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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教室中，數學教學其實大多是講解式的教學，老師上課的模式主要是提出課本中題目，然後與

同學討論如何解題，而討論的過程亦由老師主導，運用一連串閉合式問題來引導學生解題，再把解題

的方法告訴學生，之後給予學生大量的作業，讓同學模仿老師的解題反覆地練習，完成工作紙或練

習，當中題目的類型跟老師示範的問題相同，同學大多能進行練習，很快地熟練解題的方式並計算出

正確的單一答案；然而老師卻無法真正瞭解學生理解的程度，老師彷彿只要求學生演算正確，不講究

學生思考及反省解題的過程。在這樣的方式下，教給學生的是機械性的操作理解，學生會誤以為所有

數學問題都只有一種解題方式及單一答案，學生在解題上的思考模式被制式化，缺乏靈活性及發展

性。這樣的教學方式下，僅看表面的考試成績，不注重學生思維的靈活性，往往令學生逐漸失去學習

數學的興趣，亦違背了小學數學科課程的主要宗旨——引起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 (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2000)。

Schoenfeld（1988）亦認為，傳統數學教學過分強調計算法則及程序，內容以提問封閉的知識性問題為

主，使學生的思考失去靈活性，無法有效地將學生所學應用在非學校的情境，因此促使了開放式教學

的產生（Boaler, 1998）。Sawada (1997)列舉了開放式教學的五個好處 :

1. 學生在課堂能有效地參與討論，並且敢於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想法。

2. 學生有機會更加廣泛地使用他們的數學知識和技巧。

3. 所有學生能運用他們自覺最有意義的方式回答問題。

4. 開放式問題教學提供學生最合理的經驗來解决問題。

5. 學生藉此機會獲得其他同學的認同，感受發現過程的滿足感。

學者們十分同意應該在學校的教學中加入開放式教學法，即使在課程進度緊迫的情況下，老師也可以

嘗試在每學期中抽出一些時間進行開放式教學，使學生更能靈活地思考，使腦筋不致僵化。「老師教什

麼？以及學生如何體驗？是塑造學生理解數學到底是什麼的主要因素」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1989)。在現今建構主義的影響下，認為學生不是被動的接受知識，而是主動

地經由感官或溝通等方式建立 (Von Glasersfeld, 1995)，因此學生除了懂得解題及討論解題方式外，學

生應有機會接觸多樣化的題型，尤其是開放式數學問題，好讓同學擴濶思考空間，靈活處理不同的題

型，不會只默守老師教授的解題方式，而懂得靈活變通，思考多於一個的解題方法，從而作出適當的

選擇，選出最合適、最方便快捷的運算方法，整體地提升課堂學習的質量。Schoenfeld (1991, 1992)

也強調：學生從他們的課室活動與學習經驗中了解數學的意義；如果老師把數學內容分解成片段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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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然後讓學生逐步的操練，那麼我們就可以預期這種教學法的學習結果，學生只懂得反射式地對應

特定的題目作出條件的計算，卻不懂得靈活變通，更遑論舉一反三了。因此Schoenfeld又重申：需要

創造一個思考數學的學習環境，以適合學生學習的需要。讓開放式教學將學生放在解題過程的中心，

令學生不單只做數學，還思考數學。

三種開放式教學類型
以上簡單闡述了開放式教學好處，當中包含了不同類型的開放式問題教學，它們大抵分成三種類型

（Becker & Shimada, 1997），簡略介紹如下： 

I. 過程開放的開放式問題

為了創造學習興趣及讓學生多角度思考問題，老師可在眾多答案是唯一的問題情境中，改寫成多於一

種方式解題的開放式問題，這種題型稱之為過程開放的開放式問題。這樣的開放題對於解題的方法有

彈性和空間，學生可選擇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角度來處理問題，老師只要在學生解答時多了解學生的

