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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本經驗

2. 如何透過開放性問題，鼓勵學生主動投入
學習活動，促進同學間之互動，幫助學生
學習周界和面積，並靈活運用概念解答當
中難題。

3. 課研的分享、反思及展望

4. 持續修訂以優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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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教學設計
•強調讓學生在有計畫的開放課堂中，利用
開放式難題，鼓勵學生運用數學知識嘗試
解題，並用多角度的思考來建構概念，而
非傳統地追求單一的答案（Miwa, 1991）。

•Nohda（2000）亦提出開放式教學法應
以開放式問題為中心，老師鼓勵同學積極
地討論，讓學生自主地運用數學概念來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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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教學設計
•Vygotsky 更發現學生在小組內能透過討論，綜
合同學的觀點，從而解決問題，過程中同學的
討論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鷹架 (Slavin, 2012)。

•另外Kazemi（2008）強調老師不應在教學過程
中，只討論正確的解題方法，而忽略其他錯誤
的答案，應讓同學展示不同的或錯誤的解題方
法，並鼓勵他們解釋其方法，讓其他同學理解
其犯錯的原因，這樣才能深入澄清概念，藉此
改變與重組學生的認知結構，提升他們的認知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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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教學設計
•美國全國數學教師協會曾提出「學生在課
堂學習的經驗是主要影響數學概念的理解
層次」(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1989)。

•因此 Schoenfeld (1991;1992) 強調：老
師需要運用開放式教學，創造一個適合學
生思考數學的環境，讓學生在解難的過程
中，不斷思考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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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 謙遜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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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真正好處及需要著想

因材施教

無限慈愛、永不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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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辦學目標，以基督為典範，
會祖聖女瑪大肋納嘉諾撒「心靈陶育」為依歸，
實踐全人教育。

培育學生熱愛生命、積極學習、關懷弱小及
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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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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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的關注事項 (2017-2020)

1.心靈陶育課程 -仁愛

2.學習社群
語文支援服務計劃(小四英文科) 
校本支援服務計劃(小三數學科) 
電子學習(小四數學科)
電子學習(小五中文科)
STEM (小五常識科)

3.聖家小兵丁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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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特性

•支援模式

•引入電子教學

共同備課

課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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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理念設計

•以學生為中心
•針對課題的教學難點設
計教學內容

•讓學生從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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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教學怎樣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從課程層面

•電子教學配合實作活動
•由低年級開始設計不同的課業
•課業中加入探究的學習，延展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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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開放式的問題
•鼓勵學生主動及投入活動
• 學生在學習上有錯誤時，教師
不立即作出判斷

• 課堂給予學生互相討論的時間

從教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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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課題

年級 學習範疇 課題

三 圖形與空間 垂直和平行

四上
度量

周界

四下 面積

五 度量 平行四邊形、
三角形、梯形，
多邊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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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垂直線和平行線
設計課業的原因
•部分學生只以直觀方法來判斷垂直線和平行線

•部分學生用一把直尺量度，欠準確性

•引入三角尺
•讓學生明白兩條線相交形成直角，才可互相垂直
•讓學生判斷平行線的間距是相等和平行的

•引入平板電腦便於配合三角尺和直尺進行探究
活動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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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節數 教學目標

一至二 • 學生認識垂直的概念後，能辨別垂直線

三至四 • 學生能運用三角尺和直尺來找出垂直線，並能加上直角符號

• 學生在工作紙上繪畫後，以三角尺驗證

五至六 •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製作垂直線
• 使用三角尺和直尺，在方格紙和釘點紙上畫出垂直線

七 • 認識平行的概念後，辨別平行線

八 • 學生能運用三角尺和直尺來找出圖形中的平行線，並加上平行
符號

九至十 •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製作平行線
• 並能用三角尺和直尺，在方格紙和釘點紙上畫出平行線
• 學生反思 19



(一) 學生在工作紙上繪畫後，以三角尺驗證

(二) 學生在平板電腦上嘗試繪畫直角

第五節至第六節

•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製作垂直線

• 使用三角尺和直尺，在方格紙和釘點紙上

畫出垂直線

(三) 學生在平板電腦上繪畫後，以三角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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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在平板電腦上繪畫時，運用三角尺協助及
驗證

