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uestionnaire number: KT-M-S-                        

 中學卷 

 

 

 

學習領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委託

了解學校在這一年來實施課

此，請有任教初中班級的教

／負責人匯集，連同「問卷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

這次調查以不記名方式進行

查詢，請致電2788 9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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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教師填答 

 

域課程實施情況調查 (2003)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進行以上調查，期望蒐集資料以

程的情況，以便將來更有效地支援學校推動課程改革。為

師填答以下問卷，並於2003年7月23日或之前經 貴校校長

填答紀錄表」，以夾附的回郵信封，寄回九龍九龍塘達之路

傅德英女士收。 

，所有填答的資料絕對保密，只用於課程實施的評鑑。如有

034研究助理傅德英女士。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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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請細閱以下各題，在適當方格內加「 」以表示你的選擇；如有需要，請在橫線上寫

出你的意見或建議。 

 

一、 學校課程的宗旨和發展策略 
 

 1. 以下是透過學校課程改革，期望在十年內能夠達到的學習宗

旨。整體來說，你對這些宗旨有多認同呢？  
非常
不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認同 

非常
認同 不知道

 • 學生明白自己在家庭、社會和國家所擔當的角色和應履行
的責任，並關注本身的福祉 

 • 學生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致力貢獻國家和社會 
 • 學生養成獨立閱讀的習慣 
 • 學生積極主動及有信心地以中英兩種語文（包括普通話）

與人溝通和討論 
 • 學生發展創意思維及掌握獨立學習的能力（例如批判性思

考、資訊科技和自我管理） 
 • 學生全面掌握八個學習領域的基礎知識 
 • 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並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

賞能力 

□ □ □ □ □ □ 

 
 

 2. 以下是本學習領域的課程宗旨。整體來說，你對這些宗旨有

多認同呢？ 
非常
不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認同 

非常
認同 不知道

 • 培養學生構思、探究、推理、傳意及解決問題，以及從美學
和文化的角度欣賞數學的能力 

□ □ □ □ □ □ 

 
 

 3. 以下是本學習領域的短期（2002-06 年）課程發展方向和策
略。整體來說，你對這些發展有多認同呢？  

非常
不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認同 

非常
認同 不知道

 • 避免無意義及過份的操練 
• 調適數學課程以配合學習差異，從而可進行專題研習、探
究、鞏固/增潤活動等有關活動 

 • 鼓勵更多教師/學生的互動 
• 幫助學生發展積極的數學學習態度 

 • 採用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以引起學習興趣及培養思維能
力 

 • 適當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活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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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閱讀 4. 你有閱讀以下課程指引及配套資料嗎？ 如有閱讀，你認為這

些指引對你推行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有多大幫助？ 未有
閱讀 完全

沒有
幫助

幫助 
很小 

有些 
幫助 

 
幫助
很大 無意見

a)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 □ □ □ □ □ 

b)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 □ □ □ □ □ 

c) 中學數學課程綱要: 數學科(中一至中五)1999 □ □ □ □ □ □ 

d) 附加數學課程指引(中四中五) □ □ □ □ □ □ 

e) 中一至中五數學科教學資源套  

  1: 運用資訊科技 

  2: 照顧學習差異 

  3: 培養高層次思維能力 

□ □ □ □ □ □ 

f) 中一至中五數學科學與教資源套 

  4: 數與代數範疇(第三學習階段) 

  5: 度量、圖形與空間範疇(第三學習階段) 

  6: 數據處理範疇(第三學習階段) 

□ □ □ □ □ □ 

g) 中學數學科輔導教學 □ □ □ □ □ □ 

h) 促進學習的評估（中學數學科）開放式問題 □ □ □ □ □ □ 

 
 

 

 
不銜接 部分銜接 

 
銜接 不知道 

5. 你認為現時本學習領域中各科中學會考課程（中四至中五），

與本學習領域中一至中三階段的課程改革銜接情況如何？  □ □ □ □ 

 
 

6. 本部分（學校課程的宗旨和發展策略）其他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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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行課程改革的信心和能力 

