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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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與數系    

有向數及數線    直觀地了解及認識負數的概念及用處  
 初步認識數線上序的概念  
 探討及討論有向數的運算  
 有向數的運算  

 

12  

有理數及無理數   認識無理數及根式的存在  
 探究如何在數線上表達無理數  
 對常見的根式進行運算，包括將含有√a形式
的分母有理化  

  欣賞可以用較簡潔的方式表達根式  
 

於小學階段，學生已理解不同數字類型的概念，及已學習不同類型數字之互化(詳
情參閱《課程綱要》附件一 )。教師應注意在小學時學習目標為本課程的學生，
對負數並無任何概念，而學習非目標為本課程的學生，對正負數的相反意義已有

初認識。在中學階段，學生對數字的概念，將由正數擴展至有向數，以至實數。

然而，教師在有需要時，應評估及提供鞏固活動，以確保學生對數字概念有穩固

的基礎，才進入學習第三學習階段及第四學習階段的課程。隨著引入「畢氏定理」

及「三角比及應用三角學」，學生於第三學習階段將遇到有理數及無理數。教師

可安排「有理及無理數」單位與上述兩個單位任何一個同時教授。根式的操作技

巧只限於足以處理上述兩個單位有關的問題。學生將於第四學習階段才正式學習

實數系統。  
 

6  

數值估算   認識在現實生活中須要應用估算策略，以

及欣賞前人在概算如π等近似值時所付出

的努力  
 判斷何時須作估算或計算出準確值  
 選擇及運用估算策略估計數值，並鑑定結

果的合理性  
 選擇適當的計算工具進行運算，例如心

算、筆算或使用計算機運算等  

由於大部分數學練習﹙尤其在小學階段﹚，均須以準確數值作為答案，故部分學

生並不習慣使用估算。於中學階段，教師應協助學生在計算上建立靈活的思考。

透過「數值估算」單位的活動，學生應能注意到估算在各方面的使用，並能以簡

單的估算策略估計數值，同時檢查所得的結果是否合理。學生須相信估算有時是

必需的。因此，教師在最初階段宜使用簡單例子，且避免在整個估算過程中過於

講求精確。教師可強調在估算時所使用的詞彙，例如 :  
 約25 
 接近25 
 略少於25 
 24至25之間，可能較接近25 
  24至25之間，等  

為幫助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作估算，教師應廣泛利用實際例子。估算與解決問題能

力非常相似，都要求多方面的技巧，並需經長時間始能掌握及改善。此外，估算

亦包含了一種態度及一套技巧。教師在教授其他數學課題時，均應強調估算。教

師可利用每天家課及課堂上要求學生以口頭作出估算值，加強學生對估算的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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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 議

節 數  

近似與誤差   學習捨入至指定的效數字的進一步概念及

技巧  
 理解科學記數法的意義  
 運用科學記數法於實際問題  
 意識在估算與近似時出現誤差的問題  
 理解及計算不同種類的誤差，例如絕對誤

差、相對誤差及百分誤差  
 

於日常活動中，學生應能辨別何時適合使用估算，以及判斷在特定的情況下，估

算應有的精確程度。在「近似值與誤差」的單位中，教師可將數字捨入的認識伸

延至指定有效數字的概念，以及在科學記數法中數字所需的準確程度。學生應能

熟練地按所需的準確程度將某一數值作捨入。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學生能按情

況決定所需的準確程度，及能覺察到在估算或捨入數字時的相對誤差幅度。  

7  

比較數量  

百分法   理解百分法及百分數變化的意義  
 運用百分數變化解決買賣問題  
 運用百分法解決單利息、複利息、增長和

折舊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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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百分法   運用百分法解決進一步的實用問題，包括

