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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生及老師來稿 九、十 學生及老師心聲 十一

二千多年前有位希臘國王托勒密問當時最負盛名

的數學家歐幾里得：「學習幾何（當時泛指數

學）有何捷徑？」歐氏直率答道：「幾何無王者之途。」

原來當時平民只能走普通的道路，另有專為王者而建的寬

坦大道，走來自是快捷多了。但在數學面前，人間權貴又

算得什麼？

就教育觀點而言，歐氏的答覆指出了為學必須認真踏

實，刻苦鑽研；尤其於數學，單作壁上觀，終究隔一層，

要真正一窺數學殿堂之美，掌握數學神奇之用，只有自己

動腦動手。

很可惜，有時一些過量且刻板的作業佈置，使大部

分的學生覺得數學既枯燥乏味，又困難艱澀，對它畏而遠

之。即使那些吃得消這種操練的學生，也容易養成死背公

式、硬套技巧的習慣，逐漸失掉靈活運用知識的本領。

數學競賽的一個目的，本來是為了替「做」數學這回

事，增添一股活潑生氣，激發學生好疑愛思的習慣，從而

對數學產生興趣。只要參加者是旨在參加而非一味追求勝

利，不要以為數學競賽優勝即等於學習數學成功，那麼數

學競賽不失為一項有意義的活動。

以上是四年前，當香港首次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

賽時，我的一點個人感想。近日訪問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

所期間，與友人談及臺灣於今夏首次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競賽，這些感想再度浮現出來，但這次我可沒有四年前

那麼樂觀。證諸過去四年的香港經驗，雖然每年選拔了好

幾名頗富數學機智的年輕人，為香港掙得幾面獎牌，但可

沒見到如何藉著這項活動，在中學師生群中誘發出那股活

潑生氣，也沒見到如何藉著這項活動營造出一種數學文化

氣息。

究其原因，多數人仍只視數學為一種工具、一種技能

而已。數學競賽並沒有改變，反倒加強了這種印象，甚至

有人以為這些難題便是數學巔峰，叫人更加難以親近。

數學在一般人心目中佔甚麼地位呢？大家都不否認

數學在科學研究、科技發展、社會科學、企業管理上的貢

獻，矛盾卻在於大家只見到這些成就，而忽略了學習數學

本身的意義。

許多人或者不瞭解數學是怎麼一回事，或者只捕捉了

數學的片面零碎印象，便以偏概全。受過普通教育的人， 

即使不是文學家也知道有詩詞、小說⋯ ；即使不是歷史

學家也知道有貞觀之治、法國大革命⋯；即使不是科學家

也知道有核能、病毒⋯；但多少人知道有函數、流形、可

換群、公理系統⋯？許多人知道誰是畢卡索、貝多芬、李

白、孫中山、愛因斯坦；但多少人知道誰是歐拉、高斯、

黎曼、龐加萊⋯？ 

再者，許多人不高興別人指出自己對藝術、音樂、文

學所知甚少，卻毫不介意別人指出他對數學一竅不通。許

多人甚至自認不懂數學，說這話時，縱非喜形于色，至少

心安理得。

三國時魏人劉徽註「九章算術」序道：「雖曰九數，

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

可得而共，非特難為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

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一千七百多年後，這種「數學

冷漠症」還是一樣，數學教育工作者對於導致這種現象的

原因，能不深思乎？



資優的概念近年來朝向多元化的
方向發展。主張多元概念的學者，
如基爾福特(Guilford)所提出的智力
結構模式 (Structure of Intellect)，
卡文泰勒 (Calven Taylor)之多元才
能圖騰，強調學校應重視與發掘學
科才能以外的才能，蓋聶(Gagne,)提
出五種資優類別：1.普通能力，2.創
造力，3.社會─情意能力，4.感覺動
作能力，及5.其他能力，並區分資
優(giftedness)與特殊才能(talent)之
不同。再熟悉的賈德那 (H ow a r d 
Gardner )提出多元智力理論，史騰
伯格(Robert Sternberg)則主張智力
三元論，可見資優教育對象擴充至各
類才能的發展，不局限於某些特定學
科、藝能、或某些測評所得的分數，
如智商，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各類型的
學生都能得到適切的照顧。

