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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学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07）（以下简称《课程及评估指

引》）是为 2009 年 9 月实施的新高中学制而编订。高中数学课程包括必修

部分及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包括两个单元，分别是单元一（微积分与统计）

及单元二（代数与微积分）。  

 

在《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必修部分的学习重点以表列形式归于不同学习

单位内。表中「注释」栏的内容为学习重点的补充数据。本小册子内的课

程阐释旨在进一步解释：  

（一）  必修部分学习重点的要求；  

（二）  必修部分的教学建议；  

（三）    必修部分学习单位之间的关系和结构；  

（四）    必修部分与其它学习阶段（如第三学习阶段）的发展脉络；及  

（五）    必修部分与延伸部分的课程衔接。  

 

本小册子内的课程阐释连同《课程及评估指引》内每一学习单位的「注释」

栏及教学时数，可显示该学习单位处理的阔度和深度。教师宜在施教必修

部分时，把内容视为连贯的数学知识，并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问题、推

理及传意的能力。此外，教师须留意，《课程及评估指引》中的学习单位及

学习重点的编排次序并不等同于学与教的次序，教师可因应学生需要有系

统地编排学习内容。  

 

欢迎各界人士就本小册子提供意见和建议。来函请寄：  

九龙油麻地弥敦道 405 号  

九龙政府合署 4 楼  

教育局课程发展处  

总课程发展主任 (数学 )收  
 
传真： 3426 9265 
电邮： ccdoma@edb.gov.hk

i 

mailto:ccdoma@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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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1. 一元二次方程  

 

1.1 以因式法解二次方程  

1.2  由已知根建立二次方程  

1.3  由绘画拋物线 y = ax2 + bx + c 的图像及读

取该图像的 x 截距解方程  ax2 + bx + c = 0 

1.4  以二次公式解二次方程  

1.5  理解二次方程的判别式与其根的性质之

关系  

1.6  解涉及二次方程的应用题  

1.7  理解根与系数的关系及以此关系建立二

次方程  

1.8  欣赏数系（包括复数系）的发展  

1.9  进行复数的加、减、乘及除运算  

19 

 
课程阐释：  
 
学生在第三学习阶段已学会建立及解一元一次方程，并懂得以代数方法及

图解法建立及解联立二元一次方程。必修部分则要求学生能进一步解一元

二次及其它较复杂的代数方程。  
 
在本学习单位，学生须能运用：  
•  因式法  
•  二次公式  
•  拋物线  y = ax2  + bx + c 的图像  
解一元二次方程  ax2  + bx + c = 0 ，并能由已知根建立一元二次方程。学

生应能选用合适的策略解二次方程。  
 
图解法在学习重点 9.2 中有进一步的推广，教师须留意学习单位 9 的阐释。

 
学生应能解涉及二次方程的应用题，惟该等问题应尽量与学生经验有关。

至于可变换为二次方程的问题诸如  5
1

66
=

−
+

xx
 及有关的应用题、以因式

定理或由函数的图像解二次以上的方程等课题，则分别在「续方程」、「续

1 



 

多项式」、「续函数图像」学习单位内处理。  
 
本学习单位中所有二次方程的系数及学习重点 1.2「由已知根建立二次方

程」中的已知根，均应只限于实数。  
 
在表达方程的解时，由于第三学习阶段中根式的运算及以较简洁方式表达

根式均属非基础部分，所以没有修读这些课题的学生，当以二次公式解诸

如   等二次方程时，毋须简化诸如  0442 =−− xx
2
322 ±  等根式。  

 
除解二次方程外，学生须理解二次方程的判别式与其根的性质之关系。在

《课程及评估指引》中，「理解」的要求一般比「认识」高。例如，「学生

理解二次方程的判别式与其根的性质之关系」意谓学生须懂得该关系的内

容和该关系成立的理由，并能利用这关系作进一步的运算及解决问题。  
 
由于在学习重点 1.8 中已引入复数，学生判断根的性质时，若判别式的值

为负数，学生必须指出「方程无实根」，或更具体地说明「方程有两个非实

数根」，而非仅指出「方程没有根」或「方程有两个复数根」。不修读学习

重点 1.9（非基础课题）之学生，当以二次公式解二次方程时，毋须以 a  ±  bi
的形式表示非实数根。  
 
学生须理解根与系数的关系，包括：  

•  α  + β  = 
a
b

−  及 α  β  = 
a
c

，其中  α  和  β  为方程 ax2  + bx  +  c  = 0 的

根且  a  ≠  0。  

教师可与学生讨论或让他们探索其它根与系数的关系，例如   。然

而，学生毋须背诵有关结果。  

22 βα +

 
数学概念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其过程往往受文化思想等因素影响，数系

的发展亦不例外。教师可透过不同活动，如展板制作或阅读计划，让学生

欣赏数系如何从自然数系发展到有理数系、实数系及复数系。例如，「为甚

么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否认无理数的存在？」、「虚数为甚么要到十六世

纪才得到确认？」等都是可讨论的有趣课题。此外，教师亦可引导学生讨

论诸如数系的分层、有限位小数及循环小数的分数表示式、 2  为无理数

的证明等课题。  
 
修读学习重点  1.9（非基础课题）的学生，须懂得进行复数的加、减、乘

2 



 