(五) 學生在工作紙上繪畫時，運用三角尺協助及驗證

(六) 學生在平板電腦上繪畫時，運用三角尺協助及
驗證，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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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節數 教學目標

一至二 • 學生認識垂直的概念後，能辨別垂直線

三至四 • 學生能運用三角尺和直尺來找出垂直線，並能加上直角符號

• 學生在工作紙上繪畫後，以三角尺驗證

五至六 •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製作垂直線
• 使用三角尺和直尺，在方格紙和釘點紙上畫出垂直線

七 • 認識平行的概念後，辨別平行線

八 • 學生能運用三角尺和直尺來找出圖形中的平行線，並加上平行
符號

九至十 •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製作平行線
• 並能用三角尺和直尺，在方格紙和釘點紙上畫出平行線
• 學生反思 22



(一) 以三角尺驗證後，學生未能在平板電腦繪畫出

平行線

第七節至第十節

(二)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製作平行線

(三) 並能用三角尺和直尺，在方格紙和釘點紙上

畫出平行線

(四) 學生在平板電腦上更正錯誤的平行線，以

三角尺驗證

(五) 學生在平板電腦上繪畫後，以三角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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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使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較使用傳統釘板更靈活

•進行驗證時，學生能把三角尺和直尺放置在平板電腦
上；相反，傳統釘板則較難作此驗證

•使用平板電腦能讓學生更有效掌握點對點的概念

•學生能更清楚掌握正確的直角和兩條平行線之間的距
離是永遠相同

•學生從二人小組合作中可獲得即時回饋和進行修正結
果，加強溝通和協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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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難點

•三年級學生初次接觸平板電腦和三角尺

•平板電腦多點觸控，學生較難掌握

•部分學生只以直觀方法來判斷垂直線和
平行線

•部分學生用三角尺量度欠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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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教學
1.學生預習Geoboard的網上版
2.建議校方增添智慧觸控筆
3.透過同儕互評，改善直觀方法來判斷垂直線和平行線
4.着學生認知三角尺和直尺的分別及好處
5.強調繪畫直垂線時，要學生留意釘點對釘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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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周界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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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目的

第一教節 1. 重溫公里、厘米、米及毫米的單位轉換。

2. 學生能說出周界的定義。
（平面圖形最外圍的界線）

3. 學生能分辨哪些閉合圖形的周界。

4. 學生能運用工具（繩和直尺）找出含有曲線圖形的
周界。

第二至三教節 1. 學生能運用厘米尺量度各圖形的邊長，並運用不同

的方法計算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界。
2. 學生運用公式計算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界。

第四教節 1. 透過運用不同圖形的特性，計算圖形的周界。

第五教節 1. 透過運用不同圖形的特性，由周界找出各圖形未知

的邊長。
第六教節 1. 應用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公式解決周界應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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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目的

第七教節 1. 應用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公式，由周界找出各圖形未

知的邊長。

第八教節 1. 計算平面圖形的周界。

2. 學生透過已知平面圖形的周界，找出圖形的邊長。

第九至十教節 1. 透過移「邊」換「形」的活動，探究計算矩形周界

的方法。
2. 判別哪些圖形能利用移「邊」換「形」的方法來計

算周界。

第十一教節 1. 計算多邊形的周界。

第十二教節 1. 利用矩形周界的公式計算有關相片與相架不同的周

界。

第十三至十四教節 1. 運用解難策略來探究矩形內分割為兩相鄰圖形的周

界是否相等。



（一）長度單位

重溫已有知識
公認單位 (mm、cm、m、km等)
複名數轉化為單名數或由單
名數轉化為複名數

選用合適的量度工具(滾輪、
捲尺、直尺)來量度物件的周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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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找出圖形的周界

30

B B B

A AA

 介紹周界的定義
– 圖形最外圍的界線
– 用手指沿着圖形外圍的界線

– 在閉合圖形(如圖A)的其中一點 開始

–圖B不是閉合圖形，用手指沿着圖形外圍的界線，
不能回到開始的位置。



（三）量度曲線圖形的周界
先估計各周界的長度

利用繩子和直尺等工具來找出圖形的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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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度圖形的周界
 重溫長方形的特性

