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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本課程發展
支援服務 –數學

提供支援服務的組別
教育局
課程支援分部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支援對象
小學

支援範圍
小學數學教育

http://www.edb.gov.hk/sbss/sbcdp

提供支援服務的單位/組別、支援對象及範圍

http://www.edb.gov.hk/sbss/sbcdp


簡報內容

支援服務範疇

（一）支援學校的目標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強化電子學習的學與教效能

 推展配合數學課程的STEAM教育

 推動價值觀教育

 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加強不同學習階段的銜接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數學能力

（四）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五）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六）促進專業團隊的建立

申請支援服務注意事項

（七）行政安排

（八）常見問題

（九）查詢熱線/電郵

（十）申請注意事項



（一）支援學校的目標

 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

數學能力

 提供不同學習經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 強化電子學習的學與教效能

• 推展配合數學課程的STEAM教育

• 推動價值觀教育

• 發展國家安全教育

• 加強不同學習階段的銜接



強化電子學習的學與教效能

進行探索與研究，在適當的軟件協助下，學生可更集中地

分析問題和制定解答。

透過電子平台促進課堂內外學生的交流和協作，讓學生在電子
平台上延伸學習。

應用繪圖工具和動態幾何軟件等展示抽象概念，加強學生

對概念的理解。

藉著電子學習環境，學生可使用適當工具自主地進行課堂
外的學習。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電子學習
年級：小五
學習單位：立體圖形（三）
學生運用電子學習軟件驗證結果，並透過電子平台分享成果，促進課堂互動。

強化電子學習的學與教效能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電子學習
年級：小四
學習單位：圖形分割和拼砌
透過混合模式教學，學生上載預習結果於電子平台，通過自評及互評，
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強化電子學習的學與教效能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為學生在數學上提供堅實的知識基礎，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 STEAM 相關科目的知識和技能的能力。

 STEAM 不是數學科的一個新範疇，而是著重在不同情境中應
用數學，當中不同程度地綜合了科學和科技元素。

 通過為學生創造應用數學知識和技能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機會，
STEAM 教育能得以加強；過程中學生分析那些或許沒有明確
解答的現實生活問題，為問題建模，制定解決方案並最終解決
問題。

推展配合數學課程的STEAM教育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建基於數學課題的STEAM教育活動
年級：小二
學習單位：立體圖形（二）
透過專題研習，提供機會給學生綜合
和應用STEAM相關科目的知識和技能。

推展配合數學課程的STEAM教育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建基於數學課題的STEAM教育活動
活動過程及學習成果

推展配合數學課程的STEAM教育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綜合不同學科領域的STEAM教育活動

年級：小四

學習單位：周界（一）

透過建基於學科的學習活動，提供機會給學生綜合和應
用數學、常識及電腦等相關科目的知識和技能。

數學：
-矩形面積和
周界的關係
-對稱圖形

科技：
LED燈條
編程

價值觀
教育：
感恩

科學：
閉合電路

工程：
設計發光
心意卡

藝術：
-設計心意卡

推展配合數學課程的STEAM教育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綜合不同學科領域的STEAM教育活動

學生分享學習成果，解說設計理念，並藉
著心意卡表達對親人的感恩，配合價值觀
教育的目標。

推展配合數學課程的STEAM教育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透過跨課程閱讀，推動價值觀教育，提升資訊素養
年級：小五

學習單位：體積（一）

透過跨課程閱讀，認識香港的存水量、制水歷史及食水來源，包括水塘及東江水，
從而帶出食水是珍貴的資源，以及了解正確使用資訊的重要性。

國家安全教育

資源安全

數學

1立方米

複合棒形圖

常識

認識香港食水來源

水塘、東江水

香港歷史

1920-60年代

制水歷史

生活應用

閱讀家中水費單

計算家中人均用水量

價值教育

珍惜用水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年級：小三

學習單位：3M1 長度和距離(四) ：公里

3M3 時間(三)：時間的應用

3M4 時間(四)：二十四小時報時制

透過閱讀高鐵時間表等研習活動，加强學生對24小時報時制的轉換、時間計算及長度(公里)
的綜合應用能力，從而讓學生認識高鐵在國家發展的情況，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提升
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幼小銜接

於小一的上學期，學生通過遊戲和實作活動學習數學，減少書寫練習和紙筆
評估，讓他們按部就班地掌握和適應小學的學校生活。

加強不同學習階段的銜接

（二）規劃及落實數學課程的發展焦點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
生的數學能力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 操作活動

• 探究活動

• 開放式問題

• 解應用題策略

• K-W-L教學策略



操作活動

年級：小六

學習單位：體積（二）

學生進行小組量度活動，記錄結果，並運用數據作出推論，具體地掌握容量和體積兩個
概念的關係。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探究活動
年級：小二
學習單位：立體圖形（二）
透過拓印立體的側面圖樣，探究不同立體的特性，從而歸納結論。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開放式問題
年級：小三
學習單位：三角形
透過開放式問題，鞏固三角形邊長之間關係的概念，亦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開放式問題的優點：
 啟發學生思考
 提升學生綜合運用

數學知識的能力
 照顧不同能力學生

的需要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解應用題策略
年級：小三
學習單位：四則運算（一）
透過繪圖或列表，幫助學生理解題意。

線段圖 列表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解應用題策略
年級：小四
學習單位：四則運算（二）
透過關係圖或分步列式，幫助學生整理複雜的資料。

關係圖 分步列式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K-W-L教學策略

年級：小四

學習單位：乘法（一）

透過預習課業、課堂討論和課後反思，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預習課業 課堂討論 課後反思