及除的运算，其中复数只限于  a  ±  bi 这标准形式，而复数的极式、阿根图、

棣美弗定理，均非课程所需。  

 

有关如何运用共同建构式教学教授以二次公式解二次方程，可参考《课程

及评估指引》，页 86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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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2. 函数及其图像  2.1 认识函数、定义域、上域、自变量及应变

量的直观概念  

2.2 认识函数的记法及使用表列、代数和图像

方法来表达函数  

2.3  理解二次函数图像的特征  

2.4  以代数方法求二次函数的极大值和极小

值  

10 

 
课程阐释：  
 
学生在第三学习阶段已初步认识数列的概念，而数列可视为函数的雏形。

在本学习单位，学生须认识函数、自变量和应变量的直观概念，并能分辨

函数与非函数的例子。此外，学生须认识定义域和上域的直观概念，因为

它们在界定函数时是不可或缺的。认识这两个概念将有助学生更深入地比

较不同函数（见学习重点 3.4 的注释），但利用集合语言严格界定函数或表

达值域，则不属课程所需。此外，复合函数亦不属课程所需。当学生接触

诸如   的函数时，函数值的计算可视之为一系列连续的运算，

如上例：先取平方、再取正弦。  

2sin)( xxf =

 

教师在阐释函数的记法时，可引入哑变量的概念。表达函数的方式不拘一

格，除可因应个别情况使用表列、代数和图像方法外，也可采用以下较直

观的表达方式：   

 

 

 

 

 

1 • • 2 



 

学生对函数有初步认识后，须进一步透过他们所熟悉的二次函数巩固有关

概念，并认识其图像的以下特征：  

•  顶点  

•  对称轴  

•  开口方向  

•  与两轴的关系  

学生须能从二次函数中 项的系数辨认其图像的开口方向，由常数项找出

y 轴截距及利用有关的判别式判断图像与 轴是否相交。另一方面，学生亦

应能从二次函数的图像读出对称轴及顶点等资料。学生须理解二次函数图

像的顶点与函数的极大值  /  极小值的关系，并能由此以图解法求二次函数

的极大值  /  极小值。  

2x
x

 

修读学习重点 2.4（非基础课题）的学生，须懂得利用代数方法求二次函数

的极大值  /  极小值，并解有关的应用题。除配方法外，教师亦可介绍其它

代数方法，例如，对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教师可引导他们从二次函数图

像的特征，得悉   的顶点之  x 坐标为  xxy 22 −= 1
2

=
+ βα  ，并代入  x  = 1

得出函数的最小值为  1。至于利用求导法求极大值和极小值，则

属延伸部分单元一或单元二中「求导法的应用」的其中一个学习重点，并

非必修部分所需。  

)1 −=(212 −

 

此外，教师可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二次函数的系数与图像的其它关系。例

如，从  αβ  所取的正负值，判断图像的两个 x 轴截点在 y 轴同侧还是异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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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3. 指数函数与对

数函数  
3.1 理解有理数指数的定义  

3.2  理解有理指数的定律  

3.3 理解对数的定义及其性质（包括换底公

式）  

3.4 理解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性质及认识

其图像的特征  

3.5  解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  

3.6  欣赏对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3.7  欣赏对数概念的发展  

16 

 

课程阐释：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对整数指数定律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学习本单位

时，应将指数定律的认识由整数指数伸延至有理数指数。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已掌握  a 
n、 a 

0 和  a 
–n（其中  n  为正整数）的定义。

在必修部分，学生须认识其它有理数指数的定义：
n

a 、 a 

1
n 和 a 

m
n，其中 a为

正实数，m为整数和 n为正整数。当  n 为奇数及  a 为负数时，学生须懂得

计算  
n

a（例如  
3

–8 ）简单数式的值，而  (–8) 

1
3 的写法则应避免。此外，

学生须知道当  a  为负数时，指数定律并不适用。  

 

学生学习有理指数定律和对数性质时，须清楚了解其成立条件，例如  

log a 1 = 0 中  a  须为正数且 1≠a  。 

 

学生理解换底公式后，应能以计算器求得任意对数（例如 ）的值，惟

自然对数属延伸部分的学习重点，并非必修部分所需。  
3log2



 

 

