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 學 生 問 卷  

 

3.1. 問 卷  

在 供 小 三 、 小 六 、 中 三 、 中 四 及 中 六 學 生 填 寫 的 問 卷 中 ， 我 們 要

求 學 生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  

( a )  性 別 、 年 齡 和 上 數 學 課 時 老 師 所 用 的 授 課 語 言 ；  

( b )  所 屬 班 組 (中 四 學 生 須 說 明 是 屬 文 科 班 、 不 設 選 修 附 加 數

學 科 的 理 科 班、設 選 修 附 加 數 學 科 的 理 科 班、商 科 班 或 其

他 班 組 ；中 六 學 生 須 說 明 是 屬 文 科 班 、理 科 班 、商 科 班 或

其 他 班 組 )；  

( c )  評 定 在 該 學 年 所 學 課 題 的 難 度 ；  

( d )  回 答 3 0 條 有 關 學 習 數 學 所 抱 持 的 態 度 和 習 慣 的 問 題 ( 2 )  ；  

( e )  回 答 2 7 條 有 關 對 數 學 觀 的 問 題 (適 用 於 小 六 、 中 三 、 中 四

及 中 六 學 生 )；  

( f )  回 答 1 3 條 有 關 對 數 學 信 念 的 問 題 (只 適 用 於 中 三、中 四 及

中 六 學 生 )；  

( g )  上 星 期 用 於 做 全 部 家 課 的 時 間 和 用 於 做 數 學 家 課 的 時

間 ； 以 及  

( h )  是 否 聘 有 私 人 補 習 老 師 (或 參 加 補 習 社 )。  

 

就 ( c ) 項 而 言 ， 我 們 從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編 製 的  《 數 學 科 課 程 綱 要 》  

( 1 9 8 5 ,  1 9 9 1 a ,  1 9 9 1 b ,  1 9 9 2 a ,  1 9 9 2 b ,  1 9 9 2 c )選 取 若 干 課 題 ， 要 求 中

學 生 回 答 ； 至 於 小 學 生 方 面 ， 由 於 課 程 綱 要 的 用 語 過 於 艱 深 ， 故

從 較 多 學 校 採 用 的 課 本 中 選 取 若 干 課 題 ， 要 求 小 學 生 回 答 。 我 們

亦 在 問 卷 末 部 設 有 一 條 開 放 式 的 問 題 ， 請 學 生 提 出 對 數 學 課 程 的

意 見 。 供 各 級 學 生 填 寫 的 問 卷 均 以 中 文 撰 寫 ， 而 在 提 及 數 學 科 課

程 綱 要 各 課 題 時 才 附 加 英 文 用 語。問 卷 中 其 餘 三 個 研 究 範 圍 包 括 ： 

 

                                                 
(2) 我們在供小六學生填寫的問卷中略去了一條問題，而在小三學生的問卷中則略去 7 條問題，原因是有關問題與學生的學習範疇

無關(舉例來說，小三數學課程並沒有教授數學公式，故可略去有關問題)。因此，在小三和小六學生的問卷中，這部分分別只

有 23 條和 29 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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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1 .  學 習 數 學 的 態 度 和 習 慣  

研 究 範 圍 包 括 下 列 項 目 ： 4 項 有 關 學 習 興 趣 、 6 項 有 關 對 數 學 的 理

解 、 3 項 有 關 對 運 算 方 面 的 信 心 、 4 項 有 關 運 算 能 力 、 5 項 有 關 教

科 書 和 課 堂 學 習 ， 以 及 3 項 有 關 課 外 學 習 。 我 們 要 求 學 生 把 答 案

填 在 一 個 設 有 五 欄 的 黎 克 型 量 表 上 。 此 外 ， 問 卷 亦 設 有 5 項 有 關

學 習 習 慣 的 問 題 ， 按 四 點 黎 氏 表 作 答 ( 3 )  。 本 港 的 學 者 過 去 曾 採 用

問 卷 中 所 載 列 的 問 題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 並 取 得 令 人 滿 意 的 結 果 ( C heng 
& Wong , 1991；Wong & Cheng, 1991)。  

 

3 . 1 . 2 .  對 數 學 的 看 法  

這 個 研 究 範 疇 是 按 照 Wong, Lam & Wong (1998)在 本 港 進 行 的 一 項「 紮 根

硏 究 」 ( 4 )  而 制 訂 的 。 我 們 基 於 統 計 學 上 的 理 由 ， 刪 除 了 其 中 一 條

問 題 。 問 卷 共 有 2 6 條 問 題 ， 其 中 1 4 條 是 有 關 「 數 學 是 可 以 計 算

的 」、 6 條 有 關 「 數 學 涉 及 思 考 」 和 6 條 有 關 「 數 學 是 有 用 的 」 。

我 們 要 求 學 生 按 五 點 黎 氏 表 作 答 。  

 

3 . 1 . 3 .  對 數 學 的 信 念  

我 們 從 Schoenfeld(1985)進 行 有 關 解 決 問 題 的 研 究 計 劃 中 ， 選 取 了 1 3
條 有 關 學 生 對 數 學 信 念 和 學 校 數 學 的 問 題 ， 經 修 訂 後 譯 成 中 文 ，

然 後 反 譯 回 英 文 核 實 ， 最 後 要 求 學 生 按 五 點 黎 氏 表 作 答 。  

 

3 . 2 .  試 驗 計 劃  

我 們 邀 請 了 兩 所 小 學 和 三 所 中 學 合 共 5 4 0 名 學 生 進 行 填 寫 問 卷 的

試 驗 (參 加 的 小 三 、 小 六 、 中 三 、 中 四 和 中 六 學 生 分 別 有 6 2、 6 9、
2 0 8、 1 5 6 和 4 5 名 )。 在 試 驗 計 劃 期 間 ， 計 劃 統 籌 員 每 次 均 在 場 觀

察 每 個 級 別 學 生 的 問 卷 調 查 情 況 ， 並 為 小 三 學 生 誦 讀 問 卷 上 的 問

題 。 整 體 來 說 ， 試 驗 計 劃 的 結 果 令 人 滿 意 。 我 們 根 據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所 得 的 意 見 ， 對 問 卷 作 出 了 輕 微 修 訂 ， 以 及 劃 一 了 問 卷 的 調 查

程 序 如 下 ：  

( a )  我 們 要 求 有 關 級 別 的 數 學 科 教 師 協 助 進 行 這 項 問 卷 調 查 ， 並

劃 一 學 生 問 卷 的 調 查 程 序 。 我 們 亦 向 教 師 發 出 一 份 「 教 師 指

引 」 ， 載 列 常 見 問 題 的 一 些 建 議 答 覆 。  

( b )  至 於 小 三 學 生 ， 我 們 要 求 數 學 科 教 師 把 問 題 逐 一 讀 出 ， 並 提

                                                 
(3) 我們亦基於上文第(2)項所述的理由，刪減了小三和小六學生問卷上的問題數目。 

(4) 這項調查研究獲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及教育委員會的直接資助計劃(1996-97)資助進行，而黎克型量表所得的調查結果，版權

則屬該研究小組(成員包括林智中博士、黃家鳴先生和黃毅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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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一 套 有 關 各 課 題 內 容 的 樣 本 ， 以 便 向 學 生 展 示 那 些 他 們 未

能 即 時 明 瞭 的 課 題 。  

( c )  我 們 從 小 三 學 生 的 問 卷 中 刪 去 有 關 「 公 式 」 的 問 題 ， 並 在 小

三 和 小 六 學 生 的 問 卷 中 刪 去 有 關 「 計 算 機 」 的 問 題 ， 因 為 這

些 級 別 的 學 生 在 課 堂 上 並 沒 有 這 方 面 的 學 習 經 驗 。 此 外 ， 我

們 亦 適 當 地 調 動 了 問 題 的 次 序 。  

( d )  我 們 亦 在 該 批 問 卷 中 附 上 一 份 簡 短 的 教 師 問 卷 ， 要 求 教 師 指

出 哪 些 課 題 尚 未 在 課 堂 教 授 。 這 些 資 料 對 分 析 學 生 認 為 各 項

課 題 的 難 度 很 有 幫 助 。  

問 卷 的 定 稿 載 於 附 錄 1 至 5。  

 