思路，重視學生解題過程是否多元化，強調分享不同解題的途徑，不要只是注重答案的正確與否，應

更能達到開放式教學的目標。例如有關小二貨幣的題目：如何將一張五百元鈔票兌換適當的貨幣，

以購買四百一十三元的玩具而不用找贖呢? 老師請學生想出不同的策略來解決此問題，並將兌換的過

程記錄在工作紙內，結果發現大部分同學會順向地，由大面額鈔票兌換至硬幣，即先將五百元鈔票兌

換成五張一百元，再用其中一張一百元兌換成十個十元硬幣，最後再將一個十元硬幣兌換成十個一元

硬幣，這樣便可成功地取得四百一十三元的總值，還能清楚地數算出餘下的總值為八十七元 ; 然而亦

有學生會想出一次過將五百元兌換成四張一百元、九個十元硬幣及十個一元，這樣亦可成功地取得

四百一十三元的總值 ; 同學解決問題的速度很不同呢 ! 

II. 結果開放的開放式問題

問題的設計若能有許多正確答案產生，這樣的題目稱之為結果開放的開放式問題 (Becker & Shimada, 

1997; Shimada, 1997)。例如有關小一貨幣的題目：尋找組成十二元六角的硬幣組合，在日常生活中有

許多這樣的經驗，同學都可以任意找出不同的答案。例如：我們當然可以用一般書本或老師鼓勵採用

最少硬幣的方式 : 一個十元、一個二元、一個五角及一個一角組成答案，但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找

出哪些組合呢？由上述問題可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答案，例如兩個五元、兩個一元及三個二角等，有時

更取決於錢包內各種硬幣的數量組合。開放題的答案不是只有單一答案，答案可以是無限的，亦可以

是多於一個解，更可以是針對問題而解，就如上題，若老師追問是什麼條件決定答案的數目呢? 同學

可以按記錄展示思考的過程，再描述觀察後的總結，自由地表達意見 : 同學會發現答案的數目取決於

各種硬幣有多少種兌換方法，兌換方法越多，答案的數目便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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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自擬的開放式問題

