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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改 革 路 向 
 

 

數學與學校課程 

 

4.1 我們應培養學生對學習持積極態度，以邁向豐盛的人生和在二十一世紀

中保持競爭力。在這個知識急劇增長的資訊年代中，人人必須懂得數學，以促進

社會繁榮。根據現行的學校課程架構，數學教育應達致的特定目標，包括智能、

傳意、社交技巧和道德、個人發展和體能及美學等方面。  

 

數學在學校課程中所擔當的角色  

 

4.2 在現代化的社會，每個人都必須掌握數學知識。工商業的發展與籌謀、

社會和社區服務，以至政府的政策和規劃，均相當倚賴數學的運用。然而，先進

的科技，如電腦及計算機的發展對數學教育具深遠的影響。數學學習不單是數學

課題的學習，亦應顧及數學的演算過程及如何培養良好的學習數學態度。因此，

除數學內容外，演算過程與學習態度在不同階段的數學學習都非常重要。學生沒

有必要再操練一些機械式的練習和學習一些不切實際的課題。  

 

4.3 數學教育的整體目的，是協助學生理解及掌握基本的數學知識、技巧和

概念，建立對數學的信心和興趣，而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對數學學習的正面態

度，讓他們日後能不斷發展關鍵能力，例如解決問題、傳意、運算及邏輯推理。

因此，數學教育是通識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應成為學校課程中主要的學

習範疇。  

 

4.4 學生應懂得如何取得和闡釋有關的數學資料，以便能快捷準確地處理數

學問題和課業。學生應能把所學的數學知識融匯貫通，然後訂下解決問題的程

序。此舉不但有助學生學習數學，並且能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奠定終

身學習的基礎。這樣可培養學生的信心，使有能力解決疑難和處理數學課業。  

 

4.5 數學教育的重點，是培養學生在解決問題時能持積極的態度。數學學習

能培養學生欣賞大自然的美態，以及有機會領略完成數學問題時所帶來的興奮和

喜悅。  

 

4.6 數學為我們提供很有效的溝通途徑，我們可透過圖形、圖表、圖像及符

號等媒介來表達信息，而這些媒介甚至可再作整合，從而獲得更多信息。學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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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懂得描述、提問、論證和解釋數學概念和知識，從而與人交流信息和意見，而

在溝通過程中，學生學會了如何由獨自解決問題，發展至與人共同謀求解決辦法。 

 

4.7 數學可說是科學和科技發展的基礎，也是其他學習範疇的基本元素，為

學習其他學科時分析問題提供所需的技巧和知識。學習數學亦有助學生擴闊視

野，增進知識。因此，學生須達致某一程度的數學水平，方能繼續修讀這些學科，

繼而在大多數的行業中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4.8 數學亦應視為一種智力活動和思考方式，而不僅是一種工具。它是一種

創作性的活動，透過這些活動，學生可發展他們的想像力、積極性及靈活性。在

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應協助學生領略數學的美，並逐漸培養他們在數學方面的潛

能，以及確立本身的數學觀，並明白到數學在人類文化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4.9  修訂中、小學數學科課程時，已根據以上的路向，制訂中、小學階段的

數學科課程的具體目標，雖然這兩個課程的目標各自獨立，但有關委員會已審慎

處理，確保兩者互相銜接。該兩組目標分別載於附錄三和附錄四。  

 

展望  

 

4.10 我們建議中、小學數學科課程的內容應能實現這些課程的目標。此外，

亦應參考這些目標來制訂中六、七程度各數學科目的具體目標，讓我們對數學教

育和數學教育如何能協助達致學校課程所訂的目標有更透徹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