我校在數年前特別關注學習能力

較強學生的需要，並
開始發展校本資優
教育課程。基於資優
概念的多元化，學

校教育工作應著重發掘學生
的「資優

面」，並進一步讓
他們的潛能得以發
揮。最重要的是資
優教育應該突破「
績優」的觀念，不
是單以考試成績去
判定學生的能力。
校本資優教育的發
展重點，是照顧那些在正規課堂中未
能得到充分照顧的高能力表現學生，
要發掘有關的學生，就必須配合有效
的校本學生評估，若教師能有效掌握
學生學習需要和學習進度，嚴謹的鑑
別工具及智商的測評都不是必需的。

針對學生表現出色的學科及知
識範疇，開設學生有興趣的課程及活
動，以滿足學生的需要。我校採用的
模式，是在正規課堂以外的時間，開
設資優增益課程。針對初小學生，我
們開設了創思小組及創意寫作班，目

的是啟發學生的創意，給他們一個較
正規課堂更具彈性的學習及展示才能
的環境。針對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我
們把重點放在科學探究及數學與生活
的應用等方面。

以數學科為例，三年級
開設了「數在生活中」增益課
程，四年級開設了「數學奇妙
之旅」，學習內容包括以數學
探討自然現象的實驗方法、圓
規作圖的基本原理、數學與數
碼化的關係、大自然與分形圖
案、排列組合的數數方法、肥
皂泡與空間曲面的探索等等。

整套數學資優增益課程的目的，是要
開發學生的數學潛能，讓學生能突破
課堂及書本中的數學知識，培養積極

的數學習
態，讓學
生有機會
思考高層
次的數學
問題。我
們 的 期
望，是能
透過專題

探討及導師計劃，讓學生能按自己的
興趣，參與跨校的個別化學習計劃。

上年度，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

組與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

了第十四屆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區)比賽。在頒獎禮當天，我們

出版了第一期的《小奧通訊》。今

年，資優教育組與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合作創辦了一項全新的比賽，

即第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

賽。我們曾考慮為每個比賽分別出

版一份簡訊，但無論是哪個比賽，

目的都是為培育數學資優學生，既

然目的相同，讀者也應是相同的。

因此，我們把兩個比賽的內容合併

起來，出版一份內容更充實的簡

訊，而名稱也順理成章的由《小奧

通訊》更改為《小學數學資優生培

育通訊》。這意味著《小奧通訊》

不是消失了，而是發展為一份更有

代表性的刊物，是一個擴展，情況

就好比人類歷史上的數字系統，由

簡單的自然數發展成實數系統，也

許有一天，《小學數學資優生培育

通訊》會進一步的發展，就好像複

數的出現。

採用《小學數學資優生培育

通訊》這個名稱，還有深一層的意

義：就是通訊內容要談論的，不只

是比賽，而是數學資優生的培育。

在今期的通訊中，大家除了看到關

於兩個比賽的內容外，還會看到一

些與數學資優教育發展的訊息，希

望藉此能給大家一些對數學學習及

教學上的啟發。

在這裏需要一提的是，出版本

通訊的目的並不是要為數學資優生

培育作出界定或指示，而是給大家

一些表達意見的機會，讓讀者可以

從不同觀點思索這個問題。因此，

本通訊所載的文章，均是相關作者

的觀點，並不代表教育統籌局或編

輯委員會的立場。



「第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在一九九四
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往事歷歷，十一年的風雨征程，
實踐証明小學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不但調動了學校開展數
學課外活動的積極性，而且更激發了數學資優生學習數
學的熱情。數學競賽至今一直火紅，受到了眾多校長、
教師、家長和學生的肯定和歡迎，得到了社會各界更多
的團體及人仕的關心和支持，已經形成一股具有強大生
命力的活動。本文嘗試討論如何在學校培育數學資優
生。

香港小學數學老師培育數學資優生可透過課餘時間
在特定的條件下作最優化的處理。最優化可理解為選擇
解決一定條件下任何任務的最佳方案。

（一）甄選最優化

在小學生已有的數學知識的基礎上，用靈活多
變的數學競賽題目，選拔數學資優生。

（二）訓練最優化

最佳訓練不僅要看最後的結果，而且還要看是
否做到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

(甲)基礎訓練階段

在掌握小學數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基
礎上，鞏固和稍為擴闊小學數學課程的內
容，學生學習的課題包括：速算與巧算、奇
數與偶數、平均數問題、剩餘問題、盈虧問
題、植樹問題、時鐘問題、年齡問題、還原
問題、貨幣問題、雞兔問題、混合問題。