3.3. 抽 樣 及 調 查 的 進 行 方 式  

我 們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時 ， 是 經 過 兩 重 的 隨 機 抽 樣 程 序 。 首 先 ， 我 們

在 全 港 學 校 隨 機 抽 選 9 0 所 小 學 和 5 0 所 中 學 ， 然 後 從 每 所 獲 選 的

小 學 ， 隨 機 抽 選 一 班 小 三 和 一 班 小 六 學 生 ， 以 及 從 每 所 獲 選 的 中

學，隨 機 抽 選 一 班 中 三、一 班 中 四 和 兩 班 中 六 學 生 作 為 調 查 對 象 。

我 們 委 託 速 遞 公 司 把 問 卷 包 送 往 各 所 獲 選 的 學 校 。 研 究 小 組 的 成

員 會 解 答 學 校 的 電 話 查 詢。學 校 填 妥 問 卷 後，會 由 速 遞 公 司 收 回 。

問 卷 的 回 收 率 詳 載 於 表 2，整 體 回 收 率 為 9 5 %。部 分 獲 選 學 校 並 沒

有 開 設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的 級 別 ， 而 實 際 參 與 調 查 的 級 別 數 目 載 於 表

3。 表 3 亦 載 述 獲 選 學 校 的 分 佈 地 區 ， 表 4 至 5 則 分 別 載 述 參 加 調

查 的 學 生 的 性 別 及 所 屬 班 組 。  

 

表 2   問 卷 調 查 的 回 收 率  

學 校 類 別  發 出 的 問 卷 包 數 目  收 回 的 問 卷 包 數 目  回 收 率  
小 學  
中 學  

9 0  
5 0  

8 5  
4 8  

9 4 . 4 4 %  
9 6 %  

 
表 3   獲 選 學 校 的 地 區 分 佈  

 小三 小六 中三 中四 中六 
港島 
九龍 
新界 
總計 

15 
24 
50 
89 

15 
24 
50 
89 

13 
11 
25 
49 

13 
12 
25 
50 

25 
23 
4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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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參 加 調 查 學 生 的 性 別  

 小三 小六 中三 中四 中六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1 1 9 2  
1 0 3 7  
2 2 2 9  

1 4 0 1  
1 2 2 9  
2 6 3 0  

8 5 2  
5 0 5  

1 3 5 7  

7 1 1  
6 4 2  

1 3 5 3  

1 0 4 6  
3 7 3  

1 4 1 9  

5 2 0 2  
3 7 8 6  
8 9 8 8  

 

表 5   參 加 調 查 的 高 中 學 生 所 屬 班 組  

 文 科 班  理 科 班  商 科 班  
中 四  
 
中 六  

3 4 0  
 

5 6 1  

 不設選修附加數學科  設有選修附加數學科  
  220  428 

1 0 2 5  

2 0 7  
 

5 0  

 

 

3.4. 調 查 結 果  

3 . 4 . 1 .  感 知 課 題 困 難 度  

學 生 按 五 點 黎 氏 表 ， 評 定 他 們 認 為 在 該 學 年 所 學 每 項 數 學 科 課 題

的 難 度 ， 評 級 準 則 是 ： 「 1」 代 表 很 難 ， 「 2」 代 表 難 ， 「 3」 代 表

頗 易 ， 「 4」 代 表 易 ， 「 5」 代 表 很 易 。 現 把 每 個 評 級 的 調 查 結 果

臚 列 如 下 。  

 

小 三 學 生 認 為 所 有 課 題 均 不 難 (他 們 給 予 各 課 題 的 難 度 評 級 由 3 . 8 1
至 4 . 5 6 不 等 ， 而 平 均 評 級 則 為 4 . 2 4 )。 學 生 認 為 相 對 來 說 ， 較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為「 乘 除 混 合 計 算 」 ( 3 . 8 1 )、「 因 數 和 倍 數 」 ( 3 . 8 2 )和「 千

米 及 毫 米 」 ( 3 . 9 0 )，而 最 易 的 課 題 則 分 別 是「 棒 形 統 計 圖 」 ( 4 . 6 8 )、
「 同 分 母 分 數 加 減 」 ( 4 . 5 6 )和 「 分 數 」 ( 4 . 5 4 )。  

 

相 對 於 小 三 學 生 來 說 ， 小 六 學 生 對 各 課 題 難 度 的 評 級 差 異 較 大 ，

而 平 均 評 級 亦 大 幅 下 降 (評 級 的 範 圍 由 2 . 9 9 至 4 . 6 2 不 等 ， 而 平 均

評 級 則 為 3 . 8 0 )。 他 們 認 為 最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為 「 利 用 代 數 方 程 解 代

數 問 題 」 ( 2 . 9 9 )、「 百 分 率 及 其 應 用 」 ( 3 . 1 7 )和 「 速 率 」 ( 3 . 2 2 )， 而

最 易 的 課 題 則 分 別 為 「 對 稱 」 ( 4 . 6 2 )、 「 繡 曲 線 」 ( 4 . 6 0 )和 「 正 負

數 」 ( 4 . 4 0 )。 有 一 點 頗 有 趣 的 是 ， 學 生 認 為 不 涉 及 「 計 算 」 的 課 題

較 易 。  

 

中 三 學 生 對 各 課 題 難 度 的 評 級 差 異 較 小 ， 但 平 均 評 級 仍 大 幅 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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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度 評 級 由 2 . 7 1 至 3 . 4 7 不 等 ， 而 平 均 評 級 則 為 3 . 1 5 )。 事 實 上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課 題 的 平 均 評 級 是 超 逾 4 的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認 為

所 有 課 題 均 不 易 ， 最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是 「 解 析 幾 何 ： 直 線 」 ( 2 . 7 1 )和
「 常 用 對 數 」 ( 2 . 9 4 )， 而 最 易 的 課 題 則 分 別 是 「 百 分 數 」 ( 3 . 4 7 )和
「 統 計 的 應 用 和 誤 用 」 ( 3 . 4 7 )。  

 

中 四 學 生 對 各 課 題 難 度 的 評 級 差 異 繼 續 縮 窄 ， 平 均 評 級 則 輕 微 下

降 (難 度 評 級 由 2 . 7 3 至 3 . 3 1 不 等 ， 而 平 均 評 級 則 為 3 . 0 8 )。 他 們 認

為 最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是 「 三 角 學 的 應 用 」 ( 2 . 7 3 ) 和 「 概 率 和 統 計 」

( 2 . 8 9 )，最 易 的 課 題 則 分 別 為「 一 元 二 次 方 程：根 式 」 ( 3 . 3 1 )和「 比

例 及 變 數 法 」 ( 3 . 2 3 )。  

 

至 於 中 四 附 加 數 學 科 方 面 ， 平 均 評 級 下 降 至 2 . 9 5 (難 度 評 級 由 2 . 4 1
至 3 . 0 8 不 等 )。 換 句 話 說 ， 學 生 認 為 大 部 分 課 題 均 很 難 。 他 們 認 為

最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是 「 積 分 法 」 ( 2 . 4 1 )和 「 三 角 」 ( 2 . 4 5 )。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這 些 範 疇 涉 及 繁 瑣 的 運 算 。 他 們 認 為 最 易 的 課 題 分 別 是 「 數

