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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香港社會的結構性轉型，社會人士對數學教育日益關注。一九九七

年七月，前課程發展議會1成立了一個專責委員會，就數學課程及有關事宜進行

全面檢討及研究，並就未來路向提出建議。 

 

專責委員會在一九九八年分別委託了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兩項

研究，即「亞洲及西方各主要國家及地區的數學課程比較研究」及「各界人士對

數學課程觀感的分析」，以便在一九九九年年底向課程發展議會提出建議。這兩

項研究連同報告已於一九九九年年中完成。並分別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及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新聞簡報會，公布數學課程全面檢討的進度及兩項

研究的結果。 

 

  一九九七年七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期間，專責委員會共舉行了二十二

次會議，並就數學教育的主要事項所確立的觀點，擬定了十份立場書。這些立場

書是專責委員會與課程發展議會有關科目委員會交換意見的基礎。委員會根據所

收到的意見及建議，對立場書作出檢討及修訂，並納入專責委員會的最後報告

書。報告書中所討論的事項撮要如下。 

 

數學與學校課程 

 

  專責委員會總結了數學教育在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中的重要性。要為現

代社會培育負責任的公民﹔為各行各業訓練有知識、有技術的員工﹔或為某個專

業培訓專才，數學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數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年青一代的數學知

識、技巧，加強他們對數學的概念、信心及興趣，使能掌握數學，而更重要的是

進一步發展相關的核心能力，例如數字及邏輯思維，從而終身受用。專責委員會

提議中、小學數學科課程內容應落實有關課程的具體目標，並應參照中、小學數

學科課程的目標，明確闡述中六、中七各數學科目的具體目標。從而讓人們對數

學教育有更透徹的認識，以及了解數學教育如何促進學校課程所訂的目標。 

 

數學課程的學習範疇 

 

 專責委員會認為數學課程的設計須依據一套以內容為本的學習範疇，有系統

地組織及反映小學至中學的學習目標及學生的學習進度。數學學習應由具體逐漸

發展至抽象。學生必須事先對具體的事物有所認識，才可較形式化地處理數學概

念。範疇與範疇之間的學習進度必須經過悉心安排，以確保學生已充分掌握較早

                                                 
1 課程發展議會已於一九九九年九月重組。 



 5

前所學的知識。日後在設計數學課程時，應考慮加入高層次思維能力和以內容為

本的學習範疇。 

 

各學習階段數學課程的銜接 

 

部分幼稚園在數學教學中所採用的形式化處理使學生在升上小一後課程未

能銜接，原因是在發展小學數學科課程時，是假設學生沒有接受幼兒數學教育

的。部分小五、小六及中一的數學教材亦有重複的現象。不少高中教師亦關注到

「附加數學」、「高級程度純粹數學科」及「高級補充程度數學及統計學科」有欠

連貫。因此，專責委員會建議理順各學習階段的數學課程，確保課程之間的銜接

及連貫。為達到這個目標，幼稚園的數學教育應以活動為主，可以憑直覺感受、

簡單和易於明白，而中、小學的數學應視為一個整體，由具體逐漸發展至抽象概

念。教師在教授抽象的數學科概念前，必須盡量鞏固學生在較早學習階段對具體

事物的認識，而教學策略亦應隨著不同的學習階段作出調整，以配合學生的進

度。不同學習階段的數學課程應作出適當調整，以照顧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此

外，還應加強中、小學數學科教師之間的交流。 

 

幼兒數學教育 

 

為幼兒提供數學教育，目的是透過有意義的活動，豐富及補充兒童的非正式

數學學習經驗。兒童可藉此機會，透過各種數學活動，認識一些數學知識，並培

養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數學概念及技巧的能力。由於學前兒童只須掌握基本的數學

技巧及概念，專責委員會認為毋須就這些技巧及概念進行正式評估，亦毋須規定

升讀小一的學生必須具備何等數學知識。教師應採用富啟發性的教學方法，培養

兒童對學習數學的興趣。教師還應採用主題式的教學法，配合綜合性的教學活

動，以達到靈活結合課程的目的。 

 

後基礎教育的數學課程 

 

 為使學生有平等機會學習數學，以及消除標籤效應，專責委員會不贊成在學

生接受通識教育期間採取課程分殊。數學科是所有學生必修的科目。課程內容應

如中學數學科課程綱要（1999）所示，包括基礎及非基礎部分，以照顧學生學習

能力的差異。至於中學高年級，則可由不同單元及試卷組成各數學科目，以滿足

學生的需要。專責委員會並不贊同過早把學生分流。反之，所有學生均應有機會

在中學高年級修讀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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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中、小學數學科課程的時間表 

