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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近年來，香港的教育工作者都十分珍視每位學生的獨特性，希望善加運用同

學的特質，創設互動的空間，善用同學的個別性，營造和諧共融的學習環境。教

育局近年來在課程文件，如《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

六）》，強調「照顧學習多樣性」，鼓勵老師正面地照顧不同能力及表現同學的學

習需要（課程發展議會，2014）。課室內每一位同學確實是與別不同的，他們有

着不同的社經背景、個人特質、學習動機、興趣、學習風格和能力等，當學校規

劃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策略時，必須著力於整體的規劃，如推動關愛的校園、

各級分班的策略、班主任在班內經營的合作學習模式、以至剪裁課程和課堂學與

教分層推展的方法等。教師應該按各班的能力及特點，按學習需要，設計不同的

教學活動及學習任務，再選取恰當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習效能。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基本概念與運作原則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基本概念與運作原則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基本概念與運作原則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基本概念與運作原則 

 

根據《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建議，需將教

學的內容、過程及成果，為不同能力的學生作出適當的調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14）。根據美國維珍尼亞大學東尼遜教授（Carol Ann Tomlinson）所提出的「差

異化教學」，相信每位學生的學習起點、興趣及能力都不相同，不應該在課室內

以相同方式及指定的時段，做同一樣的事情，故建議將學習的目標分成不同層次

（Tomlinson, 2001），最好能設計配合鷹架式的學習架構，而學習的步驟應針對每

個層次的難點，設計多元的學習方式。 

 

在數學科的學習中，要實踐「差異化教學」，重點在基礎概念，在數字運算上

可選擇由簡單至繁複，內容由具體至抽象，活動的設計由動手操作至推理探究

等。由於香港課室內每班的人數多，實在不容許衆多的學生自行選擇某一種方式

學習，建議老師們在教學的基礎部分，主要運用多元的教學方式，引導不同能力



學生學習基礎的概念，以達至一致的學習目標，當同學都能夠掌握最重要的概念

部分後，再採用分層的方法，讓學生自行選擇適合自己難度層級的學習活動。 

 

在這種教學方式之下，老師備課的要求高了不少，在理解及編排教材上，老

師需要更深入分析課題的縱向課程設計，並了解學生過往的學習經歷及謬誤，針

對學生的已有知識，設計前測，作為編排整個教學單元的起點。另一方面，老師

把各班學生的程度大致分為三組，然而這些組別並不是固定的，老師會在教學過

程中不時按學生的表現改變分組方式。在編排教材方面，老師將學習的基礎目標

分成不同層次，除了根據鷹架式的學習架構外，還在教學過程中，因應學生的學

習多樣性，委派學生進行不同的學習任務，或進行多元的學習活動，希望對學生

有不同的要求，從而達到分層指導的效果，亦令更多學生可以依照自己學習步調

來學習。這些學習的步驟會針對每個層次的難點而設計，並配合多元的學習方

式，最終達到層層遞進的目的，全面地提高學習成效。 

 

校本發展經校本發展經校本發展經校本發展經驗驗驗驗 

 

沙田循道衛理學校的老師，揀選了四年級的「周界」、五年級的「面積」及六

年級「圓的周界」等課題，進行課研。過程中，老師詳細規劃及設計各課題的單

元教學，期望能提升老師在課堂上運用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策略。老師們進行

同儕備課、觀課及反思，將累積的校本經驗與同工分享。雖然所運用的策略，比

傳統的單一教學模式複雜，但老師們都非常投入，樂於嘗試推行。在課堂教學中，

雖然學生的學習過程各異，但老師要求所有學生都能掌握基礎部分。教學時，老

師通過集體教學、小組學習及自學等三種學習形式的組合，鼓勵學生之間進行互

評，及個別化地自行選取延伸活動。 

 

小四小四小四小四「「「「周界周界周界周界」」」」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 

 

整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教學設計，主要集中在周界概念的建立，同學需

發現長方形、正方形周界的計算公式，並透過探究指定正方形的周界，逆向地求

岀正方形的邊長，當同學都能成功地尋找到正方形邊長的方法後，老師便開始進

入另一層階，讓不同能力的同學自行探究找出長方形的長或濶。當中老師引入多

元的策略，讓同學探究不同長方形的周界，同學都能發現長方形的長或濶與周界

的關係。 

 



