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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由平面構成，為甚麼小一學生是
先學立體後學平面，而不是先學平面
後學立體的呢？ 

在小一時，學生已從直觀中認識立體
及平面圖形，為甚麼在小二時，又要
再從直觀立體圖形中認識面呢？  

問題討論： 



兒童幾何思維發展的五個階段： 

階段零：認識（recognition） 

    兒童會根據圖形的整體外觀認識圖形，而不 

    考慮它的部分。 

    例如：在小一的立體圖形中，學生從直觀分 

    類中認識圖形的名稱 。 

階段一：分析（analysis） 

    兒童能分析圖形的簡單特性，但不能看出圖 

    形間的相互關係。 

    例如：在小一中學生需描述圖形的簡單特性。 



階段二：關係（relationships） 

    兒童能以圖形最少的特性加以定義及分類。 

    例如：在小二中學生以「面」來了解及比較柱 

    體及錐體的簡單特性。  

階段三：演繹（deduction） 

    學生能利用演繹及推理來證明各種幾何問題。 

階段四：定理（axiomatics） 

    學生能了解及比較不同的幾何系統。  



如何提升兒童的幾何思維能力？ 

Ａ 多閱讀 

Ｂ 多做練習 

Ｃ 屬先天性 

Ｄ 隨年齡自然增長 

Ｅ 多作操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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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 

