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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輔導教學前的診斷分析  

 

由於輔導班的對象是全班成績和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用「再教一遍」的

方式，重複普通班的課堂內容，並不能協助他們解決學習困難。教師應針

對性地輔導學生。故此，要達到輔導教學的目的，教師須於進行輔導教學

前透過診斷測驗，對學生有足夠的了解，清楚他們的能力和弱點，然後才

策劃輔導教學內容，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 了解學生的弱點  

由於每一個學生的背景不盡相同，其弱點亦各異，所以教師需透過日

常觀察、與他們交談，從他們的習作及平日上課時的表現，初步了解

個別學生的學習困難。  

 

(a) 觀察  

在課堂活動中，教師可透過觀察，初步了解學生是否明白某些

數學概念。例如，當教授異分母分數加法時，學生需要懂得擴

分及公倍數的概念，教師可從學生的解題過程中，觀察他們在

甚麼地方花上較多的時間，在甚麼地方有猶豫，以及在甚麼地

方出現錯誤等，從而得知學生的困難所在，教師亦可留意學生

上課時的反應，得知他們對課題的掌握程度和學習能力，例如，

從學生的表情、目光、對提問的反應等，可以知道他們出現困

難的地方。  

 

(b) 與學生交談  

與學生進行交談，往往能夠得悉更多他們學習困難的原因。交

談的內容可以包括學生最感興趣的內容、最感困難的課題、最

怕面對的題目、上數學課的感受、平日的學習習慣與及家庭背

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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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常習作  

教師亦可從學生的日常習作，了解他們在學習情況。例如，留

意學生在那些課題的習作錯誤最多，在甚麼地方經常重複地出

現錯誤、經常不作答哪些課題等。然後再透過其他途徑進一步

了解學生的困難，例如，與學生面談以探究其原因。  

 

(d) 校內評估  

此外，教師亦可從校內評估、平日的測驗或考試，得知學生對

某課題的掌握程度。  

 

教師可以透過以上各種方法，初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然後根據學

生的弱點及困難，就數學內容設計診斷測驗，再作進一步的了解。  

 

 

(2) 編擬診斷測驗時應注意的事項  

教師可以先透過診斷測驗，了解學生已能掌握及未能掌握的數學概念

和運算能力，從而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在設計診斷

測驗時，教師要注意以下各點：  

 

(a) 診斷測驗的範圍不宜過於分散，應將焦點集中在個別的學習範

圍。  

診斷測驗與一般的測驗各有不同的目的。一般測驗的目的較集

中於評估學生數學能力的整體表現，所以評估的範圍較廣。而

診斷測驗的目的在於分析學生在個別環節上出現的學習困難，

故此測驗內容應該較為集中且具針對性。例如，為要理解學生

對三位數減法的學習情況，可以先測試學生能否理解位值、基

本減法、不退位的三位數減法等較為簡單的概念，然後再測試

有一次退位的三位數減法，最後才測試學生解應用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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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測驗的範圍不宜太廣，題目不宜太複雜。例如，在測試基

本四則運算及法則時，可分兩次考查，先考查學生是否能掌握

加、減、乘、除等單一運算，然後再進行「先乘除後加減」的

考查。若測驗題目的範圍太廣，便不能較細緻地考查出學生的

學習困難。例如，學生作答有關四則運算應用題時出現困難，

如果題目較為複雜，教師便較難得知學生的弱點，除弓釦能概

括地知道學生未能夠解答四則運算應用題外，對於學生的弱點

便一無所知了；而事實上，學生不能夠解答四則運算應用題的

原因可能是他們的基本運算能力差，不懂得四則運算法則，又

或是學生的語文能力較差而影響作答。所以，若測驗題目的範

圍太廣，教師不應只參考學生的答案，亦應當留意學生作答的

過程和各個步驟。  

 

(b) 診斷測驗應盡可能包括概念的每一個細節  

診斷測驗應盡可能包括概念的每一個細節，以便教師能從測驗

中，更準確地得知學生的困難，繼而因應他們的困難，編擬適

當的輔導教學計劃。例如在測試一位數除三位數的診斷測驗

中，內容應包括位值、基本除法、一位數除三位數無退位除法、

一次退位除法和兩次退位除法等。同時，測試中亦應包括需要

在商補零的題目，而其中補零的位置可以是在十位或個位。這

樣才可以得知學生在學習細節上的困難。  

 