在設計探究不規則圖形周界的方法時，老師們希望同學能透過合作學習，讓

同學輪流在不同形狀的多邊形上移動各邊，嘗試發現可運用平移的方法，移動多

邊形的邊，推至成為矩形，以方便計算周界。活動中安排不同能力的學生輪流完

成不同難度的題目，特別運用實體的、可移動的邊，以協助後進的同學，讓他們

能移動具體的邊來探究。觀課所見，學生都非常投入探究活動，能夠輪流完成任

務，又能互相監察提醒，各成員均勇於提出不同的探究結果，再加以有系統的整

理，令活動的效能提升不少。 

在能力較高的班別，老師以解難活動引入概念。課堂中，老師希望同學探究

不規則圖形與矩形周界的關係。在課前他讓學生在家將周界為 12cm的正方形，

變化出多個周界相同的多邊形。同學可按個人的興趣及方式盡量畫出不同的多邊

形，然後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看有什麼方法能有規律地畫出最多數量的多邊

形。觀課所見，大部分學生都能畫出十多種不同的多邊形，只是未能窮盡所有，

最終發現有一位同學畫出最多的二十五種，並歸納出只要將正方形的邊，有規律

地平移入正方形內，便能製作出不同的多邊形。緊接此活動，老師又提出幾道分

層的開放式難題，基礎題目為：「在一個邊長是 3cm（即周界是 12cm）的正方形

內，試設計一周界最長的多邊形。」同學完成後，可挑戰進階難題，題目為：「 在

一個邊長是 5cm（即周界是 20cm）的正方形內，試設計多個周界最長，但不同

式樣的多邊形。」若果同學能完成以上兩題，便可挑戰終極難題，題目為：「 在

一個邊長是 7cm（即周界是 28cm）的正方形內，試設計出所有周界最長，但不

同式樣的多邊形，並解釋設計的法則。」在課堂完結前，老師發現該班同學中，

大半班同學能完成基礎題目，並挑戰進階難題，有幾位同學更很快便可挑戰終極

難題。 

 

小五小五小五小五「「「「面積面積面積面積」」」」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 

 

整個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大致和四年級的設計相似，主要讓學生探究梯

形的面積公式。在準備階段，老師與同學釐清梯形斜邊與高的概念，並介紹梯形

內各邊的名稱，以及上底和下底的定義。其後，老師便安排學生分組探究不同樣

式梯形的面積，能力較高的同學須將兩個不等邊梯形合併成四邊形，而後進的同

學則分別將等腰梯形及直角梯形合併，再利用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推算出一個梯

形的面積公式。觀課所見，各分組的同學，不論能力高或低，都能總結出梯形的

面積公式。 

 



計算多邊形面積時，老師希望同學能探究填補法的解題方法，老師在上課前

預先請學生準備好兩組圖形，一組為較大的圖形，從顏色方格紙上剪下 ; 另一組

較小的圖形，則從白紙上剪下備用，學生需先計算好這些圖形的面積。課堂上，

老師運用電腦軟件，展示當一個較大的正方形被一個較小的長方形覆蓋後，可能

出現的面積變化，再着學生觀察，如何找出覆蓋後之圖形面積。學生單憑直觀，

便能迅速地說出 ， 將正方形面積減去長方形的面積後，便可得出覆蓋後圖形的

面積，更能總結出無論如何放置長方形於正方形上，圖形的面積均相同。 

 

接下來，老師讓同學任意選取一大一小兩個圖形，隨意地互相覆蓋，讓同學

找出自擬圖形的面積。同學需要在設計後，先將計算好的答案隱藏在圖形後面，

再讓鄰座的同學計算，這樣同學在計算後可即時核對答案，提高即時回饋的效

能。當兩位同學互相挑戰後，老師便委派同學不同的任務，能力較高的同學獲發

一大兩小共三個圖形，覆蓋後的圖形變得更加複雜，更難計算，然而他們更加積

極投入活動，互相挑戰，同學都希望設計出更創新的圖形，讓其他同學計算，課

堂氣氛十分熱烈。 

 

在單元的鞏固和延伸部分，老師希望讓同學從計算不同層次難度的題目中，

整理並歸納出選擇分割法或填補法的法則，以達至既快捷又準確的解題方法。老

師採用分層自學的方法，將同學分成兩組，按同學的計算能力分成優秀及一般兩

組，兩組均以單元內三種不同難度的工作紙為主要教材，老師鼓勵每一位學生均

由第一層工作紙開始，完成後便核對答案，確定各答案都正確無誤後，他們便可

進階挑戰第二層及第三層較難的題目。當同學完成所有工作紙，並得到老師確認

後，便可成為小老師，協助有需要的同學。 

 

