论证。 

(2) 学习圆的基本性质、
圆的切线、圆内接四

边形及共圆点的验

证法。 

  
教学途径。 

  
 在本单元中，只要学生在一个证题中能够跟随、了

解及提供理由给每一个推理步骤已十分足够。教师无需

尝试去建立一个根据详尽的公设及公理引出的严格推

理结构。学生亦无必要写出几何定理的正式证明。 
 

  2.1 圆的弦及弧。 5  「弧」、「弓形」、「扇形」及「弦」等名词的意

义应加以温习。要区别优弧及劣弧、优弓形及劣弓形、

优扇形及劣扇形，较简单的方法是在图上多写上一个字

母。 
     

 

例：用 ACB  代替「劣 AB」
及用「扇形 OACB」代替
「劣扇形 OAB」。 

      教师可强调：圆的两个半径及一弦必构成一等腰三

角形。利用全等三角形可证明由圆心至弦的垂线必平分

该弦；由此更可推出等弦至圆心必等距。 
 

  2.2 圆上的角。 10  本小单元着重研究圆心角、圆周角、半圆上的圆周

角及圆内接四边形的角。 

86 

      
   

 
 
 

    

 中四、五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2 

     
 假如教师在授课时能利用圆心对称的特性，学生会

对课题内容更感兴趣。教师应尽量利用高映机作此类示

范。另一办法是利用透明纸及一枚大头针，将纸旋转便

可显示出等弧或等弦所对的圆心角皆相等。教师亦可用

以上方法证明「等圆心角所对的弦皆相等」；这个性质

当然也可以利用两个全等三角形作示范。这里要向学生

强调一点：虽然弧与所对的圆心角成比例，弦与所对的

圆心角则没有这个特性。 
 在示范「一弧所对的圆心角等于其所对圆周角的两

倍 (有三种情况)」及「含于同一弓形内的圆周角皆相
等」的过程中，学生最好能够亲眼看到当圆周角的顶点

在圆周上移动时，角的大小保持不变。教师可以利用简

单的用具，例如用橡皮圈穿过一枚算珠在一金属圆圈上

走动；并可用一张卡纸来显示出角的大小保持不变。
 

  2.3 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及共圆点的

验证法。 
11  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例如： 

(a) 圆内接四边形对角互补，及 
(b) 设圆内接四边形一边延长，所成的外角等于四边形
的内对角， 

应加以证明。学生应有足量的练习，利用以上两个性质

去解答问题。 
 以上两性质的逆定理可构成共圆点的两种验证法。

教师亦可让学生知道：若联两点的直线于直线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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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两点所对的角相等，则此四点亦为共圆。 
 上列共圆点的三种验证法应深入与学生讨论及详

细加以证明。 
 

  2.4 圆上任意一点的切线及交错弓形

的圆周角。 
11  教师应尝试用圆规作图，在圆的半径末端上作直

角，目的是要向学生强调切线垂直于半径的性质。但在

一般情况下，学生在作切线时，只需把直尺在圆上一点

画上适当的直线。学生应该知道切线的基本性质。 
 教师在完成教授交错弓形的圆周角时，应给予学生

一些更广泛的复习题，使他们有机会去温习及应用所有

曾学过的几何知识。 
 

  2.5 过不共线的三点作一圆。 3  这个作图法是以 2.1 第二段中所述的系定理为依
据，即：一圆的圆心必在任意一弦的中垂线上。这个作

图法不独可以强调以上定理，而且可以让学生从另一角

度去看三角形的外接圆。能力较高的学生可能会对三点

共线这个极限情况深感兴趣。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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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函数 
目的： 
(1) 认识各类数系。 
(2) 了解函数的基本概
念。  