學 歸 納 法 」 ( 3 . 0 8 )和 「 二 次 方 程 和 二 次 函 數 」 ( 2 . 7 9 )。  

 

同 樣 地 ， 中 六 學 生 認 為 修 讀 純 粹 數 學 科 也 不 容 易 。 他 們 對 各 課 題

難 度 的 評 級 由 2 . 1 5 至 3 . 0 7 不 等，平 均 評 級 僅 為 2 . 6 2。他 們 認 為「 複

數 」 ( 2 . 1 5 )和「 序 列 、 級 數 及 其 極 限 」 ( 2 . 2 4 )是 最 難 的 課 題 。 不 過 ，

有 一 點 很 有 趣 的 是 ， 他 們 在 修 讀 純 粹 數 學 科 前 ， 已 在 附 加 數 學 科

中 學 過 這 些 範 疇 的 知 識 。 他 們 認 為 最 易 的 課 題 分 別 為 「 數 學 歸 納

法 」 ( 3 . 0 7 )和 「 線 性 方 程 組 」 ( 3 . 0 0 )。 這 個 結 果 與 修 讀 附 加 數 學 科

學 生 的 頗 為 一 致 。  

 

至 於 應 用 數 學 科 方 面 ， 一 如 所 料 ， 修 讀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課 程 的 學 生

比 修 讀 高 級 程 度 課 程 的 學 生 認 為 這 科 的 課 題 更 難 。 就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課 程 而 言 ， 學 生 認 為 課 題 難 度 的 評 級 由 2 . 3 8 至 2 . 9 5 不 等 ， 而 平

均 評 級 為 2 . 7 4。 他 們 認 為 最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是 「 概 率 」 ( 2 . 3 8 )和 「 向

量 」 ( 2 . 5 7 )， 而 最 易 的 課 題 則 分 別 是 「 定 點 迭 代 法 、 牛 頓 方 法 與 正

割 法 」 ( 2 . 9 5 )和「 最 佳 擬 合 直 線 」 ( 2 . 9 2 )。至 於 高 級 程 度 課 程 方 面 ，

學 生 的 評 級 差 異 則 擴 闊 至 由 最 低 的 2 . 3 3 到 最 高 的 3 . 8 0， 而 平 均 評

級 為 2 . 6 6。 他 們 認 為 最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是 「 簡 諧 運 動 」 ( 2 . 3 3 )和 「 剛

體 運 動 」( 2 . 3 6 )，而 最 易 的 課 題 則 分 別 是「 插 值 法 」(評 級 高 達 3 . 8 0 )
和 「 基 本 統 計 量 度 」 ( 3 . 3 1 )。  

 

一 般 來 說 ， 學 生 認 為 數 學 與 統 計 科 的 各 項 課 題 並 不 容 易 。 他 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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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級 由 2 . 0 0 至 3 . 0 0 不 等，而 平 均 評 級 為 2 . 6 6。他 們 認 為 最 難 的 課

題 分 別 是 「 排 列 與 組 合 」 ( 2 . 2 6 )和 「 定 積 分 法 」 ( 2 . 5 2 )， 而 最 易 的

課 題 則 分 別 是 「 二 項 展 開 」 ( 2 . 9 2 )和 「 對 數 函 數 」 ( 2 . 7 9 )。 不 過 ，

學 生 的 評 級 相 當 接 近 ， 以 致 實 際 上 並 無 甚 差 異 。  

 
詳 細 的 調 查 結 果 ， 載 於 附 錄 6 至 1 0 的 圖 表 。  

 
3 . 4 . 2 .  學 生 對 數 學 科 的 態 度  

在 這 部 分 ， 學 生 按 五 點 黎 氏 表 ， 評 定 他 們 是 否 同 意 一 些 對 數 學 科

態 度 的 觀 點 ， 而 評 級 準 則 是 ： 「 1」 代 表 很 不 同 意 ， 「 2」 代 表 不

同 意 ， 「 3」 代 表 頗 同 意 ， 「 4」 代 表 同 意 ， 「 5」 代 表 很 同 意 。 現

把 每 個 級 別 的 調 查 結 果 臚 列 如 下 。  

 
小 三 學 生 最 同 意 的 三 項 評 述 分 別 為 「 我 希 望 教 科 書 中 有 更 多 圖

畫 ， 使 我 們 更 易 明 白 」 (平 均 評 級 為 4 . 1 6， 同 意 的 學 生 較 不 同 意 的

多 出 6 5 %差 額 )、「 我 對 數 字 的 計 算 有 信 心 」 (平 均 評 級 4 . 0 2， 差 額

6 4 % )， 以 及 「 我 對 數 學 計 算 感 到 興 趣 」 (平 均 評 級 為 3 . 9 1， 差 額 為

5 7 % )。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最 不 同 意 的 評 述 分 別 是 「 是 否 明 白 內 容 是

不 重 要 的 ， 只 要 懂 得 計 算 便 可 應 付 考 試 了 」 (平 均 評 級 是 2 . 0 0， 差

額 為 5 9 % )、「 看 教 科 書 是 多 餘 的，因 為 老 師 會 向 我 們 解 釋 一 切 」(平
均 評 級 是 2 . 2 7， 差 額 為 4 2 % )， 以 及 「 對 於 老 師 不 要 求 我 們 做 的 習

題 ， 我 很 少 會 做 的 」 (平 均 評 級 為 2 . 6 1， 差 額 為 2 5 % )。 因 此 ， 所 有

小 三 學 生 對 數 學 科 均 持 積 極 的 態 度 。  

 
小 六 學 生 最 同 意 的 三 項 觀 點 分 別 是 「 我 對 純 數 字 計 算 的 練 習 具 有

信 心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7 3， 差 額 為 4 6 % )、「 我 希 望 教 科 書 中 有 更 多

圖 畫，使 我 們 更 易 明 白 」(平 均 評 級 是 3 . 6 4，差 額 為 3 9 % )，以 及「 只

要 完 全 明 白 有 關 概 念 ， 便 總 可 以 想 出 方 法 計 算 習 題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5 8， 差 額 為 3 8 % )。 雖 然 學 生 仍 持 積 極 的 學 習 態 度 ， 但 差 異 卻 輕

微 擴 闊 了 。 學 生 最 不 同 意 的 評 述 分 別 是 「 我 經 常 參 加 數 學 課 外 活

動 」(平 均 評 級 是 2 . 1 4，差 額 為 6 0 % )、「 是 否 明 白 概 念 是 不 重 要 的 ，

只 要 懂 得 計 算 便 可 應 付 考 試 了 」 (平 均 評 級 是 2 . 1 6， 差 額 為 5 8 % )
和 「 看 教 科 書 是 多 餘 的 ， 老 師 會 向 我 們 解 釋 一 切 」 ( 平 均 評 級 是

2 . 2 0， 差 額 為 5 7 % )。  

 
中 三 學 生 最 同 意 的 三 項 評 述 分 別 是 「 在 有 數 值 計 算 時 我 通 常 會 使

用 計 算 機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7 7， 差 額 為 5 1 % )、「 只 要 完 全 明 白 有 關

概 念 ， 便 總 可 以 想 出 方 法 計 算 習 題 」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4 7 ， 差 額 為

3 2 % )， 以 及「 我 雖 然 懂 得 計 算 ， 但 有 時 不 知 道 為 甚 麼 要 這 樣 計 算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3 8，差 額 為 2 6 % )。儘 管 第 二 項 評 述 顯 示 學 生 對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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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持 積 極 的 態 度，但 所 指 的 只 不 過 是 數 學 科 的 專 門 知 識。此 外 ，

相 對 於 小 六 學 生 來 說 ， 第 二 項 評 述 的 平 均 評 級 稍 有 下 降 ， 由 3 . 5 8
降 至 3 . 4 7。 另 一 方 面 ， 第 二 項 和 第 三 項 評 述 之 間 的 明 顯 矛 盾 ， 正