連續增減、各種成份增減等  
 應用百分法解決簡單實際生活問題，包括

稅及差餉等  
 

於小學階段，學生已學會百分法的意義﹙即分母為100的分數﹚，及百分法為比
較分數的最簡便途徑。學生已學會百分數比與小數或分數互化。他們能將該百分

法應用於解決簡單的日常生活問題，例如折扣及單利息﹙學習目標為本課程的學

生並沒有學習折扣及單利息的課題﹚。於這個階段，學生應該懂得使用代數符號

及百分數比較數量以及解決更多現實生活的問題。在「百分法」單位中，只須包

含簡單的問題。兩個以上數量的比較將於「續百分法」單位中處理。完成九年基

礎教育後，學生應對現實生活問題（包括稅項及差餉）上應用百分法有基本認識。

較複雜的應用問題將於第四學習階段的「數學的進一步應用」單元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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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比   理解率及比的意義  
 認識a:b與a:b:c的記法  
 運用率及比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包括

求積問題  

於小學階段，學生已通過計算分數而掌握比的概念，並透過解決有關速率的問題

而對率有所認識。學生對正比及反比亦已有初步認識，同時能夠利用歸一法解決

簡單和正比及反比有關的問題。學生應明白，若比的兩個數字﹙或數量﹚同時乘

以或除以相同數值，該比的值並無改變。於第三學習階段，學生應該了解率及比

的分別。學生亦應學習兩項比記法a:b，以及伸延該概念至三項比a:b:c。學生應
該懂得怎樣利用率和比，去解決一些與求積法﹙包括相似圖形﹚，以及科學或地

理﹙例如代表分數﹚有關的例題。在第四學習階段，才較嚴謹地從代數角度處理

正比及反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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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 議

節 數  

觀察規律及表達通則  

以代數語言建立問

題  
 欣賞利用英文字母代表數字  
 理解代數語言，包括把文字改寫成代數

式，或以描述句子表達代數式  
 知道代數語言與算術語言的分別  
 認識某些能以代數方式表達的常見及簡易

的公式，並懂得代入法  
 建立簡易的代數方程或不等式以解答問題  
 探究、欣賞及觀察各種數列的規律，例如

多邊形數、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斐波那

契數列等  
 運用代數符號表示數型  
 知道函數的初步概念，如「輸入－處理－

輸出」等概念  

代數技巧對學生學習數學上很多課題均非常重要。過往研究顯示，許多學生因對

算術了解不足，故未能理解初等代數。若學生未能掌握算術運算，教師須為其提

供足夠的鞏固活動。由數字順利過渡至代數被認為非常重要。教師須引導學生體

會兩種語言的差異。在這個單元，教師應通過觀察規律、歸納、建模及引證等活

動，向學生介紹代數語言。這些過程對代數初學者非常重要。在「代數關係式及

函數」單元，學生應可運用不同類型的代數關係。「以代數語言建立問題」此一

單位可視作代數語言的入門，學生學習以字母代表未知數及變數。「簡易多項式

的運算」單位旨在使學生掌握涉及一個以上變數的簡單多項式操作。簡單多項式

因式分解可視為展式或乘法的逆運算。學生完成該等探究性活動後，將會在「整

數指數律」單位中進而探究及總結有關整數指數的代數規律。  
 
儘管學生於小學階段已學過尋找數列的連續項﹙不限於數字﹚，他們於此階段應

可利用代數符號描述該等規律。於「以代數語言建立問題」單位內的數列活動，

學生觀察數字規律，就規律作猜測，及以代數語言描述該等規律。透過從數列通

項的代數式產生數列的項，學生將會對「輸入－處理－輸出」此概念有初步認識，

並了解代數符號﹙如  2x  及  x 2﹚的不同意義。數列例子引入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

作為例子可以鞏固學生對數列的了解。教師應在第四學習階段才介紹如何求數列

的通項。教師可利用試算表或計算機減輕學生在運算上的負擔。此等資訊科技工

具亦為數字及代數領域之間提供了自由、雙向的對流。學生運用代數語言闡釋及

解決簡單問題，從而領略代數方法較傳統算術方法優勝之處。學生亦必須留意簡

單代數式的書寫習慣，以及代數語言與算術語言的區別。例如，ab=a×b，而  57= 
5  (1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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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 議