(3) 学习使用函数的记
法。  

(4) 练习多项式的运算。 

 
3.1

 
数系： 
整数、有理数、无理数及实数。

 
5 

 
本课题主要是整数及分数基本性质的温习。「有理数」

这个新名词可在此时向学生介绍。教师可以就学生的能

力对有理数作适当的解释。以小数表有理数的特性应以

实例作示范。 
例如： 有尽小数 2

5 0.4=  

        3
1 3.0− = −  

  循环小数 1
3 0.3=  

     2
7 =  0.285714

但是，无理数例如 2 、 6− 、
39 、π 则没有这种

特性。 
 有理数与无理数合称为实数。教师无需与学生深入

研究实数系。 
 

  3.2 函数的概念。 4  通过两个变量关系的研究，可以介绍函数的概念。

教师也许会发觉「制造数的机器」这个概念是一种有用

的图示方法。学生应该知道函数只会将数加以变换而不

会产生数。教师要确保学生不会视函数为方程而将它们

求解。 
 教师应列举更多的函数如  sin x° 、 cos x°  及
log x°  等作例子。 
 

  3.3 函数的记法： 
( )f x  及 。 ( )y f x=

4  教师首先应介绍以 ( )f x  表函数，然后再介绍一
些适合的字母 (例如 y) 去表 ( )f x 。这样学生便知道
函数是可以用图像在坐标上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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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学生熟悉函数的记法后，他们可尝试解答类似下

列的问题： 
 已知 2( ) 2 1f x x x= + − ，问 (0)f 、 ( 2)f −  及 

( 1f a )−  的值是什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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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多项式的运算。 

 
4 

 
 在此阶段，多项式的加、减及乘法运算应加以温习。

教师可向学生示范：两个多项式相除所得结果通常不会

是多项式。为以后课题作准备，学生应知道及认识 
2

0 1 2   n
na a x a x a x+ + + +  为一般的多项式。 

 
 

 
续多项式  
目的： 
(1) 学习用因式定理去
分解多项式的技巧。 

(2) 求多项式的最高公
因式及最小公倍式。 

(3) 学习代数分式的运
算。 

4.2 余式定理及因式定理。 4  要阐明余式定理，教师可根据除法原理，利用商式

及除式的记法，使学生知道 ( ) ( ) ( ) ( )f x x a Q x f a= − + 。

学生亦可以通过长除法去证明以上的定理。因式定理亦

可由此导出。 
 

  4.3 用因式定理进行因式分解。 9  因式定理对分解三次或以上的多项式有显著的帮

助。学生亦应知道因式分解可以进一步求方程

( ) 0f x =  的解。函数的记法应该运用，而分离系数法
及综合除法的技巧亦可介绍。教师应该用不同类型的例

题去测验学生能否透彻地了解及熟练地掌握因式分解

的过程。 
用因式定理将多项式 

2
0 1 2( )   n

nf x a a x a x a x= + + + +

( ) 0f

 (其中 a0，a1，  an

均为整数) 分解成因式时，通常可经过反复尝试找寻 α

一数，使 α = 。当 α 为有理数 p
q

 时，教师应

讨论 px q−  为因式的条件，并引出 p、q、a0、an 间
的关系。其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去订立一些找寻因式 
px q−  的规则，简化因式分解 ( )f x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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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 3 1x +  及  的因式分解，学生可得出

恒等式 

3 1x −

1)(x3 1 (x x 2 1)x± ≡ ± +

( )

±
2(

；由此更可推出标准恒

等式 3 3 2)x y x± ≡ y x ± xy± + y 。 
 

  4.4 最高公因式 (H.C.F.) 及最小公倍
式 (L.C.M.) 

3  求整数的 H.C.F. 及 L.C.M. 可加以温习；由此可
导至用因式分解法去求多项式的 H.C.F. 及 L.C.M.。学
生应限于使用因式分解法，其它方法不必学习。 
 

  4.5 简易分式的运算。 5  学生应可掌握简易分式四则运算的技巧。虽然教师

应通过求多项式的最小公倍式来处理本课题，但学生若

能将分数技巧地作直接运算，则亦无不可。不过，教师

应通过各种例题，培养学生简化代数式的技能，而不应

将重点放在冗长的运算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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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例及变数法 

目的： 
(1) 进一步学习率、比及

比例的知识。 
(2) 加强练习率、比、比
例及变数；去的应

用。 

5.1 续率、比及比例。 4  这是中二单元 1 的延续。在该单元中，学生学习
率、比及比例的意义。学生应清楚明白率是不同类的量

的比较。因此，率是一个含有名数的量，例如千米每小

时。比是同类量的比较，所以比不含名数。学生应可指

出：用比去比较两个量较用两者的差为佳。例如：20 与
10 及 1000 与 990 的差均为 10，但比却能给我们一
个较佳的观感。 
 既然学生已学习有关率、比及比例的例题，类似以