学习重点 3.2 中的指数虽然只局限于有理数，但学生应认识实数指数是有

理指数的推广。推广的详情不属课程所需，但可作为学生进一步探索的有

趣课题。此外，学生应留意指数函数的定义域为实数集，而对数函数的定

义域为正实数集。后者的定义域与学生所熟识的二次函数不同。教师亦可

引导学生讨论当  a  >1 或  0 <  a  < 1 时，指数函数（及对数函数）的图像

有何不同。由于反函数的概念并非课程所需，当讨论  y = ax 与  y = loga  x
的图像之对称关系时，毋需引入「反函数」这词汇。学生理解指数函数与

对数函数的关系后，可进一步由指数函数的特征推导出对数函数的相关特

征。教师可透过不同的例子，诸如  、  和  ，讨论函数图

像递增 /减的快慢。  

xy 2= 2xy = 3xy =

 

学习重点 3.5 主要涉及诸如  2x  = 5 或  log3(x＋ 4) = 2 等简单方程。诸如

4x − 3 ⋅ 2x − 4 = 0 或  log2(x＋ 1)＋ log2(x－ 3) = 3 等可变换为二次方程的方

程，则在学习重点 5.3 中处理。  

 

在这学习单位，学生除了理解指数函数及对数函数的概念外，亦须透过对

诸如以黎克特制表示地震强度、以分贝表示声音强级等讨论，欣赏对数在

现实生活的应用并理解计算公式中采用对数的目的。学生可尝试采用不同

的公式计算地震强度，但毋须背诵有关公式。  

 

教师可透过不同活动，让学生体会在没有计算工具帮助下，进行复杂运算

的困难，并由此引导学生讨论诸如对数概念发展的历史及如何以对数概念

设计昔日的某些计算工具  ( 例如：计算尺和对数表  )等课题。  

 

修读延伸部分单元一或单元二的学生，将会进一步学习指数函数和对数函

数的其它性质及应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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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4. 续多项式  4.1  进行多项式除法  

4.2  理解余式定理  

4.3  理解因式定理  

4.4  理解最大公因式和最小公倍式的概念  

4.5  进行有理函数的加、减、乘及除  

14 

 
课程阐释：  
 

学生在第三学习阶段已学会多项式的加法、减法、乘法和简易多项式的因

式分解，亦掌握了分母为一次式的分式运算。在本学习单位，学生将进一

步学习多项式的除法及较复杂的因式分解问题，亦会接触分母高于一次式

的有理函数的运算。而有理函数的加、减、乘、除，则可视为多项式的混

合四则运算。  

 

长除法是进行多项式除法的一个标准程序，教师可向学生介绍其它方法，

例如综合除法。至于多项式的繁复运算，则非本课程的重点。  

 

学生应能理解除法算式  )()()()( xRxQxgxf +=  的意义，及于  时

如何推导出余式定理。进一步而言，因式定理可视为余式定理的一个特殊

情况。在应用因式定理分解多项式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欣赏其功能（例如，

解二次以上方程）及了解其局限性（例如，不是所有二次以上的方程都能

有效地利用这个方法求解）。  
 

baxxg +=)(  

为求与延伸部分衔接，本单位以「有理函数」取代在第三学习阶段所采用

的「分式」一词，惟学生毋需在必修部分深入学习有理函数的性质。  

 

在进行有理函数的乘、除和约简时，最大公因式和最小公倍式的概念颇为

重要，因此学生对两者均须有充分理解。教授最大公因式（又称「最高公

因式」）和最小公倍式（又称「最低公倍式」）时，教师可自由选用任何一

个常见的简称，例如， “H.C.F.” 、 “gcd” ，或以 “( a , b )” 表 a 和 b 的最大公



 

因式。除选定一个简称外，教师亦应介绍其它记法，方便学生阅读其它参

考书籍。为避免过于繁复的计算，当进行有理函数的加、减、乘、除时，

应只限于不多于两个变量的有理函数之运算。有理函数的除法包括诸如

「 22

1
yx −

 除以  
yx +

1
」  ，惟过于繁复的运算并非本单位的重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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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5. 续方程  5.1   使用图解法解分别为二元一次及二元二

次的联立方程，其中二元二次方程只限于

y = ax2 + bx + c 的形式  

5.2  使用代数方法解分别为二元一次及二元

二次的联立方程  

5.3  解可变换为二次方程的方程（其中包括分

式方程、指数方程、对数方程及三角方程） 

5.4  解涉及可变换为二次方程的方程之应用

题  

10 

 

