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 學習重點及教學建議 (第三學習階段)  
 

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議 

節數 

數據的組織及表達   

統計工作的各個

步驟簡介 

 認識統計工作的各個步驟 

 使用簡單方法收集數據，以分析有關問 

 題 

 注意不同類別數據(離散數據及連續數
據)的存在 

 理解組織數據的準則，並討論組織給定

數據的不同方法 

5 

簡單圖表及圖像

的製作及闡釋 

 製作及闡釋簡單圖表，包括幹葉圖、圓

形圖、組織圖、散點圖、折線圖 

  製作及闡釋簡單頻數多邊形及頻數曲

線、累積頻數多邊形及累積頻數曲線 

 能夠辨別組織圖及棒形圖的分別 

  探究如何使用紙張和鉛筆以外的其他工

具製作圖表及圖像 

 使用各類圖像或同類但比例不同的圖像

來比較給定數據的表達方法 

  選用適當的圖表/圖像來表達給定的數
據 

 

學生在小學時已學會運用不同的統計圖像來表達離散數據，以及對統計

有直觀的認識。在這個學習階段，教師可概述統計的不同階段，並指出

要處理的數據將會擴展至連續數據類別，以及引入其他整理與表達數據

的方法，包括幹葉圖和背靠背的幹葉圖。簡單的統計專題習作可包括要

求學生記錄從觀察得出的數據、將數據組織成不同數目的組別、以統計

圖表表達數據等。 

 

教師可以靈活編排教授製作與闡釋圖像的次序。他們可先要求學生闡釋

從不同來源得到的統計圖表或圖像，然後才學習如何製作統計圖像；也

可以先製作圖像，然後再進行闡釋圖像的活動。 

 

在製作統計圖像時，如數據較少，可著學生用紙和筆繪成圖像。在其他

情況下，學生可運用計算機或電腦，以減少單調乏味的運算。無論用那

一種方式，教師應提醒學生注意圖像表達的準確性與技巧要求，例如棒

條的長度（應與相應的頻數成正比）、兩軸的名稱及標度等等。教師可

將小數據組繪畫成幹葉圖，作為引入組織圖的預備活動。其他表達方式

如背靠背幹葉圖等可用來比較兩組不同的數據。 

24 

2 

 

 

 

  



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議 

節數 

  從圖像中既定的頻數讀取數據 (包括百
分位數、四分位數、中位數) 

 從圖像中既定的數據讀取頻數 

  使用一些常用詞語，如「最受歡迎」、

「最大可能」、「同樣可能」等，描述

從折線圖裏預測的趨勢 

  討論根據不同資料來源而製作的圖表所

給予的印象 

 找出圖表及隨附字句的誤導成份 

 知道錯誤闡釋統計數據的危險性 

學生在學習統計概念時，如能適當地運用電腦軟件和繪圖計算機，對實

驗及探究概念方面均有幫助。因為這些軟件和計算機能在短時間內，用

不同的圖像表達相同的數據，學生可以集中討論怎樣選擇合適的圖像來

表達某一組數據。若學生不知道在不同的情況下應運用不同的圖像，教

師須提醒學生多思考表達數據的方法，而不是立刻就隨意選用一些未必

合適的電腦軟件繪圖，從而無法迅速及準確地從圖像取得重要的資料。 

 

以下是一些例子： 

 棒形圖較折線圖更為適合表示名目數據。 

 如果學生想要表示某個類別所佔整組數據的相對份量，圓形圖較為

合適。 

 如果學生想要表示空運汽車越來越重要，時間序列圖較能達到目

的。 

 

教師可要求學生從不同的來源，例如：報章、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等，

搜集及闡釋各類統計圖像。這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圖像能誘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教師應鼓勵學生從閱讀圖像中辨認及描述數據的主要性質。教

師也可要求學生根據圖像作出結論。 

 