(乙)專題發展階段

包括：計算問題、應用問題、整數問題、幾
何問題、數字問題 、特別專題等。

(丙)綜合提高階段

挑選那些具備不斷提高比賽成績所需要的特
點的數學資優生作為訓練的對象。

(丁)保持穩定階段

在數學競賽活動的過程中，越是具有良好心
理素質的學生越能在重大比賽中表現出高度
的心理穩定，取得優異成績。

（三）教學最優化

教學最優化原則著重強調的是教學的效果及所
用的時間，以期達到高成效的最佳途徑。

多年來，筆者針對傳統教學法的局限探索
出一種具有較廣的技術性和可操作性並能夠在
短時期發揮小學數學資優生潛能的「加速式教
學法」，其具體操作過程有下列五個步驟：

第一步：出示競賽題

競賽題以專題的形式顯示，題目安排由淺入
深，循序漸進，層層相因。

第二步：嘗試練習

數學資優生勇於嘗試，勇於接受挑戰，勇於用
自己的思維方式進行獨立思考。老師巡迴觀察
的目的有三：(一)做對的學生當堂批改，繼續讓
他們嘗試做下一道題；(二 )做錯的學生要求重
做，不必解釋，因為資優生自我更正的能力甚
強；(三)未完成的學生，不必打擾，讓他們繼續

嘗試。

第三步: 老師提示或個別教學

學生經過一段時間嘗試練習後，做對的，讓他
們繼續用自己的能力高速前進；做錯或未完成
的，若佔大多數，老師就必須畫龍點睛，向全
體學生重點提示，因勢利導，引而不發，讓他
們繼續嘗試。

第四步: 學生討論

大部份學生做對的題目，一般來說，讓解題方
法最「漂亮」的學生板演，讓全體學生討論其
思路，板演的學生可以答辯，不同的想法可以
爭論，不同的結論可以驗証，不同的思路可以
引申，不同的方法可以推廣，這樣各抒己見進
行解題思維訓練，可以激發學生對解題思路及
方法作最優化的處理。

第五步: 老師講解

老師對大部份學生「沒有真正弄懂」或「感到
迷迷糊糊」的概念進行系統講解，指導學生分
析問題，驗証假設，推導結論，以保証學生真
真正正掌握解題的關鍵。老師要善於提出發人
深思的問題，讓學生思考，學生遇到存疑和含
糊的問題，老師先不下結論，應讓學生去探
索，到適當的時候再由老師理清脈絡、歸納總
結。

（四）教材最優化

筆者分析過中國內地的小學數學競賽題目後，
再根據各類專題的比重大小，挑選了十六個專
題作為培訓的內容:

1. 速算巧算 2. 抽屜原理 3. 數學謎題 4. 枚舉問題

5. 邏輯推理 6. 倍數和差 7. 圖形計算 8. 周期問題

9. 工程問題 10.比和比例 11.行程問題 12.最大最小

13.同餘問題 14.數字問題 15.統籌規劃 16.尾數問題

（五）題目最優化

只有透過適當的題目給學生最大限度的負荷刺
激，才有可能達到最理想的成績。安排作業必
須考慮題目數量、題目難度及間歇密度三者之
間的合理安排。

（六）篩選最優化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主試委員會的命題
原則有二:(1 )試題涉及的知識範圍一定不超出現
行的小學數學大綱；(2 )每一道題一定有一種簡
單的算術解法。

因此試題的難度不在於了解和解決試題所需
要的數學知識多少，而在於能否展示數學的機
智。順理成章，出題篩選學生的重點在於考核
學生能否發揮其機敏嚴謹的邏輯推理及運用綜
合能力創造地解決數學問題。

展望將來，筆者盼望香港小學數學資優教育
有長足及健康的發展，也希望藉著此篇文章與
有關教授、專家、學者及老師交流小學數學資
優教育的經驗。筆者深感中國學生數學潛質優
厚，及早甄選、培訓使其成為高科技時代的楝
樑之材，不單是社會所需，也是國家福祉所在。