(c) 應注意診斷測驗題目的編排次序  

測驗時，很多學生因為緊張而產生不必要的錯誤，所以，測驗

題目的編排次序對學生的表現亦會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學生一

開始作答便遇到很多困難的題目，測驗的結果就未必能夠真實

地反映學生的能力，以致教師對學生的弱點有一個錯誤的理

解。故此，編擬測驗的時候應注意題目的編排次序，避免做成

不必要的壓力，影響診斷測驗的準確性。  

 



應把有關相同數學概念和類型相似的題目放在一起，以減少學

生因頻密轉移焦點，影響表現。同樣地，題目的編排亦應由淺

入深，以免學生因為較前部分的難題未能作答，而導致不能解

答較後而又懂得作答的題目。  

 

(d)  同一測驗目的的題目不應只有一題  

部分學生因為太緊張或大意而錯誤作答，若測驗目的相同或同

一類型的題目多於一題，教師可更加確定得到的結果是否可

靠，例如，在兩題一位數除三位數的除法題目中，如果學生答

對其中的一題，這顯示學生已掌握概念，但並不牢固，又或是

粗心大意。  

 

 

(e)   每題的考查目的要清楚明確  

每題的考查目的要清楚明確，並且能針對某一數學概念或運算

能力的細節，使教師能透過測試知到學生的困難及弱點。例如，

若學生錯誤計算  272 + 136 ÷  4 ，教師較難從學生的錯誤來判

斷學生是否懂得基本除法、四則運算或進位加法。  

 

(f)  文字要精簡、淺易和清楚  

簡易清楚的文字能減少學生因語言能力較低而錯誤理解題意，

以致答錯。當然，學生應該有良好的語文能力，但在數學科的

診斷測驗中，測驗的焦點應集中了解學生對數學概念的掌握及

他們的運算能力，所以測驗卷的文字要簡淺和清楚。  

 

(g)  盡量避免採用選擇題  

選擇題固然可以減省批改的時間，但教師亦需要相當時間來預

備一份選擇題的測驗卷，而且，選擇題提供給教師有關學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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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資料相當有限。從學生選擇的答案中，教師較難具體地知

道學生答錯的原因，亦較難知道學生在計算過程中出現的問

題。即使學生選擇了正確的答案，教師亦未能確知學生能完全

掌握概念，或其中有湊巧的成分。故此，為確保診斷測驗能提

供更多寶貴的資料，在設計時，應盡量避免採用選擇題。  

 

(h)  測驗亦可包括考核學生對數學詞彙的認識  

讓學生能正確地使用數學語言來表達和溝通亦是小學數學科課

程的其中一個目的。能正確地使用數學詞彙，對題意的理解有

幫助，亦有助學生記憶及轉移所學的數學知識。故此，診斷測

驗亦可包括考核學生對數學詞彙的認識，以便教師在教學中使

用學生能理解的詞彙及澄清學生錯誤運用的詞彙，從而幫助他

們學習數學。另一方面，以筆紙測試的方式來考核學生對數學

詞彙的認識並不是唯一的方法，教師亦可透過與學生交談得到

這些資料。  

 

(i)  給予學生足夠時間完成測驗  

教師應給予學生足夠時間完成測驗，讓學生能充分表現他們的

數學能力。學生因時間緊迫，緊張及不小心而出錯，或未有足

夠的時間解答較後的題目，往往影響教師對學生能力的判斷。

故此，應該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診斷測驗。  

 

(j) 每次測驗題數不宜過多  

測驗的題目愈多，測驗所需的時間愈長。由於學生能集中精神

的時間有限，故此，過長的測驗及過多的題目是會影響學生的

表現的，亦相應地影響測驗的可靠性。故此，編擬測驗題目時，

應注意每次測驗的題數不宜過多，如有需要，可將診斷測驗分

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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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多留空白位置供學生做算草  