這樣，老師好像沒有直接參與課堂，然而她的角色就好像催化劑，推動學生

不斷挑戰自我。當同學遇到問題，她會協助疏理難點，並給予即時的回饋和建議，

讓學生順利完成解題，再挑戰其他層級的題目。老師也特別設計了獎勵貼紙，以

鼓勵同學，不同能力的同學都非常投入課堂，效果理想。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圓周圓周圓周圓周」」」」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的教學過程 

 

老師在六年級的圓周教學中，滲入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策略。在探究圓的特質

及圓周率時，讓學生多作具體操作，引導他們運用圓規繪畫圓形及由圓形部份組

成的圖形，再探究計算圖形周界的方法。老師們相信，若同學能繪畫出圖形，便



能掌握計算圖形周界的方法。在計算圖形的周界時，也可因應圖形的複雜程度，

分成不同的難度層次，讓學生不斷挑戰更高階的題目。 

 

開始時，老師運用了不同的方法協助同學分析圖形，如用繩子圍繞圖形的外

圍，用圓規判斷圓心及半徑，以及摺紙。老師在共同備課時，將各類型的題目分

了類，由淺入深及由簡單至繁複。為着令計算能力一般的同學也能解題，題目會

用簡單的數字，期望同學能掌握分析題目的方法，並鼓勵他們挑戰更複雜的圖形。 

 

當同學都能解決大部分的基礎題目後，老師便引入解難題目，同學要分析一

個有圓部分的圖形，並以最快的方法推算其周界，當中牽涉的圓形在其直徑上有

不同大小的半圓。同學先要計算此類圖形的周界，再推算出原來這些圖形的周界

和一個大圓的周界是相同的。由於同學的能力相當高，計算亦十分準確，所以很

容易找到答案並嘗試解釋原因。 

 

老師嘗試把照顧學習多樣性之策略滲入日常教授之課題內，優化教材，以推

動同學提升高層次思考能力，當中特別針對能力較高的學生，安排分層課業，讓

同學加快接觸較深的難題或課程內容，並加入課程以外及程度較高的內容，增加

學生的課外知識，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在兩年支援期間，老師們嘗試採取不同的方法，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我

們分別從不同能力學生的成績、訪談及他們所寫的日誌中，了解到學生的進步。

老師們發現這些教學策略，能整體地提升不同程度學生的數學能力，有效增強學

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激勵他們追求數學知識; 在學習態度方面，學生的學習動

機、學習的主動性均明顯提升，尤其能力一般或較低的學生，不但在課堂上表現

得較主動，還勇於嘗試及踴躍參與其他層級的數學學習，在課後，更主動向老師

請教及索取富挑戰性的數學題目。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如何照顧學習多樣性，一直是教師們的關注，而「差異化教學」的理念，正

能回應這關注點。沙田循道衛理學校的數學老師，嘗試在兩年支援期間，引入各



種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具體策略。他們總結到，在實施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以

下各項： 

 

1. 透過前測，了解學生的已有知識。老師們需要預先計劃，以多種方式協助所

有不同能力的學生，達成基礎的學習目標，只是學習的方法可以不同、進度

亦可以不同。老師在計劃教學時，盡可能細心設計內容，在教學時針對學生

的能力調整步伐。 

 

2. 以學生為中心，設計有趣的、生活化及富挑戰性的活動。在課堂中，老師透

過不同方式的評量，以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老師可透過課堂討論、學生作

品、課堂觀察等，深入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從而調節對個別學生的要求，

委派適合他們的任務，這樣學生才有興趣繼續學習，積極參與活動，努力達

到老師的要求。 

 

3. 在進行分組時，老師通常會將不同程度的學生分配於各組，並進行合作學習，

但因各組都有一至兩位能力一般或較弱的學生，為免有標籤的效應，老師會

以鼓勵或獎勵幫助同學，還可考慮不時轉換分組模式，以避免產生標籤的負

面效果 （課程發展議會，2002） 。 

 

4.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課堂活動可參考下列教學流程進行： 

（1） 大班教學：教師與整班同學共同探索主題。 

（2） 小組探索：學生分組完成任務，老師幫助他們理解關鍵概念及進行不

同層次的思考。 

（3） 分享：學生在完成任務後向全班滙報，互相學習。 

（4） 個別學習：學生依照各自的學習階段，選擇感興趣的領域進行延伸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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