课程阐释：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已学会建立二元一次的联立方程，运用代数方法及

图解法解二元一次的联立方程。在本学习单位，联立方程的类型将扩展至

其中之一为二元二次方程，而学习重点 1.6「解涉及二次方程的应用题」亦

会延伸至涉及可变换为二次方程的方程之应用题。学生应留意分别为二元

一次及二元二次的联立方程的解之数目，与两个方程均为二元一次时有何

分别。  

 

鉴于学生在必修部分毋须学习诸如  6  或  xy  + y2  =1 等二元二

次方程的图像，因此在学习重点 5.1 中利用图解法解联立方程时，其中二

元二次方程只限于  y  = ax2  + bx  + c 的形式。至于使用代数方法解分别为二

元一次及二元二次的联立方程，则没有此限制。  

32 +−= yyx

 

学生处理可变换为二次方程的方程时，须留意解的合理性，例如，解方程

时，学生须留意 02sin5sin2 2 =+− θθ 2sin =θ  没有实解。此外，涉及三角函数

的方程，其解只限于 0° 至 360° 的区间（参考学习重点 13.2）。  

 

 

 



 

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学习重点 5.4 中可多选取与学生经验有关

的应用题。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发现解题方法的多样性。学生

应探讨不同的解难策略，并能从中选择最恰当的方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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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6. 变分  6.1  理解正变（正比例）和反变（反比例）及

其在解现实生活问题时的应用  
9 

6.2  理解正变和反变的图像  

6.3  理解联变和部分变及其在解决现实生活

问题时的应用  

 
课程阐释：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已透过学习单位「率及比」认识量与量之间的某些

关系，亦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 2 已学习函数的初步概念，认识变量与变量

之间亦可有某些关系。本学习单位将进一步讨论不同形式的变量之间的关

系，包括正变、反变、联变和部分变等概念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讨论正变   和反变  kxy =
x
ky =  的图像时，教师可提示学生留意该两函数

的定义域均可包含负实数。当教师讲解正变和反变时，不妨向学生介绍「正

比例」和「反比例」这两个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名词。然而，教师应向学

生厘清一般人对正比例和反比例常见的误解，例如，如果  x 递增，  y 随
之递增（递减），则  x 与  y 必成正（反）比例。教师可利用反例证明上述

断言为假，例如：  

x 1 2 3 4 

y 2 5 7 11 

其中 x 和 y 并不能满足任何正变的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  x 与  y 成正（反）比例，命题「当  x 递增，则 y 随之

递增（减）」不一定为真，例如，当 k 为负数时，此命题为假。  

 

学生在解决涉及部分变的问题时，往往须要运用解二次或以上方程的技巧。

因此，学生学习这单位前，须修读学习单位 1 和 4 的内容。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7. 等差数列与等

比数列及其求

和法  

7.1  理解等差数列的概念及其性质  

7.2  理解等差数列的通项  

7.3  理解等比数列的概念及其性质  

7.4  理解等比数列的通项  

7.5  理解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的有限项求和

公式及使用该公式解有关问题  

7.6  探究某些等比数列的无限项求和公式及

使用该公式解有关问题  

7.7  解有关现实生活中的应用题  

17 

 
课程阐释：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在学习数的规律时应已掌握数列的基本概念。本学

习单位将进一步讨论其中两类常见数列（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的概念、

性质、求和公式及其应用。  

 

教师可引导学生讨论当  T1,  T2,  T3, … 为等差数列时，若  a  和  k  是任何

两个实数，数列  T1 + a ,  T2 + a ,  T3 + a, … 与数列  k T1 ,  k T2 ,  k T3, … 都是

等差数列，并由此得出数列  k T1 + a ,  k T2 + a ,  k T3 + a , … 亦必为等差数列。

学生亦应发现，当  T1,  T2,  T3, … 为等比数列及  0≠k  时，数列  k T1 ,  k T2 , 
k T3 , … 亦必为等比数列。至于  0, 0, 0, ……是否等差数列的讨论则不属必

修部分所需。  

 

处理涉及等差数列或等比数列求和的几何题时，学生可能须应用学习单位

「续三角」的内容，教师应留意有关学习单位的教学次序。  

 

讨论等差数列的性质  Tn = ½ ( Tn–1 + Tn+1 ) 和等比数列的性质 Tn
2  = Tn−1 ×  Tn +1

时，毋须介绍「等差中项」和「等比中项」这两个名称。  

13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8. 不等式与线性

规画  
8.1  解复合一元一次不等式  

8.2  以图解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8.3  以代数方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8.4  在平面上表示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图像  

8.5  解联立二元一次不等式  

8.6  解线性规画应用题  

16 

 
课程阐释：  

 

学生在第三学习阶段已学习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并以数线表示所求得的解。

在本学习单位，学生将解涉及「和」或「或」的复合一元一次不等式、以

图解法和代数方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并以图解法解二元一次不等式及有

关的线性规画应用题。  

 