由學生修改問題或自擬題目，便是自擬的開放式問題。如上題可讓學生改變題目中的金額數目，便可

有很多相對應的答案，若要提高難度，更可要求學生思考哪些金額的數量答案只得一個，而哪些金額

的數量可得答案較多，這樣可以啟發學生更多元化的思考，間接使學生更熟悉貨幣的兌換，再者，若

有學生能在找尋答案的過程中歸納出關鍵所在，更可以發現學生擁有可貴的歸納與整合能力。另外由

於在傳統的問題中，題目會提供足夠的數目讓學生求解，不會過多，亦不會過少。這類題目不經意地

讓學生養成過於依賴題目的習慣，對於題目所給定的條件是否足夠或是否合理並不關注。若讓學生自

擬開放式問題，然後讓他們互相核對或訂正，老師便可揀選同學擬定的，如條件不足夠的題目，或有

過多資料的題目，這樣可令學生經過思考後篩選題目內的條件，令同學更加認真審題。

老師如何能運用以上各種開放式教學來創造不一樣的課堂? 首先老師必須改變一下慣常輸入式的教學

模式，從傳統講述、注重演算和解題的教學取向，轉向注重學生理解概念與自我建構的教學取向，即

重視學生從多角度思巧和發現規律的過程，教學時避免發問較低層次封閉性的知識性問題，令學生別

無選擇，只好依照教師所問的問題，去回答老師所要的標準答案。老師應善於運用生活情境與相關數

學課題的開放式問題來提供學生思巧的機會，藉以促進學生思考數學，進而建立數學概念。老師和學

生在課堂互動的過程中，若老師能暫時放開對或錯的判斷，試根據學生的回應去追問學生，請學生解

釋理由，學生便會設法整理自己的思緒，運用習得的數學知識和技巧，將自覺最有意義的思考過程表

達出來，於是教室裡的對話會自然而然地開放起來，增加同學與同學之間的討論或質疑，這樣自由的

討論會令更多正確或錯誤的想法浮現，最後由老師一一修正學生錯誤的想法，澄清學生模糊的概念，

令正確的數學知識紥根學生心中。

華富邨寶血小學的老師也認為開放式教學法的確可以給學生更多獨立思考的機會，於是嘗試校本地進

行開放式教學，由老師根據單元設計開放式教學活動，在小一及二教授貨幣的單元實行，鼓勵學生運

用多元的方式及途徑來完成老師所給予的任務，使學生更懂得運用所學，思考也更靈活。這樣的教學

活動若能配合工作紙的運用，作出即時的、開放式問題的紙筆評量活動，可令不同程度的學生自由地

作出不同層次的回答，教師便可以根據他們的認知層次，判斷學生對課堂的了解與應用能力，從而跟

進照顧學生差異，適當地發展延伸教學內容，故老師在準備開放式教學的問題時，必須深入認識開放

式教學的背景與教學類型，設計原則與實施步驟，並且嘗試思考開放教學在自己班上實踐的可能性。

開放式教學的設計原則
Kabiri和Smith (2003) 強調實施開放式教學最重要的是要思考以下問題 :

1. 是否能引發學生更高層次的概念?

2. 是否能鼓勵學生有更多批判性的思考?

3. 可否讓更多的學生引發更多的解題途徑及更多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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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均認為開放式問題的設計原則，是要提供學生獲得高層次的數學概念、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以及引發與觀摩更多元的解題途徑，這正符合數學教育的目標。接著，老師們參考了學者Becker

和Shimada（1997）提出實施開放式教學時，備課時應注意的事項以設計小一及小二的貨幣單元：

I. 選擇合適的教學單元，貨幣教學會是一個較為生活化的單元，學生會有運用金錢買賣的實際經

驗，只是由於電子貨幣的廣泛運用，同學往往利用八達通來付款，對真正的貨幣顯得陌生。老師

們細意地考慮學生學習上的難點，就如小一學生會混淆貨幣的幣值，誤將一角上的10視為十角、

二角上的20為二十角、五角上的50視為五十角等，又會在兌換不同種類硬幣時出錯，不能有效地

數算總值，對於一元可以兌換五個二角能輕易掌握，但卻不能計算出五元有多少個二角。小二方

面，學生仍然會在兌換不同種類紙幣時出錯，尤其面對大額紙幣時，學生未能掌握有效的策略應

對問題。

II.  老師們針對各項難點，發展一個兩級縱向的單元教學計劃，特別在適當的教節提出連貫的開放式

問題，讓學生深入理解貨幣的幣值與總值的關係，老師會首先教授學生操作實物貨幣教具，順向

數算貨幣總值的技巧，如當數算二角、五角時，同學可用兩個、五個一數得出總值，從而理解兌

換幣值相等的較大面額貨幣的方法，當同學了解一元可以兌換五個二角，便可再推算二元可以兌

換十個二角及五元可以兌換二十五個二角，如此類推，令同學逐漸掌握各種不同面額貨幣兌換的

規律及變化，並發現兌換貨幣時，總值不變，只有貨幣的數量改變 ; 與此同時，老師又會提出日

常生活遇到的難題，如汽水機只可以一種硬幣購買飲品，如何才能成功購買六元五角的飲品呢? 