診斷測驗卷內宜預留足夠的空白位置，供學生作算草之用。此

舉可減少學生因算草位置不足，引致因大意或算式潦草而出現

錯誤。另外，學生的算草亦可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困難，提供

有關學生在計算過程中的資料。  

 

 

(3) 編擬診斷測驗的步驟  

編擬診斷測驗，大致上可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l 確定目標  

l 寫出概念的內容  

l 編寫擬題計劃表  

l 制定測驗卷  

l 存放 /改編測驗  

 

例如，以編製「一位數除三位數」的診斷測驗為例，教師可依照以下

的步驟進行：  

 

(a) 確定目標  

教師首先要決定測驗的目標，目標要清晰和明確，並有針對性，

測驗的範圍不可以太廣。  

例如，是次測驗的目標是要了解學生對「一位數除三位數」的

掌握程度，找出學生在此課題內已能掌握及未能掌握的概念，

找出學生出現學習困難的地方。  

 

(b) 明確地列出有關概念的內容  

確定測驗目標之後，可按照這些目標列出有關概念的內容。例

如，與「一位數除三位數」相關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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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備 註

• 三位以內的數及位值   

• 基本減法  ¬ 

• 兩位數以內不退位減法  ¬ 

• 兩位數以內退位減法  ¬ 

• 乘數  ¬ 

• 乘和除的關係  ¬ 

• 除法中均分和包含的概念  ¬ 

• 數學詞彙  ¬ 

• 基本除法   

• 一位數除兩位數   

• 一位數除三位數   

• 常規應用題  # 

 

 

列出相關的內容後，教師依據他們對學生的認識，估計學生應

掌握的已有知識。例如，上表加¬的內容是學生已能掌握的知

識。學生已能掌握的內容，可以不必包括在診斷測驗內。  

 

在列出與概念有關的內容後，若發現有關的內容太多，教師須

從中選取部分內容作為這一次的診斷範圍，其餘的須另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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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例如，上表加  # 的內容將不會安排在這次測驗範圍內。  

 

 

(c) 編寫擬題計劃表  

教師依據擬定的範圍，列出相關內容的知識和運算技巧，再編

寫擬題計劃表。例如，在「一位數除三位數」中，診斷範圍可

以是：  

 

 

內      容 

• 三位以內的數及位值 

• 基本除法 

• 一位數除兩位數 

• 一位數除三位數 

 

根據過往的經驗，學生進行「一位數除三位數」時，須擁有讀

數和寫數的知識。故此，教師須就「三位以內的數及位值」這

一項擬題，診斷學生是否擁有讀數和寫數的知識，評估學生讀

和寫三位數的能力。 

同樣地，「一位數除三位數」的除法包括「無退位」和「退位」

兩種除法，其中，「退位」的除法亦可再細分為「一次退位」除

法和「兩次退位」除法。在診斷學生是否能掌握「一位數除三

位數」時，可就以上各項運算能力擬題，進行診斷測驗。 

此外，如果發覺學生在計算「商包含零」的除法中，在需要補

零時遇到較大困難，那麼「商包含零」的除法亦應包含在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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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並需擬題以診斷學生這種運算的能力。 

最後，按照內容列出有關知識和運算技能，編寫出如下的擬題

計劃表 : 

 

知 識 運 算 

能力  

 

內容 

讀 

數 

寫 

數 
無 

退 

位 

退 

位 

商 

包 

含 

零 

三位以內

數目 

三位數

的讀法 

三位數

的寫法 
   

基本除法   基本除法   

一位數除

兩位數 
  無退位 一次退位 商包含 0 

一位數除

三位數 
  無退位 

一  兩 

次  次 

退  退 

位  位 

商包含 0 

 

 

(d) 制定測驗卷  

編寫擬題計劃表後，下一步便是按照計劃表擬訂題目。如上文

指出，每一個測試要點不宜只有一條題目，以免學生因大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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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而被誤認為未能掌握概念。但在擬訂同一內容要點的題目

時，亦應避免過度重複。 

例如，根據以上「一位數除三位數」診斷測驗的擬題計劃表，

可對應地編寫以下題目： 

 

 三位數的讀法和寫法 

 

 

