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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安排  

(一) 輔導班的結構與組織  

1. 輔導級別  

《九檢報告》建議「一旦發現學生有學習困難，學校應盡早施

行輔導教學」，所以在初中推行輔導教學是最適當不過的，但學

校亦可因應自己的情況來決定在那幾個級別推行數學科的輔導

教學。  

2. 輔導班人數  

為達到較佳的教學效果，輔導班人數應較普通班為少及不宜過

多 (建議不超過二十人 )。這樣，輔導班教師才可以有更多機會

觀察及了解個別學生的需要及進展，並給予適當的跟進輔導。 

3. 輔導班運作模式  

學校可因應自己的情況來決定輔導班的運作模式。常見的數學

科輔導教學的運作模式有：分流、分班、抽離、或加時等四種。 

(1) 分流  

採用分流方式的學校多先參照學生的中文、英文及數學科

成績編班，將成績稍遜的學生編入一班進行輔導教學。  

(2) 分班  

採用分班模式的學校先將同級的幾班重新組合，改善師生

比例，以便將學業成績稍遜的同學在上數學課時集中照

顧。例如，將兩班的每班一分為二，每班學業成績稍遜的

一半將會接受輔導教學；而每班成績較高的另一半則需與

另一班的一半合併，並接受一般的教學。換句話說，每兩

班便重新組合成兩班輔導班和一班普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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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亦可按不同的情況分班，例如，經評估後，成績較高

和成績稍遜的學生並不各佔全班人數的一半。分班的組合

可按下圖進行：  

             甲班               乙班  

 

 

 

 

 

 

(3) 抽離  

抽離模式的輔導班是將同級每班能力較薄弱的同學從原班

抽出，並將他們編入輔導班。有些學校採用一種完全抽離

的模式，被編入輔導班的學生均會在每一數學課被抽離以

接受輔導教學。有些學校採用一種部分抽離的模式，被編

入輔導班的學生只在某些數學課 (而非全部 )被抽離以接受

輔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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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時  

部分學校採用加時的方法進行輔導教學。一般將輔導教學

安排在非上課時間進行，例如，在每天的早上、放學後、

星期六或假期間等進行。有不少學校推行「大哥哥、大姐

姐輔導計劃」，由高年級學生擔任導師。  

上述的四種方法皆各有利弊，學校宜因應個別情況作出安排。

現將它們的優點和缺點表列出來。  

模式  優點  缺點  

分流  

 

 

 

-   行政上較容易處理。編排時

間表、課室及編班等行政工

作上較為容易。  

-   不需要因安排輔導教學而增

加教學課時，教師人力調派

較為容易。  

-   省卻因抽離學生而引致的秩

序及課室管理問題。  

-   分流有明顯的標籤效應，對學生

心理上有負面的影響。  

-   學生並不一定是中、英、數三科

都是最弱的，以三科的平均成績

分流未必適用於個別科目。  

-   編班欠彈性，通常學生只能在學

期初由輔導班調回普通班。  

-   輔導班的人數過多，未能達到輔

導教學預期的效果。  

分班  

 

 

-   容易將學生調入或調離輔導

班以配合學生學習情況。  

-   有輔導教學的班別需要有相

同的數學科時間表，學生因

此可以在同一時間有相同的

活動。  

-   學校須要編排時間表、學生編班

等行政工作。  

-   學校要為輔導班準備一些額外

的課室。  

-   因學生分班而引致秩序及課室

管理問題。  

-   轉換上課地點佔去部分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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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離  -   輔導班的人數較為有彈性。  

-   容易將學生調入或調離輔導

班以配合學生學習情況。  

-   為安排輔導教學而須要的額

外課室較少。  

-   由於同級的各班皆要在同一時

間上數學課，因此，編製時間表

的工作相當困難。  

-   因學生使用不同班房而引致秩

序及課室管理問題。  

-   學生之間的合作性可能發生問

題。  

-   標籤作用較明顯。  

加時  -   學業稍遜的學生有機會多上

一些數學課。  

-   正常的教學進度不受影響。  

-   在正常上課時間外上課需要得

到家長同意，家長可能擔心學生

返家的安排 (特別是位於治安較

為不理想的地區之學校 )。  

-   影�學 生 課 外 活 動 的安 排。 

-   學生有被處罰的感覺。  

-   學生因疲勞較難專注學習。  

 

4. 輔導班上課的地方  

輔導班教學可安排在課室 (特別是由於學生在校內其他地方上

課而空置了的課室 )、禮堂內劃分出來的空間、有蓋操場、特別

室等地方進行。  

5. 輔導班教學時間的安排  

根據一九八二年的《中學輔導教學指引》 (見附錄一 )，一般學

校均利用本科的全部教節進行輔導教學，但亦有一些學校採用

加時的方法進行輔導教學。  

在正常上課時間內安排輔導教學，一般是採用分流、分班或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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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等模式運作。在上課時間外安排輔導教學，通常會在放學後