近日有些朋友向本會(全國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籌辦委

員會)查詢有關本會所籌辦的比賽內

容、宗旨及培訓等問題，本人在此

作一簡單的介紹。

「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創

辦於1991年，分為初賽(每年3月)、

決賽(每年4月)和總決賽(即夏令

營)(每年暑假8月)。其創辦機構是

「中國數學會普及工作委員會」，

該會的其中一項工作是開展群眾性

數學競賽，目的是希望透過比賽使

學有餘力的同學有進一步學習的機

會。

由1994年起，本港陸續有多

個辦學團體或私人機構等先後派隊

往國內直接參加於暑假舉行的總決

賽。

香港回歸後，得吳重振先生

多方奔走，把「全國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決賽」引進本港，再輾轉由前

香港教育署，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現在的香港教育統籌局合辦或協辦

是項比賽。每年的比賽日期全國統

一，比賽地點則由各省、市、特別

行政區等自行安排，試題都由中國

數學會普及工作委員會提供。而

本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香港

區比賽)籌辦委員會)成立於2004年

1月，成員由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教育統籌局、學校教師代表等

共同組成。籌委會的宗旨是推動香

港小學的數學教育發展，主要的工

作目標，是建立教師交流網絡，促

進教師在數學解難訓練上的發展，

並透過多元化的比賽及相關活動，

帶動小學數學解難訓練及數學比賽

培訓，朝著更有效和適切的方向發

展。籌委會成立的原因，就是要匯

聚學校教師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以

實現籌委會的工作目標及宗旨。

由於一直以來，多個不同的

辦學團體每年都舉辦全港性大型數

學比賽，這些比賽的賽制及內容均

各具特色，各位只需參考各比賽的

歷屆賽題便可一窺全豹。至於「全

國小學數奧林匹克」的特色，根據

「中國數學會普及工作委員會」所

定的原則：一是「大眾化、普及

型」；二是題目「不超前，不超

綱」；三是要盡可能給每一個題目

一個小學生看得懂的算術解法；四

是要充分認識到地區發展不平衡的

特點。

至於培訓工作方面，不少辦

學團體均舉辦學生培訓及派隊往國

內比賽，為使資源運用得合適，故

本會不會籌辦代表隊出賽。反而，

如上所述，本會希望透過老師的交

流，由老師把知識帶到各學校去，

從而提高全港小學數學的質素。

隊名
獲勝
場數

平局
場數

失敗
場數

進球
個數

失球
個數











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我感

到分外不自然，有點失落

感。原因可能是近來學業壓力日漸增

加或睡眠不足的緣故，不過我想深一

層又覺得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這些。

回 顧 以 前 ， 由 於 學 校 參 加

很 多 校 外 數 學 比 賽 ， 所 以 我 時 常

耍 回 校 訓 練 ， 又 加 上 學 校 本 身 的

補 課 ， 所 以 感 覺 工 作 非 常 繁 忙 。

不過，在數學隊的日子裏也別有一

番體驗。在訓練過程中，我有十多位同學

陪伴，常常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一起

計數，樂趣無窮；每逢出外比賽，大家

都會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互相讚賞，

融洽共處。而我也十分享受這種生活。

自五年級開始，經過一年多的

數學培訓，我學習了很多數學知識，

掌握了試題的運算技巧、應用題的解

難策略。很多課題例、如牛吃草問

題、工程問題!、抽屜問題這上在小學

數學課本中沒有出現的，所以我的數

學水平經過訓練後肯定是有所提升。

但我猜也猜不到數學也可以包括很

多智能遊戲，如估量、拼圖、下棋等，令

我在學習中增添不少樂。這也令我對數學

增加不少興趣。可惜，這些愉快的生活

將會告一段落，因為這既漫長又短暫的

六年級快將完結，我快要升上中學了，

很難再享受那繁忙的、快樂的日子了。

現 在 ， 六 月 份 所 有 比 賽 結

束，我的生活開始輕鬆下來，也可

能 因 此 而 感 到 失 落 和 不 自 然 吧 。

比賽終於曲終人散，作為指導老師除了替得獎同學高

興外，更加放下心頭大石。由選拔、培訓、備賽，以致參

加比賽這幾個階段裏，除了與學生建立深厚感情之外，

還察覺在學習程中，師生之間的互信關係是十分重要。

基於是項比賽的範圍廣、題目深，加上學生存在個別

差異(部份學生曾經接受訓練，但有部份未曾接受過訓練)。

我便選擇了以「學生主導」的教學方法：每一次完成練

習後，讓學生在其他同學面前，用自己方法解說難題。這

既可使學習氣氛變得輕鬆之外，亦能增強學生的自信，並

強化解說同學和聽者的思維。而最大得益，是學生往往能

自創一些以其程度和角度的解說方法，後者甚至比一些模

擬答案更加容易明瞭，讓學生更易掌握，可謂相得益彰。

  

我喜愛數學，尤其遇到難解題，就精神

一振，很想解破問題，速算更是奇妙，一大

串的數字，要在數分鐘間計算出答案。我覺

得數學對我的幫助很大。數學不但使我能榮

獲多個獎項，更令我從中學到很多道理，如

失敗了不要灰心，成功了不得驕傲，無論有

多麼小的機會也不可放棄....