好 反 映 出 「 理 想 」 與 「 現 實 」 之 間 的 分 歧 。 學 生 知 道 明 白 有 關 概

念 的 重 要 性 ， 但 對 所 學 的 並 非 時 常 真 正 明 白 。 學 生 最 不 同 意 的 三

項 評 述 分 別 是 「 我 經 常 參 加 數 學 課 外 活 動 」 (平 均 評 級 是 1 . 7 2， 差

額 為 8 7 %； 學 生 對 這 項 評 述 的 回 應 幾 乎 是 一 致 的 )、 「 我 經 常 閱 續

數 學 課 外 書 」 (平 均 評 級 是 1 . 8 4， 差 額 為 7 9 %； 學 生 對 這 項 評 述 的

回 應 也 是 頗 一 致 的 )， 以 及 「 看 教 科 書 是 多 餘 的 ， 老 師 會 向 我 們 解

釋 一 切 」 (平 均 評 級 是 2 . 2 5，差 額 為 5 9 % )。這 或 許 顯 示 學 生 在 學 習

數 學 時 非 常 倚 賴 教 科 書 。  

 
至 於 中 四 學 生 方 面 ， 「 在 有 數 值 計 算 時 我 通 常 會 使 用 計 算 機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8 0， 差 額 為 5 6 % )， 「 我 雖 然 懂 得 計 算 ， 但 有 時 不 知 道

為 甚 麼 要 這 樣 計 算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4 2， 差 額 為 3 8 % )， 以 及「 只 要

完 全 明 白 有 關 概 念 ， 便 總 可 以 想 出 方 法 計 算 習 題 」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3 8， 差 額 為 2 6 % )仍 是 學 生 最 同 意 的 評 述 ， 儘 管 排 列 次 序 稍 有 變

動 。 另 一 方 面 ， 「 我 經 常 參 加 數 學 課 外 活 動 」 (平 均 評 級 是 1 . 7 4，
差 額 為 8 3 % )和「 我 經 常 閱 讀 數 學 課 外 書 」 (平 均 評 級 是 1 . 7 9，差 額

為 8 1 % )仍 是 他 們 不 同 意 的 兩 項 評 述 。 排 名 第 三 的 評 述 則 變 為 「 我

對 文 字 題 的 練 習 具 有 信 心 」 (平 均 評 級 是 2 . 2 6，差 額 為 5 8 % )。事 實

上 ， 這 是 中 三 學 生 最 不 同 意 的 各 項 評 述 中 排 名 第 四 (而 在 小 六 學 生

則 排 名 第 八 )。因 此，我 們 可 見 學 生 對 數 學 科 的 態 度 開 始 轉 趨 消 極。 

 
至 於 中 六 學 生 方 面 ， 「 在 有 數 值 計 算 時 我 通 常 會 使 用 計 算 機 」 (平
均 評 級 是 3 . 9 3， 差 額 為 6 1 % )， 「 我 雖 然 懂 得 計 算 ， 但 有 時 不 知 道

為 甚 麼 要 這 樣 計 算 」(平 均 評 級 是 3 . 4 9，差 額 為 3 4 % )仍 是 學 生 最 同

意 的 評 述 ， 而 排 名 第 三 的 評 述 是 一 項 很 積 極 的 評 述 ： 「 在 學 習 解

新 問 題 時，我 希 望 先 自 我 作 出 思 考，而 不 是 由 老 師 直 接 告 訴 我 」(平
均 評 級 是 3 . 3 3， 差 額 為 2 1 % )。 雖 然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的 學 生 只 較 不 同

意 的 多 出 2 1 %， 這 現 象 或 許 反 映 出 學 生 希 望 有 深 入 的 思 考 。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 學 生 是 否 能 夠 真 正 做 到 這 一 點 ， 實 屬 另 一 回 事 。 一 般

來 說 ， 中 六 學 生 在 學 習 數 學 時 ， 表 現 應 較 低 年 級 的 成 熟 。 另 一 方

面 ， 「 我 經 常 閱 讀 數 學 課 外 書 」 (平 均 評 級 是 1 . 6 7， 差 額 為 8 7 % )
和 「 我 經 常 參 加 數 學 課 外 活 動 」 (平 均 評 級 是 1 . 6 9， 差 額 為 8 6 % )
仍 是 學 生 最 不 同 意 的 兩 項 評 述 ， 而 排 名 第 三 和 第 四 的 評 述 則 分 別

是 「 看 教 科 書 是 多 餘 的 ， 老 師 會 向 我 們 解 釋 一 切 」 ( 平 均 評 級 是

2 . 0 4， 差 額 為 7 4 % )和 「 我 對 文 字 題 的 練 習 具 有 信 心 」 。  

 
詳 細 的 調 查 結 果 載 於 附 錄 1 2 至 1 6 的 圖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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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3 .  學 生 的 態 度 ： 趨 勢  

我 們 把 各 項 評 述 歸 納 於 以 下 各 特 定 主 題 ， 並 利 用 折 線 圖 分 析 小 三

至 中 六 (就 部 分 評 述 而 言，則 是 小 六 或 中 三 )學 生 對 學 習 數 學 所 持 的

態 度 。  

 
3 . 4 . 3 . 1 .  興 趣  

1 .  「 我 喜 歡 解 決 數 學 問 題 」 ： 平 均 評 級 到 了 小 六 便 顯 著 下 降 ， 但

各 級 別 的 平 均 評 級 均 高 於 中 位 數 「 3」 (圖 2 )。  

5 .  「 我 上 數 學 課 時 興 趣 是 很 高 的 」： 平 均 評 級 到 了 小 六 同 樣 顯 著

下 降，由 3 . 8 6 跌 至 2 . 9 9，其 後 各 級 別 的 平 均 評 級 一 直 低 於 中 位

數 (圖 3 )。  

9 .  「 我 對 數 學 計 算 感 到 興 趣 」 ： 平 均 評 級 同 樣 於 小 六 顯 著 下 降 ，

中 三 後 則 稍 為 回 升 (圖 4 )。  

2 2 .「 我 很 少 會 做 老 師 不 要 求 我 們 做 的 習 題 。 」 ： 平 均 評 級 在 小 六

顯 著 上 升，隨 後 各 級 別 則 維 持 超 逾 中 位 數 (選 修 附 加 數 學 科 的 中

四 班 級 和 選 修 純 粹 數 學 科 的 中 六 班 級 除 外 ) (圖 5 )。  

 
3 . 4 . 3 . 2 .  希 望 有 深 入 的 思 考  

1 5 .「 只 需 要 看 公 式 便 可 學 習 ， 而 無 須 要 閱 讀 教 科 書 中 的 解 釋 」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基 本 上 均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 但 卻 有 較 多 中 四 學 生

同 意 (圖 6 )。  

1 7 .「 在 學 習 新 課 題 時 ， 我 寧 願 老 師 告 訴 我 其 中 的 公 式 ， 而 不 是 先

要 求 我 們 去 找 尋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基 本 上 均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圖
7 )。  

1 8 .「 在 學 習 新 課 題 時 ， 我 希 望 先 自 我 作 出 思 考 ， 而 不 是 由 老 師 直

接 告 訴 我 一 切 」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非 常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 但 中 四

學 生 卻 不 大 同 意 (圖 8 )。  

1 9 .「 是 否 明 白 概 念 是 不 重 要 的，只 要 懂 得 計 算 便 可 應 付 考 試 了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基 本 上 均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 但 高 年 級 學 生 卻 較 同

意 (圖 9 )。  

2 0 .「 只 要 明 白 有 關 概 念 ， 便 總 可 以 想 出 方 法 計 算 習 題 」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基 本 上 均 非 常 同 意 ， 但 隨  學 生 就 讀 較 高 年 級 ， 他 們 便