同學很快地會想到只能用五角付款，於是立刻想到需要兌換十三個五角來買飲品 ; 若選擇的飲品

價值是三元二角呢? 這次同學會想到只能用二角付款，於是想到需要兌換十六個二角來買飲品 ; 最

後當老師再追問有沒有其他方法時，同學還會想到用一角來付款，並且認為這答案可以很快地想

出是六十五個一角及三十二個一角，然而經過討論後，他們最終均表示這方法不太可行，因為同

學們不可能有這麼多一角，這樣付款亦太費時。同樣性質的開放式問題，可繼續在小二的課堂出

現，面額可較大，令變化更多，同學便可運用最合理的經驗總結出策略以解決各種兌換問題。

III. 寫下所有學生對此問題情境的預期反應，當做課程計劃的一部份。老師們在設計開放式問題時，

必須預計一下同學的可能答案，才能適當地帶引學生總結策略，實際地幫助學生合理地解決難

題，就如以上提及的開放式問題，老師希望同學能總結出策略來解決各種兌換問題，並未預期同

學會提出用一角來付款，相對其他方法較容易準確地算出正確答案，於是老師再讓各同學從實際

生活出發，刺激同學作出批判性的思考，從而將重心放回兌換策略上，引發同學更多的解題途徑

及更多的解釋，於是同學聚焦於一種硬幣購買飲品的條件下，必須揀選較小面額的硬幣，如六元

五角的五角，然後再思考一元有兩個五角，六元便有十二個五角，再加上本來的一個五角，便得 

十三個五角來買飲品 ;同樣地，同學亦能解釋三元二角的情况，必須先訂出二角，再思考一元有五

個二角，那麽三元有十五個二角，再加上本來的一個二角，便得 答案是十六個二角，這樣下來，

老師便可提出其他更多變化的 值，如六元，同學便可用三個二元、六個一元、十二個五角、三十

個二角又或六十個一角等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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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提供學生最自然的數學方式來思考問題情境。在引發同學思考各類型現實生活問題時，老師往往

會禁不住給予提示，令同學的思路亦跟隨老師，這樣實在是大忌，老師應正面地給予同學信心，

鼓勵同學放胆思考，讓他們自由地、沒任何約束地思考，這樣才能提供學生最自然的數學方式來

思考問題情境。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老師必須延遲判斷，並邀請同學首先整

理思路，詳細描述思考過程，再讓其他同學相互批判質疑，指出正確的地方加以肯定，而當中同

學出現的謬誤，老師應加以接受及澄清，強調同學的謬誤非常有價值，能警醒全班，以避免同學

亦落入陷阱，例如同學在思考付款方法時，往往會傾向用最少的貨幣個數來付款，盲目相信這樣

最方便快捷，卻不能按錢包內可用貨幣的種類來組合相當的幣值，缺乏靈活變通的能力，故老師

需要設計不同類型的開放式問題，加强同學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總結
老師們認為選擇適當的問題情境，就是給學生設計日常生活的問題情境，以給學生學習解決問題的機

會，然而在設計前老師必須考慮學生的已有知識，他們能否用最自然的方法來解題，並預先估計學生

可能作出的解題表現，以思考問題的合理性與難易程度，才將傳統的問題設計成開放式的問題，最

後，老師們還嘗試跟隨學者Becker和Shimada(1997)提出開放式教學具體的實施步驟：首先老師介紹

生活化的問題，讓學生了解問題及自由發問，才讓學生個別作答或小組合作解題，並請同學記下解題

的過程，或其思考的方法以作評量，解題後讓學生一起討論與分享，最後由老師作總結及提出課後延

伸問題，讓學生進一步深化所學，使學生能舉一反三的思考。開放式教學實施過程雖有明確的步驟，

但也可以根據學生的需要與時間的多寡，選擇性的實施。

整個縱向課程約實施了兩年，老師們總結運用開放式問題教學應具有的特色包括：重視學生思考的過

程、提倡學生運用最自然的方法來討論解題、經常留意將數學與日常生活的應用連結，以及鼓勵學生

自由地運用多角度思考。教學的步驟以日常生活的問題作為開始，進而激發學生高層次的思考。綜合

來說，老師嘗試開放式教學的目標是引發學生思考數學。老師就一至二年級有關各貨幣課題的不同難

點作出深入的探討，在教學中嘗試加強開放式教學，來貫通各級學習活動的設計，經過多次研課、觀

課及不斷反思改良，累積了一些設計活動的經驗，希望透過分享會與其他老師交流。在此分享校本開

放式教學從課程設計到教學實施，提供了一個具體明確的程序與策略，希望引發老師在教學實踐中累

積的智慧——生活中尋找問題的素材、積極鼓勵學生、引導課堂的討論與發表，作為實施開放式教學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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