 量度長方形各邊長

 引導學生利用長方形的長和闊的特性，從而

找出計算長方形周界最快捷的方法。

長方形的周界 = 長＋闊＋長＋闊

長方形的周界 = 長 × 2＋闊 × 2

長方形的周界 =（長＋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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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算正方形及長方形
的周界



（七）計算不同圖形的邊長
 利用正方形的周界公式轉化其他公式：

–正方形的周界=邊長 × 4
→正方形的邊長=周界 ÷ 4

 利用長方形的周界公式轉化其他公式：
–長方形的周界=(長+闊) × 2
→長方形的長=周界 ÷ 2–闊
長方形的闊=周界 ÷ 2–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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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移「邊」換「形」
常犯錯誤

1. 移「邊」換「形」後，因圖形形狀改變，學生容易誤會周界
亦改變了。

2. 學生在「改變」多邊形的形狀來計算周界時，有些

邊會多了出來（不在矩形周界上的線)，容易遺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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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移「邊」換「形」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移動圖形部份的邊線砌出矩形

(介紹水平線和垂直線)。
– 學生發現適當地移動圖形的邊並不會改變圖形的周界。

2. 學生能發現在「改變」多邊形的形狀來計算周界時，有些

邊會多了出來（不在矩形周界上的線)，不能遺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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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給予各組學生12枝木棒，任意砌

游泳池的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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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能發現在一個圖形中，分割線的長度是
相同的。

2.學生能發現，若在矩形的對角(A點、C點)加
上線段，則無論其中間位置(B點)怎樣改變，
兩個相鄰圖形的周界也是相同的。

3.學生能探究出圖形的大小與周界是沒有關係
的。

4.學生能夠發現圖形中虛線的兩端位置是會影
響分割圖形周界的大小。

5.學生能應用相關知識於其他平面圖形。

（十二）兩相鄰圖形的周界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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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 
 老師利用長方形紙的對角線(一條直線)，

分割成兩個相鄰的圖形，學生能發現它們的
周界是相同的。

教學流程

活動(2) https://www.geogebra.org/m/vyh9WQYD

 老師提問學生若在長方形的對角，加上兩條
直線，分割成兩個相鄰的圖形，它們的周界
會相同嗎﹖

 學生2人一組，利用iPad﹕周界(1)，配合工
作紙(P.1)，自行找出答案。



這兩個相鄰圖形的周界相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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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 https://www.geogebra.org/m/uAAceCKj

 老師提問學生，若分割線
A點、B點固定不變，只改
變C點的位置，所分割成
的兩個相鄰圖形，它們的
周界會相同嗎﹖

 學生2人一組，利用iPad﹕周界(2)，配合
工作紙(P.2)，自行找出答案。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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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80+50

42

Y﹕80+60
X﹕80+60

Y﹕80+30 Y﹕80+10

A C 的虛線為「共同邊」

這兩個相鄰圖形的周界相等嗎﹖

X﹕80+60+10 X﹕80+60+30 X﹕80+60+50



教學流程

活動(4)﹕延伸練習

 學生把課堂的學習應用到相關的題目中，
即完成工作紙 (P.3)。

 判別分割成的兩個相鄰圖形，它們的周界是否
相同﹖並說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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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建議

 由於她們對「四邊形」的認識頗
為深入，故在課堂中，學生能運
用四邊形的特性及數學語言來解
釋有關結果。

 學習移「邊」換「形」時，運用
電子學習較傳統使用木棒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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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建議

 學生平時較少接觸「相鄰圖形的
周界」這類高層次的思考題目。
故此在她們的學習過程中，起初
的思考過程並不清晰，易被圖形
的大小或形狀而影響判別周界的
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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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糾正錯誤後，學生的表現有所
進步。在延伸練習中，大部分學
生亦能自我完成及解決問題，選
擇正確的答案。

 這課節的教學是值得的，因可融
合學生的已有知識、提高學生的
興趣、刺激學生的思維模式，擴
闊她們對數學領域的知識，從思
考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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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次 教學目標

