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期焦點：
1. 12:15pm 和1:15pm 

誰在前面？
頁2

2. 概念缺失的災難 頁3

3. 教學設計檢查站 頁4

4. 談四年級兩步計算
應用題的教學法

頁6

5. 學校專訪 頁7

6. 數學笑話三則 頁8

(......接第二頁)

數學教學通訊數學教學通訊數學教學通訊數學教學通訊數學教學通訊數學教學通訊
2008年4月

第三期

戴家慧
學校發展主任
(校本專業支援組)

項法元老師
內地交流人員

出版：教育局 校本專業支援組   地址：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18樓1813室   電話：2152 3217   傳真：2152 3223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數學科）

香港的小學數學教學明顯
的體現了東西方文化融

合的特點，既有東方傳統教
學重視基礎知識、重視考試、
重視教師的作用的特點；同時
也有西方教育中的重視學生的
探究，強調培養學生的學習興
趣、動手能力，尊重學生的個
性發展，重視學生在學習中的
獨特體驗等特點。

教師

香港的小學教師每週任課
節數大概是內地教師的兩倍，
內地小學數學教師周課時量是

15節左右，任教兩個同年級的
數學課。香港小學教師周課時
量大概30節，任教兩個不同
年級的數學課，或者數學、中
文、英文都上，能勝任多門學
科的教學工作。內地的校長在
安排教師任課的時候都會讓教
師專科專教，而且一般情況下
不會讓教師去上兩個不同年級
的班。而香港正好相反，一般
一位教師是要上兩個不同年級
的班。內地的理念認為，教師
上同一年級的課，可以節省備
課、做簡報的時間，更重要的
便於教師自我及時反思，在第

一個班裏獲得的經驗可以改進
第二個班的教學，有利於提高
課堂教學的效率。

教材

兩地的教材在加強數學與
生活的聯繫、注重學習方法的
指導、對知識和方法及時總結
和概括、重視學生處理資訊能
力的培養等方面是相同的。最

例談香港和內地小學數學教學的差異

早前應去年內地交流人員
的邀請，到浙江進行了

友好的交流，在嘉善魏塘鎮中
心小學觀了兩節課，當中一節
小三的數學課，給我很深刻的
印象，在這裏與同工們分享一
下。

任教該節課的是朱老師，
課題是「兩位數乘兩位數的筆
算乘法」，班上約有50名學
生，都已經掌握了兩位數相乘
的直式算法。

大班教學也可以有互動

課堂一開始，朱老師先
讓學生自行計算「19 × 19
」，並邀請了三位學生在黑板
示範。完成後，發現學生有答
對的，也有答錯的。朱老師要
求三位學生用標準的數學語言
解釋自己的算法，一名學生說
道：「19 乘以個位上的 9 得 
171，19 再乘以十位上的 1 
得 190，最後將 171 加上 190 
得 361，便是答案了。」朱老
師的做法，看來很平實，但特
別之處，是調動了學生的積極
參與，包括數學用語的口語表
達，加上用學生的角度、學生
的語言，把錯誤糾正，而不是
採用老師自圓其說的單向教學
法，這正是整班教學中照顧學
習差異的一個好策略。另外，
我不得不提的，是朱老師要求
學 生 利 用 標 準 數 學 語 言 去 表
達，而不是隨意的使用日常用
語，這使我想起內地交流人員
常常跟我說的一件事—「為甚

麼香港的數學課堂用語都是隨
意的呢？」

「一箭三鵰」的教學目標

朱老師利用兩道應用題，
與學生進行討論：

(1)「自行車運動員每天訓練騎單
車75千米，問他一個月（31
天）要騎多少千米？」

(2)「我作文寫了15行，每行21個
字。如果文章要求不少於300
個字，你想想夠了嗎？」

兩條題目看來也很平實，
但 平 實 中 卻 看 到 取 材 的 多 樣
化，引導學生把乘法概念，遷
移到生活中不同情境中去。這
與香港的教材中絕大多數的題
目，不是涉及食物，就是涉及
金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教學目標雖是乘法的算法，但
卻把學生的思維，從算法帶到
生活中去。

班中三位學生計算第一題
時，分別得出 75 × 31 = 425
、75 × 31 = 2325 和 31 × 
75 = 2325。朱老師沒有指出

誰 對 誰 錯 ， 卻 問 學 生 光 看 答
案，會怎樣想。一個學生回答
說：「425 不正確，因為數值
太少。」在老師的推動下，他
繼續說：「用估算已知答案應
大約為 30 × 80 = 2400 的。
」老師亦趁機對「75 × 31」
和「31 × 75」進行簡單的討
論，進一步鞏固學生對乘法交
換性質的認識。在教乘法算法
的時候，也不忘強調學生思維
的跳躍，既可複習，又可推動
學生把不同的學習內容進行組
合。

處理第二道題目時，一個
學生寫的答案是「15 × 21 ≈ 
300」。在老師的追問下，學生
進一步說明了他的想法：「15 
× 20 = 300，已經比題目的答
案要大，所以根本不用把答案
算出來。」這種有違「格式」
的算法，我們接納嗎？我們鼓
勵嗎？這個學生的做法，給朱
老師表揚了，因為他真正地運
用了數學，而沒有被「直式」
和「格式」這些教條所困著。

