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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行求知
 

─
 

體驗‧探究‧求真

‧「體驗」:我們和教師在協作及進行教研
 活動中所獲得的經驗和感受

‧「探究」:不再局限於特殊的現象，看似
 尋常普遍、理所當然的課堂現象，或是一

 些被認為「行之有效」的教學策略或理論

‧「求真」: 提供一個平台，進行專業對
 話，以求對真相有更深入的認識和掌握，
 具備更專業的知識和能力外，不斷進步的
 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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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誤解到理解」

• 在備課時，一起剖析學生的學習難點，商討教
 學內容、流程和策略

• 設計教材，加強課堂互動，理解學生概念上的
 謬誤，然後作出跟進

• 學生間進行質疑辯證，注重辨析的過程，幫助
 學生建立深層的數學概念

‧適時評估，即時調整學習內容和教學策略

學生的學習：從概念誤解到概念理解

老師的教學 : 從誤解學生到理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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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分數

小學數學課程指引，2000
3N6   分數(一)
1.

 
認識分數作為整體的部份及一組物件的部份

2.認識分數與1的關係。
3.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數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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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難點
‧「等分」的概念—分數作為整體的部份，

 該整體必須分割成某數量等分的概念

04-3M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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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MC2

07-3M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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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學調適原則如下：
•著重學生動手操作，以親身經驗引導學生理解

 有關分數概念，並使教師能了解學生的思維
•以學生為主導，讓學生的想法清晰展現於課堂
•為了讓老師更了解學生對分數概念的掌握程

 度，在課堂上，教師藉著學生進行摺紙、分
 辨、小組討論等活動，把學生未能釐清的分數

 概念一一解破
•在課堂上，教師因應學生表現作出適當的回饋

 與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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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數引入(第一堂)
由日常生活的經驗，引起學生的興趣。
如：把麵包分成一半

摺紙活動–學生動手摺四份之一，
 使學生理解有關均分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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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紙活動–以學生為主導，
 讓學生的想法清晰展現於課堂。

摺紙活動–令教師了解學生的思維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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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紙活動–令教師了解學生的思維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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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圖–以鞏固學生對分數概念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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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再加強學生對分數概念的認識

圖形的平移、翻轉與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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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MC4 Q8

09-3MC4 Q12

學生的評估表現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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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MC1 Q9

09-3MC1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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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物件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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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分數作為
 

一組物件的部份
 

—從「整
 體中的一部份」找出實際數量是多少

 
﹖

08-3MC3 Q12

學生的評估表現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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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年
 

3MC2 第11題

2009年
 

3MC4 第14題

不同款式的派對帽的分類，

 影響學生對帽子數目的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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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級 – 分數乘法(分數知識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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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單元的教研中，我們體會:

(一) 備課時:


 
同工互相交流教學經驗，留心觀察學生的

 學習過程，才能理解學生對學習數學概念
 的誤解


 

數學知識有很強的連貫性和延續性，在教
 學時必須留意

(二) 課堂中處理學生互動:


 
適當的引導和糾正，能釋放學生的思維，

 幫助學生建立正確的數學概念


 
分數的教學時間，與過往的一樣，但學生

 表現卻很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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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平行線及垂直線

來源：2008 TSA 3M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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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行
線
概
念
的
建
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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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淺入深

平行線的分辨

平行線的基本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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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組合，易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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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對平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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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圖形有平行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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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誤以為直線與曲線連成一體，所以這
 圖形是沒有平行線的。

學生的直觀並不準確，必須進行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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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圖都劃上平行線，總有一個對

2009 TSA 3M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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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垂直線和直角的關係未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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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學生能分辨平行線和垂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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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中，大部份學生能分辨平行線和垂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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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動手繪畫垂直線時，更能體驗用
 直角去驗證兩線互相垂直的效果

同學分享繪畫垂直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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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分
辨
平
行
線
和
垂
直
線
的
工
作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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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中，大部份學生能分辨平行線和垂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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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單元的教研中，我們體會:

(一) 備課時:


 
透過分辨的過程，使學生對數學概念

 有更深的理解

(二) 課堂中處理學生互動:


 
留心聆聽學生的表述，才能理解學生

 的想法，數學概念是否正確


 
多讓學生進行提問和解釋，令學生更

 主動學習


 
利用工具進行驗證，能培養學生自覺

 檢驗的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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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除法

3N4
除法(一)

1.用短除法進行基本除法計算。
2.進行除數一個位，被除數兩個

 位的除法計算。
3.進行除數一個位，被除數三個

 位的除法計算。

(小學數學課程指引，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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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分物、分錢及運算的關係

•商包含零的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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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二年級除法運算的經驗所影響，
 學生仍以一步運算為主，起初只用
 試商的方法計算，並沒有分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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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分不清位值常所代表的是什麼，
所以往往在錯誤的位值上補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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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表現，找出學生的問題，即時作出回饋跟進

教學方法(一)-數數粒
分數粒的方法只適合於教授小二除法時使用，因小三

 的被除數較大，學生花了太多的時間去分物

教學方法(二)-分錢
初時用分錢幣也不太理想

 
--

 
分物與運算不能結合

透過分錢和運算結合
 

--
 

學生分清位值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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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學生的思考過程

分物 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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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課業表現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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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單元的教研中，我們體會:

(一) 備課時:


 
概念知識與程序（運算）知識需互相配合


 

了解學生和已有的數學知識和想法，才能
 幫助學生學習新的數學知識

(二) 課堂中處理學生互動:


 
教學策略需因應學生的實際需要而隨時調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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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請填寫問卷及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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