下的问题可加以讨论：含酒精的液体与清水应该依什么

比混合，使原来液体中酒精的百分率降低？学生应清楚

了解反比的意义及其应用。在计算工程问题时，以单位

量代表一件工程的概念应向学生介绍。 
 

  5.2 比及比例的代数运算。 5  比及比例的基本规则应加以讨论及证明。例如 : 

若 a c
b d
= ，则 ad = bc 等等。这概念可推广至连续比

例 ， 即 ： 若  a c e
b d f
= = = ， 则 每 项 等 于

ka mc ne
kb md nf

+ + +
+ + +

，其中 k，m，n … 为常数。如有需

要，教师可利用数值阐明上列等式，例如  : 因为
2 3
4 6
= ，所以 2 × 6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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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正变及反变。 5  学生应清楚了解变量是指某一个量随着有关的量

而变动；这些变动是有规律性的，并符合一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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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师可通过实例如弹簧随负荷而伸展去解释应变及自

变这两个概念。 
 一些例子如支付车费为正变；一群儿童分享一盒朱

古力糖为反变。这两类变量的图像应加以描绘及讨论。

教师应着重叫学生留意这些图像的斜率，藉以求出正变

及反变的常数。 
 

  5.4 联变及部分变。 7  科学上的例子如气体的体积、压力及绝对温度相应

地改变为一种联变。反之，制造校徽的成本相对于制造

校徽的总数为一种部分变。教师可从科学上及日常生活

中举出更多的例子来引起学生的兴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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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1 角的量度 : 以弧度为单位。 2 学生应明了弧度的意义及其在今后数学中的应用。 
 6.2 弧长及扇形的面积。 2 

 

学生已学习用比的方法求弧长及

扇形的面积。现在他们应可以求

出下列公式： 
HPK r= θ，θ 为孤度单位。扇形

HOKP 的面面积 = 21
2 r θ，θ 为

弧度单位。 
 

 

续三角 
目的： 
(1) 学习弧度法的概念。 
(2) 学习正弦、余弦及正

切在  0 至  2π 弧
度，即 0° 至 360° 
区间的函数。 

(3) 解简易三角方程。  
(4) 学习三角形面积公
式及正弦、余弦公

式。  
(5) 学习解三角形的技
巧。 

6.3 在 0 至 2π 弧度，即 0° 至 360°
区间正弦、余弦、正切的函数及图

像。 

4  为方便起见，教师可利用坐标去介绍在 0 至 2π
弧度，即 0° 至 360° 区间内正弦、余弦及正切函数的
定义。 
 只要学生能够从基本原理求出任何角的三角函数

及引出公式，教师可准许他们在计算时运用这些公式或

倚靠一些帮助记忆的口诀；此举由于学生可用电子计算

器而更感重要。 
在描绘 0 至 2π 弧度，即 0° 至 360° 区间的图像时，

学生会发觉采用相隔 
6
π  (即 30°) 的标度较为方便。

教师可引导学生了解正切图像如何及在何处接近无限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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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简易三角方程 (在 0 至 2π 弧
度，即 0° 至 360° 区间的解)。

6  在此阶段，三角方程的解最好以实例阐明。最初，

教师可借助一些简易三角函数的图像，让学生自行找出

三角方程的解。经过相当练习，教师应教授学生利用四

位数表去解三角方程 (包括可分解因式的二次方程)。
所有的解应在 0 至 2π 弧度，即 0° 至 360°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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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虽然三角方程有无限的解，但在此阶段，无需涉及

方程的通解。 
  

6.5 以 1 sin
2

bc A  求三角形面积。 2  若三角形的任何两边及其夹角为已知，则其面积可

用左列公式求得。教师应以实例阐明公式适用于锐角及

钝角。 
 

  6.6 三角形的正弦公式及余弦公式。 10  学生应明白正弦公式及余弦公式的导出过程。 
 正弦公式可借助以上小单元的知识导出。当遇到已

知两边及一非夹角的两义情况时，教师应借助下图加以

解释： 
     情况 (I) 情况 (II ) 
     

  
     余弦公式可由勾股定理或下列三个恒等式导出： 

cos cosa b C c B= +  
cos cosb a C c A= +  
cos cosc b A a B= +  

值得一提的是：勾股定理是余弦公式的一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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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该提醒学生：在已知足够的边及角去确定某一三