掌握學生的學習真象，設題定
必擊中思考的誤區

課堂最後以一道富思考性
的題目作結束，題目如下：

三位小朋友做的口算題情況如下：

姓名 每天做的題數 天數

余華 26 17

周于恆 27 16

程斌 28 15

你覺得誰做的口算題最多？

朱 老 師 讓 學 生 表 達 自 己
的想法，學生們紛紛踴躍舉手
發言，有的說：「余華做的最
多，因為他做的天數最多」、
有的說：「三位小朋友做的應
該一樣，因為當他們的題數增
加1，天數卻同時減少1」，場
面十分熱鬧。

朱 老 師 讓 學 生 分 組 找 出
答案，最後，發現余華所做的
口算題最多。然而老師卻沒有
罷休，她要求學生不把答案直
接計算，而能判斷誰做的口算
題最多。她著學生下課後好好
思考這問題。這樣一來，老師
既為課堂增加了一點懸疑的氣
氛，也為日後的課題埋下了伏
線。這裏最值得我們借鏡的，
不是進行分組討論，而是對這
樣一條平平無奇的數學題，原
來朱老師早就掌握了學生的思
維誤區，在學生的思考在奔馳
的同時，老師已胸有成竹地策
劃學習如何地發生。

這節課的成功，建基於平
實的材料、平實的縯譯，關鍵
在於對學生的了解、課堂佈局
的周密，這是教師能揉合不同
教學技巧，對數學學習原理充
份掌握的專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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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運薇老師
聖公會基顯小學

等價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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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小學二年級認識《一天的時間》時，部
分學生往往對 12:15 pm 和 1:15 pm 哪一

個在前面搞不清，實質是對「下午12時多」表
示的是一天裡哪一個時間不太清楚，那麼原因是
甚麼呢？我想困難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與
學生的生活經驗有關，如對於「12:15 pm」，學

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聽到的是「中午12時15分」，而不是「
下午12時15分」，不同的表達導致認識衝突。其次是與學生
的認知水準有關，二年級學生對於一天時間的感知與把握，是
建立在自身典型活動的影像與相關時間一一對應的基礎上的，
那些一天中沒有典型影像的時間點往往不能正確定位，學生
對一天時間的建構不全，就易產生對「下午12時多」與。「
下午1時多」、「上午12時多」等時間混淆不清。最後就是教
材的編排特點，教材在二上安排「12小時報時
制」，到三下才安排教學「24小時報時制」，
其實當理清兩種報時制的關係後，學生就很容
易正確把握一天中的24個小時，但二年級時還
不具備這一條件，學生的認識也就產生了暫時
性障礙。

為此，我們在教學時應如何把握呢？我認為內容要點到
為止，過程要形象直觀。從內容看，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教材
安排與「下午12時多」相關的地方一般只有一二處，而且不
會安排與之極易混淆的「上午12時多（凌晨12時多）」的內
容在一起，目的就是減少學習的難度，留待以後再進行拓展、
加深。所以，老師在教學時不要以此為教學重點，也不要在此
糾纏不清，講清具體問題，點到為止即可。對於教材中涉及「
下午12時多」的具體內容，老師在教學時應喚醒學生記憶中
的具體情境，在時間和事情間建立強信號，同時還要依賴教材
中表示一天的平面或直線圖形，從中找到相應的時間點輔助學
生理解。

陸志洪老師
內地交流人員

大的差異是，內地的教材編得
非常簡潔和精煉，一個知識點一
般只會安排一個例題，會留下很
多空間給教師自己去處理。而我
所看到香港的教材編得比較具體
細緻，每個小的知識點都會有例
題，相對而言留給教師處理的空
間比較小。內地一直強調「用教
材教」，反對「教教材」，所謂
「用教材教」是指把教材看作是
一個教學的示範例子，教師要根
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處
理，這種觀點強調教師的作用，
更強調「因材施教」。認為相同
的教學方法不一定適合不同班級
的教學，強調不同的學生應當有
不同的教學方法，所以每位教師
必須獨立備課。當然這不是絕對
的，「用教材教」與「教教材」
主要看教師的教育理念和把握教
材的能力，而不是看用甚麼教
材，內地也有一部分教師存在著
「教教材」的問題，而香港也有
很多老師善於自己處理教材的。

香港教材都有完善的資源
套，有標準答案，有各種習題，
教師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同時，
增潤部分也為資優生提供了很好
的提高訓練內容。

教研活動

內地的教研活動是一項很
有中國特色的活動，從最基層的
備課組活動到全國性的各級各類
研討活動每年都會舉辦很多，
一般以公開課和專家評課講座為
主。公開課和專家講座給教師提
供了很多示範和檢討的機會，對
教師的成長是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的。

以校為本的教研活動是教
師專業成長的主要陣地，內地校
內的教研活動一般有兩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同年級的備課組活
動，主要探討本冊教材的教學目
標、教學重難點、進度、作業、
考試等具體的內容。第二層次
是全校數學教師參加的教研組活
動，一般以學習數學教學理論和
探討課堂教學成效為主，說課、
觀課、評課是最常用的形式。

在內地，「師徒結對」也
是教研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新
教師和一名教學水準比較高的老
教師結成對子，新教師得到老
教師的全方位指導，如備課、上
課、批改、輔導等。

這種活動在香港則相對比

較少，無論是全港性的教研活動
或者校內的教研活動都不多，特
別是觀課和評課活動還沒有形成
共識。

「雙基」教學

雙基是指基礎知識和基本
技能，香港和內地的教學傳統中
都有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
教學的成分。譬如計算教學中
的「20以內的加減法」、「100
以內的加減法」和「乘法的口
訣」都是一切計算的基礎。如
「7354＋2486」這道多位數的
加法可以分解成6道20以內的加
法計算，而「465×75」這道三
位數乘兩位數的乘法便包含著
15項口算，如果其中的某一個
環節發生錯誤，這道題的計算就
全錯了。