在学习重点 8.1 中，教师应让学生发现将两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画在同

一条数在线时，数线一般可被分割成三个区域，藉此可以找出复合不等式

的解。学生应留意「 x  > 3 及 x  < 5」和「 x  > 3 或 x  < 5」的解并不相同。

 

学生充分理解二次函数图像的特征后，应能以图解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然而，学生亦须以代数方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学生在第三学习阶段已充分掌握如何在坐标平面上描绘线性方程的图像。

在解二元一次不等式时，学生须判断二元一次不等式的解对应哪些由直线

分割出来的区域，而试值法是学生较易掌握的其中一个方法。  

14 



 

 

学习重点 8.5 要求学生运用图解法解联立二元一次不等式，至于运用代数

方法解联立二元一次不等式，则不属课程所需。   

 

教师教授学习重点 8.6 时，应多选取与学生日常生活有关的例子，亦应为

学生提供讨论解题策略的机会。  

 

15 



 

16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与代数范畴  

9.1  描绘及比较不同函数的图像，包括常值函

数、线性函数、二次函数、三角函数、指

数函数及对数函数的图像  

9.  续函数图像  

9.2  使用 y = f (x) 的图像解方程 f (x) = k 

9.3  使用 y = f (x) 的图像解不等式  f (x) > k 、  
f (x) < k 、 f (x) ≥ k 和 f (x) ≤ k 

9.4  从表列、符号和图像的角度理解函数  f (x) 
的变换，包括  f (x) + k 、 f (x + k) 、 k f (x) 和 
f (kx) 

11 

 
课程阐释：  

 

在学习单位 2 中，学生已初步认识函数的概念。这学习单位将进一步比较

不同的函数的图像，透过图解法解方程和不等式及理解函数变换的概念。

 

鉴于部分学生将诸如  y  = 4 的数式只视为方程的解，且甚至不懂得在坐标

平面上描绘直线  y  = 4 的图像。教师须向学生介绍「常值函数」的概念。

不修读学习单位 3（非基础课题）的学生，毋须讨论指数函数及对数函数

的图像。当学生比较不同函数的图像时，须尝试比较它们的定义域、极大

值和极小值的存在性、对称性和周期性。  

 

学生在学习重点 1.3 中已学会从读取   的图像之 x 截距解二次

方 程  ， 学 习 重 点 9.2 要 求 学 生 能 进 一 步 运 用 拋 物 线

  
x

2

 

使  )(xf  不是形 的函数，学生也该懂得利用  

cbxaxy ++= 2

两图像解一元二次方程

学生除能够解二次方程

2 2x
 01 =+  等二次方程，

02 =++ cbxax
cbx ++  和直线

 152 2 −− xx  
能 够 配 合 直 线  =y

15 −− x  

axy = 2

从 =y

2 2= xy

ky =  
的图像，

 

kcbxax =++2

 0152 =−− x  
 045 =−x

则不属课程所需。

。例如，

外，亦应

的 图 像 解 二 次 方 程 。 至 于 利 用

学生须把在学习重点 8.2 中所习得的方法推广至二次函数以外的其它函数。

换句话说，即 如  

2
−3

的图像解诸如 62 − xx

cbxax ++2  y 
= f  (x) 的图像读出方程  f  (x)  =  k  的解，然后利用  y = f  (x) 的图像与直线



 

y = k 求出不等式  f  (x) > k 、  f  (x) < k 、  f  (x) ≥  k 和  f  (x) ≤  k 的解。  

间的关系之变化，继而利用绘图软件比较经变换后函数图像的变化。教师

着学生运用在第三学习阶段所习得的概念及词汇（例如，平移、反射、

 

学生在探讨函数的变换时，可先行利用表列的形式观察自变量与应变量之

可鼓励学生运用由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方法，得出 y = f (x) + k 、 f (x + k) 、
k f (x) 、 f (kx) 的图像与原来的函数  y  = f (x) 的图像之关系。讨论过程中教师

应

放大等）来描述图像的变化。另一方面，教师亦应引导学生讨论函数图像

的变换所引致函数中代数式的对应变化，例如，学生须懂得  )(xfy =  的图

像沿 x 轴作反射，变换后的图像可以用  )(xfy −=  表示。函数中代数式的

对应变化只限于  f (x) + k 、 f (x + k) 、 k f (x) 、 f (kx) 或其组合，换句话说，

函数图像的旋转变换不属课程所需。  

 

复合函数的概念不属课程所需，但诸如  42 +−= xy  的图像可 2xy =
的图像沿 x 轴作反射，然后再沿  y 轴向上平移 单位。  

 

视为将  
4

17 



 