因為參加了數學培訓班，我有機會結識

到很多跟我一樣喜愛數學的新朋友，我們互

相勉勵，互相分享心得，這一切使我對數學

的興趣更大。

看著孩子從獲選接受

培訓，直到看見他在奧數

比賽中漸獲成績；這一幕

幕的蛻變怎可能不教父母

們感動。

作為母親，每當看見

孩子疲憊的樣子，難免感

到矛盾：既想他在比賽中

獲得好成績，卻又害怕他

過份勞累。可是，這份矛

盾總因兒子堅定的心意而

一掃而空。我知道，我不

應該勸說他放棄，反而應

該多給予他支持和鼓勵。

其實，孩子對於培訓

過程一點也不覺辛苦，他

不曾抱怨，反而對奧數的

興趣日漸濃厚。為了增强

他的自信，我總不會忘記

在他稍有進步的時候，給

予他適當的獎勵。雖然物

質上可給予的往往有限；

然而，我漸漸發現肯定他

的能力比甚麼也來得重

要。因為，當孩子感到父

母對他們能力上的肯定，

自信心會因此而增加。對

於培訓的漫長過程，他們

不會感到乏味，反而更期

待迎接新挑戰！  

小兒浩林有幸校內

數學培訓組後，不再害怕

或抗拒數學，而且主動練

習，遇到難題時更會與同

學切磋或向老師請教，努

力尋求解決方法。看著這

棵小幼苗奮力向上，毅力

真不少。在此，我要感謝

校方的悉心栽培，希望浩

林能謹記老師教誨，受用

終身。

雖然浩林不是每一

次比賽都能獲獎，但成績

也叫人滿意。回想起上次

的數學比賽，數學隊未能

擠身決賽，在回家途中，

同學們互相指責對方疏

忽，又埋怨隊員的錯誤。

思想單純的小朋友雖未能

明白「友誼第一，比賽第

二」的道理，但從中也可

見他們是何等重視這比賽

呢。

我認為參加比賽，

獲獎只是錦上添花，訓練

過程才是瑰寶。每位用心

學習、投入培訓的同學都

是大贏家。願同學們都能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自從入選了學校數學培訓班，心情既驚且喜。驚的是怕自己

力有不逮，會辜負老師及父母的期望及自己與隊友們的一番努

力；喜的是可以代表學校出賽，爭取殊榮，累積經驗。幸好媽媽

在旁提醒我凡事盡了全力、克盡本份即可，得失也不要看得太

重，我才得以釋懷。

幾次比賽過後，我的視野擴闊了不少，也使我明白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假如在比賽中落敗，要懂得面對它之餘，更要作出檢

討，避免再犯同樣錯誤。友誼第一，我珍惜

每次與隊友們並肩作戰的機會，也讚嘆和欣

賞得獎同學的努力。

在此，我要多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使

我獲益良多。靈愛學校的學弟學妹們，我鼓

勵你們鑽研奧林匹克數學，為下屆比賽作好

最佳準備，爭取更好的成績。



初遇奧林匹克數學時，實有點相逢恨晚的感覺。以
前，數學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普通學科，與我並沒有特別
的關係，但當我接受了「奧數」的培訓後，我猛然覺得
原來它是如此的深奧，需要別人慢慢去發掘的呢！⋯

-李恩晧

我五歲時便開始對數學產生濃
厚的興趣，覺得計數不僅可以訓練思
維，還可讓我領略數學的奧秘。每當
我算出答案時，內心就有一種說不出
的滿足感。長大後，我更喜歡挑戰有
難度的問題，⋯ 