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如果
一個學生做20以內的加減法是
要撥手指或列直式的、乘法口訣
要從一一得一開始背起的，能學
好數學嗎？因為計算能力是學習
數學的基礎能力，所以計算能力
的下降不僅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後
續學習，還會導致學生對數學學
習失去興趣。在內地近幾年來實

施新課程後，我們發現一、二年
級學生的計算能力出現了明顯下
降的現象，有些學生一分鐘只能
完成7-8道100以內的加減法，
在速度上普遍較慢。我感覺在香
港這個問題比內地還要大一些，
在雙基的教學中還不夠紮實，學
生對基本的計算以及法則、性
質、定律等掌握不夠熟練，使得
後繼學習中有很多時間浪費在簡
單的計算上，從而導致部分學生
對數學學習不感興趣。

適度的記憶可以促進學生
更好的理解，一定的速度可以贏
得更多的時間讓學生去做更高級
的思維活動。當然我不是鼓吹大
家用死記硬背的方法去教數學，
而是讓學生在不斷的運用中逐步
熟練起來，做到「溫故知新」、
「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續第一頁)

近日，筆者在教學中不僅重
視數學知識的講授技巧，

還重視數學思想方法的孕育藝
術。讓我在這裏跟大家分享《
擴分》的教學片段。

有 一 天 ， 媽 媽 買 了 兩 個
大小相等的薄餅回來分給大家
吃。她把其中一個薄餅平均分
成 6 份 (見下圖 A)，把其中 1 
份分給哥哥吃。哥哥吃去其中
的 1 份，即吃去幾分之幾？（

吃去 
6
1

 ）

           
     A                 B

弟弟看見了，便嚷着要吃 
2份。媽媽又把另外一個薄餅平
均分成 12 份 (見上圖 B)，把
其中 2 份分給弟弟吃。弟弟吃
去 

2份，即吃去幾分之幾？（吃

去
 

  21
2

）

哥哥吃去
6
1

，弟弟吃去
21
2

  

，他們吃去的份量是否相等？

學生展開激烈討論，結果

主要有兩種方法：                     

【重疊法】把吃掉或吃剩餘下

部分重疊，証明 21
2

6
1
=  。

【觀察法】探究出「分子、分
母同時乘以 2 ，得出的另一個
分數，其數值不變」。

 板書： 

 

剛 才 用 等 價 轉 化 方 法 把
一個分數等價轉化為另一個分

數，解決了甚麼問題？( 
6
1

 等

價轉化為 
21
2

，讓我們明白了弟

弟吃掉的薄餅和哥哥一樣多。)

這種等價轉化的方法好嗎？像
這樣分子、分母發生變化而分
數數值不變的情況還有嗎？

學生在好奇中感悟等價轉
化思想的重要之後，對本來是
枯燥的擴分知識非常感興趣。

-學生在好奇中感悟「等價轉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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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數學中的靈魂，沒有了概念，
數學也就不存在了，而概念的缺失

就會使數學變得混亂，也是學生學不好數
學的根本原因。

我們先來看一個陳舊的笑話《你、
我、她》，老師在教學生學記「你、我、
她」時形象地解釋道：「你是我的學生，
我是你的老師，她（女同學）是你的同
學。」學生回家後模仿給父母聽，結果可
想而知，不但遭到父親的訓斥，還得到了
糾正：「你是我的兒子，我是你的父親，
她是你的母親。」學生把父親所教的再在
老師面前溫習時，老師被氣得七竅生煙，
挨罵是自然的了。老師犯錯學生受罰，這
就是老師概念缺失給學生帶來的災難。

雖然這是一個老掉牙的笑話，但是審
視一下學生所犯的錯誤，幾乎所有都是因
爲概念缺失造成的，而我們當老師的有沒
有想過缺失的根源在哪裡呢？

一說到概念教學，我們總認為與學
生咬文嚼字太累有關，還不如舉例說明來
得直截了當。下面是課堂教學中的幾個案
例，我們一起來看看。

如在單項式的教學中，老師告訴學

生，3x、�2y、 ba2

3
2

……等這些沒有加減

運算的式子就是單項式。於是，
我問一個學生，6是單項式嗎？
他看了一下老師的範例，沒有可

以參照的，就說「不是」。我又

問， c
ba

3
2

是單項式嗎？他猶豫了

一下，說「是」。學生都沒有說對，但這

能怪他嗎？課堂上，老師沒有說常數是單

項式，而 c
ba

3
2

 中確實是沒有加減運算的。

又如在有向數的減法教學中，老師通
過幾個例題爲學生總結出運算口訣 —「
正負調轉」，用心很好，也很易記，學生
印象深刻。於是有些學生這樣做了：

(�9) � (+3) + (�4) = (+9) � (+3) � (+4)

                        = (+6) � (+4) 

                        = +2

(�3) + (�7) � (�1) = (+3) + (+7) + (+1)

                       = +11

學生把它當成了負可以變正的符號遊
戲了，根本沒有有向數減法的概念。到頭
來我們還總抱怨學生太難教，是不是對學
生很不公平呢！

又如在平方差公式的教學中，老師在
介紹公式 ( )( ) 22 bababa −=−+  時，沒有對公
式的特徵進行分析，就開始直接運用公式
講解例題，然後讓學生模仿做練習。當堂
課上的練習沒有跑出公式的範圍，一切都
很順利，效果當然十分理想。於是，我出
了幾道題目給學生做：

