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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強(2008)指出，學生若要解決一道簡單的應用題，他們需具備以下能力： 
(1) 基本的語文能力，懂得題目中每字每句的意思，理解情境。 
(2) 基本的數學語言能力，明白題目中的數學詞彙，例如「共有」。 
(3) 相關的數學概念，例如加法。 
(4) 相關的運算技巧，例如懂得計算算式(5 + 3)。 
 
一般而言，非華語學生處理式題運算的困難相對較輕，只要經過足夠的練習，他們便
能掌握基本的運算技巧。然而非華語學生主要來自不同的南亞及東南亞國家，有著不
同的文化背景及語言體系，在香港的小學裏，他們普遍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數學。
對於這些初小學生來說，聽和讀均未掌握其基本能力的同時，如何發展上文所指，解
應用題需具備的首三項能力呢？ 
 
李鄭屋官立小學主要錄取非華語學生，為解決上述學習問題，教師重新規劃數學科的
校本課程，配合學生的認知能力發展，採用更適切的教學策略，以培養學生的審題及
解題能力。 
 
針對小一入學初期，學生聽、讀英語的能力非常有限，教師便透過具體圖像，讓學生
看圖說故事，從中理解圖像所顯示的加、減情境，並初步認識有關加、減的數學語言，
以及以簡單算式表達數學關係。當學生學習正式的應用題時，教師會加入簡單圖像，
以輔助學生理解文字或某些關鍵詞彙所表達的題意，然後引導學生找出有用的資料，
從而列寫正確的算式。 
 
到下學期，教師便逐步滲入下列解題步驟，讓學生初步掌握解應用題的策略： 
(1) 朗讀題目──找出未認識的詞彙，幫助學生審題和理解應用題情境 
(2) 劃出問句──按情境找出問題 
(3) 圈出重點──按問題找出有用資料/數據 
(4) 繪畫圖像──按情境、問題及數據解構數學關係 
(5) 決定加減──判斷所需運用的數學知識和技能 
(6) 列寫橫式 
第一至三步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理解題目，培養認真審題的態度，第四步則是解難策略，
一方面可幫助學生釐清數據之間的關係，並決定採取哪一種解題方法，另一方面可減
少學生因為不小心審題而犯錯，從而列出正確的算式。 



 
在教授加法及減法後，教師把兩種應用題混合，讓學生透過分組討論來判斷有關情境，
從而加強學生的審題和解題能力，以及對加、減概念的掌握。 
 
為了讓學生更有效地掌握解應用題策略，教師將相關解題策略滲入校本課程中，並逐
年延展至高年級，讓學生有所依循地處理加、減、乘、除及有關比較的應用題。此外，
教師又會適時透過小組討論來釐清不同的數學概念，從而減少學生因某些詞彙而錯誤
判斷應用題中的數學關係。 
 
教師指出，學生解應用題的表現有明顯的進步，顯示上述解題步驟及小組討論能有效
培養學生的審題及解題能力。 
 
在本環節中，講者將與大家分享其校本課程的縱向規劃（小一至小三）及發展策略，
又會透過課堂錄影片段、學生習作及學生測考表現，分析學與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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