第16課
平行四邊形面積

1. 學生能找出平行四邊形的底及高

2. 學生能推算公式並計算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第17課
三角形的面積

1. 學生能找出三角形的底及高

2. 學生能推算公式並計算三角形的面積

第18課
梯形的面積

1. 學生能找出梯形的上底、下底及高

2. 學生能推算公式並計算梯形的面積

第19課
多邊形的面積

1. 學生能重溫計算矩形、三角形、平行四邊形及

梯形面積的方法

2. 學生能運用分割及填補法找出多邊形的面積

3. 學生能處理圖形重疊的面積計算

五年級 面積 單元設計

47



第16課 平行四邊形面積

• 底→繪畫高

16.1 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

• 高→繪畫底

• 透過平版電腦，探究長方形與平
行四邊形的關係

16.2 推算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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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實作剪貼和拼砌，推算平行四邊形
面積的公式

16.2 運用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 計算面積

• 計算底或高

49



第17課 三角形面積

17.1 三角形的底和高

• 高 → 繪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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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課 三角形面積

17.1 三角形的底和高

• 相同的顏色線 → 表示底和相應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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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推算三角形面積公式

• 透過平版電腦，探究平行四邊形
與三角形的關係

• 透過實作剪貼和拼砌，推算三角形面積
的公式

17.2 運用三角形面積公式

• 計算面積

• 計算底或高
52



17.2 認識三角形的底、高與面積的關係

• 透過平板電腦，探究三角形在同底同高，
但形狀不同的情況下，面積有甚麼變化

• 透過平板電腦活動，普遍學生對三角形
在同底同高，但形狀不同的情況下，面
積的變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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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課 梯形的面積
18.1 釐清梯形上底、下底與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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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推算出梯形的
面積公式。

學生利用梯形公式計算面積

學生透過計算逆向題目，加深對梯形公式的了解。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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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補法

將多邊形填補成一個方便計算的大圖形，
然後減去填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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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課 多邊形面積

19.1 利用各平面圖形拼砌多邊形

19.2 利用最少分割的原則分割圖形



• 學生能利用填補法計算多邊形面積。
57

• 學生能從不同圖形的拼貼活動，發現：

a) 著色部分的面積

= 全圖面積 - 白色部分圖形的面積

b) 白色部分圖形無論在著色部分的
任何一角，其面積都是相同。

19.2 利用最少分割的原則分割圖形

• 透過拼貼活動，讓學生發現一些多邊形，需
要在圖中補畫虛線，使成為一個平面圖形，
才能利用填補法計算面積。



19.3 圖形重疊的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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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利用手上兩個長方形，拼出一
個面積等於 92cm2 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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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試在圖形上畫上虛線，
再說出如何找出圖形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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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試在方格內寫出計算
圖形面積的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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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運用

 當圖形重疊時，面積只計算 1 次 (活動一)
 多邊形面積計算(分割/填補) (活動二)
 運用長方形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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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多解的原則

• 學生嘗試運用不同的解題策略計算多邊形的面
積。綜合各解題策略，探究最便捷的計算方法。

• 學生能從多邊形中，找出最快捷方便的方法計
算多邊形的面積，並理解用分割法或填補法計
算多邊形面積，其結果也是相同。

• 學生2人一組，各人用不同的方法(分割法和填
補法)來計算同一圖形的面積，從而找出其中
最快捷方便的方法計算多邊形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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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探究出一些沒有
足夠資料的多邊形，只
可利用一種方法，分割
法或填補法來計算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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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沒有足夠資料的多邊形

讓學生嘗試找出圖形中有否足夠資料計算圖
形的面積，為下一課的高思維探究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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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驗，學生遇到多邊形的題目時，不
懂如何運用分割法和填補法幫助計算。透
過課業活動，學生動手操作，剪貼不同的
圖形作拼貼活動，再在圖形中補畫虛線，
學生便能逐步建構知識，面對高層次思考
的題目時，亦能有信心自行完成。

總結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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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反思

•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了
•學生勇於嘗試學習
•穩固了學生的抽象概念
•學生在周界和面積的題目明顯有進步
•二年級可引入三角尺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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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重視學生思考的過程

2.對基礎概念的掌握

3.提升學生理解的層次

4.鼓勵學生自由地運用多角度思考及

用不同的方法討論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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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 校本課程規劃

• 教學及行政互相協調

• 老師的認同、實踐及不斷

反思改進

• 持續修訂以優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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