1.      讀作 : 

                

 

 

 

     寫作 :  

                

 

2.      讀作 : 

                

 

 

 

   寫作 : 

                 

 

3.     讀作 : 

                

 

 

    寫作 :  

                

 



 20

這三條題目同是評估學生對三位數讀法和寫法的掌握，但是各

有其診斷的目的。第一題百位、十位和個位都不是零。第二題

個位是零。第三題十位數是零。 

 

如學生未能正確完成第一題，可以推測學生對三位數的讀法或

寫法尚未能掌握。假若學生答對第一題而又未能正確完成第二

題，這顯示學生可能對位值的認識不足；同樣，如學生未能正

確完成第三題，這亦顯示學生對位值的認識不足。根據診斷測

驗的結果，教師可為輔導班學生設計較為針對性的相關內容。 

 

(e) 存放 /改編測驗  

編寫及進行診斷測驗後，教師可參考學生的表現，將題目重新

修訂、改善，然後按編號把診斷測驗存檔，供往後參考之用。

如有需要，教師可依據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從存檔的測驗中，

選取合適的題目，另外加添新的題目，重新編輯診斷測驗。  

 

 

在進行診斷測驗時，教師亦應注意下列幾點  : 

(i)  態度要和藹、友善，減少學生的壓力及因測驗產生的緊

張。教師毋須向學生說明正在進行診斷測驗及其目的，

學生應以平日做練習的方式進行測驗。  

(ii)  不要催促學生，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完成測驗。當學生

計算錯誤時不要中止他或即時加以提示，以免影響測

驗。教師應讓學生在診斷測驗中充分反映他們的能力，

以便日後跟進。  

(iii)  如果以交談的方式進行測試，發問時便要留意學生的表

情和反應，不要一成不變。  

(iv)  如學生不明白教師的指示或提問，教師不應只是複述同

一指示或提問，而應該嘗試用另一方法提問或給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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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好讓學生理解問題，而教師亦應注意學生是否因為

語文能力不足，而影響其理解及表達能力。  

(v)  應多採用開放式的問題，讓學生有更多空間發揮及表

達，這樣，教師才能從答案中獲取足夠的資料。封閉式

或短答式的提問能為教師提供的資料十分有限。  

(vi) 教師應鼓勵學生嘗試一面做一面說出自己的做法和想

法，以便教師可追蹤學生的思路，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 

(vii)  應鼓勵學生在計算錯誤時，只輕輕劃去錯處，然後在旁

再加改正，而非用擦膠把錯處完全擦去。這樣，從學生

劃去的部分，教師可觀察學生的解題過程，清楚了解學

生的困難所在。  

(viii)  當學生顯示焦慮、厭倦或抗拒時，教師可暫停測驗，日

後再作安排。  

(ix)  學生在進行診斷測驗時，教師應在旁細心觀察學生的表

現。診斷測驗完畢，教師宜作出適當的記錄，以便跟進。 

 
 
 

(4)  診斷測驗的分析  

診斷測驗完成後，教師需為個別學生的表現進行分析。  

以下為一個診斷測驗示例，目的是測試學生對一位數除三位數

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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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讀作  : 

       

 寫作  : 

       

 

 

 

     

2. 讀作  : 

       

 寫作  : 

       

 

 

 

 

3. 讀作  : 

       

 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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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讀作  :        

 寫作  :        

 

   

  

   百  十  個    

 
 
 

5. 讀作  :        

 寫作  :        

 

   

  

   百  十  個    

 
 
 

6. 讀作  :        

 寫作  :        

 

   

  

   百  十  個    

 
 

7. 523 = 500 + 20 +   

8. 380 =           + 8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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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04 = 900 +          + 4    

10.             ÷ 3 = 4  

11. 63 ÷            = 7   

12. 40 ÷ 5 =  

13. 
 

 

 

14. 

15. 
 

 

 

16. 

2    2 4 3    3 9 

4    4 9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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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5    7 5 7    8 8 

2    4 0 3    9 0 

3    6 2 2    4 8 6 

3    9 6 3 4    8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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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7    2 8 7 8    1 6 8 

6    3 6 8 2    2 5 4

3    6 5 7 4    8 6 5 

3    4 5 9 4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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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40. 