較 不 同 意 (圖 1 0 )。  

2 4 .「 學 習 新 課 題 時，我 不 大 關 心 有 關 的 公 式 或 定 理 是 如 何 得 來 的 ，

我 只 關 心 如 何 利 用 這 些 公 式 或 定 理 去 解 決 問 題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基 本 上 均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圖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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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3 . 3 .  信 心  

3 .  「 我 對 運 用 公 式 代 入 計 算 的 練 習 是 有 信 心 的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基 本 上 均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圖 1 2 )。  

7 .  「 我 對 純 數 字 計 算 的 練 習 具 有 信 心 」： 平 均 評 級 隨  學 生 就 讀

較 高 年 級 而 持 續 下 降 ， 但 仍 維 持 於 高 水 平 (圖 1 3 )。  

1 1 .「 我 對 文 字 題 的 練 習 具 有 信 心 」 ： 平 均 評 級 由 小 三 開 始 至 中 四

顯 著 下 降 ， 而 在 中 四 後 則 稍 為 回 升 (圖 1 4 )。  

 
3 . 4 . 3 . 4 .  學 習 能 力  

2 .  「 我 完 全 明 白 數 學 課 的 內 容 」：平 均 評 級 由 小 三 的 3 . 6 1 下 降 至

小 六 中 位 數 以 下 的 2 . 9 7， 再 下 降 至 中 六 的 2 . 3 8 (圖 1 5 )。  

6 .  「 我 通 常 完 全 理 解 文 字 題 」： 平 均 評 級 由 小 三 開 始 至 中 四 顯 著

下 降 (圖 1 6 )。  

1 0 .「 我 在 解 文 字 題 時 有 困 難 」 ： 除 (中 三 和 中 四 學 生 外 )大 部 分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很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圖 1 7 )。  

2 1 .「 我 雖 然 懂 得 計 算 ， 但 有 時 不 知 道 為 甚 麼 要 這 樣 計 算 」 ： 大 部

分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很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 隨 着 學 生 就 讀 較 高 年 級 ， 他

們 更 同 意 這 點 (圖 1 8 )。  

 
3 . 4 . 3 . 5 .  教 科 書 和 課 堂 學 習  

1 3 .「 我 通 常 不 只 看 教 科 書 中 的 公 式 及 定 理 ， 而 且 看 它 的 解 釋 」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不 大 同 意 ， 尤 以 中 四 學 生 為 甚 (圖 1 9 )。  

1 4 .「 老 師 經 常 要 我 們 看 教 科 書 中 的 敘 述 和 解 釋 」 ： 由 小 三 的 3 . 4 9
下 降 至 中 六 中 位 數 以 下 的 2 . 6 1 (圖 2 0 )。  

1 6 .「 看 教 科 書 是 多 餘 的 ， 老 師 會 向 我 們 解 釋 一 切 」 ： 一 般 來 說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圖 2 1 )。  

2 3 .「 我 希 望 教 科 書 中 有 更 多 圖 畫 ， 使 我 們 更 易 明 白 」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很 同 意 這 項 評 述，但 就 讀 較 高 年 級 的 學 生 則 不 大 同 意 (圖
2 2 )。  

2 5 .「 我 希 望 減 少 一 些 數 學 家 課 」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基 本 上 均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小 六 學 生 除 外 ) (圖 2 3 )。  

 
3 . 4 . 3 . 6 .  課 外 學 習  

4 .  「 在 有 數 值 計 算 時 我 通 常 會 使 用 計 算 機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很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圖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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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我 經 常 閱 讀 數 學 課 外 書 」 ： 一 般 來 說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很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隨  學 生 就 讀 較 高 年 級，他 們 更 不 同 意 (圖 2 5 )。 

1 2 .「 我 經 常 參 加 數 學 課 外 活 動 」 ： 一 般 來 說 ， 各 級 別 的 學 生 均 很

不 同 意 這 項 評 述 ， 而 平 均 評 級 亦 低 於 中 位 數 ； 隨  學 生 就 讀 較

高 年 級 ， 他 們 更 不 同 意 (圖 2 6 )。  

 
3 . 4 . 4 .  對 數 學 的 信 念  

我 們 利 用 包 含 了 四 個 維 度 的 兩 個 量 表 ， 探 究 學 生 對 數 學 的 信 念 。

首 個 量 表 由 三 個 維 度 所 組 成 ， 包 括 「 數 學 是 可 以 計 算 的 」 、 「 數

學 涉 及 思 考 」 和 「 數 學 是 有 用 的 」 ， 另 一 個 量 表 則 是 有 關 「 傳 統 」

數 學 課 堂 學 習 文 化 。 在 傳 統 數 學 課 堂 裏 ， 數 學 被 視 為 一 個 牢 不 可

破 的 知 識 架 構 ， 而 學 習 數 學 是 傳 授 知 識 。 這 項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一

般 人 的 觀 點 確 是 如 此。各 級 別 學 生 的 評 級 均 高 於 中 位 數，而 中 三 、

中 四 學 生 的 評 級 更 分 別 高 達 3 . 1 5 和 3 . 1 6。同 樣 地，學 生 很 認 同「 數

學 是 可 以 計 算 的 」， 評 級 介 乎 3 . 2 1 至 3 . 3 8 不 等 。 他 們 更 認 同 「 數

學 涉 及 思 考 」 ， 評 級 由 3 . 9 0 至 4 . 0 4 不 等 ， 而 由 小 六 開 始 至 中 六 ，

評 級 更 持 續 上 升 。 至 於 「 數 學 是 有 用 的 」 ， 大 多 數 學 生 一 般 表 示

同 意，只 有 中 四 學 生 給 予 的 評 級 較 低 (平 均 評 級 為 2 . 9 9 )， (圖 2 7 至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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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我上數學課時通常興

趣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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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我喜歡思考 
數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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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我對數學計算

       感到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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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對於老師不要求我們做

的習題，我很少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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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閱讀教科書中的解釋並非必要，因

為只需要看公式例子便可學習。」 

圖 7 「在學習新課題時，我寧願老師

告訴我其中的公式，而不是先要

求我們去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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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在學習解新問題時，我希望先自我

作出思考，而不是由老師直接告訴

我。」 

圖 9 「是否明白概念是不重要的，只要懂

得計算便可應付考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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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只要完全明白有關概念，便總可以

想出方法計算習題。」 

圖 11「學習新課題時，我不大關心有關的

公式或定理是如何得來的，我只關

心如何利用這些公式或定理來完

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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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我對純數字計算的練習具有信心。」 圖 12「我對用指定公式代入計算的練習是

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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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我對文字題的練習具有信心。」 圖 15「我完全明白數學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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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我在解文字題時有困難。」 圖 16「我通常完全理解數學文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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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我雖然懂得計算，但有時不知道

為甚麼要這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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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選修修附加數學科的理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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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班  

圖 19「我通常不只看教科書中的公式

定理，而且看它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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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老師經常要我們看教科書中的敘述

和解釋。」 

圖 21「看教科書是多餘的，老師會向我們

解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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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我希望教科書中有更多圖畫，使我

們更易明白。」 

圖 23「我希望減少一些數學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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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在有數值計算時我通常會用計算

機。」 

圖 25「我經常閱讀數學課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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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我經常參加數學課外活動。」 圖 27 「數學是一個牢不可破的知識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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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數學是可以計算的。」 圖 29「數學涉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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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數學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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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5 .  學 習 習 慣  

問 卷 中 有 關 學 生 學 習 習 慣 的 部 分 顯 示 ， 大 部 分 小 三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遇 到 問 題 時，均 會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面 對 (例 如 向 老 師 請 教 )，而 不 會 輕

