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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為配合學校課程持續更新，回應於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4 月期間

在「新學制中期檢討與前瞻」中所收集的意見，及進一步加強數學課

程之縱向銜接和與其他學科間的橫向連繫，課程發展議會數學教育委

員會於 2015 年 12 月成立三個專責委員會檢視及修訂小一至中六數

學課程。是次數學課程學習內容的修訂是建基於《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下稱「修訂課程」）中訂明的數學

教育的課程宗旨、課程設計和評估的主導原則。  

 

歡迎各界人士就本冊子提供意見和建議。來函請寄︰  

 

九龍政府合署 4 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數學）收  

傳真： 34269265 電郵：math@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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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  

 

一  目的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在 2017 年 11 月公布數學科（小一至中六）修訂課

程，修訂課程內容載於三冊《數學教育學學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

六）（ 2017）補充資料》系列，並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教育局並建議

各小學分兩階段推行︰於 2019/20 學年起在小一逐年推行及 2020/21 

學年起在小四逐年推行。  

 

以上安排乃回應教師的整體意見，期望修訂課程盡快在小學全面推行；

然而在此安排下，會有一批學生在第一學習階段修讀載於《數學教育

學習領域－數學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 ) (2000)》（下稱「 2000 課程」）

的課程，而在第二學習階段將會修讀修訂課程。因應以上情況，學校

有需要為此批學生設計相應及適切的校本課程，讓他們能順利銜接至

修訂課程。  

 

本資料冊是依據《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補充文件：小學數學科

學習內容  (2017)》和 2000 課程編寫。目的是為教師提供修訂課程與

2000 課程的比較資料、建議的銜接模式、以及一些相關的學與教資源

示例，以達到下列的目標：  

(i)  協助教師理解修訂課程與 2000 課程的分別；  

(ii)  提供建議於修訂課程推行初期時的銜接模式，協助教師按需要

選擇銜接模式，規劃校本課程；及  

(iii)  提供學與教資源示例，協助教師更容易設計校本教材，切合學

生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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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  

本冊子的內容包括：  

I.  簡介  

這部分介紹製作本冊子的目的、內容及使用指引，當中包括如何

閱讀文件《小學數學修訂課程內容與小學數學課程（ 2000）內容

的比較》，及介紹過渡期安排。  

 

II.  銜接關注事項  

教育局建議各小學按下列時間表推行數學科修訂課程︰  

 第一學習階段（即小一至小三）的小學數學科修訂課程會於

2019/20 學年起在小一逐年推行。  

 第二學習階段（即小四至小六）的小學數學科修訂課程會於

2020/21 學年起在小四逐年推行。  

 

III.  推行模式  

第三部分建議三個在過渡期可推行的銜接模式，為了進一步說明

各銜接模式，在第四部分每個模式均附以學與教資源示例。示例

針對修訂課程中初小的新增內容而設計，教師可參考這些示例，

規劃校本課程，在不同課題選擇合適的銜接模式，切合學生的學

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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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教學及評估示例  

教學及評估示例為本冊子的其中一重要部分，共提供以下十一個

示例：  

模式  課題  示例  

模式一  

3N2 乘法 (一 ) 示例一  

3N5 分數 (一 ) 示例二  

3S2 三角形  示例三至五  

模式二  

4D1 棒形圖 (二 ) 示例六  

4S1 四邊形 (三 ) 示例七  

4S3 方向和位置 (三 ) 示例八  

模式三  

1N4 加法和減法 (一 ) 

及 2N2 加法和減法 (二 ) 
示例九  

3N5 分數 (一 ) 示例十  

3S1 四邊形 (二 ) 示例十一  

每個教學及評估示例包括學習單位的教學進度建議、教學大綱及

評估建議。教學進度建議列出該學習單位的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的相關學習內容和備註。教學大綱包括該學習單位的學習重點、

各教節的學習內容、學生須具備的已有知識、教學資源、學與教

活動建議和備註。  

除了這些學與教活動建議外，教師宜因應學生的學習情況，給予

口頭回饋，或設計其他適當的教學活動，從而達至促進學習的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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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指引  

 
(i)  本冊子採用的學習單位  

為避免混淆，所有本冊子所舉之學習單位皆採用修訂課程的學習

單位。  

 

(ii)  設計教學進度及活動  

本冊子介紹的內容包括有關學習單位的教學進度、教學大綱及評

估建議。教學進度依據修訂課程的建議需要設計，並列出學習重

點、學習重點的相關學習內容和備註供教師參考。學與教及評估

須互相配合，因此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興趣、能力和需要，以及學

校的環境，把建議內容、工作紙及評估的活動調適，靈活地在課

堂運用，以發揮更理想的教學效果。  

教師在設計教學進度時可因應學校的情況，選取合適的模式自行

設計學與教及評估的活動。在編寫教學進度時，教師宜參考修訂

課程、本組印製的教學資料冊第一輯至第九輯，以訂定該單位的

學習重點。在設計學與教活動前，教師宜先分析學生在學習該單

位時所遇到的困難和常犯的錯誤，設計適切的活動，讓學生進行

探索、建構新知識和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iii)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學習情況，例如學習興趣和能力等，調適本冊