 
信心程度 能力程度  7. 作為本學習領域的教師， 

- 你有多大信心可以在 貴校推行以下的策

略？ 
- 你認為自己推行這些策略的能力如何？ 
 

信 
心 
很 
小 

< ----------------->

信 
心 
很 
大 

能 
力 
很 
低 

< ----------------->

能 
力 
很 
高 

   0 1 2 3 4 0 1 2 3 4 
 a) 參與調適課程，以照顧小六級與中一級的連

貫性 □ □ □ □ □ □ □ □ □ □ 

 b) 參與調適課程，以照顧中三級與中四級的連
貫性 □ □ □ □ □ □ □ □ □ □ 

 c) 圍繞學習目標發展學習重點，對應學習重點
設計學習活動 □ □ □ □ □ □ □ □ □ □ 

 d) 透過本科、跨科或跨學習領域的專題研習，
鼓勵學生自我學習 □ □ □ □ □ □ □ □ □ □ 

 e) 促進學生閱讀中學習的策略，提高學生自學
能力 □ □ □ □ □ □ □ □ □ □ 

 f) 推動閱讀與數學有關的參考書、雜誌/刊物 □ □ □ □ □ □ □ □ □ □ 

 g) 把品德和公民教育滲入本科/學習領域的學
習活動中 □ □ □ □ □ □ □ □ □ □ 

 h)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 □ □ □ □ □ □ □ □ □ 

 i) 運用有效策略，照顧學習差異，例如在學習
重點、學習材料、作業、評估等方面進行課

程調適 
□ □ □ □ □ □ □ □ □ □ 

 j) 利用評估回饋以促進學與教 □ □ □ □ □ □ □ □ □ □ 

 k) 適當運用多元化評估模式，評估學習過程成
效 □ □ □ □ □ □ □ □ □ □ 

 l) 根據學習重點布置多樣化的家課 □ □ □ □ □ □ □ □ □ □ 

 m) 在設計練習時應強調實用性，並與日常生活
有密切關係 □ □ □ □ □ □ □ □ □ □ 

 n) 學習材料應能提供方法讓學生獲取數學概
念和掌握技巧 □ □ □ □ □ □ □ □ □ □ 

 o) 讓學生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學習(例如實地
觀察、探訪及校外數學活動等)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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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部分（推行課程改革的信心和能力）其他意見及建議：  

                                      

                                                                                                 

 

 

三、 教師專業發展 
 

  

非常 
不足 不足 足夠 

非常 
充足 無意見

 9. 為配合課程改革的實施，各方面提供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機

會。整體來說，你認為這些專業發展的機會有多足夠？ □ □ □ □ □ 

 
 

 10. 以下是一些有關課程改革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你認為這些途
徑對你專業發展的效用有多大呢？ 完全 

沒有 
效用 

效用 
很小 

有些 
效用 

效用 
很大 無意見

 a) 與同工分享 □ □ □ □ □ 

 b) 共同備課 □ □ □ □ □ 

 c) 觀課交流 □ □ □ □ □ 

 d) 行動研究 □ □ □ □ □ 

 e) 參加研討會、工作坊 □ □ □ □ □ 

 f) 參加在職教師培訓課程 □ □ □ □ □ 

 g) 個人進修 □ □ □ □ □ 

 h) 其他途徑 (請註明):                                       

 
 

11. 本部分（教師專業發展）其他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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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行學與教策略的成效 
 

已經推行 
 12. 你在本科 / 學習領域的學與教之中，是否曾推行以下的策

略？若已經推行，你認為這些策略對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有

多大效用？ 
 

尚未
推行 完全

沒有
效用

效用 
很小 

有些 
效用 

效用
很大 無意見

 a) 圍繞學習目標發展學習重點，對應學習重點設計學習活動 □ □ □ □ □ □ 

 b) 根據中央課程指引發展校本課程 □ □ □ □ □ □ 

 c) 就三個學習範疇、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各方面為學生
提供適切的學習經歷 □ □ □ □ □ □ 

 d) 運用提高學生數學能力的學與教策略 □ □ □ □ □ □ 

 e) 照顧學習差異，例如在學習重點、學習材料、作業、評估
等方面進行課程調適 □ □ □ □ □ □ 

 f) 推行多元化評估，以回饋促進學與教 □ □ □ □ □ □ 

 g) 適當布置評估活動，以取代部分測驗、考試 □ □ □ □ □ □ 

 h) 適當選用文字及音像學習材料 □ □ □ □ □ □ 

 i) 在課堂設計中滲入從閱讀中學習的策略，以提高學生自學
能力 □ □ □ □ □ □ 

 
 

13. 本部分（推行學與教策略的成效）其他意見及建議：  

                                      

                                                                                                 

 
 
五、 影響本學習領域課程改革的因素 

 
 14. 以下的因素對 貴校推行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有多大幫

助？ 完全 
沒有 
幫助 

 
 

幫助 
很小 

 
有些 
幫助 

 
 

幫助 
很大 

 
 