1. (2x+1)(2x+1)

2. (2x+1)(2x�2)

3. (�2x+1)(�2x�1)

4. (2x+1)(1�2x)

學生是這樣做的：

1. (2x+1)(2x+1) = 4x2 + 1
2. (2x+1)(2x�2) = 4x2 � 2
3. (�2x+1)(�2x�1) = � 4x2 � 1
4. (2x+1)(1�2x) = （展開了做）

學生之所以全面出錯，是因爲我知道
他們對公式沒有完整清晰的概念。而學生
今後的應用也不可能只局限在每一個概念
的獨立空間裏，甚至都有明確的概念標籤
的情況下進行的，這種老師生病學生吃藥
的現象是不是讓人很痛心呢？

數學概念不是一個可說可不說的東
西，而是要說得嚴謹、說得規範、說得明
明白白。概念就像是遊戲的規則，沒有了
規則，任何遊戲都是玩不成的。

我曾和一位老師討論過「0 = 1」的問題。

求無窮數列1、-1、1、-1、1、-1……的和。

老師做得：
S=[1+(-1)]+ [1+(-1)]+ [1+(-1)]+…… = 0

我做得：
S=1+[ (-1) +1]+ [ (-1) +1]+ [ (-1) + 1]+…… = 1

我說：所以 0 = 1

老師很是吃驚，每一步都很有
道理，但是直覺告訴我們這裏有問

題，可是問題出在哪裏呢？其實，加法結
合律只適用於有限項加法的運算，若把它
運用到無限項加法中去，就出現了這樣的
謬誤。一個概念上細枝末節的疏忽，可能
就會鬧出一個大笑話。

我也和一個學生討論過「2 = 1」的問題。

設：      a = b        (ab≠0)

     a2 = ab       (等式兩邊同乘以a)

    a2 � a2 = ab � b2 (等式兩邊同減去b2)

(a+b)(a�b) = b(a�b)  (因式分解)
 a+b = b      (等式兩邊同除以a �b)

  a+a = a        (等量代換)

    2a = a        (合併同類項)

 ∴ 2 = 1        (等式兩邊同除以a)

學生吃驚地說，1真的可以等於2 
嗎？他並沒有發現我設的陷阱「a � b = 0
」，不能在等式的兩邊同除以它。那是我
針對學生分母取值範圍的概念缺失而設的
陷阱。

我還和兩個學生共同討論過 2
2
2

 的求法。

同學甲說：
222  = )2( 2

2  = 24 = 16

同學乙說：
222  = 22 )2(  = 42 = 16

我說好，暫且算你們都做對了，是
不是兩種方法都可以呢？我又出了一題：

322  =？

同學甲說：
322   = )2( 3

2  = 28 = 256

同學乙說：
322   = 32 )2(  = 43 = 64

我說，還是都算對。學生問：為甚
麼？我說，你們學過這個算式嗎？他們搖
頭。那你們都不知道這個算式的運演算法
則是甚麼吧？你們都按照自己擬想的法則
在做，在你們自定的運演算法則下當然都
對了。但是，如果已經有人規定好了運演

算法則，即 ( )mm nn aa = ，這也是數學中規

定的運演算法則，那就是同學甲做對了。
學生恍然悟到，原來規則如此重要。是
啊，有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天啦！一不小心，0 = 1、1 = 2了，
真是混亂不堪，這就是概念缺失所帶來的
災難。所以，在概念的教學中，我們千萬
不要掉以輕心。

最後，我收集了幾個有趣的數學案
例，讓我們一起來探索一下孩子心目中的
數學。

我看了這幾個案例直發笑，但是在
笑過之後，對數學概念的教學就更是不敢
含糊了。我想各位老師也會有這樣的感受
吧？

毛美雯老師
內地交流人員



主題 模擬教學設計內容示例

1.

切餅引入分數

今天是小明的生日，老師把圓形的餅切成大小相同的8份，

甲同學吃了1份，記作
1
8 ，是吃了這個餅的八分之一。

乙同學吃了2份，記作
2
8
，是吃了這個餅的八分之二。

所以，
1
8
和

2
8
都是分數。它們可以用來表示整體的部分。

2.

鞏固練習

判斷下列圖形著色部分佔全圖的幾分之幾。

     

重點：等份必須是大小相同的。

3.

摺紙活動引入等
於1的分數

利用摺紙的方法，把整張紙分成不同數量的等分

         

然後得出 
4 1
4
= ，

8 1
8
= ，

10 1
10

= 。

結論：分子與分母相同的分數，表示全部或整個。

4.

認識分數(二)：
數物件，計分數

桌上有水果5個，其中菠蘿有2個，蘋果有3個。

          
問蘋果佔全部水果的幾分之幾？
問菠蘿佔全部水果的幾分之幾？

5.