-羅鈞樂

雖然生活中很少應用到奧數，但
解題方法的變化多端，可以訓練我多
角度思考的能力。雖然要付出很多學習時間，但我認為
是值得的，⋯

-張嘉翹

我學習奧數已有兩年了，感到十分充實。學習奧數
可以減少游手好閒的時間，比在家裏發呆、玩電腦、看
電視好，至少可以學習到更多新事物⋯

-黃梓晉

自從我參加了學校的奧數校隊後，我便開始忙碌。
由一年級到四年級，我的數學成績都不算十分高。可是
當我加入了奧數校隊後，我的數學成績不是一百就是九
十多分，而且我開始發現我對數學有些微的興趣。

-梅樂琛

我十分喜歡數學特別是奧林匹克數學，因為奧林
匹克數學十分有挑戰性和趣味性，每當我完成一道數題

時，就會得到莫大的滿足感。為了有更
多的時間做其他喜歡做的事情，我曾經
很想放棄學習奧數。得到父母的支持和
鼓勵，我沒有放棄，並成功代表學校參
賽，⋯

-馬芷媛

在奧數培訓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四
人一組的合作題，因為我們分工合作，
分工解答巧算題、應用題和面積計算
題，所以每次都能做出驕人的成績。畢

業在即，我會把奧數隊所教的知識永記於心。⋯
-梁睿谷

在五年級時，我被選中成為奧數校隊成員，讓我學
到很多有趣的數學問題。我記得奧數老師的一句話：「
奧數培訓的目的不是為了讓同學學習一些計算技巧，而
是讓同學學習如何思考。」希望我也能藉此提高我的思
考能力。

-岑匡俊

兒子在年幼時對數學的運算

及邏輯甚感興趣，每次逛書店時，

他必對一些數學IQ或謎題書愛不

釋手。加上平日到超市購物時，他

必與我以計算物價為競賽。在遊

戲過程中，不但達到親子目的，

更能啟發他的邏輯及運算思維。

兒子在校內的數學科成績一

直名列前茅，直到五年級時被老師

選入校隊培訓。在老師循循善誘及

嚴格的要求下，兒子學習數學的能

力及思考能力明顯進步了。進步背

後的代價是艱辛的長期培訓，除

了平日的課餘練習外，在所有長假

期中，兒子都需要按時回校接受培

訓；換言之，假期裏一家人出外旅

遊或娛樂的時間自然大大減少了。

雖然在兩年的訓練過程中付出

不少，但兒子能夠由被選拔到比賽及

得獎，實在是家校合作的成果。沒有

老師的悉心教導及家人的支持和鼓

勵，再加上兒子鍥而不捨的學習精

神，實難持之以恆，獲今天的佳績。



這次比賽需要的，是組員的合作，
不是死讀書或個人表現就足夠。我們對
密碼學真的一無所知，但經過今次的比
賽，我們所知的真不少呢！決賽的部分
考驗我們的靈活應變和善用工具的能
力，難度很高。比賽中過三關的確很辛
苦，但很值得。我們體會到數學並不是
不停的計算，不是背公式，我們發現數
學真的存在於很多地方，這是意想不到

的。
我們很多謝學校提供資源、老師悉

心領導、同學及家人給予的支持和鼓
勵，我們才可堅持到底，不致放棄。

-學生

這是一個很新穎的比賽，沒有想過
會取得獎項，只希望讓學生爭取一些經
驗。針對這個比賽，老師並沒有為學生

提供任何特別的培訓或操練，只
是多推動學生看書，多作研討及
思考。學生成功之處，是他們
的閱讀能力很高，在整個過程
中，他們透過閱讀及討論，真
的擴闊了視野，更學會知識的
整理和綜合。
這種非操練式的數學培訓，

對學校的數學教學給予新的啟
示，推動教學新文化。

-指導老師

參加這次比賽是我的榮幸，也真的沒想
過拿任何獎項。回想過往比賽的過程，可真
是漫漫長路，在決賽的大日子，我們真的戰
戰競競。能從一百二十多間學校中脫穎而
出，過關斬將，最後得以擠身六強，並最終
拿到亞軍，簡直是喜出望外呢！我們會繼續
努力，培育學弟學妹們，在下一屆比賽中再
創高峰。 

-學生

-指導老師

決賽很有趣，有些擔心他們提問
時的反應，不能即時分析別人的論點
而作出提問。事前沒有甚麼準備，也
沒有這樣的需要。比賽最好的地方，
是讓學生擴闊了眼界，也啟發他們更
多的思考。比賽時間雖橫跨數月，但
不覺得長，正因為這樣才可以真正培
養學生的合作精神，讓學生深入地探
討和思索數學問題。