角形的情形下，正弦公式及余弦公式已足以解任何三角

形。学生应研习这两个公式的基本应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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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1 序列和级数。 2  透过对数型的认识，学生不难理解序列一词是指一

组有规律、依次序排列的数。不过对于级数的意义则较

难以明白。教师亦不用对级数一词下严格的定义，可利

用多些例子，特别是数字的，去加以解释。 
 教师可与学生讨论一些特殊的数型，例如三角形

数、正方形数、矩形数等，作为此课题的延续。但不应

对此等数型作深入探讨。 
 学生应知道何谓一个序列的通项，并能从已知通项

写出该序列的首若干项。 
 

 

等差及等比级数 
目的： 
(1) 认识等差及等比级

数。  
(2) 学习  ∑ 记号的使

用。  
(3) 学习等差及等比级
数的一些性质。 

(4) 学习等差及等比级
数的求和法。 

7.2 等差级数和等比级数。 4  学生应能辨别等差和等比级数，同时能写出已知级

数的通项。当学生有足够的练习后，可讨论一些公差或

公比为负数、分数或平方根等的级数。学生亦应懂得如

何在已知级数的两项中加插若干项。 
 

  7.3 ∑ 记号。 3  在学习等差级数和等比级数的求和法前，教师可先

介绍 
1

n

i
i

x
=
∑  记号。为了简化，可把记号写成 ix∑ ，

更可写成 x∑ 。在运算时，只要不会引起混淆， x∑  记
号会比较容易和方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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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两个性质对学习下一个单元会有帮助；教师可予介

绍，但不需在此阶段加以证明。 
(a) ( )ax by a x b y∑ ± = ∑ ± ∑  

(b) 2 2( ) 2 2x y x xy∑ ± = ∑ ± ∑ +∑ y  
 

  7.4 等差及等比级数的求和法。 5  在讨论求和公式时，教师可用 ∑ 记号或其它方法
加以证明，然后引入实例。学生不用重复那些证明。至

于无限等比级数，可略与讨论，并举例说明，但不用深

究。 
 

    1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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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概率和统计  

目的： 
(1) 进一步认识概率和

统计。 
(2)  将概率的基本定律
应用于简单问题。 

(3)  学习分布的概念及
其离差的量度。 

(4)  学习平均值和标准
差的一些应用。 

8.1 加法和乘法定律。 7  本小单元是中三单元 9 的延续。当学生熟悉概率
的概念后，很自然就会考虑一些较复杂的问题。老师可

透过掷骰子或硬币及抽取纸牌等例子去说明「互斥事

件」和「独立事件」的概念，并可利用计算例题说明加

法定律。至于乘法定律的概念，可视为一个概率乘以一

个分数。在此阶段，毋需给子学生正式的定义。 
 开始时，最好让学生运用一般常识去处理问题，然

后老师把处理问题的技巧总结，引出加法和乘法定律。

选用的计算例题，除包括理论概率，亦应包括实验概率。

例如：如果得子的概率是 0.55，求任何一家庭有一子
一女的概率。 
 

  8.2 加权平均数。 6  中三单元 11 所讨论的频数分布的算术平均数只
不过是按频数加权的算术平均数，可用作加权平均数的

例子。加权平均数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教

师应很容易找到日常生活的例子去说明加权平均数的

应用。 
例 : 
下列是 T1 和 T2 两学生的考试成绩： 

      
       T1 T2 每周上课节数  
      中文 70 90 10  
      英文 65 60 8  
      数学 85 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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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那位学生的考试成绩较佳？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两位学生的平均积

分： 

T1 的平均积分是 70 65 85
3

+ +   

    = 73.33 

T2 的平均积分是 90 60 61
3

+ +   

    = 70.33 
那么，T1 的考试成绩较佳。 
如果我们按每周上课节数计算两位学生的平均积分：

T1 的加权平均数是 70 10 65 8 85 5
10 8 5

× + × + ×
+ +

  

      = 71.52 

T2 的加权平均数是 90 10 60 8 61 5
10 8 5

× + × + ×
+ +

  

