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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M01 / M07 

範疇： 度量 

題目： 小一及小二的「時間」概念──從了解學生能力到發展教學策略 

講者： 周偉志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陳家祺老師、趙思立老師（李陞大坑學校） 

 

 
背景 

 

李陞大坑學校的生源主要為非華語學生，學生以英語為學習數學的語言。學校在數學科

的發展方向強調建立學生清晰的數學概念，因清晰的數學概念乃有效學習數學的重要基礎。

學校亦十分重視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協助不同能力的學

生建立清晰的數學概念。 

 

在小一及小二的「時間」單元上，老師選取了當中教學重點，細心分析有關之概念及技

巧，把內容重新組織，安排在第一學習階段的不同年級中，循序漸進及由淺入深地施教。過

程中，老師共同設計有效的教學策略，讓學生能從具體到抽象地建構概念，也配合生活化的

情境，使學生更易於理解教學內容，並在教學中加入解難元素，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小一及小二有關「時間」的學習重點 

 

在小學數學課程指引（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中，小一及小二有關「時間」的課題，

內容包括：「時」、「分」、「年」、「月」、「日」和「星期」，老師特別處理了有關「時」和「分」

的教學內容，當中涉及的重點如下： 

 

小一：時間（一） 

 認識「時」 

 以「時」報時 

 以鐘面報時 

 

小二：時間（二） 

 認識「分」 

 以「時」和「分」報時 

 以「分」為單位，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 

 以「小時」和「分」報告活動所用的時間 

 以鐘面及數字鐘報時 

 

「時間」概念的分析 

 

時間概念對於很多初小學生來說都是較難掌握的，甚至有研究顯示很多學生到了十歲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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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清晰地了解時間概念（Chinn & Ashcroft, 1998）。Leushina（1991）也認為時間概念是抽

象而非具體的，它具有持續性、不可逆轉及不能觀察的特性。Piaget（1969）把時間概念分為

物理時間（physical time），即受外界刺激（如運動及視覺）所產生的經驗而發展的概念；另

一為心理時間（inner time），指由心理及情緒所影響而產生對時間的感覺。Friedman（1982） 

的分類和 Piaget（1969）的相似，他將時間概念分為經驗時間（experiential time）、邏輯時間

（logical time）和慣用時間（conventional time），經驗時間是對事件的次序及期間的主觀經驗，

與心理時間相似；邏輯時間與物理時間相似，指由理解及推理而產生的時間概念；慣用時間

則是社會上共同制定的時間標準單位，例如：「時」和「分」。 

 

由經驗時間到邏輯時間，再到慣用時間，可理解為學生把時間概念具體化的學習歷程，

雖然很多老師都會設計活動讓學生經歷經驗時間及邏輯時間，但小學數學課程指引的學習重

點主要為建立學生慣用時間的概念，即以標準單位顯示及量度時間，並把概念應用於生活範

圍及解決相關問題。要達致理解及應用慣用時間的概念，學生要先掌握當中有關連的數學概

念，例如：順序、等距、時間單位、時刻及時段，因此時間概念本身為抽象的，同時存在一

定的複雜性。 

 

慣用時間的概念雖然抽象及複雜，但可透過兩個學習工具來理解及掌握，即「鐘面」及

「時間線」。透過鐘面，學生可具體地從「時針」和「分針」向順時針方向轉動的特性來了解

時間的順序概念，亦可從鐘面上的刻度了解如何把時間量化並劃分為等量或等距，而從時針

和分針的聯動中了解「時」和「分」等時間單位的關係。至於「時刻」及「時段」，則可透過

「時間線」理解當中的概念及概念間的關係，「時間線」指在數線上標示時間，而時間之間則

為時段，Scott（1997）認為兒童隨著年齡增長，會從認知層面形成心智的時間線（mental time 

line），即理解兩端時間距離的長短概念，Friedman（2007）亦指出時間有其線性的特性，線

上的點表示「時刻」，點的位置有其序列性、重複性及持續性，而點之間則為時間量（即時段），

因此時間線能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讓他們理解及應用「時刻」及「時段」的概念，是學習時

間的有效學習工具。 

 

「時」和「分」的學習表現 

 

老師在研討這課題時，深入分析了「時間」的概念，並歸納出幾方面的學生表現，期望

透過有效的教學策略，使學生能穩固地掌握當中的概念及技巧，有關的學習表現如下： 

 