言 放 棄 。 不 過 ， 這 種 學 習 習 慣 在 小 六 開 始 有 所 改 變 ， 小 六 學 生 向

老 師 請 教 的 意 欲 顯 著 下 降 。 他 們 寧 願 向 同 學 請 教 ， 而 選 擇 放 棄 的

比 率 仍 屬 偏 低 。 這 種 現 象 是 不 難 理 解 的 ， 因 為 小 六 學 生 正 處 於 青

少 年 階 段 ， 他 們 受 朋 輩 的 影 響 會 較 大 。 中 四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遇 到 問

題 時 所 持 的 態 度 最 令 人 擔 憂 ， 因 為 他 們 選 擇 放 棄 的 比 率 是 各 級 別

中 之 冠 (圖 3 1 )。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學 生 不 能 解 答 數 學 問 題 時 ， 都 會 出 現 上 述 情 況 ，

而 選 擇 放 棄 的 心 態 在 小 六 已 出 現 。 我 們 亦 發 覺 ， 大 多 數 小 六 學 生

不 反 對 抄 襲 其 他 同 學 的 家 課 ， 而 且 超 逾 4 0 %的 小 六 學 生 依 賴 其 他

同 學 取 得 問 題 的 答 案 (圖 3 2 )。  

 

大 部 分 學 生 都 不 知 道 如 何 應 用 所 學 的 數 學 知 識 ， 而 隨  升 讀 較 高

年 級 ， 他 們 在 數 學 科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亦 不 斷 增 加 ， 不 明 白 的 數 學 課

題 亦 愈 來 愈 多 (圖 3 3 )。  

 

根 據 學 生 填 報 的 資 料 ， 他 們 完 成 全 部 家 課 所 需 的 時 間 每 周 平 均 為

8 . 1 3 小 時 ， 而 數 學 家 課 的 時 間 則 為 2 . 4 5 小 時 。 完 成 數 學 家 課 所 需

的 時 間 ， 約 佔 全 部 家 課 的 3 0 %， 這 個 數 字 與 先 前 的 有 關 研 究 結 果

相 若。中 三 和 中 四 學 生 做 數 學 家 課 的 時 間，所 佔 比 率 最 高 (圖 3 4 )。
此 外 ， 超 逾 3 0 %的 學 生 聘 有 補 習 老 師 或 有 參 加 補 習 班 ， 其 中 以 小

六 學 生 的 比 率 最 高 。 不 過 ， 有 一 點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 聘 有 補 習 老 師

或 有 參 加 補 習 班 的 學 生 比 率 ， 在 中 六 級 別 再 次 攀 升 (圖 3 5 )。  

 

3 . 4 . 6 .  對 開 放 題 的 回 應  

小 學 生 大 致 上 對 現 行 的 數 學 課 程 感 到 很 滿 意 ， 但 部 分 中 三 學 生 開

始 感 到 難 以 應 付 。 至 於 中 四 方 面 ， 問 卷 所 列 的 部 分 課 題 ， 包 括 三

角 、 圓 、 多 項 式 、 比 例 及 變 數 法 、 不 等 式 及 三 維 問 題 等 ， 是 學 生

認 為 較 難 的 。 大 部 分 選 修 附 加 數 學 科 的 學 生 均 認 為 這 科 困 難 。 一

般 來 說 ， 中 三 和 中 四 學 生 均 認 為 課 程 太 緊 逼 。 學 生 亦 質 疑 ， 數 學

科 和 附 加 數 學 科 課 程 之 間 的 協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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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同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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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找尋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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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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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在遇到問題時尋求協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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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堅持自已計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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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受別人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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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受別人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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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反對抄襲別人的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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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當不能解答問題時尋求協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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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 學生不知道如何應用所學 

課程的程度 

圖 34(a) 每周完成全部家課所需 
的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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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b) 每周完成數學家課所需 

的時數 

圖 34(c) 完成數學家課的所需時

數所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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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聘有補習老師或有參加補

習社的學生所佔百分比 

 

在 小 三 學 生 的 回 應 中 ， 有 一 點 很 重 要 的 是 ， 很 多 學 生 均 希 望 能 以

更 生 動 有 趣 的 方 式 學 習 數 學 。 學 生 在 回 應 中 提 出 了 很 多 如 何 使 學

習 數 學 更 生 動 有 趣 的 建 議 ， 其 中 包 括 在 課 堂 舉 辦 更 多 活 動 ， 以 及

在 書 本 上 加 插 更 多 圖 畫 、 提 供 清 晰 和 詳 盡 的 解 釋 、 給 予 更 多 能 啟

發 思 考 的 練 習 ， 以 及 推 行 內 容 更 廣 泛 和 更 具 挑 戰 性 的 課 程 。 學 生

喜 愛 的 課 題 是 「 對 稱 」 和 「 分 數 」 ， 不 喜 歡 的 課 題 則 包 括 「 摺 紙

遊 戲 」 。 他 們 對 四 則 運 算 的 意 見 各 異 ： 很 多 學 生 表 示 喜 歡 ， 也 有

不 少 學 生 表 示 不 喜 歡 。  

 

小 六 學 生 開 始  眼 於 數 學 課 程 是 否 實 用 ， 中 學 生 也 有 類 似 的 情

況 。 不 過 ， 較 高 年 級 的 學 生  眼 點 則 從 數 學 的 日 常 運 用 ， 轉 移 至

日 後 就 業 方 面 。 小 六 學 生 認 為 「 不 實 用 」 的 課 題 包 括 「 數 型 」 、

中 國 與 羅 馬 數 目 字 」 、 「 對 稱 」 和 「 曲 線 圖 像 」 ， 並 認 為 可 從 課

程 中 刪 除 這 些 課 題 。 「 方 程 」 也 是 學 生 最 不 喜 歡 的 課 題 ， 而 很 多

學 生 也 要 求 刪 除 「 數 型 」 這 個 課 題 。 另 一 方 面 ， 小 六 學 生 開 始 感

到 有 需 要 為 升 讀 中 一 作 好 準 備 ， 而 同 時 又 感 受 到 家 課 的 壓 力 。 愈

來 愈 多 學 生 要 求 老 師 以 有 效 的 方 法 教 授 數 學 。 他 們 認 為 生 動 的 教

學 方 法 ， 輕 鬆 的 課 堂 氣 氛 ， 能 啟 發 思 考 的 良 好 問 題 ， 教 具 的 使 用

以 及 教 師 給 予 清 晰 、 按 部 就 班 和 詳 盡 的 解 釋 ， 均 有 助 提 高 學 習 成

效 。 中 學 生 也 有 同 樣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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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其 他 各 級 學 生 提 出 的 相 同 意 見 外 ， 中 三 學 生 最 關 注 的 其 中 一

個 問 題 是 課 程 的 連 貫 性 。 部 分 學 生 認 為 中 一 課 程 很 容 易 ， 但 中 二

課 程 卻 艱 深，因 為 所 學 的 完 全 是 新 課 題。部 分 學 生 認 為 (除「 對 數 」、

「 錐 體 」 、 「 球 體 」 和 「 概 率 」 等 新 課 題 外 )， 中 三 課 程 仿 似 複 習

以 前 所 學 的 課 題 。 其 他 學 生 卻 認 為 中 三 課 程 較 中 二 的 艱 深 得 多 。

不 過 ， 學 生 皆 認 為 中 二 和 中 三 課 程 之 間 應 有 更 佳 的 銜 接 。 此 外 ，

他 們 亦 認 為 數 學 科 有 關 促 進 思 考 能 力 的 訓 練 不 足 。  

 