      = 73.26 
那么，T2 的考试成绩较佳。我们还有别的结论吗？ 
 

  8.3 离差的量度：分布域、平均差、方

差和标准差 (分组和不分组数据)。
6  在统计学中，我们相信一组数据是不可能完全相同

的。老师可用下列例子加以说明： 
(a)  高度相等的儿童的体重； 
(b)  不同儿童量度一个圆形的直径所得的结果； 

101 

      
 



 中四、五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8     (c)  一班同学对天花板高度的估计； 

(d)  人数相等的家庭每月的开销； 
(e)  同一牌子的米在不同商店的售价。 (可让学生收集
上述数据，使他们对数据的可变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可用分布域、平均差、方差或标准差去量度

一组数据的可变性 (离差)。 
 量度一组数据的离差，最简单是计算其分布域。分

布域就是数据中最大和最小值之差。这种量度方法的缺

点就是没有考虑数据中其它的数值。因此，下列两个分

布的离差虽然不相同，但他们的分布域却相等。 

 

一个较佳的量度离差的方法是平均差 1 f x x
n

= ∑ − ，

这是求出各个数据与平均值之差的平均数。教师应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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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细解释平均差如何能量度一个分布的离差，并应解释绝

对值的符号。 
由于计算时绝对值的符号的处理相当困难，我们可考虑

另一量度离差的方法： 

方差 21 ( )f x x
n

= ∑ −  

这样计算每个数据与平均值之差的平方，便可不用处理

绝对值的符号。但其缺点是把乘幂倍大。如果要与原来

数据有相同的乘幂，可计算标准差 S： 

21 ( )S f x x
n

= ∑ −  

教师应指出在一分布中图像与标准差的关系。在此阶

段，学生只需认识图像的阔窄应视标准差之大小而定。

例如： 
     

 
     S 的数值小 S 的数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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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生应能掌握平均值和标准差的意义。这较能否掌

握计算技巧更为重要。每次讨论一个分布时，教师可问

学生：「位于距平均值一个标准差范围内的数据有百分

之几？两个标准差范围内的又有百分之几？...？」然后
告诉学生：在日常生活、商业和工业上见到的分布，特

别是那些图像是个钟形的，大多数约有三分之二的数据

位于距平均值一个标准差范围内。同时，差不多全部数

据都在三个标准差范围内。 
 教师不需与学生研究常态分布。 
 

  8.4 计算标准差的方法 (分组和不分
组数据)。 

9  虽然在一些计算器上，我们只需按有 S 或 σ 记
号的键子，便可得到标准差的数值，学生仍需懂得如何

计算标准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按定义公式计算。另

一个方法就是用下列公式： 
 

2
21 1S fx fx

n n
 = ∑ − ∑ 
 

 

 教师可引导学生从定义公式演算得上述公式，让学

生知道两个公式是相等的，但不需学生牢记演算方法。

(教师应知道很多计算器是用下列公式计算标准差 S
的： 
 

21 ( )
1

S f x
n

= ∑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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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抽取样本作计算时，能取得较佳的总体标准差之

计算方法。有些计算器有两个链子分别供给两个公式计

算出来的数值。) 
 

  8.5 标准差的应用。 9  教授标准差时，重点是要学生将标准差视为分布的

离差 (可变性) 的一种量度方法，而不是要学生从事于
标准差的繁复计算。教师毋须给予学生太多的运算练

习，而可用下列例题去说明标准差的应用： 
例一 (标准分) 

 标准分 x xZ
s
−

=  是从原始分换算出来，作比较

之用。教师对 x x−  和 x x
s
−  的意义应加以解释。

标准分通常是用来比较学生在不同考试的表现。以十位

同学的历史和地理积分为例，如果某同学 D 在历史科
得 82 分而地理科得 69 分，他那一科的表现较佳呢？

      
       积分   
      学生 历史 地理  
      A 95 60  
      B 90 50  
      C 80 55  
      D 82 69  
      E 79 61  
      F 60 68  
      G 70 70  
      H 8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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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表面来看，D 的历史成绩比较好。但如果我们

小心审查全班的积分，可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1 78.4x =   2 63.5x =  

1 9.99S =    2 7.17S =

1
82 78.4

9.99
0.36

Z −
=

=
 2

69 63.5
7.17

0.77
Z −

=

=
 

 假定全班同学在两科的成续是一致的，那么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我们很有理由认为上述那位同学的地理科