 

 由於在進行是次檢討時，中、小學的數學科課程綱要尚在修訂階段，故專責

委員會亦對所作的修訂進行了審慎的審閱。專責委員會同意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完

成審閱經修訂的小學數學科課程，以便盡量把專責委員會的建議納入課程綱要

內。因此，經修訂課程綱要的推行日期須予延遲，最快可望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實

施。在此期間，應出版有助發展小學數學教育中有關數字概念和空間感及資訊科

技應用的教材，供小學教師參閱，以幫助他們了解數學教育的最新發展。至於經

修的中學數學科課程綱要，專責委員會確定其所關注的主要事項 （例如學習範

疇、照顧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促進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及資訊科技在數學科的

應用），已納入其課程綱要內。經修訂的中學數學科課程綱要已於一九九九年七

月定稿，並將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在中一級別推行。如有需要，在考慮專責委員會

的建議後，中學課程綱要與小學數學科課程綱要將一併檢討。 

 

數學課程的評估 

 

 專責委員會認為，評估應是教學與學習的重要一環。在提供回饋藉以提供教

與學的成效時，評估應扮演重要的角色。對學生表現的評估可採用多種方式，而

且還可結合其他課堂活動進行。所制定的學習目標、教學活動及評估工具應互相

配合，以確保教師能根據目標適當地教學，學生亦能吸收有關的知識。專責委員

會建議應研究能否就各學習階段制訂學生的基本數學能力，並認為不應著重高風

險的評估（例如根據評估成績派位及甄選），以減少對學校正常教學所造成的滋

擾。 

 

照顧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 

 

由於學生的智力發展、能力及學習經驗各異，所以在學習能力方面難免有差

異。儘管教師在學校面對重重困難，例如擁擠的教室及緊迫的課程，專責委員會

認為教師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減低因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所造成的影響。此

外，教師對表現欠佳的學生及能力較強的學生應同樣關注。在課程方面，一個可

行的辦法是制訂靈活的課程，內容應包括基礎部分、非基礎部分及增潤內容。除

了可在中、小學數學科課程加入具彈性的元素外，還可考慮在中學高年級以課程

分殊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在學校方面，學校應作出組織上的安排，例如按能力

分組，以照顧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舉辦一些與數學科有關的活動，亦是培養學

生興趣的好辦法。在課堂方面進行課程調適，要求學生做一些與日常生活真實有

關的課題習作，以及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一些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對學生按本身的

方式建構知識，十分有用。由於這些措施奏效與否，端賴教師的專業判斷，因此

教師必須具備足夠的能力，才能照顧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在評估方面，應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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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的評估，而非解答無必要的複雜難題。此外，應採用不同類型的評估活

動，以蒐集足夠資料，探究學生的學習經驗。 

 

數學科教師的素質 

 

專責委員會十分關注數學科教師的培訓。數學科課程的成功推行，有賴具豐

富知識，而且準備充足的教師將數學科課程的理念付諸實行，以及讓學生能獲得

數學科課程綱要所列的裨益。數學科教師還須充分掌握良好的教學方法及穩固的

數學基礎知識。因此，在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中，應加強數學知識的部分。另一方

面，還應向那些持有學士學位的數學科教師提供培訓，以得悉最新的教學方法。

專責委員會大致上贊成，長遠而言，數學科教師的理想人選，是持有數學科或相

關科目學士學位及教育文憑或教育證書的人士。數學科教師應明白到終身教育的

重要性。此外，應鼓勵數學科教師互相交流，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資訊科技在數學教育中的應用 

 

  專責委員會對資訊科技在數學教學中的應用進行了研究，並認為在數學教學

中應用資訊科技會帶來不少效益。資訊科技的應用可加強並擴闊學生對數學學習

的體驗。利用資訊科技學習數學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探究性的活動。未來的數學

課程應注重有效運用資訊以解決問題，而這正是學習數學的一個主要原因。專責

委員會強調在資訊時代，數學科應基於本身的意義，訂定應有的教育目標，以施

行教育。專責委員會亦察覺到在課堂內應慎用資訊科技。教師應運用專業判斷，

選用最適合的科技，從而令學生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