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M04 

題目：  學生怎樣處理「比較類應用題」 

講者：  陳子陽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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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偉其老師、林志輝老師（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內容 

在第一學習階段「數」範疇的學習中，學生除了要掌握基本的運算外，更要運用數學
概念去思考，解決日常遇到的問題。在課堂內，老師會利用文字題，製造形象化和具
體化的情景，讓學生沉浸於思考活動中，從而學會運用數學的思維方法。Riley等人(1983)

將加減應用題依語意關係結構分為「改變」、「合併」與「比較」等問題類型，其中，
他們發現學生學習「比較類應用題」時，遇到的失敗較多；在課堂施教時，不少老師
發現  教授「比較」類加減應用題是初小數學學習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學生普遍覺得比
較困難的問題，更對高小數範疇的學習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上述兩所學校的數學教師經過討論和交流，從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作為起點，發現教
授「比較」類加減應用題時，在前置知識的鋪排、文字敍述的教學和圖像表徵的運用
上，存在著不少學習關卡，因而令學生的學習成效受到影響。 

 

為了幫助學生更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讓他們掌握運用數學基模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我們從數學科文獻中，發現學生學習加減應用題時，按問題層次去編排學生學習經歷
的重要性。此外，我們亦從「前置知識鋪排」、「課業設計」、「難點聚焦」、「輔助思考
工具」及「後設認知」等重要學習元素著手，引導學生對問題作出思考。讓作為學習
過程主角的學生投入學習活動後，懂得通過合理的推算去驗證自己的思考方法。 

 

透過是項教研工作，我們優化了校本教材的設計、課堂教學法及學生的學習成效。是
次分享我們會以工作坊的形式進行，我們期望參與者能投入討論活動，一起分析學生
學習「比較類加減應用題的題型」所遇到的難點，並探討運用相關的前置知識、關係
句的層次學習及設計合適的圖像表徵，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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