讓學生通過實物操作，印出柱體和錐體的
面，作出歸納及比較，從而了解它們的特
性，並以數學語言描述。 

小二 從立體看平面 

思考問題： 

為何要讓學生從操作活動中建立概念？ 

如何安排活動以達致學習成效？ 



活動一： 

不同角柱的面有甚麼相同及不相
同的特性呢？ 



學生如何
合作？ 

如何避免重
覆印面？ 



學生印出 

四角柱體的面 

學生印出 

三角柱體的面 



學生印出 

五角柱體的面 

學生印出 

六角柱體的面 



每組同學
把結果記
錄起來 



每組同學
把結果記
錄起來 



綜合結果，讓學生歸納結論 



與學生從討論中歸納出不同的角柱 

相同之處有：兩個形狀相同的底、側面的形狀都是 

      長方形 

不同之處有：底的形狀不相同、側面的數量不相同 



學生表現 

－所有組別均能完成操作活動，但有 
快慢之差異 

－學生能依照老師的建議分工合作 

－學生普遍能歸納出相同及不相同的 
特性，但運用語言描述有欠暢順 



教學反思 

－如何提升學生運用數學語言描述共
同及相異特性之能力？ 

－學生在操作活動中的表現較想像中
理想，可放較多教學時間讓學生描述
特性 

－可加強老師示範，並鼓勵學生完整
地描述所有特性 



活動二： 

不同角錐的面有甚麼相同及不相
同的特性呢？ 



操作的效率
有所提升 

學生在技巧、
合作性及信心
方面均有改進 



三及四角錐的印面 

學生均能在印面上寫上底
及側面等數學詞彙 



五角錐的印面 

老師期望學生能從歸納三、四及五角錐
的特性中，推理出六角錐的特性 



每組同學
把結果記
錄起來 



提醒學生就
四項特性作
出討論 

學生的
討論氣
氛良好 



較多組別能歸納出相同及相異的特性，並用心填寫 



部份組別指出角錐側面的數量和底的形狀有關 



期望學生能完整地描述所有特性 

－強調學生從四項特性中作出描述 

－老師強調有清晰的示範 

－增多全班一起朗讀的機會 



學生表現 

－學生進行操作活動的效率有所提升，他們
投入活動，並表現有高的學習動機 

－學生能從小組討論中歸納出角錐的特性相
同及相異之處 

－學生運用數學語言描述特性的能力有所改
善，表達時較流暢及完整，並能運用準確的
數學詞彙 



教學反思 

進行操作活動很費時嗎？ 

學生明白了就自然能講嗎？ 



活動三： 

角錐和角柱的面有甚麼相同及不
相同的特性？ 



每組學生分發得
相似的角柱和角
錐各一（例如：
三角柱和三角錐
各一） 

同學討論時
從四項特性
中比較兩個
圖形的相同
及相異之處 



學生討論時就每項
特性作出討論，而
不是先列出每一圖
形的所有特性，顯
示有意識地作出比
較 

同學互相講
解兩個圖形
的相同及相
異之處 



同學能直接拿著實物
向全班講解三角柱和
三角錐、四角柱和四
角錐及五角柱和五角
錐的相同及相異之處 



學生表現 

•學生了解活動目標，有策略地進行討論 

•學生可直接拿著實物進行比較，顯示有較
深化的學習 

•學生需較少的提示已能比較所有特性 

•由於學習重點和之前的活動不甚相同，所
運用的表述方式也有不同，故同學表述沒
有上一課的流暢 



教學反思 

•讓學生明白操作活動的目標，學生會
思考策略進行解難 

•學生在不同的活動中需以不同的數學
語言講述概念，每一概念也有其獨特之
處，均需有充足練習機會 



為甚麼小三學生判辨下列立體圖形
感到困難呢？  

問題討論： 



能否運用立體圖形的面協
助學生判斷立體圖形的例
子及非例子呢？ 



學生能分辨TSA中較難判斷的題目嗎？ 



學生以底和側面以及它們的數量作出解釋 

學生以底及側面的形狀作出解釋 

大部份學生能正確地分辨 



學生只以底的形狀作出解釋 

學生只以側面的形狀作出解釋 

學生的解釋有所差異 



學生以底和側面以及它們的數量作出解釋 

學生以底及側面的形狀作出解釋 

大部份學生能正確地分辨 



學生只以底的形狀作出解釋 

學生只以側面的形狀作出解釋 

學生的解釋有所差異 



學生以底和側面作出解釋 



學生以底或側面作出解釋 



較少學生能作出正確判斷，解釋也有差異 

（因為它底和面的圖形都是一樣） 



（它沒有長方形或三角形
的側面） 

錯誤的學生均分不清此圖形的底和側面 

為甚麼學生從實物中能作出判辨，而在平
面圖中卻未能做到呢？ 



我們的反思 

•學生在解釋正例子時所表達的理據有差異，
在否定一例子時只需提出一項不附合的條件
已足夠 

•學生判斷實物時較具體及容易，但判斷平面
圖時則有困難，可能因為他們缺少從多角度
觀察立體圖形的經驗，也沒有學習經驗從立
體的平面圖中連繫到真實的立體圖形 



學生是否知道圓錐和圓柱展開的曲面
是怎樣的呢？ 



學生互相
討論結果，
並進行比
較 



我們的反思 

•學生在分辨圓柱及圓錐雖困難不大，但由
於學生較難從直觀中認識它們展開的曲面，
故需讓他們有實際操作經驗 

•學生可從操作活動進行探究，自行發現知
識，以滿足其好奇心，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及興趣 



小二的教學總結 

•學生從操作活動中自行探究及建構概
念，對學習有更深刻的掌握 

•學生運用數學語言作解釋能重新組織
思考及釐清概念，鞏固學習 



在小一時讓學生從多角度觀察立體，提
升他們觀察立體平面圖的能力，讓他們
能連繋平面圖及實物的立體圖形。 

小一 從平面看立體 



活動一：從平面圖形看立體 



老師展示不同的平面圖形 



老師以短片展示可從不同角度觀察同一立體 

鼓勵學生拿起並轉動立體進行觀察 

學生討論平面是屬於哪些立體圖形的 

學生示範如何從不同的立體中看到相同的平面 

學生拿起圖形以合適的角度進行觀察 



學生從不同的立體圖形
中也可觀察到相同的平
面圖形，加深了對立體
圖形的理解 



學生表現 

•學生能以多角度觀察立體圖形 

•學生了解到從不同的立體圖形中
也可觀察到相同的平面圖形，擴
闊了思考空間 



活動二：從立體圖形的平面圖看立體 

思考問題：學生能從立體圖形的平面圖中
連繫到立體圖形的真實模型嗎？ 



學生需配對工
作紙上的平面
圖及枱面上的
立體圖形模型 



學生需配對工
作紙上的平面
圖及枱面上的
立體圖形模型 



老師利用實物投影器示範如何從觀察立
體中判斷平面圖屬哪一立體圖形 

判斷三步曲：對正望、轉動圖形、數面 

老師和學生討論從不同角度觀察立體所觀察
到的平面圖會有甚麼不同 



學生進行活動的情況 

學生不停作出選擇、反覆從不同角度
觀察及互相討論 

學生講解如何判斷哪個立體屬哪個平面圖 

學生能運用三步曲進行觀察，並清楚解釋為
何選擇這個立體圖形 



我們的反思 

學生從多觀察立體圖形中就懂
得分辨立體圖形的平面圖嗎？ 



活動三：從立體圖形的平面圖中組合兩
至三個立體圖形 



學生需觀察平面圖，並運用立體圖形模型作出拼砌 



學生需觀察平面圖，並運用立體圖形模型作出拼砌 



同學也可運用三步曲進行觀察 

老師向學生介紹貼面的概念 

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拼砌，熱烈討論及投入活動 

老師拍下學生的作品，作即時回饋 

發揮創意的時候來了 

學生講解他們為何選擇這兩個圖形作出拼砌 



小一的教學總結 

•學生能從多角度觀察同一立體圖形 

•學從能作多角度了解同一立體圖形可觀
察出相同的平面圖形 

•學生掌握到從立體圖形平面圖中連繋到
立體圖形模型的一些技巧 

•學生能連繫現實中的立體圖形並作出創
作 



總結 

教學中的由平面到立體 

從依書直說 

到 

手到、眼到、口到及腦到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