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三）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四）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年級：小四
學習單位：公因數和公倍數
佈置分層課業，並配合拍手及站立遊戲，刺激學生不同感官的學習活
動，幫助他們理解概念，照顧不同的學習風格。



 如何了解學生各種數學能力
的水平？

 紙筆評估也可多元化嗎？

 如何在課堂中加入「作為學
習的評估」的元素？

 如何以「促進學習的評估」
的理念，從而
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促進教師發展？
發展數學課程？

（五）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評估模式 思考問題

對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了解學生所達到的水平

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著重回饋，促進學與教

作為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as learning）

－連繫學習與評估，發展自主學習能力



多元化評估
除紙筆外，透過多元化的評估活動，了解學生在不同數學能力的表現，
例如通過製作概念圖，掌握學生運用四邊形特性以組織資料的能力。

（五）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實作評量
以實作評量，補足紙筆測試未能評估的學生表現，例如評估學生的量度技巧。

（五）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共同備課
課硏 /

顯證為本
經驗分享

共同備課會議
就三方面進行
討論：課程組
織、教學策略
、評估策略

透過觀課或課硏活動，搜集學
生的學習顯證，探討及反思教
學成效

透過校內及校
外的分享會，
分享課展經歷

同儕觀課

（六）促進專業團隊的建立



（六）促進專業團隊的建立

以一個年級為切入
點，透過共同備課
及課硏活動，發展
多元化學習活動及
教學策略

透過主題講座、工作坊、校內分享及培
育種籽老師，把數學科的課展經驗擴展
至各級

把一些共通的策略
及經驗，例如備課
會模式、課硏模式、
電子平台的使用經
驗等等，透過校內
分享擴展至全校

橫向發展
縱向發展

多元化學習活動
及教學策略

全校發展



協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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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

STEAM 活動
跨課程閱讀
專題研習
探索與研究
解難活動



本組網頁：

http://www.edb.gov.hk/sbss/sbcdp

專業交流：「以行求知」及其他分享會學與教資源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sbcdp/seminar/index
_tc.htm

協作成果

http://www.edb.gov.hk/sbss/sbcdp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sbcdp/seminar/index_tc.htm


（七）行政安排

切入點

 按學校需要選擇一個年級

人手安排

 科主任及課程主任的參與，有利

經驗的延續及課程的縱向發展

 挑選適當人選，投入參與課程發

展

 培育種籽老師，推動持續發展

時間編排

 安排同級數學科老師相同的
備課時段

 與本組的共同備課
 2023年7–8月：預備會議（校

長+課程主任+科主任）

 定期備課會議（約2週1次，每
次約90至120分鐘）

 按需要安排觀課、課研

 按需要舉行工作坊或講座



（七）行政安排

對學校的期望

 與其他學校分享課程發展的經驗和資源，例如工作計劃、學

與教材料和學生作品等（該等材料的版權將由教育局與有關

學校共同擁有。教育局保留彙集和修改的權利，以作教育推

廣用途）

 恪守法律上的責任，並在任何情況下，遵守版權條例，以發

展學與教材料



（八）常見問題

1. 支援服務年期是多少年?

支援服務為期一年

2. 校本支援服務涵蓋多少個課題？是否由學校自定？

以為期一年的支援服務來說，目標是發展一個年級的數學課程，一般涵蓋該

年級全年的課題，而各單元的發展優次和輕重，則按學校的發展需要而決定。

3. 學校想推動新的發展計劃，例如跨課程閱讀，本組可以提供相關支援嗎？

本組主要協助學校規劃和落實數學課程，如計劃能配合數學科發展，本組會

提供適當的支援。學校在行政、人手及資源上作出配合，會有利發展。



（八）常見問題

4. 支援人員是來自學校的教師還是本組的課程支援主任？

支援服務由本組的課程發展主任提供。

5. 到校支援全年約多少次？參與教師的工作量如何？

一般來說，備課會約每2週舉行1次，每次約90至120分鐘，而

觀課、工作坊或講座的安排則另行商議。學校需為參加計劃的

教師安排恆常的協作及交流時段，例如共同備課時間、同儕觀

課教節等。



（九）查詢熱線/電郵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數學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張子偉博士

電話：2158 4925

電郵：andrewtwcheung@edb.gov.hk



（十）申請注意事項

 學校可申請最多兩項校本支援服務。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2/2023號或透過掃描以下二維碼，瀏覽校本支援服務網站，獲取支
援計劃的詳情和最新資訊。

 有興趣參加支援計劃的學校可於2023年3月22日至4月28日，透過教
育局「統一登入系統」申請「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 數學」支
援服務（網上申請表編號：P4）

校本支援服務
http://www.edb.gov.hk/sbss

http://www.edb.gov.hk/sbss


（十）申請注意事項

學校可透過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進入「校本支援服務網上申
請系統」 (http://clo.edb.gov.hk/) 申請支援服務。如需查詢：

申請結果將於2023年6月9日公布。

查詢事項 統一登入系統 校本支援服務網上申請系統

聯絡組別 「統一登入系統」服務台 校本專業支援組

聯絡人 「統一登入系統」服務台 黎皓輝先生

電話 3464 0592 2152 3604



（八）申請注意事項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SBCDP）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包括：
P1 中國語文
P2* 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P3 英國語文
P4 數學
P5 常識
P6*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P7*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小學教師學習社群
P8   小學英國語文領導教師學習社群
P9   小學數學領導教師學習社群
P10 小學常識領導教師學習社群
P11*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STEAM教育（小學常識科）

*可額外申請的服務：
（P2） 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P6）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P7）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小學教師學習社群
（P11）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STEAM教育（小學常識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