中 三 學 生 對 教 師 良 好 教 學 的 訴 求 更 為 強 烈 。 他 們 認 為 課 堂 上 急 速

的 教 學 步 伐 ， 使 他 們 難 於 理 解 所 教 授 的 概 念 。 部 分 學 生 表 示 ， 老

師 在 課 堂 講 解 時 所 採 用 的 示 例 過 於 容 易 ， 但 要 求 學 生 自 行 作 答 的

問 題 卻 十 分 艱 深 。 此 外 ， 學 生 指 出 語 言 隔 膜 (指 英 語 授 課 )， 亦 是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的 因 素 之 一 ， 這 個 因 素 在 小 學 生 當 中 並 不 常 見 。  

 

除 了 較 低 年 級 學 生 所 指 對 老 師 教 學 的 期 望 外 ， 中 四 學 生 亦 希 望 老

師 在 講 解 時 能 深 入 淺 出 ， 利 用 更 多 示 例 ， 更 深 入 講 解 每 個 課 題 ，

告 訴 他 們 可 按 不 同 方 法 解 答 問 題 ， 以 及 提 供 更 多 指 導 ， 使 他 們 易

於 詮 釋 問 題 。 他 們 認 為 急 速 的 教 學 步 伐 和 沉 悶 的 講 解 方 式 ， 會 減

低 他 們 的 學 習 成 效 。 中 四 學 生 也 開 始 期 望 有 優 質 的 數 學 教 科 書 ，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他 們 的 學 習 態 度 日 趨 成 熟 ， 因 而 也 開 始 自 行 閱 讀 教

科 書 。 大 部 分 學 生 均 對 目 前 所 使 用 的 教 科 書 表 示 不 滿 。 他 們 希 望

教 科 書 能 載 有 更 多 示 例 、 難 度 各 異 的 示 例 、 相 關 和 實 用 的 資 料 、

更 多 實 用 的 練 習、圖 畫 和 圖 表，而 書 末 則 應 載 有 問 題 的 解 答 指 引 。

部 分 學 生 感 到 難 以 理 解 以 英 文 撰 寫 的 教 科 書 ， 並 建 議 改 用 以 中 文

撰 寫 的 教 科 書 。  

 

除 上 述 各 項 意 見 外 ， 中 六 學 生 亦 對 特 定 的 數 學 課 程 提 出 一 些 意

見 。 整 體 來 說 ， 他 們 認 為 數 學 與 統 計 科 很 艱 深 和 乏 味 ， 亦 與 中 五

的 數 學 科 缺 乏 銜 接 ， 並 質 疑 這 個 科 目 是 否 實 用 。 他 們 認 為 數 學 與

統 計 科 很 難 理 解 ， 相 信 部 分 是 由 於 課 程 內 容 繁 多 ， 以 致 教 學 時 間

緊 逼 。 學 生 沒 有 足 夠 時 間 充 分 理 解 課 程 內 容 ， 可 能 會 迫 使 他 們 唯

有 強 記 ， 課 題 尤 其  重 「 如 何 運 算 」 多 於 「 為 何 作 如 此 運 算 」 。

在 文 字 題 中 大 量 使 用 英 文 也 使 問 題 更 為 嚴 重 。 此 外 ， 他 們 亦 質 疑

老 師 對 這 個 科 目 的 知 識 。  

 

一 般 來 說 ， 學 生 認 為 純 粹 數 學 科 是 一 門 艱 深 而 抽 象 的 科 目 。 在 分

析 修 讀 純 粹 數 學 科 的 中 六 學 生 的 回 應 時 ， 我 們 發 現 他 們 的 意 見 與

修 讀 數 學 與 統 計 科 的 中 六 學 生 的 非 常 相 似 。 除 一 般 的 問 題 外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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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讀 純 粹 數 學 科 時 所 遇 到 的 種 種 問 題 ， 也 為 他 們 帶 來 不 少 學 習 上

的 困 難 。  

 

學 生 認 為 應 用 數 學 科 相 當 實 用 ， 但 有 些 卻 認 為 不 實 用 和 沉 悶 ， 因

為 內 容 看 似 物 理 科 多 於 數 學 科 。  

 

總 體 來 說 ， 我 們 觀 察 到 ， 學 生 由 小 三 升 讀 至 中 四 ， 對 數 學 的 興 趣

逐 漸 減 退。學 生 在 學 習 數 學 時，大 致 上 都 努 力 去 理 解 所 學 的 知 識 。

低 年 級 的 學 生  眼 於 生 動 的 教 學 法 和 善 用 教 具 ， 而 高 年 級 學 生 則

要 求 課 程 內 容 更 實 用 和 與 現 實 生 活 相 關 ， 並 希 望 教 師 給 予 更 多 協

助 和 指 導 。  

 

3 . 5  摘 要  

一 般 來 說 ， 小 三 學 生 對 數 學 的 興 趣 很 大 ， 但 修 讀 較 高 年 級 的 學 生

的 興 趣 大 幅 下 降 ， 這 種 情 況 尤 以 小 六 學 生 最 為 顯 著 。 他 們 對 數 學

的 興 趣 ， 較 上 數 學 課 濃 厚 。 他 們 修 讀 數 學 科 的 態 度 積 極 ， 希 望 能

對 所 學 知 識 有 深 入 的 理 解 ， 而 非 只 靠 死 記 硬 背 。 大 部 分 學 生 均 強

烈 認 同 這 一 點 。 在 是 次 研 究 中 ， 學 生 一 方 面 認 同 「 在 學 習 解 新 問

題 時 ， 我 希 望 先 自 我 作 思 考 ， 而 不 是 由 老 師 直 接 告 訴 我 」 ， 而 另

一 方 面 又 強 烈 不 贊 同 「 在 學 習 新 課 題 時 ， 我 寧 願 老 師 告 訴 我 其 中

的 公 式 ， 而 不 是 先 要 求 我 們 去 找 尋 」 ， 這 或 許 會 令 很 多 數 學 老 師

感 到 詫 異 ， 卻 與 以 往 文 獻 ( Watkins & Biggs, 1996 )中 指 出 ， 亞 洲 國 家 /地
區 學 生 追 求 深 刻 學 習 取 向 吻 合 。 亞 洲 國 家 /地 區 的 學 生 明 白 到 ， 在

學 習 時 理 解 較 死 記 硬 背 更 為 有 效 (甚 可 取 代 之 ) ( Marton, 1997)，在 是 次

研 究 中 再 次 反 映 出 這 種 觀 點 。 學 生 的 回 應 顯 示 ， 他 們 不 僅 關 心 如

何 應 用 公 式 來 解 答 問 題 ， 亦 關 注 如 何 得 出 那 些 公 式 。 他 們 認 為 只

要 明 白 有 關 概 念 ， 總 有 辦 法 找 出 方 法 解 答 問 題 。  

 

此 外 ， 學 生 對 解 答 問 題 ( 尤 其 是 數 值 計 算 和 常 規 的 問 題 ) 亦 具 有 信

心 。 不 過 ， 他 們 在 解 文 字 題 時 卻 有 困 難 。 除 中 六 學 生 外 ， 學 生 對

處 理 文 字 題 的 信 心 隨  他 們 升 讀 較 高 年 級 而 下 降 。 調 查 結 果 亦 顯

示 ， 學 生 對 解 答 非 常 規 的 問 題 方 面 有 困 難 ， 而 語 文 能 力 (在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其 實 是 英 文 水 平 ) 或 許 對 學 生 解 答 數 學 問 題 的 表 現 有 所 影

響 。  

 

不 過 ， 這 並 不 表 示 學 生 在 學 習 數 學 時 沒 有 困 難 。 他 們 其 實 面 對 不

少 實 質 的 學 習 問 題 。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 這 可 能 是 學 生 希 望 做 到 和 他

們 真 正 可 以 做 到 的 兩 者 之 間 有 一 段 距 離 ， 這 或 許 是 學 生 感 到 挫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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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無 助 的 原 因 。 學 生 同 意 「 我 雖 然 懂 得 計 算 ， 但 有 時 不 知 道 為 甚