無意見
 a) 學生對數學科的興趣 □ □ □ □ □ 

 b) 學生對數學科的應用 □ □ □ □ □ 

 c) 家長對多元化評估的認識 □ □ □ □ □ 

 d) 更多教師接受數學科基本訓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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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沒有 
幫助 

 
 
幫助 
很小 

 
有些 
幫助 

 
 

幫助 
很大 

 
 

無意見
 e) 教師對學習能力的認識 □ □ □ □ □ 

 f) 學校有更多空間進行課程調適，且能善用「備用教節」 □ □ □ □ □ 

 g) 教師有交流及分享數學教學的經驗 □ □ □ □ □ 

 
 

 15. 下列因素對 貴校推行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是做成妨
礙、帶來幫助，還是沒有影響？ 

大有
妨礙

稍有
妨礙

沒有 
影響 

稍有 
幫助 

大有
幫助 無意見

 a) 對課程改革目標的理解 □ □ □ □ □ □ 

 b) 學校近年進行各項變革的協調 □ □ □ □ □ □ 

 c) 課程轉變 / 改革的步伐 □ □ □ □ □ □ 

 d) 資源（例如人力、財力） □ □ □ □ □ □ 

 e) 校長的領導 □ □ □ □ □ □ 

 f) 家長的態度 □ □ □ □ □ □ 

 g) 教師工作量 □ □ □ □ □ □ 

 h) 學生對課程改革所提倡教學方法的適應 □ □ □ □ □ □ 

 
 

16. 本部分（影響本學習領域課程改革的因素）其他意見及建議：  

                                      

                                                                                                 

 
 

* M KLA Teacher (7 July) secondary 
  

7



 

六、 推行本學習領域課程改革的效益 

 
 17. 進行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學生的學習效益如何？  

不明顯 < ------------------------- > 
非常 
明顯 

  0 1 2 3 4 
 a) 學習動機與興趣獲得提升  □ □ □ □ □ 

 b) 溝通能力獲得提升 □ □ □ □ □ 

 c) 批判性思考能力獲得提升 □ □ □ □ □ 

 d) 創造力獲得提升 □ □ □ □ □ 

 e) 運用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提升 □ □ □ □ □ 

 f) 能以數學語言清楚及邏輯地去表達意見的能力得到提升 □ □ □ □ □ 

 g) 運用數字及符號的能力得到提升 □ □ □ □ □ 

 h) 空間感得到加強 □ □ □ □ □ 

 i) 從美學和文化角度欣賞數學的能力得到提升 □ □ □ □ □ 

 j) 學生整體的數學能力得到提升 □ □ □ □ □ 

 k) 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獲得培養 □ □ □ □ □ 

 
 

 18. 進行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對你專業成長的助益如何? 

不明顯 < ------------------------- > 
非常 
明顯 

  0 1 2 3 4 
 a) 增加學科知識 □ □ □ □ □ 

 b) 提升學科教學能力 □ □ □ □ □ 

 c) 增加對課程發展的認知 □ □ □ □ □ 

 d) 提升發展及評鑑校本課程的能力 □ □ □ □ □ 

 e) 提升在評估方面的能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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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部分（推行本學習領域課程改革的效益）其他意見及建議：  

                                      

                                                                                                 

 
 

七、 個人資料 

 
 1. a) 教學經驗共有 □ 0 –5 年 □ 6 – 10 年 □ 11 – 15 年 □ 15 年以上 

 b) 在本校任教共有 □ 0 –5 年 □ 6 – 10 年 □ 11 – 15 年 □ 15 年以上 

  c) 教授本學習領域科目共有 □ 0 –5 年 □ 6 – 10 年 □ 11 – 15 年 □ 15 年以上 
 2. 學歷（可 多項）： 

□ 教師文憑 □ 高級教師文憑 □ 學士學位 

□ 學位教育證書/文憑 □ 碩士學位 □ 博士學位 

□ 其他(請註明):                            
 

 3. 教師培訓（可 多項）： 

□ 中國語文教育 □ 英國語文教育 □ 數學教育 □ 科學教育 □ 科技教育 

□ 常識科 □ 藝術教育 □ 體育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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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補充意見 
 

 1. 你認為還有什麼措施有助推動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 

                                                

                                                

2. 你認為推動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還有什麼阻力或困難？  

                                                

                                                 

3. 在推動本科 / 學習領域課程改革方面，你有什麼心得可以分享？ 

                                                

                                               

4. 其他意見或建議： 

                                                

                                              

                                                                                           

                                                                                           

                                                                                           

                                                                                             

 
 

~ 問卷完，多謝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