鞏固練習

(1) 看看下圖藍色蝴蝶佔幾分之幾？

 
(2) 10分鐘佔1小時的幾分之幾？
(3) 1年有12個月，那麼二分一年有多少個月？
(4) 小月佔全年的幾分之幾？

難點分析：

小學生在掌握了一些整數知識的
基礎上，初步認識分數的含義，從整
數到分數是數概念的一次擴展。無論
在意義上、讀寫方法上以及計算方法
上，分數和整數都有很大差異。學生
初次學習分數會感到困難。在教學設
計中有兩個層次的教學內容：其一是
初步認識分數，把一個物體(餅、圓

片)平均分成8份，每份是 8
1
個餅或圓

片，每份也是這個餅或圓片的 8
1
。這

裏的
8
1
既能表示一份的數量是多少，

也能表示一份與整個餅、圓片的關
係。由於這種雙重含義，學生在直觀
操作和具體數量的支持下，還是能比
較快的理解分數，並且在直觀的基礎
上初步認識分數的意義。其二把一組
物體看作一個整體時，分數可以表示
某部分佔全組物件的幾分之幾。如有2
個鳳梨和3個蘋果組成一個整體，鳳梨

佔
5
2
，蘋果佔

5
3
。再如6個蘋果組成一

個整體，平均分成2份，其中的一份是

3個蘋果，這一份是整體的
2
1
。這裏的

每份個數與每份在整體裏的關係不再
是同一個數，這就構成了認識分數的
難點。

分數的意義表示在四個方面：整體與部
分的關係、量的大小、比值、商，教材
很好地突出了第一個方面的意義，強調

如「甲同學吃了是這個餅的
1
8」，但可

再強調表示數的大小方面的意義，如接

著說「就是
1
8個餅」，這對於三年級學

生也是容易理解的，也為後面理解同分

母加減法的算理打基礎。

對「分數可以用來表示整體
的部分」的理解，一是表示
整體與部分間的關係，二是
具體數量的大小，說明分數
同整數一樣，也可以表示一
個具體的值。

對「整體」的理解，教材提供了一個
物體(餅)、一個平面圖形(長方形)可
以看作一個整體，如果增加一個度量
單位(米)也可以看作一個整體更好，

如「1米的100
1
是100

1
米」，加深分

數可以表示量的大小的理解。

分數意義應建立在對一類分數認識的基
礎上。教材馬上進入鞏固練習有些突
然，是否可安排如折紙、塗色等操作活
動，多呈現一些不同的分數，加深對分
數意義的理解。至少要讓學生能結合實
例，講清分母表示分的總份數，是整
體，分子表示其中的幾份，是部分。

分數表示整體的
部分。這個活動
很好，有利於加
深對整體1的理
解。

內地教材不會把這部分內容與上面 ♦
一起教學，而是在以後單獨設單元
進行教學。目的是降低學生學習難
度，避免引起認識上的混淆。
把「一些物體組成的整體」看作整 ♦
體，是學生分數學習上較難理解的
內容。只在前面四個教節學習的基
礎上，馬上對「整體」的意義進行
擴充，使學生一時很難分清「一個
蘋果」同「一些蘋果」到底哪一個
是「整體」，還需要設計對比內容

進行討論才能區分。
對「一些物體組成的整體」的認識 ♦
可分兩個層次進行教學，一是一類
相同的物體組成的整體，二是不同
類物體組成的整體，兩類例題在教
材都出現會較好。
對於不同類物體組成的整體而言， ♦
學生不易理解「等份」的意義，因
上面講到「等份必須是大小相同
的」，而教材呈現的蘋果和鳳梨大
小明顯不同。

以學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引
入分數的想法很好,但分餅
的例子不便於每一個學生
親自體驗。建議借助便於
學生操作的學具，讓學生
動手分一分、塗一塗，更
利於學生理解。

練習形式注意了多樣化，但是次練
習應以基本練習為主，適當增加一
些等分、不等分的基本練習。

等於1的分數也可以借助於
前兩個環節引伸，不僅使
知識過渡自然，還可以進
一步加深對分數的理解。

此環節是把多個物件看
作一個整體，因學生初
學，建議安排在下一教
節學習。剛開始學習用
這個例子，容易干擾學
生對分數的正確理解。

(1)題設計很好，適合此時練習。
(2)(3)(4)題涉及時間單位的換
算，再轉化為分數表示出來，難度
較大，建議安排在後面進行。

總體感覺：

可能就是由於教材把分數意義教
學這樣整個合在一起的編排的特點，
沒有對意義的建立進行細分，才是導
致高年級學習分數計算和應用題困難
的根源所在。

內地教材對分數意義的教學有兩
個層次，先是在把一個物體、一個平
面圖形、一個度量單位組成的整體的
範圍內進行認識分數，再是在把一些
物體組成的整體的範圍內進一步認識
分數，應該說效果是不錯的。

整體推進認識分數：呈
現的分數不僅是幾分之
一，而是將幾分之幾同
時呈現，便於學生認識
分數的形式。這是佷好
的設計。內地是分步驟
呈現，首先只認識幾分
之一。

注重分數意義的理解：折
紙、水果圖、年月關係，這
些問題都很直觀，同時從部
分與整體的關係上看，不是
像內地只呈現整體是一個事
物，這裡而是將整體從一個

事物，過渡到多個事物，便
於學生從更廣的層面上認識
分數，鼓勵學生靈活運用分
數意義去解決問題，鼓勵學
生探索。

在學生認識了以一個物體作
為「單位1」來均分得出分
數的基礎上，應讓學生瞭解
「單位1」也可以是由多個
物體組成的一個整體，同時
均分的每一份也可以是多個
物體，並且懂得不同的分法
得出不同的分數。原來的設
計中雖然也是以多個物體
作為「單位1」，但「每一
份」都是「一個物體」，我
認為這樣的設計，學生對分
數的認識受到局限。