-指導老師

題目取材雖然
深，但時間充足，給
學生深入鑽研和學習
的機會，這點我很欣
賞。準決賽要求學生
認識數學史，學生們
也感覺很有趣味性。
決賽的比賽形式很
好，完全不要求學生
賽前的操練，而是啟
發學生把已有的知識
作整合，得出新的知
識，強調的是對學生
全面的發展。
-指導老師

經過三輪的的比賽，最大得益不是一面獎
牌，而是對學習數學態度的改變。在搜集資料的
過程中，體會到數學與生活息息相關，由大自然
的變化到宇宙星體運行的規律，莫不與數學拉上
關係。數學真的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科。比賽最
珍貴的是學習過程，從中學到的東西才是最重
要，比賽結果只是錦上添花。我們明白到合作的
重要性，一個人去解決問題故然可以，但團隊合
作卻能發揮更大的力量。

-學生

作為數學科老師，能夠見證和參與第一屆全
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的進行，絕對是一種光榮和
寶貴的體驗。回想起初賽和準決賽的片段，就像
與學生進行一連串的「集體備課」，找資料、
製作道具和報告等，每當學生找出一大堆的資料
時，我便深感體會這項比賽成功之處，啟發學生
的思考，讓學生自行探索數學的意義，在探索的
過程中，讓他們真正成長。最後，十分感謝本校
的校長和各位老師的支持，並殷切期待下一屆「
數創」的來臨。