18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度量、图形与空间范畴  

10. 圆的基本性

质  
10.1  理解圆上弦和弧的性质  

10.2  理解圆上角的性质  

10.3  理解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  

10.4  理解四点共圆和圆内接四边形的判别法  

10.5   理解圆切线和其内错弓形的圆周角的性

质  

10.6  使用圆的基本性质作简单几何证明  

23 

 
课程阐释：  

 

在第三学习阶段中，学生以直观法和演绎法学习几何，内容以直线图形为

主。在必修部分，学习范围将扩展到圆形，而学习历程则仍可从直观到演

绎。例如，教师可利用动态几何软件，让学生自行探索圆的基本几何性质，

然后在教师引导下尝试作出证明，藉此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及逻辑推理能

力。有关如何运用探究式教学教授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可参考《课程及

评估指引》，页 85。  

 

学习重点 10.1 至 10.3 要求学生理解圆的基本性质。学生除须知道有关性质

的内容及运用这些性质进行运算外，亦须理解这些性质成立的理由或证明。

惟运用这些性质作其它几何证明则属非基础课题。  

 

弧与所对的圆心角成正比例的性质应已在第三学习阶段讨论，但教师可提

醒学生留意弦与所对的圆心角并非成正比例。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度量、图形与空间范畴  

11. 轨迹  11.1  理解轨迹的概念  

11.2  描述及描绘满足某些已知条件的点之轨

迹  

11.3  以代数方程描述点的轨迹  

7 

 
课程阐释：  

 

教师可从日常生活的例子，例如行驶中汽车的照明灯和星流迹等的长时间

曝光照片引入轨迹的概念。学生可利用动态几何软件，探究一点在已知条

件下移动所成的轨迹，但学生亦须理解数学中的轨迹不一定涉及点的移动。

例如，所有与某定点保持同样距离的点所成的轨迹是一圆。  

 

学习重点 11.2 要求学生能以文字描述轨迹及描绘其图像，而学习重点 11.3
则要求学生能以代数方程描述点的轨迹。在求轨迹方程的过程，学生须运

用第三学习阶段中「直线的坐标几何」的相关知识，如运用两点距离公式

求与两固定点等距的点所成轨迹的方程。  

 

在 本 学 习 单 位 中 ， 学 生 须 根 据 已 知 条 件 求 轨 迹 为 直 线 、 圆 和 形 式 如

y = ax2 + bx + c 的拋物线之方程。至于有关直线和圆的方程之详细讨论，则留

待学习单位 12 中进行。  

19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度量、图形与空间范畴  

12. 直线与圆的

方程  
12.1  理解直线方程  

12.2  理解两直线相交的各种可能情况  

12.3  理解圆方程  

12.4  求直线与圆交点的坐标及理解直线与圆

相交的各种可能情况  

14 

 
课程阐释：  

 

在上一学习单位「轨迹」，学生已初步掌握轨迹的概念，并已解决一些简单

的轨迹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从轨迹的角度，理解方程与图像的关系，进

而求图像的方程及由方程理解对应图像的特质。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在学习单位「二元一次方程」中，已初步认识直线

方程的图像。本学习单位的学习重点 12.1 则要求学生在给定条件下求有关

直线的方程。教师可因应学生的能力和需要，决定是否介绍「两点式」、「点

斜式」和「斜截式」等名称，而各种直线方程的形式之间的转换则并非课

程重点。  

 

在圆方程  (学习重点 12.3) 方面，学生曾在学习重点 10.1 探讨过给出三个

不共线点，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圆经过这三点。学生现可运用坐标几何的

方法再次证明经过三个不共线点的圆只有一个。  

 

修读学习重点 5.2（非基础课题）的学生，对使用代数方法解分别为二元一

次及二元二次的联立方程应已充分掌握。在学习重点 12.4，学生可藉此推

断直线与圆相交有三种可能情况，从而利用二次方程的判别式判断已知直

线与圆有多少个交点或求此圆的切线。此外，教师亦可引导学生利用平面

几何的方法证明没有直线可与一圆相交多于两点。  

 

20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度量、图形与空间范畴  

13.1  理解正弦、余弦和正切函数、其图像及

其性质，包括极大值、极小值和周期性  

13.2  解三角方程  a sin θ = b 、 a cos θ = b 、  
a tan θ = b （其解限于 0° 至 360° 区间）和

其它的三角方程（其解限于 0° 至 360° 区
间）  

13.3  理解三角形面积公式  ½ absin C  

13.4  理解正弦和余弦公式  

13.5  理解希罗公式  

13.6  使用上述公式解二维及三维空间的应用

题  

21 13. 续三角  

 
课程阐释：  

 