題目中的問題語言表述不夠嚴
密，應該是「蘋果的個數佔全
部水果個數的幾分之幾」，問
的是水果的數量而非水果本
身，否則無法用分數表示。

通過分物來引入分數是大多數老師
教分數的初步認識時的教法，內地
教材的編排是「按部就班」的從「
二分之一」到「幾分之一」再到「
幾分之幾」來進行分數教學的，而
香港教材一開始就是「幾分之一」
、「幾分之幾」也未嘗不可，或許
更開放更靈活些。但要使學生真正
理解分數的概念，我認為這一環節

的教學中有幾點必須進一步強化，
讓學生充分感知領悟：(1)關於「
平均分」：可讓學生通過折紙來體
驗，或舉反例（不均分的例子）進
行比較辨析。(2)「單位1」相同，
等分的份數不同，得到的每一份不
同。(3)「單位1」不同，等分的份
數相同，得到的每一份不同。

今期為大家找來了一個小學三年級分數課題的模擬教學設計，是參

考真實課堂的教學情況而得出來的，約佔八個教節。雖然不是

一個完全真實的教學設計，但也包含了不少真實的課堂教學元素。內地與香港

的教學文化和觀點不同，我亦常聽說香港中小學生的分數概念亦不甚理想，所

以特別邀請了五位內地交流人員，包括邢克鳳、蘇玉卿、項法元、陸志洪和盛

平，就著這個樣板教學設計，表達他們的看法，期望讀者們，可以從中得到一

些啟發和教學靈感。



每個售360元

健康體育店

每支88元
羽毛球一筒有12個
每個5元

乒乓球
一盒有6個

  第六頁

曹意明老師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買雞蛋和鴨蛋各一打，
共付多少元？

應用題向來是學習上的難點。解決一步
計算的應用題，是學習的基礎，但因

為計算涉及的運算符號單一，學生傾向以
配對題型的方法解題，而忽略了解題和分
析題目的重要性，但當遇上兩步計算應用
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學生在處理應用
題的時候，一般存在以下的困難：

數學基礎薄弱，難將題意轉化為算式；1. 

語文能力差，理解能力不足，不明題   2. 
意；

教學時間不足，難以在預設的進度下，3. 
照顧學生的差異。

以下是我對四年級除加、除減兩步應
用題教學的一些想法，與大家一起分享。

一、以多樣化形式的練習題，達到不同的 
教學效果。   

(I) 鋪墊練習：

① 一題兩問練習：

例 : 國安有135枚郵票，是國全的郵
票數量的 9 倍，國全有郵票多
少枚？他們共有郵票多少枚？

一問 : 135 ÷ 9 = 15 (枚)

二問 : 135 ÷ 9＋135 = 150 (枚)

② 一兩步應用題的比較練習：

例A：爸爸把520元平均分給四兄弟，
弟弟原有105元，現在平均每
人可分得多少元？

         520 ÷ 4 = 130 (元)

例B：爸爸把520元平均分給四兄
弟，弟弟原有105元，他現在
有多少元？

          520 ÷ 4＋105 = 235 (元)

③ 標出重點字詞練習：

例：正方形相架，邊長17厘米，用
絲帶圍繞相架3圈，共用去絲帶
多少厘米？

         (17 × 4) × 3 = 204 (厘米)

              

(II) 鞏固練習：

① 題組練習：

例A：三盒壽司買42元，美宜買一盒
共要付多少元？

        42 ÷ 3 = 14 (元)

例B：三盒壽司買42元，一包果汁買
21元，美宜買壽司一盒和果汁
一包，共要付多少元？

        42 ÷ 3 ＋21 = 35 (元)

例C：三盒壽司買42元，三包果汁買
21元，美宜買壽司一盒和果汁
一包，共要付多少元？

        42 ÷ 3 ＋21÷ 3 = 21 (元) 或

        (42 ＋21) ÷ 3 = 21 (元)

② 半圖半文練習：

例A：振偉和兩位同學合資
買足球2個，每人需
付多少元?

        (360 × 2) ÷ 3 = 240 (元)

例B：

              

         

a. 家強買了1支羽毛球拍和4個羽毛球
作獎品，共需要付多少元？

    88 + ( 5 × 4 ) = 108 (元)

b. 健康體育店有乒乓球 450 個，分半
打為一盒，共有多少盒？

    450 ÷ 6 = 75 (盒)

二、重視學生的解題思路，引入從條件及
問題入手的兩種解題方法。

(I) 從條件入手：

週末，家希一
家人到叔叔的農場
去。

叔叔的農場有62
隻牛，羊的數量是牛的一半。農場裏
有牛和羊多少隻？

農場裏有羊：  62 ÷ 2

                  = 31 (隻)

農場裏有牛和羊：  62＋31

                        = 93 (隻)

(II) 從問題入手：

農場裏有鮮雞蛋和鮮鴨蛋出售。

想一想：雞蛋+鴨蛋=？(元)

共付：14 + (54 ÷ 3)

       = 14 + 18

       = 32 (元)

架起溝通的橋樑
改進四年級兩步計算應用題教學的一點做法

最近，我在北區粉嶺五旬
節靳茂生小學聽了一節

溫習「時鐘」的複習課，其中
的教學片段令我心頭一亮。

合 作 中 自 主 編 題 。 老 師
在後半節課給每個學生派發
一張工作紙。工作紙上畫著 
A、B、C、D 四個沒有時針和
分針的鐘面，每個鐘面下寫著
「_時_分」。工作紙要求學
生在時鐘上加上時針和分針。