節 數  

簡易多項式的運算   認識多項式為代數式的一個特殊例子  
 認識有關詞彙的意義  
 掌握涉及多於一個變數的多項式加法、減

法和乘法  
 

「簡易多項式的運算」單位會介紹次數、項及係數等術語。教師應向學生提供活

動，以識別同類項、異類項及係數，從而幫助他們討論這些概念的運用。學生應

懂得處理同類項的加和減。多項式的分配性質可用方塊介紹，以展示其相等之處。 
                   b      c  
         a  
 
教師可將數字的分配性質與多項式聯繫，如  a (b+c)=ab+ac 相當於  
2×(99+1)= 2×99+2×1。如何處理括號的問題應詳加討論，以確保學生能判別何
時可應用分配性質。學生於本單位將對指數規律有初步認識，如  x 2  x 3  =  x5等。

指數定律會在「整數指數律」單位中詳細討論。  

10  

整數指數律   伸延及探究指數記數法負指數的意義  
 探究、理解及運用整數指數律來化簡簡單

的代數式 (限於兩個變數 )  
 理解及比較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不同進制的

記數法  
 透過不同進制記數法來建立位值的概念  
 互相轉換簡單十進數和二進數 /十六進數  

學生在小學階段已對數字的正指數有初步認識。在「整數指數定律」單位，學生

將學習負指數的意義。教師於介紹整數指數定律前，應先行向學生提供探究指數

規律的活動。許多學生在處理個別代數規律時，不會有特別困難。然而，在使用

多於一條該等規律時，學生在理解這些有關的規律有困難，亦會出現不少粗心大

意的錯誤。  
例如：  

 混淆分配律，例如m3n 2  = (mn) 5 ,  (a+b) 2  = a2+b 2  
 未能分辨運算的次序，例如  3×4 6  = 12 6 ,  6 4 /3 2  = 2 2                                 
 混淆加法或乘法，例如 (x 3) 2  = x 5 ,  3a．2a = 5a  
 只對數字作出運算而忘記字母，例如4+3n = 7n,  3．2 x= 6 x  

釐清上述錯誤觀念對進一步探究此一課題非常重要。教師不應要求學生就代數符

號作冗繁運算。最基本的要求是，教師應確定學生具備足夠的運算能力以處理方

程及不等式。現實生活中的不同進位數字，可視作指數的應用。簡單的二進數 /
十六進及十進數的互化，會加強學生對位值的認識。數值互化的過程如下：  
  35=32+2+1=2 5  +2 1+2 0   =  100000 2+ 10 2  + 1 2   =100011 2  
「近似與誤差」單位中的科學記數法亦可作為另一整數指數律的應用。  

10  

簡易多項式的因式

分解  
 理解因式分解是展開代數式的逆運算  
 利用提取公因式及併項法分解因式  
 利用恒等式(包括平方差及完全平方式、立
方差與立方和 )分解因式  

 利用十字相乘法分解因式  

學生應知道簡易多項式的因式分解是多展式的逆運算。學生可利用展式﹙乘法﹚

技巧覆核因式分解的結果。由於學生會在多項式因式分解應用部分恒等式，故教

師應確保學生在學習本單位之前，已學了「恒等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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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 議

節 數  

代數關係式與函數   

一元一次方程   建立及解一元一次方程  
 **解文字方程  

 