子建議的示例，或參考示例自行設計合適的教材，以照顧學生的

多樣性。  

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教師可為學習能力較佳的學生設計較具挑戰

性的活動，以擴闊他們的知識領域，讓他們展現潛能；另一方面，

教師亦可為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較具體的指引，給予他們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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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時間思考、討論和探索，並提供足夠的鼓勵和支援，幫助他

們掌握基本知識和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iv)  閱讀《小學數學修訂課程內容與小學數學課程（ 2000）內容的比

較》  

在本冊子較後章節「 II 銜接關注事項」中的第二部分附有《小學

數學修訂課程內容與小學數學課程（ 2000）內容的比較》，在閱

讀時，教師宜注意：  

1.  該表是以 2000 課程的學習單位按年級排序。  

2.  該表只列出主要修訂的項目，不是涵蓋所有改變。一些從 2000

課程中只略作修訂的內容沒有在表內列出。  

3.  該表中「修訂課程的學習單位」顯示修訂課程內的學習單位。  

該表中「修訂說明」會簡述相關的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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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銜接關注事項  

 

一  數學科修訂課程的推行時間表  

 

為方便閱讀起見，前文建議各小學推行修訂課程的時間，現表列

如下：  

  學年  

年級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一  2000 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二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三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四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五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六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2000 課程  修訂課程  修訂課程  

 

上表中黑色粗框線內所表示的學生，他們在第一學習階段修讀

2000 課程，而在第二學習階段修讀修訂課程，學校需要為此批學

生作出過渡期安排，讓他們銜接至修訂課程。  

特別地，黑色粗框線內著色部分所表示的學生，他們已在 2017/18

學年修讀 2000 課程一年級的學習內容。學校為他們設計過渡期

安排時，要留意上述情況，以妥善設計其二年級和三年級的校本

數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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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學數學修訂課程內容與小學數學課程（ 2000）內容  

的比較  

下表列出修訂課程和 2000 課程的內容比較，當中只包括主要修

訂內容。建議教師在閱讀下表時，亦應閱讀修訂課程的文件，以

明瞭修訂的細節和課程的整體設計。  

對照表中第一學習階段的新增學習內容，除 1M4 時間（一）外，

於本冊子第四部分均備有示例，給教師參考和使用。  

2000 課程的 

學習單位 

主要修訂 
修訂課程的 

學習單位 
修訂說明 

刪去 新增 
重組 

/調整 
調動 

一年級       

1N5 加與減(一)  

 

 

 

 

  1N4 加法和減

法(一) 

- 新增「認識加法結合性質」 

- 刪去解三個數的加法應用題 

- 刪去「估計計算結果」 

1M4 時間(一)  *   1M4 時間(一) - 新增「以小時為單位，量度和比

較時間間隔」和「解有關時間間

隔的簡單應用題」 

* 由於 2000 課程二年級的學習內容已包含有關修訂內容，故教師無須為這部分作銜接安排。 

1S1 立體圖形(一)     1S1 立體圖形

(一) 

- 刪去「認識柱體和錐體」 

1S1 立體圖形(一) 

1S3 平面圖形 

  

 

 

 

  1S3 方向和位

置(一) 

- 調整有關物件的相對位置的學習

內容，組成新學習單位 1S3 

- 新增相對位置「之間」 

1S2 直線和曲線 

1S3 平面圖形 

  

 

  1S2 平面圖形 - 新增「認識點的直觀概念」 

二年級       

2N2 加與減(二)   

 

  2N2 加法和減

法(二) 

- 新增「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

性質進行加法運算」 

2M2 時間(二)     6M4 速率 - 調動以「小時和分鐘」求時間間

隔至 6M4 

2M4 重量     3M5 重量  - 調動至 3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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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課程的 

學習單位 

主要修訂 
修訂課程的 

學習單位 
修訂說明 

刪去 新增 
重組 

/調整 
調動 

2S1 立體圖形(二)     1S1 立體圖形

(一) 

- 調動「認識角柱、圓柱、角錐、圓

錐的直觀概念」至 1S1 

2S1 立體圖形(二)     --- - 刪去「製作立體圖形」 

2S4 四邊形(一)  

 

 

 

 

  2S4 四邊形(一) - 新增「認識線段的概念」和「認

識鄰邊的概念」 

- 刪去「認識梯形和菱形」 

三年級       

3N2 加與減(四)     3N4 四則運算

(一) 

- 調整不超過四個位的數加法和減

法的學習重點，與加減混合運算

的學習重點合併，組成新學習單

位 3N4 

3N4 除法(一)     3N3 除法(一) - 刪去「用短除法進行基本除法計

算」 

3N6 分數(一)   