有關「時」和「分」的學習表現 

 從鐘面中報時及寫出時間 

 撥動鐘面到指定時間 

 繪畫鐘面到指定時間 

 找出「開始時間」、「時段」及「結束時間」 

 

老師在設計教學時，期望能讓學生循序漸進地逐步掌握不同的技巧，層層而上地建構及

鞏固當中的概念，並且配合學生在不同年級的能力及經驗進行學習，故此在「報時、寫時間、

撥鐘面及畫鐘面」方面，小一學生只需處理「正時」及「半時」的情況，而小二則會涉及「時」

和「分」；在找「開始時間、時段及結束時間」方面，很多學生均感到學習困難，學校主要以

時間線作為學習策略，雖然學校在小二時才教授有關內容，但為了讓學生在小二時能較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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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當中技巧，學校在小一時已初步引入時間線的概念，但只涉及時間的次序而不涉及時段等

問題，而在小二處理有關問題時，也只涉及「不進時」及「不退時」的情況，更不會跨過上

午或下午，涉及「進時」及「退時」的情況則會留待小三時才處理，小三時也會嘗試配合「24

小時報時制」的概念，處理有關跨過上午或下午的問題，但仍不涉及跨日等較艱深的題目。 

 

教學策略的實踐 

 

老師在分析了課題的概念及根據學生的能力設定了期望表現後，便共同設計教學策略。

老師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協助他們建立清晰的數學概念，亦考慮到學生有不同的個別性及

能力上的差異，故構思教學時融入了一些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元素。首先，了解到不同學生在

學習時會偏向不同的模式，老師在教學時除了透過語言及文字讓學生理解及表達概念外，也

讓他們多作實物操作，以增加他們的動手經驗，並配以圖像，使他們能從視覺中具體地理解

概念。此外，老師除了按學生的能力，讓學生分階段達到不同的成效指標，亦細緻分析學生

的學習難點及學習步驟，把建構概念的過程分拆成細小的步伐，使學生能逐步建立概念。老

師並透過高、中及低不同能力的分層課業，促進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成效，課業設定了對學

生的基本要求，透過不同程度的指引，協助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習，能力稍遜的會強調鞏固基

本概念，能力稍高的則讓他們有提升的機會。其他策略方面，老師透過預備、建立及鞏固的

教學循環，確保學生有足夠的先備知識，在學習到新的知識後，亦有適切及相關的練習以作

鞏固；老師亦在教學中加入了生活化的情境，使學生更容易理解教學，並在課堂中加入探究

及解難元素，以提高學生的解難能力及學習動機。  

 

具體到抽象 

 

學習活動的設計強調透過實物操作，讓學生觀察現象及以圖像記錄，讓學生從具體經驗

中逐步建立抽象的概念。學習工具主要為聯動鐘，學生透過以順時針方向撥動分針，從觀察

時針和分針的聯動關係中了解時和分的概念，從鐘面的閱讀、撥動及繪畫，逐步提升學生掌

握概念的程度及要求。聯動鐘同時配合時間線的運用，協助學生了解及應用時刻及時段的概

念，由撥鐘到時間線記錄，學生可更具體地掌握時間線的功用。 

 

探究及解難 

 

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培養他們的探究及解難能力，在學習過程中，老師鼓勵學

生多探究，從觀察中發現，並嘗試解釋現象。老師為了讓學生更清晰時和分的關係，著學生

觀察在不同時間中，時針和分針的位置變化及其規律，學生從中了解到時和分所表示不同的

「時間量」，以致它們大約的比例關係，例如 40 分鐘是多於半小時的。學生從鐘面的閱讀及

撥動中觀察及發現時和分的變化及規律，於繪畫鐘面時便能應用結果，顯示對概念的掌握程

度。老師亦透過解難題目（例如：當開始時間及所需時段不同時，猜猜誰會先到達目的地？），

引起學生疑問，從而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鼓勵學生運用所學技巧解決實際問題。 

 

語言的運用 

 

在時間中運用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需經常運用語言表示時間，運用語

言仔細地先描述分針及時針在鐘面上的位置，也能強化學生報時及寫時的能力。由於學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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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為學習數學的語言，在報時及寫時方面比起以中文學習加添了一重困難。在英語中描述