學生在小學階段只學過以最多兩個步驟的解法來解簡單的一次方程。在「以代數

語言建立問題」的單位，學生會對以方程及不等式表達的問題有進一步認識。在

該單位，他們以“猜測及驗算”或直接觀察來解方程及不等式。學生於本單元應

探究以方程、公式、恒等式或不等式表述不同類型的代數關係。他們將會進一步

探究這些不同類型的代數關係的意義，並學習解方程正式的方法。我們不期望學

生會學習「開句」此專有名詞。然而，學生應有代入數值使關係變真的概念，而

該等數值稱為該方程的解。該等不同關係的解應予比較及詳細討論。例如：教師

可安排同時教授「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一次不等式」，以比較兩者在求解方

面的分別。  
 
學生於小學階段，已學會利用天平原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在第三學習階段初期，

學生應運用同樣概念，明瞭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步驟。學生熟習該概念後，便能應

用移項規則解方程。教師亦可介紹「解」及「根」等術語。過往經驗顯示，學生

經常混淆代數式與方程。教師應提醒學生兩者的分別。  

7  

二元一次方程   繪畫及探究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  
 以代數方法及圖解法建立及解聯立方程  
 認識圖解法的近似性質  
 **探究不相容或沒有唯一解的聯立方程  

在學習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前，學生必須先具備探究二元一次多項式之輸入及輸

出的經驗。學生可利用某些試算表軟件，探究二元一次方程的意義。隨後，教師

可向學生介紹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利用圖像軟件工具的放大及追蹤功能，更能

有助討論不滿足方程的數值。學生可使用此等資訊科技工具，探究這類方程的圖

像形狀。當學生對方程有基本了解後，就可以進而解聯立方程。就代數法而言，

學生應具備在「公式」單位中學過有關公式變換主項的概念，以便熟練地應用代

入法解方程。學生應不難以圖解法明白聯立方程解的意義。能力較佳的學生，不

論是否有圖像工具的協助，可以進一步探究不有容的或無唯一解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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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位  學習重點  教學建議  建 議

節 數  

恒等式   探究恒等式的意義，並區別方程與恒等式  
 發現及運用恒等式：平方差、完全平方、

立方差與立方和  
 

學生必須了解方程及恒等式的分別。方程只被x的某些數值滿足，而恒等式則被
任何x值滿足。學生可通過不同方法探究恒等式的意義。例如：利用試算表展示
將數值代入恒等式兩邊、比較恒等式的數字或空間模式等。學生可自行建立一些

恒等式，才開始“發現”以下恒等式：  
 (x−y ) (x+y )≡x 2−y 2 ;   (x±y ) 2≡x 2±2xy+y 2 ;   (x±y ) (x 2

m xy+y 2 )≡x 3±y 3  

8  

公式   掌握分母為一次因式的分式運算  
 建立代數因式分解的初步概念  
 探究常見的公式，並代入數值於公式  
 變換不涉及根號的簡易公式的主項  

 

至於「公式」單位，學生須明白公式的意義，並能將數值代入公式內。學生應對

簡單公式的主項變換有所認識。學生應做簡單的練習，而複雜或涉及繁複步驟的

公式，則可利用計算機或某些代數軟件處理。倘學生並未認識簡單代數式的因式

分解，教師可向學生介紹因式分解的簡單概念。例如：抽取公因子集組。然而，

計算方法須簡單易明，只求足以應付本單位的要求。因式分解的進一步解釋應留

待「簡易多項式的因式分解」單位內處理。  

14  

一元一次不等式   理解不等號≥、＞、≤及＜的意義  
 探究不等式的基本性質及一些相關定律  
 解簡易一元一次不等式，並以數線表示所

求得的解  

學生在「以代數語言建立問題」的單位，已非正式地研究不等式的意義。例如：

能列出滿足「3x 比  3 少」中所有  x  的數值。在本單位，學生應能夠找出解。教
師在教授移項之前，學生應探究一些不等式的定律，如「不論  c的數值是甚麼，

若  x＞y，  則  x+c ＞  y+c」。學生可進而探究如  「若  a  ＞  b ,  則  a
1

 ＜  b
1
」等語

句是否成立，從而進一步發展學生的數字感。教師可要求學生就解方程及解不等

式的方法(尤其是涉及負係數的問題)作出比較。學生應了解用不同不等號表達的
解有什麼差異。如x＞3 及x≧3的解的分別。學生亦應能在數線上表達不等式的
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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