老師讓學生分為 4 人一組，每
人出一道題目（1號出A題，2
號出B題，3號出C題，4號出
D題）。完成後，學生把工作
紙按順時針方向遞給下一位
同學，再跟前面一樣各出一
題，但編的題目不能一樣。接
著繼續進行，直至工作紙上 
A、B、C、D 題都編好題目。
小組4人在合作中緊張、快樂、
自主地編好 4 張不同題目的工
作紙，好刺激呀！

靜下來獨立做題。每個同
學面對自己和同學合作編制的
題目，靜靜地獨立思考，然後
自主地在時鐘上加上時針和分
針。課堂上好安靜呀！

交換著互相改題。學生獨
立自主完成題目後，4人一組
互相交流、檢查。在交流中幫
助，在檢查中督促，發現爭執
不下的提交老師供全班同學評
議。課堂上好熱鬧呀！

該片段在開放中充盈著自
主，合作中強調著獨立，互相
檢查互相幫助中體現著互相監
督。小小的數學課堂，短短的
教學片段，不正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開放、民主、自治」的
社會縮影嗎？

令人心頭一亮的

蔣巧君老師
內地交流人員

教學片段



內地交流人員李惠珍(中)與仁濟醫院
趙曾學韞小學的老師合照

內地交流人員盛平(中)與香港浸信會
聯會小學的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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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燕萍
學校發展主任
(校本專業支援組)

曾宇丹
學校發展主任
(校本專業支援組)

本學年共有 32 所中小學參加了數學
科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

劃，為了更有效地善用支援服務，學校在
行政方面都作出了配合。今次我們訪問了
伍美英校長，與大家分享她在學校行政安
排上的經驗。

刻意編排課時、安排共同備課：

伍校長在暑假編時間表時，已安排數
學科老師在內地交流人員駐校的日子有較
多的空堂，就連課外活動的時間也因此而

作出調動，目的是讓內地交流人員與學校
教師有更充裕的交流及備課時間。比較特
別的是，數學科每星期的檢討會，也特別
安排在交流人員駐校的日子進行，以便內
地交流人員能更快地掌握學校的情況。

提高觀課成效、課後進行檢討：

要了解一個計劃的成效，最直接的是
觀察課堂內教與學的轉變。在上學期，內
地交流人員與學校老師主要在課程的設計
上交流，而下學期，伍校長則與內地交流
人員一起觀課。課後由校長、內地交流人
員，以及學校的老師，深入探討學生的表
現、師生間的互動，以及教學法等問題。

建立科組文化、推展協作經驗：

為了深化交流及協作的文化，數學科
科主任集中與內地交流人員設計五年級的
課程，但在吸收和綜合了經驗之後，科主
任會在其他的級別推行協作的文化，希望
將這些經驗，由五年級擴散到其他級別。

打破語言障礙、減輕老師壓力：

內地交流人員以普通話作為溝通語
言，為了減輕老師在心理上以及交流時
出現的障礙，伍校長在計劃推行初期，聘
請了一位助理作為翻譯，直到教師適應為
止。

結成姊妹學校、建立長遠交流：

為了建立更長遠的交流關係，伍校長
服務的學校與內地交流人員服務的泉州巿
第二實驗小學已經結成「姊妹學校」。兩
所學校將會互相探訪，交流的項目不囿於
課程與教學，伍校長更希望學生對兩地的
文化和歷史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香港浸信聯會小學本學年參加了數
學科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

協作計劃」。譚校長還記得，教師們開
始的時候真的有點抗拒，擔心工作壓力
大之餘，亦擔心普通話說得不好，對內
地交流人員的作風亦不甚了解。幸好，
交流人員盛平老師誠懇的態度、紮實的
學科知識，真的改變了一切。

盛老師給我們一個很清晰的工作目
標：她不是來教導我們的教師，而是促

進大家的專業成長。每一次的備課會，
盛老師雖然準備充足，但她必定先讓教
師們自由討論、發揮，最後才針對討論
的重點，提出自己的見解。最讓譚校長
感動的是，盛老師的參與，激發了校內
的課研文化的發展。以二年級為例，教
師們以「基本乘法教學」作為研究的課
題，在不同班採用不同的乘法口訣教學
策略，然後再對比不同方法的成效。譚
校長認為短暫的教學效果並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研究的精神和探索教學法的過
程。她體會到教師們在過程中的工作量
是加重了，但那份得著和擁有感，使他
們感覺值得。

譚校長更高興地告訴我們，透過課
研活動，教師的課堂教學變得更成熟，
學生的學習真的有正面的改變，從數字
感的提昇，到數學感的培養，期望學生
可以把數學學習延續到課室之外。記得
一次課堂上，當老師教 3 的乘法口訣
時，一個學生告訴大家一個發現：「從

電話的按鈕中，可以找到 3 的積的個位
呢！」

譚校長認為，這個計劃加速了教
師的專業成長，突破了原有對自己在教
學上的要求，對教學內容的發掘更深，
不會依書直說，帶領學生跳出課本的框
框，強調思考的重要性。兩地交流，使
教師獲得勇於作新嘗試的動力，讓譚校
長深深的體會到：「敢於嘗試是成功的
起點！」

《有效的交流及協作—由學校行政配套開始》

訪問園地

日期：    2008年1月15日
地點：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被訪者： 伍美英校長

《敢於嘗試是成功的起點》
日期：    2008年1月15日
地點：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被訪者： 譚玉卿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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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森泉