成绩比历史科为佳。 
例二 (电灯泡的寿命) 
 试验结果显示某一牌子电灯泡的寿命对称地分布

于其平均寿命之左右。如果平均寿命是 2000 小时，标
准差是 80 小时，那么我们预测百分之几的电灯泡会有
(a ) 超过 1920 小时的寿命？ 
(b ) 超过 2080 小时的寿命？ 
例三 (标准差作为精确度的一种指示) 
 用 A 、 B 两件工具将某一数量量度相同次数 
(例如：用每件工具量 20 次)。用工具 A 所得的标准
差是 2.6 个单位；用工具 B 所得的标准差是 1.6 个
单位。那件工具比较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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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例四 (用标准差去量度数据的不一致性) 

 两间工厂分别雇用相同数目的工人。分析工人所得

的月薪，知道甲工厂工人月薪的标准差是 200 元而乙
工厂的是 50 元。那间工厂给予工人的月薪较为一致？
 
例五 (用标准差去订定可接受的极限) 
 用机器把糖包装，每袋注明重 µ kg，但每袋的实
际重量未必相等于 µ kg，可能较重，亦可能较轻。如
果一袋糖比注明的重量轻很多，顾客可能会要求退款。

一般来说，以货品注明的重量减去标准差的数倍所得的

值作为重量的最低极限 (例如 µ − 3σ)。因此，如果重
量注明为 l kg，标准差为 20 g，而顾客所买的一袋糖
重量少于 0.94 kg，他可以要求退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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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1 数线及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 4 学生在中一至中三己学习过这课题。教师可由 x > a 或

x < b 这类例子入手，进而考虑一般不等式 ax + b > c。
教授时用颜色粉笔在数在线绘画区间是很有效的方法。

有 ≥ 号的不等式亦应同样地加以讨论。「开区间」及
「闭区间」等名词亦应介绍及加以讨论。在数在线绘画

开区间及闭区间的方法有多种，下列例子是其中之一：
 

    4 3x− < <  
    开区间 

    4 4x− ≤ ≤  
    闭区间 

    5 4x− < ≤  
    

半开 (或 
半闭) 区间

 

不等式 
目的： 
(1)  学习在数线和平面

上绘画代数不等式

的图像。 
(2)  学习代数不等式的

解法及其在线性规

划问题上的应用。 
(3)  学习列表法去解二

次不等式。 

    
  9.2 一元二次不等式。 4  求解 ( 5)( 7)x x 0+ − <  或 ( 5)( 7)x x 0+ − ≥ ，可列

一个表如下面所示： 
 

     x … -5 … 7 …
     (x + 5) − 0 + + + 
     (x − 7) − − − 0 + 
     (x + 5)(x − 7) + 0 − 0 + 
     用图像显示，可帮助学生明白所得的解。能力较高的学

生可考虑较深的例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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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2)( 4)( 7) 0x x x x− + + − <  

 

或 ( 1)( 2) 0
( 4)( 7)

x x
x x
− +

≥
+ −

。 

但这些不等式的左方应写成因子乘积。 
 

  9.3 二元线性不等式的解。 7  教授本小单元时，可由简易的一元不等式引入至较

复杂的二元不等式。下列是所用例子次序的举例： 
 
(a) y > c    (d ) x > c 或 y > d 
(b) y > d   (e ) x + y > a 
(c) x > c 及 y > d  (f) ax + by > c 
 有 ≥ 号之不等式亦应同样地加以讨论。此外应在
黑板上把每个例子的解整齐地用图像显示；如可能的

话，应使用颜色粉笔。如能使用高映机、图像黑板、磁

性图像黑板或钉板，是最好不过。在讨论二或三个线性

不等式 (通常不超过三个) 时，教师如非形式地使用
「并集」及「交集」两词，对讲解可能会有帮助。 
 

  9.4 在线性规划方面的应用。 4  本小单元是有关线性不等式的应用。教科书中有很

多涉及两个变元的线性规划的例子。教师应介绍一些比

较实际和有意义的问题，在此阶段，线性规划的学习不

重理论化，而讨论范围应局限于图解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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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角学的应用 