教師應鼓勵學生探究同一組數據的各種處理方法，以找出各種不同形式

的統計圖的優劣。學生可比較不同的表達方法，並對每種方法的合適性

或有效性作出評論。教師可提出一些不同類別資料的問題，以引導學生

留意不同圖表達方法的優點。教師應向學生介紹數據是如何被人故意錯

誤表達，以達致錯誤的結論。 

 

 

3 

 

 

 

  



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議 

節數 

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集中趨勢的量度  從一組既定的不分組數據中找出算術平

均數、中位數和眾數 

 從一組既定的分組數據中找出算術平均

數、中位數和眾數組 

 明白從分組數據中找得的算術平均數只

是一項估計量 

 從數據的算術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比

較兩組數據 

 利用既定的算術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

構寫一組數據 

 討論就某個特定情況採用不同方法量度

集中趨勢的個別優點 

 探究和推測不同情況對數據的集中趨勢

所產生的影響，例如： 

(i) 剔除數據中的某個項目； 

(ii) 在整組數據每項中加入一個共同
常數； 

(iii) 把整組數據每一項乘以一個共同
常數； 

(iv) 在該組數據中加入「零」項 
 認識加權平均數，並明白它在現實生活

中的各種應用情況(例如恒生指數、計
算成績表分數等) 

 討論在日常生活情況中誤用平均值的例

子 
 知道誤用平均值的危險性 

學生在小學時，應已學習離散數據的平均數（如算術平均數）的簡單概

念。在第三學習階段中，學生應學習量度不分組數據及分組數據的集中

趨勢的其他方法。教師應指出，分組數據的算術平均數及中位數只屬估

計量。學生無須學習從組織圖中找出中位數。 

 

為鼓勵學生進行探究與溝通，所用的數據應與學生有切身關係。教師在

引入算術平均數的正式的定義之前，可指導學生從搜集得來的數據，探

討怎樣以不同的方法找出集中趨勢的量度，同時比較各種量度及討論它

們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在這個階段，重點是要學生理解算術平均數、中

位數和眾數的重要性，而不應著重繁複的運算。教師可運用計算機或電

腦軟件，改變數據的數值，來探究集中趨勢的特性。 

 

學生對加權平均數應不會陌生，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經常接觸到這個

概念。分組數據的算術平均數其實是將組中點以組頻數來加權。教師可

討論將幾次數學測驗加權，以計算成績表上該學科的得分，或者將不同

學科加權作為成績表上的總分數。對能力較強的學生，教師可用香港證

券市場的恆生指數、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乙類消費物價指數等，來說明

加權平均數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不過，學生無須學習這些指數的加權情

和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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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議 

節數 

概率 

概率的簡單概念  透過不同的活動，探究概率的意義 

 直觀地認識概率與統計學或模擬活動中

所見的相對頻數的關係 

 探索在現實生活中的概率問題(包括幾
何概率) 

 比較實驗概率和理論概率 

 以列出樣本空間和數數的方法計算理論

概率 

 認識期望值的意義 

學生從日常生活已對概率有初步的概念。他們較常以「機會」來表示概

率。學生可進行簡單的遊戲或利用現實生活的活動去探討概率。透過討

論日常生活有關「機會」概念的不同活動，學生可直觀地認識概率的意

義，認識到用數字 p (0≤p≤1) 表示概率。學生應學會以簡單的數數或列
出結果來找出概率，但在這個學習階段，教師不應介紹加法定律和乘法

定律。 

 

學生可作出不同的試驗，討論，並比較試驗的結果，從而留意不同的試

驗，通常會得出不同的概率。除了使用實物的學習活動外，也可用電腦

或計算機來模擬大量的試驗，讓學生明白概率是相對頻數的趨向值。教

師應指導學生明白，有些日常生活的事件，例如交通意外率、犯罪率

等，都是實驗概率。 

 

教師可介紹間斷隨機變數的期望值作為加權平均數的應用。涉及公平遊

戲及遊戲之輸贏的計算的例子最好是與日常生活有關。教師不宜在這個

學習階段詳細介紹期望值的詳細性質及總和記號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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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劃有底線的學習重點可視為課程綱要的非基礎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