時間，若分鐘在 30 或以內的會用「past」，且會是剛過去的「時」和「分」，例如 2 時 10 分會

讀作「10 minutes past 2」；但在 31 至 59 分則會用「to」，且會是將會到的「時」和還欠多少

才到 60 的「分」，例如 2 時 40 分會讀作「20 minutes to 3」。學生若能運 用語言及分別指著

鐘面指針，先後描述分針及時針的位置，然後判斷是用「past」或「to」，以及表示「時」和

「分」的數，則有助連繫鐘面及所報的時間，同時可建立報時的程序，以及建立在報時前先

思考的習慣。 

 

生活化情境 

 

「時間」在小學數學中屬度量範疇的課題，和其他度量範疇的課題一樣，強調生活化及

應用，讓學生在學習時連結生活經驗，不但可促進學生的理解，同時可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

中應用，加強學習成效。老師透過講故事及學生生活中的實例將時間的概念自然地引入教學

中，讓學生更容易投入課堂的學習，以及感受學習的趣味性。老師亦透過情境引伸出一些在

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讓學生思考及解決，使學生更容易代入情境中，加強了解題的動機。 

 

概念的分拆 

 

老師依據學生的學習過程及需要，細緻地分析及分拆不同概念的建構步驟，讓學生循序

漸進地按小步子學習。在鐘面方面，學生需先了解時針及分針的關係，包括它們移動的快慢，

以及當分針移動一圈即表示時針移動一格。學生亦需懂得把鐘面分成前半及後半，當分針在

前半時，會用「past」，指剛過去的時，向順時針方向數，時針則會在一格中的前半格；而當

分針在後半時，則會用「to」，指將會到的時，向逆時針方向數，時針會在一格中的後半格。

學生需逐步建立及理解當中程序，才能達致預期的學習成效。在時間線方面，老師把解題層

面分類為找「開始時間」、「時段」及「結束時間」，讓學生逐步掌握當中技巧，而在級與級之

間也按難度讓學生先認識時間線的概念，包括「點」是表示時刻，而「格」則是表示時段，

然後讓學生運用時間線解決「不進時」及「不退時」的題目，到最後才讓學生解答「進時」

及「退時」以致跨上午或下午的題目。 

 

有效的課業 

 

老師透過有效的課業實踐教學，共同構思及設計的課業主要為配合課堂教學而設，以建

構學生概念為方向及目標。老師亦透過「預備」、「建立」及「鞏固」三類型的課業，在每一

教學重點中，讓學生先溫習有關的先備知識，然後在課堂中建構相關概念，當理解概念後再

鞏固及強化所學，讓學生有系統地掌握每一概念。為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老師亦設計

了分別照顧能力稍高、一般及稍遜學生的分層課業，讓學生透過不同程度的協助，達致基本

的學習要求，並按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加強鞏固概念或提升能力的教學。 

 

總結教學經驗 

 

李陞大坑學校的老師總結教學經驗，認為需深入分析教學內容，並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

學習進程及學習需要，從而設計適切的教學活動。在教學時應以多元化形式照顧學生的學習

需要，學生如能配合實物操作、圖像及符號等多樣化模式進行學習，則較能投入課堂及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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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概念。此外，語言運用亦能協助學生連結不同的學習經驗及強化所學知識。老師反思到

應常以學生角度思考問題，並以具體及細緻的教學安排及設計作出回應，方能提升教學質素。

老師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正面的學習態度，學生如能在靈活、有趣及生活化的情況

下學習，即使學習成效有異，仍可以擁有濃厚的學習興趣及滿足感，這才是老師送給學生最

寶貴的禮物。 

 

老師在這教學模式下已經歷幾年的嘗試，發覺不同年級的學生在這課題的學習上均有進

步，不同能力的學生在閱讀及繪畫鐘面方面均比以往的有較佳的表現，在解答開始時間、時

段及結束時間的問題上亦較有把握，減少了以往學生感到題目艱深而產生的恐懼感，部份學

生亦能解釋當中理念，顯示深入理解解題策略。老師在課堂觀察中，注意到學生十分投入課

堂，並能按步完成學習活動，逐漸掌握所學概念。 

 

在這次研討會中，老師期望能和其他學校的老師，分享及交流他們探討這課題時的經歷

及所思所想，包括他們如何從分析學生難點到設計教學的經歷，以及如何透過不同策略照顧

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老師會以學生在課堂及習作中的表現闡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

現及轉變，從而回應對此主題的看法，並希望與參與研討會的老師有所交流，共同探討及思

考如何有效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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