目的： 
应用三角学知识去解二

维及三维空间的问题。 

10.1 真方位角。 2  学生在中三已学过两种表示方向的主要方法：真方

位角和象限法。在目前的计算中，学生应使用真方位角。

简易的应用题，包括自甲点至乙点的方位角与自乙点至

甲点的方位角，都应加以讨论。 
 

  10.2 三维及三维空间的简易应用题。 9  与正弦和余弦公式有关的实际问题，无论是在二维

或三维空间的，在在皆是。而与最大斜率线有关的问题，

相信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在三维空间中，学生应研究怎

样去求解与下列各项目有关的简易问题： 
(a) 两相交直线之交角， 
(b)  一直线与一平面之交角， 
(c)  两相交平面之交角。 
同时，只应涉及能用直角三角形求解的问题。 
 铁线模型或立体教具对教师的讲解，相信会有一定

的帮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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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1 建立轨迹的概念。 2  尽量用很多实际方法引入这个概念，例如移动的

点、线、面积和物体所经的轨道。 
 

 11.2 平面轨迹的作图。 5  作图可包括一移动点分别与下列各项保持固定距

离时的轨迹： 
(a) 一固定点， 
(b) 两固定点， 
(c) 一固定直线， 
(d) 两固定直线。 
 学生可用一些简单工具，例如绳，绘螺线仪和机械

绘图仪，去绘画抛物线、椭圆、旋轮线和其它类别的轨

迹。 
 选用的工具必须适当，便能按指定的条件绘画轨

迹。 
 

 

直线和圆在坐标系统的

处理方法 
目的： 
(1)  了解轨迹的概念作

为进一步学习简单

圆锥曲线的基础。 
(2)  分别找出平行线斜

率及垂直给科率的

关系。 
(3)  从坐标观点看圆，并
学习圆的方程。 

(4)  明白直线和圆相交
的各种可能情况。 

11.3 直线、斜率、平行线和垂直线。 8  复习直线 ，并强调直线的斜率即为该

线与 x 轴之交角 θ 之正切。学生既已知道 tan θ 对任
意角的定义，要说明无论 θ 是钝角或锐角，m

y mx c= +

tan= θ，
将无任何困难。因此，无论 θ 是钝角还是锐角，如果

，则两直线平行。 1m m= 2

 要说明垂直线斜率的关系：m m1 2 1= −  可利用有

关三角形外角的定理和 1)
tan

° + θ = −tan(90
θ
。但不应

在这阶段引用倍角。θ = 90° 之情况可另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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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上的知识，若连线段中点的性质一并使用，就可

与其它几何单元进一步联系起来。有关平面圆形性质的

习题，例如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会使学生知

道坐标系的用处。 
 

  11.4 圆心在原点的圆的方程。 3  引导学生利用距离公式找出圆心在原点而半径为

r 的圆的方程。透过一些例子，学生会发现圆的方程可
写成 2 2x y r2+ = 。 
 学生也应知道，如果已知方程可写成上式，那么它

代表一个圆，其圆心在原点而半径等于 r。 
 

  11.5 在任意位置的圆的方程。 6  可与学生讨论一般的情况：圆心不在原点而它的坐

标是 (h, k)。透过一些练习，学生会发现圆的方程可写
成： 

2 2 0x y Dx Ey F+ + + + =  或 2 2( ) ( ) 2x h y k r− + − = 。

 如果一已知方程可写成上列形式，学生应知道它代

表一个圆，同时知道圆心的位置及半径的长度。 
 经过不在一直线上三点的圆的方程，亦应加以讨

论。 
 

  11.6 直线与圆的相交。 6  直线与围是否通常相交于两点呢？教师应与学生

讨论所有可能情况，同时应连同二次方程的根一起讨

论，特别是当二次方程有二重根。几何中切线的概念可

用代数条件  来表示。能力较高的学生， 2 4b ac−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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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尝试较深的习题，例如根据一些已知简单条件，求切

线的方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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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简易方程的近似解 

目的： 
(1) 温习及加深用图像

表示方程的概念。 
(2) 学习简易方程的图

解法。 
(3)  学习以分半方法求
解简易方程至指定

的准确度。 

12.1 方程的图解法。 5  在此阶段，学生应能解有实根的二次方程。再进一

步，教师可引导学生去探讨其它简易方程的解，例如

cosx x= ， 3 2 0x x− − = 。这些方程很多都不能用代数

方法去求出准确解的，但其中大部份都可以利用图解法

求出近似解。教师应与学生温习在中三 (小单元 8.3) 
所学习的以图像表达及求解二次方程的方法。 
 
 简易方程的图解法有多种。一种方法是把方程写成

( ) 0f x = ，选择适当的 x 值域，利用计算器算出对应
的 ( )f x  值，并以表格列出 x 及 ( )f x  的值，然后
绘出 ( )y f x=  的图像。在方程 ( )f x 0=  中、实根所
在之处 0y = ，因此方程的根便是当图像横过 x −轴时
x 的值，还是可以从图像中读出的。 