對課堂教學方法提出實質的建議，以
開放的態度交換不同的想法，正是本通訊努
力要達到的目的。今期，我們又多了一些香
港教師的投稿，分享了他們的教學心得，抒
發了他們對教育的情懷。雖然，邀請去年交
流人員投稿的心願仍未達成，但看到交流人
員對香港的情，不會因為與香港的工作完結
而劃上句號，反而會透過不同的方式，與香
港的同工們連繫著，這也應是我們所期望的
吧！一位去年的交流人員計劃於五月初來港
與曾協作的學校作友好交流，期望有關學校
的同工們，趁這個機會，在下期通訊分享一
下他們的感受和見聞吧！

（一）在一次電視節目中，主持人說全球暖化
使南極的溫度下降了百分之一，導致冰塊溶
化，影響生態。六年級的小明一頭霧水地去問
爸爸，爸爸解釋道：「你還未學負數呢！零下
一百度可以寫成 -100 度，下降了百分之一，
即是少了 -1 度，變成 -99 度。數學是很奇妙
的，明明是上升，也可以說成下降的呢！」

（二）小強做了一次專題研習，發現一個鮮為
人知的現象：「原來嬰孩期是人類老化最急速
的時期，因此，抗衰老應從嬰孩開始。」理由

很簡單，1 歲的孩子 1 年後
年齡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而 
100 歲老伯伯只增加了百分
之一。

（三）課堂上老師出了一道數學題：「一杯水
從 50℃ 升到 55℃，求水溫變化的百分比。
」同學們二話不說的答：「增加了百分之十。
」老師說：「答得真好！都明白了嗎？」一
位同學站起來說：「明白了，但這道題有另一
種算法：50℃=122℉，55℃= 131℉，所以
溫度上升了百分之7.377。是否兩個答案都對
呢？」另一位同學駁斥道：「你不能私自改題
目的！」老師說：「書的答案是百分之十呢！
」

我們常常把板書比喻成一節
課的「課眼」— 課堂的

眼睛。板書也是課堂教學的主要組成部
分，它是無聲的語言；是教師教學的微
型教案；是學生認知結構的導航圖。從
一節課的板書可以看出該節課的教學效
果和藝術。板書對學生起著潛移默化的

作用，字好圖美的板書起著榜
樣、示範
的 作 用 ，

會產生積極的正遷移，學生的作業也
會認真、規範、整潔。教師的一手
好字、一幅好畫、一張簡明的圖
表，對學生來說都是一種美的享
受，它能使學生情緒高漲，產生
強烈的求知慾。無疑，在這樣的
氛圍中，課堂的學與教必定是高
效的。  

兩地同工隨筆

徐菊華老師
內地交流人員

課堂的

李喜森老師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中學老師

一想起「
數學」，許多人都

會感到束手無策。尤其是那些在初小未打
穩基礎的學生，更有時感到徬徨。身為老師或父母，
往往在最初教導學生的時候，付以百般的忍耐。但久而
久之，甚麼「你怎麼連這個都不會？」、「你的腦袋丟

到那裡去？」等等的「老毛病」便有如「轟炸機」般射向
學生，無情地奪走了他們對數學的興趣！試想想：一句「看

看對了多少題？」和一句「怎麼會錯那麼多？」有甚麼
分別？

先不說我會想到甚麼，但每一次我不小
心算錯了數字的時候，別人總會說：「你教

數學的呀！」可見在別人心目中，「數學」等同
於「數字」。那當然不要談論那些算術了得的人為
甚麼數學的分數不一定高吧！另一方面我覺得很可
惜的是，那些對數字不敏感的人往往就因為被數字絆
住，而忽略了數學也是邏輯的訓練。這些人的邏輯思
維可能一點也不弱，可惜因為不喜歡數學，而失
去了訓練邏輯思維的機會。

今年2月，我應去年的交流人
員陳岳峰老師的邀請到浙江

省交流探訪，在感受漁米之鄉的
風情和聚舊之餘，有幸認識了幾位當地
的教育局官員，趁機參觀了當地一些中
小學及幼兒園。當中，與嘉善縣教育局
蔡局長的閒談，令我有所感悟，所以借
此機會與大家分享。

在參觀學校的時候，蔡局長向我
們講述他近年在規劃學校建設時，特別
注意教員室的設計須符合三個要求：（
一）基於光線、空氣流通等各方面的風
水因素，建議教員室的坐向必須向南；
（二）教員室不應建在洗手間旁，因為
以往洗手間和教員室總是被隨意擺放在
樓層的角落；（三）教員室應建於離課
室不遠處，但不應為途經課室的必經之
路，必須於監察及照顧學生和教師的自
由空間之間取得平衡。

此外，在參觀某學校的教員休息
室時，我們駭然發現書架上擺放了形形
色色的刊物，包括汽車雜誌、時裝雜
誌、月刊等。蔡局長解釋說他們主張學
校在教員休息室擺放一些與教學無關的
讀物，讓老師可以在這裡放下工作，發
展自己的興趣、維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這次交流中，最使我感動的是看
見內地對老師的關懷和重視程度。要知
道培育高質素的學生，老師擔當一個不
可或缺的角色，其中老師的質素亦是一
個極具影響的因素。當人們高呼「一個
都不能少」這口號時，可有想過當中的
對象是指學生、老師、還是兩者皆是
呢？

一個都不能少？

2007年12月

戴家慧

陳森泉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