-指導老師







傳統的數學比賽，著重紙筆測

試，較難反映學生的實作

(Performance)能力，諸如製作數學

模型以解決日常生活難題、搜集資

料、口頭匯報、辯論知識、提問、

團隊合作解難等。一些教育研究(如

TIMSS)也指出，香港學生的實作表

現較紙筆表現為弱。

這揭示了本港數學資優教育的一

個有待發展的方向，就是朝向更多元

化的評核模式。這解釋了為何我們舉

辦「第一屆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當

中原因，就是要以更多元化的方法，

去反映及培育數學資優生的能力。

所以，「第一屆數學創意解難比

賽」不會只看紙筆測試的表現，也會

要求學生做專題研習、協作解難、數

學實驗，以及進行數學辯論。特別是

數學辯論，要求學生將自己的研習結

果或解難策略向評判及其他隊伍匯

報，以及回應其他隊伍的質詢及提

問，當中考核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及辯

証知識的能力，其實就是一般大學常

用的考核博士研究生的口試(viva)形

式，所以參賽學生真是少一點高層次

思維能力也應付不來呢！

從參賽學生表現得知，香港學生

的批判及創意思維、口頭匯報及提問

能力也可以是很出色的，只是傳統測

試未能全面反映。現在有了這個「數

學創意解難比賽」，就可以有多一個

渠道讓他們發揮這方面的能力、從而

得到肯定。

「數學創意解難比賽」除了對數

學資優學生有肯定作用外，對一般學

生的學習及老師課堂的教學，相信也

有正面作用。

教統局近年推行的數學新課程，

除紙筆測考外，也建議學校採用多元

化的校本評核形式，包括製作模型、

進行統計調查、堂上討論及匯報等。

隨著新課程的推展，相信校本的評核

模式會逐步變得多元化起來，而「第

一屆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在這方面相

信會有一定的示範作用。

這對於學校課堂教學應有正面作

用，可鼓勵老師在教學上使用多元化

評估如專題研習、數學辯論等作為教

學手段，提高一般學生建構數學知識

的能力，擴濶他們的數學眼界，以及

增加學習的趣味。例如本屆初賽題

目：「以數學方法估算學校的高度和

面積」，有多間參賽學校便以此作為

數學課堂研習活動，讓學生創意地運

用數學知識，解決這個很生活化的估

算問題，增加學習的趣味和意義。

「第一屆數學創意解難比賽」作

為一個新嘗試，肯定有很多需要改善

的地方。但這比賽背後所提倡的精神

和理念，對培育數學資優生來說，相

信會有深遠的意義。



第二部分：數學解難比賽 

參賽學生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一

份數學難題測驗。測驗問題的類型 

不會預先公佈，以免學生花費過多

時間進行操練。這部分比賽的目的

是評核學生的數學解難能力及水平。

決賽

日期：2005年5月7日

(一)   解難實驗：以小組形式按指示進行

解難實驗；

(二) 解題：在限定時間之內，以小組協

作方式，共同解決一些指定的數學難

題，匯報解難策略，並就其他隊伍的質

詢及提問，進行數學辯論。

共有124隊提交初賽作品，其中27隊進

入準決賽，爭奪冠軍、亞軍、季軍、

4項殿軍及21項優異獎。入圍隊伍名單

可參閱獲獎名單。

(一) 所有曾參加初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均

可獲證書一張； 

(二) 初賽入圍隊伍(即準決賽的參賽隊

伍)均獲獎狀及獎牌； 

(三) 決賽設冠、亞、季軍及三個殿軍、

廿一個優異獎，均獲獎狀及獎座；

冠軍隊伍學生每人可獲300元書券、

亞軍200元書券、季軍100元書券；

六隊進入準決賽隊伍的指導老師均

獲獎牌，以作表揚。

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無論在比賽形

式及內容上，都是較為新穎的，讀者

們也許對這個比賽的發展及它的特色

想知多一點點。希望以下的答問可以

解答你的疑問吧！

答：我們盡力希望這類有意義的比賽

能持續。第二屆「香港小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初賽及決賽應在

2006年1至5月期間進行。

 

答：暫時不會。類似的數學創意解難

比賽在中學已有，例如香港統計

學會舉辦的「中學生統計習作比

賽」、教統局數學教育組舉辦的「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等。但在

小學則較缺乏，所以我們仍會較著

力在小學。

答：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是較為著

重紙筆測試的比賽，而「小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則較為全面，除有

紙筆測試外，還有解難實驗操作、

專題研習、數學歷史的研讀、口頭

匯報及提問、數學解難策略的互評

及辯論等。而在紙筆測試的部分，

則沒有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的難

度那麼高。

答：由於以上提到的數學能力，諸如

操作解難、專題研習、數學歷史

等，都是數學新課程提倡的重點，

老師在推行新課程期間，已在訓練

學生這些方面的能力。教統局在推

行新課程時，亦有提供相應的教師

培訓，務使老師能掌握訓練學生這

些數學能力的方法和技巧。

答：我們正嘗試擴大一個由教統局

資優教育組、學校數學教師、

大學學者等組成的網絡，作為

擬定比賽題目的智囊團。

答：在本屆的比賽中，我們已嘗試加

入一些英文的元素，方便以英語

為授課語言(EMI)的學校參賽，例

如容許學生以英文撰寫專題研習報

告；準決賽的筆試備英文版本的試

卷等。但在決賽時，會要求學生評

價及辯論其他隊伍的解難策略，故

用粵語較方便大多數同學。但我們

不排除日後加插用英語來比賽的可

能。

答：就我們所知，這類以小學生為對

象的較全面的「數學創意解難比

賽」在內地比較少，在海外也不是

太多。

答：坊間有很多數學普及讀物，網上

亦有很多資源可供參考。

答：本屆我們邀請了幾位大專學者出

任評判。長遠而言，希望引入更多

的大專學者及資深教師出任我們的

智囊團及評審團。

答：我們期望越來越多的學校能以越

來越多元化的方法來培育數學資

優學生，並讓他們多元化的數學能

力在這類公開比賽中獲得肯定。

我們相信這類多元化的比賽對一般

學生的數學的學與教都有正面的影

響，而這些多元化能力的提升，對

PISA, TIMSS等國際比較研究的

表現也是正面的。

答：主要是成本較高，例如要花費大

量的專業人力去評審專題研習、創

意解難、數學辯論等。



形式 個人 小組

著重點 速度 準確性 多元創意解難

時間 快、準
深層思維、共通能力的提升、學生知
識而深層思考

解難策略 一題一解 一題多解、創意解難

過程 個人思考
小組協作、推理論證、撰寫報告、口頭
滙報及接受提問時的應對

題型 速算題、應用題
數學歷史、專題研習、數學實驗、 
對辯、臨場公佈、多元化題形、多
元化評估

訓練方法
操練、訓練
 / 指導

高質素堂課 知情意行合一
(高層次思維及數學的廣泛認識而不是
嚴密賽前訓練)

成效
Problem Solving
解難

3C + P ：Communication 溝通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維 Creativity 創意, 
+ Problem Solving 解難

可能偏向
煩、 難、 深、 
超綱操練

高層次思考、多元解難，創意思維培
養共通能力

能力 個人解難 小組多元能力培養、合作精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