 

 

 

 
 

5    6 5 8 2    3 5 6 

3    5 2 8 4    6 1 3 

2    2 1 4 4    8 3 2 

3    6 2 5 5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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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6. 

47.  

 

 

 

48. 

 
附註 :由於這診斷測驗的題目較多，測試可分段進行。 (可按測驗的內容

來分段，例如，第 1 至 9 題屬於三位以內的數及位值，第 10 至 21

4    2 0 1 5    4 0 2

3    6 0 3 4    4 0 9 

3    9 0 7 6    6 1 2 

3    9 1 1 4    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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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屬於一位數除兩位數，第 22 至 48 題屬於一位數除三位數，因
此這診斷測驗可分三段進行，段與段之間可給學生小休片刻 ;或可
按題目的數量分段，例如，第 1 至 24 題為一段，第 25 至 48 題為
另一段，段與段之間可給學生小休片刻。 ) 

 
 

完成診斷測驗後，教師可就學生的表現進行分析。以上述示例為例，目的

在測試學生對一位數除三位數的了解，教師可就學生能否正確地完成個別

題目而對學生的能力作出評估，下表為個別題目的分析，憑藉這些資料，

教師可進一步跟進和修訂輔導計劃。  

 

 
 
 

題目  分析  

位值的認識  

1、4、7 假若學生完全做錯這三題，這顯示學生尚未能掌握三

位數的概念，教師甚至可跟進學生是否可以正確地讀

出一個三位數。如果學生只是答錯第 1 和第 4 題中的

其 中 一 題 ， 教 師 可 再 跟 進 學 生 的 錯誤 ，究竟是因�對

個別圖形的表達方式不理解，還是偶然地答對其中的

一題。  

2、5. 如果學生答錯這兩題，這顯示他們對個位位值的認識

不 足 。 同 上 ， 教 師 亦 應 注 意 學 生 的錯 誤是否因�不熟

習圖形的表達方式所致。  

3、6、9 如果學生答錯這三題，這顯示他們對十位的位值認識

不足。假若學生答對第 7 和第 8 兩題而又不作答第 9

題，教師可透過與學生交談深入了解，部分學生是否

因為知道一般十位的數需要用 10、20、30 等方式來

表示，但因為不願意寫下 00 或 0 而放棄作答，如屬

這個原因，跟進工作主要是讓學生知道正確的表達方

式，否則，教師可能需要再解釋數位的位值概念。  

8 答錯這題的學生對百位的位值認識尚未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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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  (一位數除兩位數 ) 

10、11、12 這三題的目的在測試學生對基本除法的理解。如果學

生完全答錯這三題，這固然顯示他們對基本除法未能

掌握，但教師亦需用交談方式再作跟進，教師可嘗試

問學生「哪個數被 3 除等於 4?」，有部分學生只是不

熟習題問方式以致不懂得如何作答。  

13、14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及無退

位的一位數除兩位數除法。  

15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及無退位

的一位數除兩位數除法。  

16、17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及一次

退位的一位數除兩位數除法。  

18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及一次退

位的一位數除兩位數除法。  

19、20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商包含 0 而無餘

數的一位數除兩位數除法。  

21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商包含 0 及有餘數

的一位數除兩位數除法。  

 

除法  (一位數除三位數 ) 

22、23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及無退

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24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及無退位

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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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涉及百

位退十位、商是兩位數、一次退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

除法。  

27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涉及百

位退十位、商是兩位數、一次退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

除法。  

28、29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涉及十

位退個位、一次退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30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涉及十

位退個位、一次退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31、32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涉及百

位退十位、商是三位數、一次退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

除法。  

33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涉及百位

退十位、商是三位數、一次退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

法。  

34、35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兩次退

位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36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兩次退位

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37、38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在十位

補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39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在十位補

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40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在個位補

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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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在個位

補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43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在十位補

零、被除數十位是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44、45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在十位

補零、被除數十位是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46 這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無餘數、在十位補

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47、48 這兩題的目的在於測試學生能否掌握有餘數、在十位

補零的一位數除三位數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