学生在第三学习阶段应已熟习在直角三角形中锐角的正弦、余弦和正切的

定义。在这基础上，教师可介绍如何利用直角坐标平面上的单位圆定义三

角函数，并介绍正角和负角。学生应能找出三角函数的其极大值和极小值，

且能从三角函数的图像找出和周期性，并根据函数的周期性简化含有  −θ 、
90° ± θ 、 180° ± θ …… 等的正弦、余弦和正切之数式。弧度法为延伸部分单

元二的学习重点，不属必修部分课程所需。  

 

学习重点 13.2 中解三角方程  a sin θ = b 、 a cos θ = b 、 a tan θ = b 属基础课

题，而解其它三角方程，如 5.02sin =θ 、 θθ cos2sin = 、 0)90cos(tan =−°− θθ  等，

则 属 于 非 基 础 课 题 。 至 于 可 变 换 为 二 次 方 程 的 三 角 方 程 ， 如

、01sin5sin6 2 =++ θθ θθ cos=tan  等，亦属非基础课题（见学习重点 5.3）。

 

在应用学习重点 13.3 – 13.5 中的公式解三维空间的应用题时，教师可协助

学生巩固在第三学习阶段中「续立体图形」学习单位中所学有关线、平面

之间的关系的概念。  

21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据处理范畴  

14. 排列与组合  14.1  理解计数原理的加法法则和乘法法则  

14.2  理解排列的概念和记法  

14.3  解不同对象的无重排列应用题  

14.4  理解组合的概念和记法  

14.5  解不同对象的无重组合应用题  

11 

 
课程阐释：  

 

学生经过不同学习阶段，已对计数原理有直观的认识。在这学习单位，学

生须就基本的计数原理，如在什么时候应用加法法则或乘法法则，有更深

入的了解。此外，透过排列与组合的学习，学生应能解决现实中较复杂的

问题。  

 

教师教授排列和组合的概念时，可选用任何一个常见的记法，如  “ ”、

“nPr” “ Pr”  “ “nCr” “ Cr” “ ” 

 

n
rP

教师亦、  n 和 、 、  n 。但除选定的记法外，

应介绍其它记法，方便学生阅读参考书籍。  

学 习 单 位 要 求 学 生 理 解 排 列 与 组 合 两 者 的 分 别 。 学 生 亦 应 理 解 关 系

=

n
rC ” ⎟⎟

⎠

⎞
⎜⎜
⎝

⎛
r
n

本

n
rC

!r
Pn

r n n n n 1+n

 

 及  。其它关于排列或组合的复杂性质，如  ，

则不属必修部分课程所需。  

列与组合问题千变万化。本学习单位只要求学生能解简单的排列和组合

rC = rnC − rC + rC 1− = rC

排

的应用题，例如，「求对象的排列，其中三个指定对象必须相邻」。至于圆

形排列及牵涉相同对象、重复排列或组合的应用题的计算，则不属课程所

需。  

22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据处理范畴  

15. 续概率  15.1  认识集合的记法，包括并集、交集和余

集的记法  

15.2  理解概率加法定律和互斥事件及互补事

件的概念  

15.3  理解概率乘法定律和独立事件的概念  

15.4  认识条件概率的概念和记法  

15.5  使用排列与组合解与概率有关的应用题  

10 

 
课程阐释：  

 

学生在第三学习阶段已学习概率的基本概念，并懂得以数数方法求概率。

在必修部分，学生将学习以加法定律和乘法定律解决概率中较复杂的问

题，而关于概率的进一步问题则会在延伸部分单元一中处理。  

 

为方便表达不同事件间的关系（包括互斥、互补和独立事件）、概率加法

定律和乘法定律，本学习单位中的事件均以集合表示。因此，学生在学习

学习重点 15.2 – 15.5 中的内容前，须对集合有基本的认识，其中包括以列

举、描述及温氏图表示集合，并认识在概率问题中常见的空集、宇集、并

集、交集和余集的概念及记法。至于这些概念的严格定义或集合运算的规

律（例如德摩根律等）则不属课程所需。  

 

运用概率的加法定律及乘法定律时，学生须理解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例如  
A 及 B 为互斥事件时，这些定律的变化。同时，在引入乘法定律时，学

生须认识条件概率的概念和记法，并能解简单的条件概率问题。至于贝叶

斯定理则会在延伸部分单元一中处理。  

 

修读学习单位 14「排列与组合」（非基础课题）的学生可运用有关的计数

技巧解决与概率有关的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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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据处理范畴  

16. 离差的度量  16.1  理解离差的概念  

16.2  理解分布域和四分位数间距的概念  

16.3  制作及阐释框线图及使用框线图比较不

同组别的数据分布  

16.4  理解分组数据和不分组数据的标准差之

概念  

16.5  使用合适的量度方法比较不同组别数据

的离差  

16.6  理解标准差在涉及标准分和正态分布的

现实生活问题时的应用  

16.7  探究下列情况对数据的离差之影响：  

(i)  