或星期六採用補課形式進行，但學生的課外活動和補課兩者之

間往往很難取得協調。  

除上述的安排外，學校亦可進行一項類似「數學診症室」的活

動。一位數學教師和多位數學成績較佳的同學可定時在校內某

一地方當值。任何學生均可到「數學診症室」尋求數學上的協

助。有部分數學成績稍遜的學生回家後不願做功課，或想做但

不懂如何做，極須倚賴其他人的幫助。此時「診症室」內的「醫

生」所扮演的角色便非常重要。這些學生可向當值教師或導師

求 助 ， 免 �被 任 課 教 師 質 疑 上 課 時是 否 留心聽課。這項課外活

動所涉及的行政安排十分簡單，亦可視為校內數學學會的一個

經常性活動。  

(二) 輔導班教師的安排  

由於輔導班的學生是全級成績較差的一群，他們在學習數學的困

難和弱點較普通班的學生為多。輔導班的學生對解決數學上的問

題欠缺信心，有部分學生對學習數學失去興趣。輔導教師應有耐

心，態度應該溫和友善，使學生對他有信心。教師應配合課堂的

教學重點，設計合適的教學策略，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增強他

們學習的自信心。  

輔導班教師除應具備良好的數學知識，豐富的教學經驗、熱誠、

愛心和耐性外，輔導班教師亦應關懷學生，並積極協助他們建立

信心，幫助他們克服困難，使他們能愉快地學習。  

學校亦應安排輔導班的教師教授同級的普通班。這將令輔導班教

師對普通班及輔導班的教學有更深入的了解，對學生的數學能力

及學習進展有更清楚的認識，這樣的安排有助促進輔導教學的效

能。  

輔導班教師和普通班教師應有緊密聯繫，這樣學生由普通班調往

輔導班或由輔導班調回普通班時，他們的學習才不會脫節。科主

任或輔導教學統籌主任參與教導輔導班，肯定對推展輔導教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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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面的作用。通過參與，科主任應更清楚輔導班學生的需要，

從而予以配合。若每位教導輔導班的教師皆可同時教導同級的普

通班，則教學的效果將會更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學校應編

排同級教導輔導班的教師每週或循環週有最少一共同的空餘課

節。教師可利用這些課節作共同備課或商討教學策略之用。  

除教師外，學校亦可考慮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由一些高

年級而數學成績較好的學生擔當導師。  

(三) 輔導班學生的選取及調動  

1. 輔導班學生的選取  

輔導班是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而設，所以學生的選取至為重

要。學校應透過適當的途徑選取輔導班的學生，否則輔導教學

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選取輔導班學生的方法有多種，現列出較常見的四種供教師參

考。學校可因應情況，採用一種或多過一種方法選取學生。  

(1) 鑑別測驗  

教師可以參考下列文件自行設計鑑別測驗  

• 小學課程綱要數學科 (1983) 

• 小學課程綱要數學科 (2000) 

• 目標為本課程數學科學習綱要第一學習階段 (1995) 

• 目標為本課程數學科學習綱要第二學習階段 (1995) 

• 中學數學科課程綱要 (1985) 

• 中學數學科課程剪裁指引 (1996) 

• 中學課程綱要數學科中一至中五 (1999) 

•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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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關參考書籍  

鑑別測驗的內容不宜過分集中於某一特定範圍，文字要精

簡、淺易及清楚，盡量多加插圖使學生不會因不能理解題

目而不能得出答案。  

(2) 香港學科測驗  

學校可參考學生的香港學科測驗成績來選取學生。學科測

驗 S1A、S1B 及 S2 分別適用於選取中一、中二及中三年級

的學生參加輔導班。然而，新修訂的中學數學科課程會於

2001 年 從 中 一 開 始 推 行 。 這 新 修 訂 課 程 �調 校 本 課程設

計。學校可有不同的取向來安排學習次序及組織每一學年

的學習單位。屆時，除 S1A 仍然適用於選取中一新生進入

輔導班外，教師應就校內的教學編排選取 S1B 及 S2 內的

題目，重新整理以適用於校內的中二及中三年級的學生。  

(3) 校內成績  

這方法比較適用於選取中二及中三年級的學生。學校可參

考學生上學期 /學年的多次校內成績 (包括測驗、小考及大

考 )來選取學生。  

(4) 教師推薦  

教師可綜合學生的日常表現，透過觀察個別學生課堂學習

的情況及對學生學習能力的了解來推薦他們入輔導班。  

2. 學生的調動  

當輔導班學生有相當進步時，他們是應該返回普通班，好讓普

通班中其他較有需要的學生調入輔導班接受輔導。至於每年調

動的次數則需視乎學校的行政安排及輔導班學生的學習情況而

定。學期與學期之間應該是調配的適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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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教學的監察與評估  

為了清楚學生的進度及學習情況，輔導班教師應把學生的個人學

習情況，包括輔導前及後的測驗 /考試成績、日常作業、上課表現、

家課表現和教師的輔導教學內容等資料記錄下來，方便日後參考

及供校內有關人仕查閱。紀錄可採用表格形式 (見附錄二 )。  

為確保輔導教學能達到既定的目標，輔導班任課教師應常常與其

他任教同一級的教師檢討輔導教學的每一個細節。校長應在科主

任的協助下，負起監察的責任。  

在學期或學年結束時，學校宜進行有關輔導教學的全面檢討，評

鑑輔導教學的成效，包括學生是否有進步、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和

信心有否增強及每級有多少個學生能調回普通班上課。找出需要

改善的地方，並訂出具體的跟進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