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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題教學向來都是小學數學老師關心的課題。近十年來，已有不少學校的數學老師
在教授應用題時，加入圖解協助學生理解和解答，可是成效卻未如理想，有關的輔助
解題技巧均未能植根到學生的解題模式之中，普遍高小年級的學生在解答應用題時，
仍是聚焦計算而忽略細緻分析題意。事實上，有少數學校曾引進相類做法，卻又因不
同的原因，回復原有的教學模式。到底是甚麼原因令致成效不彰？又是課程進度太緊
迫所致？還是⋯⋯ 
 
經過考量和反思，我們發現當中與是否有系統地推行有關教學策略不無關係。然而，
要系統地落實應用題教學，首先要確認教授數學思考是應用題教程的重心，而不是把
應用題看作計算技巧或概念學習的延伸。解答應用題所涉及的數學思考包括閱讀和理
解文字情景，掌握題目內裡的量化訊息如數據資料和規律，以及分析數量之間的關係，
從而列寫橫式展示解答方案。 
 
觀察一般學生解答應用題的情況，由讀題到列寫橫式，少有展現出一個具體的思考步
驟或歷程，多會看到學生急着進入計算，努力找出計算結果。若學生慣性地以這樣的
程式解答應用題，他們能有效地認識不同情景下的資料編排嗎？他們能不遺漏地掌握
題中的數據和規律嗎？他們有深入分析數量之間的關係嗎？他們花在思考的時間比重，
足夠讓他們列寫正確的算式方案嗎？更具體地說，他們有學習相關的數學思考嗎？ 
 
針對上述的觀察，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的老師和本組同事協作，進行校本課程發展，
課程調適的取向是強調培養和訓練學生的數學思考。老師教授解答應用題時，要求學
生具體地經歷審題和分析過程，並且在思考以後，方可列寫橫式答題。目的是讓學生
認知到分析思考是一套可以學習到的步驟和方法，而不是籠統的、模糊的、摸不著又
解說不清的腦袋「急轉彎」。 
 
現實的情況，普遍教科書均把應用題編排在每個計算重點之後，譬如在 3N3 一位數乘
二位數的計算下，有一組應用題作延伸練習；而一位數乘三位數的計算下又有另一組
應用題編排在後。學校依據既定的取向，在課程和教學上做了一些系統的改變。在處
理課程方面，我們把計算法則的學習和解難思考分開處理，例如在教授乘法時，老師
會先讓學生一併學會一位數乘二位數和一位數乘三位數的計算技巧，在加強技巧訓練
以後，才開始審題分析思考的教學環節。在單元教學的後期，老師才幫助學生整合思
考和計算，完成全題的解答方案。 



 
整個教學設計的主要考慮點，是要騰出充分和連貫的教節，讓老師能聚焦教授數學思
考，而在學生方面，亦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沉澱」過程當中的思考方法和經驗。為
了使學生更能領受和學習數學思考，教學上，老師嘗試把審題分析程序化。明確指出
學生需要讀題兩次，第一次「讀故事」──閱讀題中的情景內容；第二次「讀數字」─
─把題中的數字以圖像或表列的形式撮記下來。並且授以多種圖像思考工具，要求學生
以多元形式分析和展示數量關係。期望學生透過經歷具體的思考步驟，能夠建立一套
有條理的系統思考方法，從而增強他們日後遇到複雜情景的解難能力。 
 
雖然課程調適的預期目標，是要改變學生在解答應用題時急於進入計算的態度和模式，
並且能有方法地按步分析和解答問題。然而，學生的學習並不全是從課堂學習而來的；
再者，短時間內進入計算，並算出數字答案的「完成滿足」感覺，對小學生來說是十
分強烈的。透過課程調適和重整教學安排，去改變學生的答題態度和模式，實在需要
較長時間的施行和多方嘗試。 
 

該校已進行校本課程發展一年多，同一級的學生由小二即開始在這教學設計下學習，

今個學年他們進入三年級，觀察他們的課堂表現，可以看到大部份的學生在列寫橫式

前，已能按著步驟，套用一些已學到的方法和工具，嘗試理解和思考問題，大致已取

得初步成效。在教學層面上，教師已編訂了校本教材以配合調適後的教程，經驗說明

無需特別增加教節，沿用過往預定的教學時間，已能順暢地在課堂實施。而參與教師

也表示在教學過程中，明顯地察覺自己在教授思考，不像以往的僅僅展示答題範例，

或重複地透過語言解說，純然地教導學生完成答題。老師表示，比對之下，的確帶來

一份在教學專業上的滿足感，認同教學的轉變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