麼 要 這 樣 計 算 」 這 項 評 述 ， 或 許 顯 示 了 背 後 隱 藏 的 意 思 。  

 

當 我 們 研 究 學 生 認 為 各 課 題 的 難 度 時 ， 我 們 得 到 一 個 負 面 的 圖

象 。 學 生 就 讀 愈 高 年 級 ， 他 們 對 學 習 數 學 的 態 度 愈 趨 消 極 ， 而 他

們 亦 認 為 所 學 的 課 題 愈 來 愈 難 。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揣 測 有 很 多 。 數 學

是 一 門 「 累 積 」 的 科 目 。 學 生 在 低 年 級 時 對 數 學 興 趣 日 減 ， 亦 累

積 了 學 習 上 的 困 難 ， 此 情 況 帶 到 高 年 級 時 形 成 了 主 要 的 學 習 困

難 ， 當 課 程 內 容 愈 加 抽 象 ， 而 且 需 要 認 識 更 多 概 念 時 ， 情 況 尤 其

嚴 重 。  

 

如 果 學 生 對 數 學 已 有 基 本 的 興 趣 ， 並 且 非 常  重 數 學 ， 則 他 們 日

漸 低 落 的 成 績 不 只 與 他 們 的 學 習 能 力 有 關 ， 在 廣 義 上 也 與 課 程 的

不 搭 配 有 關。我 們 應 研 究 意 圖 課 程 (有 關 課 程 的 文 件 和 課 本 )與 施 行

課 程 (包 括 課 堂 教 學 和 教 學 方 式 )是 否 能 配 合 學 生 的 需 要，並 維 持 他

們 對 數 學 的 興 趣 。 學 生 強 烈 要 求 教 科 書 中 加 插 更 多 圖 畫 ， 可 能 顯

示 他 們 希 望 教 學 方 式 和 教 材 生 動 有 趣 。 學 生 在 調 查 中 指 出 他 們 甚

少 參 加 數 學 課 外 活 動 (包 括「 閱 讀 課 外 書 」 )， 亦 支 持 這 項 揣 測 。 然

而，究 竟 問 題 是 由 於 學 校 未 能 提 供 足 夠 (課 外 活 動 )、學 生 不 熱 衷 參

加 抑 或 因 功 課 繁 重 而 沒 有 時 間 參 加 ， 則 需 要 進 一 步 的 調 查 ， 而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並 非 這 項 研 究 的 調 查 範 圍 。  

 

在 是 次 研 究 中 ， 有 兩 個 年 級 頗 值 得 注 意 。 相 對 於 小 三 學 生 而 言 ，

小 六 學 生 對 數 學 的 興 趣 大 減 ， 亦 只 有 小 六 學 生 才 希 望 減 少 家 課 。

在 這 項 調 查 中 ， 我 們 不 能 肯 定 這 現 象 是 否 屬 於 「 學 能 測 驗 癥 候

群 」。 不 過 ， 有 一 點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過 度 操 練 會 妨 礙 學 生 的 理 解 。

學 生 空 間 和 餘 閒 ， 所 學 的 知 識 。 我 們 發 現 中 四 學 生 最 不 喜 歡 閱 讀

數 學 教 科 書 和 不 願 意 理 解 教 科 書 所 提 供 的 解 釋 。 此 外 ， 亦 只 有 中

四 學 生 認 為 數 學 科 並 非 有 用 的 科 目 ， 而 他 們 在 遇 上 學 習 困 難 時 ，

選 擇 放 棄 的 比 率 ， 也 是 各 年 級 之 冠 。 造 成 這 個 現 象 ， 或 許 可 追 溯

至 小 六 ， 因 為 大 部 分 小 六 學 生 在 解 答 數 學 問 題 時 ， 是 完 全 依 賴 其

他 人 的 協 助 。 他 們 甚 至 不 反 對 抄 襲 別 人 的 家 課 。 為 什 麼 這 種 現 象

在 中 四 學 生 特 別 嚴 重 ？ 一 個 可 能 的 解 釋 是 ， 隨  學 生 由 小 六 升 讀

至 中 五 ， 他 們 對 數 學 的 態 度 基 本 上 愈 趨 消 極 ， 至 升 讀 中 六 ， 情 況

才 有 所 改 變。這 可 能 是 因 為 (只 有 約 3 0 %的 中 五 學 生 )能 通 過 學 業 成

績 考 核 ， 才 能 升 讀 中 六 ， 而 學 習 動 機 也 較 強 。  

 

要 概 述 學 生 認 為 那 些 課 題 最 困 難 (或 最 容 易 )並 不 容 易 (也 許 亦 不 可

取 )。 不 過 ， 那 些 涉 及 技 術 性 運 算 (即 使 不 是 繁 瑣 的 運 算 )的 課 題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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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受 學 生 歡 迎，而 一 些 能 給 予 學 生 親 身 經 驗 (觀 察 及 接 觸 )的 課 題 ，

則 是 他 們 最 喜 愛 的 。 學 生 所 關 注 的 ， 亦 包 括 課 題 是 否 很 困 難 和 不

實 用 。  

 

我 們 從 學 生 開 放 題 所 得 的 回 應 ， 基 本 上 也 與 上 文 所 述 的 相 若 。 學

生 主 要 關 注 的 事 項 ， 是 教 師 能 否 生 動 地 教 學 和 給 予 明 確 的 解 釋 。

學 生 修 讀 較 高 年 級 ， 對 數 學 的 興 趣 也 明 顯 下 降 。 學 生 從 小 六 起 ，

便 開 始 感 到 家 課 的 壓 力 。 他 們 亦 注 意 到 為 應 付 學 能 測 驗 而 對 學 習

所 造 成 的 干 擾 。 中 三 學 生 認 為 初 中 數 學 課 程 有 欠 完 整 。 中 一 數 學

課 程 重 複 小 學 所 學 內 容 以 及 重 複 出 現 初 中 課 程 的 課 題 ， 使 學 生 難

以 看 到 課 程 的 主 幹 進 程 。 中 四 學 生 傾 向 放 棄 數 學 的 百 分 比 ， 是 各

年 級 之 冠 。 一 般 來 說 ， 高 中 學 生 (尤 甚 是 文 科 班 學 生 )認 為 ， 現 行 數

學 科 /附 加 數 學 科 的 課 程 結 構 不 能 顧 及 他 們 的 個 別 需 要 。 中 六 學 生

亦 有 類 似 意 見 。 他 們 表 示 純 粹 數 學 科 過 於 抽 象 ， 而 其 餘 兩 科 (數 學

與 統 計 科 和 應 用 數 學 科 )則 毫 不 實 用 。 學 生 亦 質 疑 中 六 數 學 課 程 和

高 中 數 學 課 程 之 間 是 否 連 貫 和 銜 接 。  

 

有 不 少 課 題 是 學 生 希 望 可 以 刪 除 的 ， 他 們 看 這 些 課 題 是 難 於 理 解

抑 或 不 實 用 (與 日 常 生 活 無 關 )， 例 如「 摺 紙 遊 戲 」 (小 三 )、「 方 程 」

(小 六 ： 學 生 認 為 這 課 題 太 難 )和 「 數 型 」 (小 六 ： 學 生 認 為 這 課 題

不 實 用 )。另 外，中 三 學 生 認 為「 解 析 幾 何：直 線 」、「 常 用 對 數 」、

「 概 率 」 及 「 統 計 」 和 「 不 等 式 」 是 困 難 的 課 題 ， 而 中 四 學 生 則

認 為 「 三 角 」 、 「 圓 」 、 「 多 項 式 」 、 「 比 例 及 變 數 法 」 、 「 不

等 式 」 和 「 三 維 問 題 」 是 困 難 的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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