(i i) 

(iii)

(iv)

在数据中加入一项数据  

从数据中剔除一项数据  

对数据的每一项加上一个共同常数  

对数据的每一项乘以一个共同常数  
 

14 

 
课程阐释：  

 

在第二学习阶段，学生已学习一个量度离散数据的集中趋势之简单方法－

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学习量度不分组数据及分组数

据的集中趋势的其它方法。在必修部分，学生须进一步认识到，在很多情

况下，要描述数据分布，仅用集中趋势并不足够。学生除须理解离差、分

布域、四分位数间距的概念，亦须懂得制作和运用框线图（或称「箱形图」）。

当给出一组不分组或分组的数据，学生须懂得计算它的标准差并理解它们

的意义。此外，学生应能选择合适的量度方法，比较不同组别数据的离差。

 

由于「方差」这术语很常见，因此学生学习标准差时亦该认识「方差」这

名称和它与标准差之间的关系，但有关方差的运算则会在延伸部分单元一

处 理 。 必 修 部 分 中 的 标 准 差 之 公 式 及 计 算 只 限 于 总 体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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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抽取样本以估计总体标准差的公式，则

会在延伸部分单元一处理。  

 

修读学习重点 16.6（非基础课题）的学生，须理解标准差的简单应用，即

涉及标准分和正态分布的现实问题的应用。在计算过程中，学生毋须查阅

正态分布表或背诵位于距平均值 1、 2 或 3 个标准差范围内的数据之百分

比。修读学习重点 16.7（非基础课题）的学生，须透过探究数据组内，部

分数据变化对集中趋势和离差的影响，从而对不同统计量的性质有更深入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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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数据处理范畴  

17. 统计的应用及

误用  
17.1  认识抽取调查样本的不同技巧及制作问

卷的基本原则  

17.2  讨论及认识各种日常活动或调查中统计

方法的应用和误用  

17.3  评估从新闻媒介、研究报告等不同来源

所获得的统计调查报告  

8 

 
课程阐释：  

 

在小学及初中阶段，学生已熟悉统计工作，特别是搜集数据、表达及阐释

统计图像和图表。学生应对统计量的概念有初步的认识。在高中，学生则

会更全面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统计工作。  

 

教师可透过日常生活例子介绍「总体」和「样本」的概念。学生须明白在

日常统计工作中，抽取样本几乎无可避免，并认识抽取样本的不同技巧。

在抽取样本的技巧方面，学生须认识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的基本概念。

然而，有关抽取样本的计算，如样本标准差的计算，则不属必修部分所需。

问卷是常用的搜集数据方法之一。学生须认识在制作问卷时，哪些因素会

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产生影响，例如：问题的形式、用语和排序及响应的

选择。  

 

在第三学习阶段，学生该对统计图像 /图表及集中趋势的应用和误用有足

够的认识。在必修部分，学生须进一步讨论各种日常活动或调查中统计方

法的应用和误用。这包括调查目的、采用的抽样方法、搜集数据的方法及

分析方法等讨论。此外，学生须能更全面地分析从新闻媒介、研究报告等

不同来源所获得的统计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分析搜集数据的抽样方法、问

卷的设计、数据的整理及表达、统计分析和推论等，从而让学生整合由不

同学习阶段所习得的统计知识。  

 



 

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进阶学习单位  

18. 数学的进一

步应用  
解较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数学应用题，并在解题

过程中寻找能提供解题线索的数据，探究不同

的解题策略或综合不同数学环节的知识  

主要焦点为：   

(a) 探究及解现实生活中较复杂的应用题  

(b) 欣赏不同数学环节间的关连  

20 

 
课程阐释：  

 

本学习单位与其它学习单位内的数学应用课题不同，重点不在于学习某些

固定的数学知识，而是透过探究及解决现实生活中较复杂的应用题，让学

生欣赏不同数学环节间的关连，并培养学生灵活综合运用不同学习单位的

知识和技巧之能力。《课程及评估指引》，页 32 中的例子仅供教师参考。教

师可因应学生能力及需要选择其它更适合他们的课题。此外，教师应让学

生尝试自行寻找能提供解题线索的数据和探究不同的解题策略，而不宜给

与他们太多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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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进阶学习单位  

19. 探索与研究  20 通过不同的学习活动，发现及建构知识，进一

步提高探索、沟通、思考和形成数学概念的能

力  

 
课程阐释：  

 

本学习单位旨在提供更多学习空间，让学生在学习其它学习单位的内容时，

能参与更多有助发现及建构知识、提高探索、沟通、思考和形成数学概念

的能力之活动。换句话说，这并非一个独立和割裂的学习单位，活动可在

课堂中引起动机、发展、巩固或评估等不同环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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