 另一常用的方法是把方程写成 ( )x g x=  的形式，
后绘出 ( )y g x=  和  的图像。从两图像的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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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点便可求得方程之根。通常我们还可以把方程 

( ) 0f x =  改写成 ( ) ( )g x h x=  的形式，而其根可从 
( )y g x=  及 ( )  两曲线的交点求得。教师应把

这些方法加以比较，并应提醒学生，假如这两条曲线差

不多相交成直角，我们便能更容易和更准确地读出答

案；这亦可视为选择何种图解法的一项准则。 

y h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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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2 分半方法。 10  图解法对很多简易方程都很有效，但其缺点是答案

的准确度难以控制。若要把答案计算至指定的准确度，

一个简易的方法便是分半方法。应用这个方法时，我们

首先要找一个包括有一个根的区间，然后逐次把这个区

间缩小一半，直至最后这个愈来愈小的区间逼近根之所

在。 

 一个包括一个单根的区间 L Rx x x< <  有以下性
质 ： ( )Lf x  和  ( )Rf x  有 不 同 正 负 号 ， 即

( ) 0f x ( )L Rf x < 。 
 教师可透过下述的例题作介绍： 
求 log 1.2 0x x − =  的实根准确至两位小数。(对数是以
10 做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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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个根的第一个近似值可利用图解法求得，另一个

方法是利用下表来找出第一个包括根的区问： 
      
      x ( ) log 1.2f x x x= −  
      1 −12  
      2 −0.598  
      3 0.231  
      
      ∴ 根的正确数值 0x  一定在 2 至 3 之间，因

此下一步我们计算 。 (2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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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计算的步骤以容易明白的表格形式列出如下： 

 
     x ( ) log 1.2f x x x= −  观察及下一步骤 
     

2.5 
3.0 

−0.205 1 
0.231 4 

∴ 2.5 < 0x  < 3.0 
下一步求  ；(2.75)f

 2(2.75) 0.008f =  
     2.5 

2.75
−0.205 1 
0.008 2 

∴ 2.5 < 0x  < 2.75 
 (2.625) 0.099 8f  = −

     2.625
2.750

−0.099 8 
0.008 2 

∴ 2625 < 0x  < 2.750
 (2.688) 0.045 7f  = −

     2.688
2.750

−0.045 7 
0.008 2 

∴ 2.688 < 0x  < 2.750
 (2.719) 0.018 8f = −

     2.719
2.750

−0.018 8 
0.008 2 

∴ 2.719 < 0x  < 2.750
 (2.735) 0.004 9f  = −

     2.735
2.750

−0.004 9 
0.008 2 

∴ 2.735 < 0x  < 2.750
 (2.742) 0.001 2f  =

     2.735
2.742

−0.0049 
0.001 2  

      因 2.735 < 0x  < 2.742，所以 
   0x  = 2.74 准确至两位小数。 
     步骤中若附加一连串的简图则会把过程描述
 得更清楚。 

118 

 
 

     

  
 

 

     

    中四、五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附注： 

(a) 在此阶段，只宜涉及有单根的方程。有等根的方程
或一般分半方法不能处理的情形可略加讨论，但并

不需要学生能求解这一类问题。 
(b) 分半方法的优劣不宜在此阶段详加讨论。因为没有
介绍其它计算方法作比较，学生未必能全面领会。

不过，经过练习一些例题之后，学生便会明白 (i) 
这个方法对大部分简易方程都适用；(ii) 要达到某
一指定的准确度，可能需要相当多次的迭代。 

(c) 所需迭代的次数计算如下：假如最初包括着根的区
间阔度是 w，经过 n 次送代之后，阔度已缩小到
( 1

2 )w，要准确至两位小数的话，这个阔度 < 0.01，

因而  

 log(100 )
log 2

wn > 。 

 
    15  
   共计：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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