 

  3N5 分數(一) - 新增「認識等值分數的概念」 

- 新增「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

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其結果須

不大於 1 及解主要以圖像闡述的

應用題 

3M2 時間(三)     

 

6M4 速率 - 刪去「以時、分和秒報時」 

- 調動以「分鐘和秒」求時間間隔

至 6M4 

3S1 平行和垂直     2S2 角 - 調動有關垂直的學習內容至 2S2 

3S3 角(二)     2S2 角 - 調動至小二，並與「角」合併，組

成新學習單位 2S2 

3S4 三角形   

 

  3S2 三角形 - 新增「認識等腰直角三角形」、「認

識不同種類三角形之間的關係」

和「認識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之

和大於第三邊的長度」 

3D1 方塊圖     --- - 成為新增潤課題 2E2 方塊圖 

四年級       

4N1 乘法(二)     3N2 乘法(一) - 調動「認識乘法結合性質」至 3N2 

4N-E1 整除性     4N2 除法(二) - 調動「認識 3 的整除性判別方法」

至 4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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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課程的 

學習單位 

主要修訂 
修訂課程的 

學習單位 
修訂說明 

刪去 新增 
重組 

/調整 
調動 

4N3 現代計算工具

的認識 

    --- - 刪去此學習單位 

4N-E2 質數及合成

數 

    4N3 倍數和因

數 

- 調動至小四，並與倍數和因數合

併，組成新學習單位 4N3 

4N5 公倍數和公因

數 

    4N4 公倍數和

公因數 

- 新增「運用短除法找出兩個數的

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 

4N6 四則計算(二)     4N5 四則運算

(二) 

- 新增「認識乘法分配性質」 

4S1 四邊形(三)     3S1 四邊形(二) - 調動「認識梯形的概念和性質」

至 3S1 

4S1 四邊形(三)     4S1 四邊形 

(三) 

- 新增「認識不同種類四邊形之間

的關係」 

4S3 對稱     6S1 對稱 - 調動至 6S1 

4D1 棒形圖(一)     

 

3D1 棒形圖(一) - 調動「一格代表 1、2 和 5 個單位

的棒形圖」至 3D1 

五年級       

5N1 多位數     4D1 棒形圖(二) - 調動「認識近似值」至 4D1 

5N4 小數(二)     4N8 小數(二) - 調動至 4N8 

5N6 分數(五)  

 

 

   5N5 分數(五) - 新增「認識分數可理解為兩個整

數的比的概念」 

- 刪去涉及求一個數比另一個數大

或小幾分之幾的應用題和涉及當

一個數增至或減至另一個數時，

求其分數變化的應用題 

5M1 面積(二)     5M1 面積(二) - 新增「認識四邊形高的概念」 

5M-E1 角(度)     6M1 角(度) - 成為新學習單位 6M1 

5S1 八個方向     4S3 方向和位

置(三) 

- 調動至 4S3 

5D2 棒形圖(二)     4D1 棒形圖(二) - 調動「一格代表 50 和 100 個單位

的棒形圖」至 4D1 

5D1 象形圖(二)     --- - 刪去此學習單位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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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課程的 

學習單位 

主要修訂 
修訂課程的 

學習單位 
修訂說明 

刪去 新增 
重組 

/調整 
調動 

6N4 百分數(二)     6N4 百分數(二) - 刪去涉及折扣、較複雜的百分數

和百分變化的應用題 

6A1 簡易方程(二)     5A2 簡易方程

(一) 

- 調動部分「兩步計算的簡易方程」

至 5A2，而運算只涉及整數 

6A1 簡易方程(二)     6A1 簡易方程

(二) 

- 新增 ax + bx = c 和 ax – bx = c 兩

類方程 

6S1 立體圖形(四)   

 

 

 

 

  5S2 立體圖形

(三) 

- 調動「認識立體圖形的頂點和稜

的概念」、「認識角柱、圓柱、角錐

和圓錐中平行於底的截面」和「認

識球的截面」至 5S2 

- 新增「認識圓柱的摺紙圖樣」 

6S1 立體圖形(四)     --- - 調動「理解角柱/角錐中底的邊

數、面的數目、稜的數目和頂點

的數目之間的關係」至新增潤課

題 5E2 立體圖形探究 

6S2 圓     5S1 圓 - 調動至 5S1 

6D2 棒形圖(三)     5D1 棒形圖(三) - 調動「一格代表 1000、10000 和

100000 個單位的棒形圖」至 5D1 

---     6M5 面積(三) - 新增學習單位(計算一個圓的面

積)，其學習內容是由中學調動至
6M5 

---     6D3 圓形圖 - 新增學習單位，其學習內容是由

中學調動至 6D3 

----     6D4 統計的應

用和誤用 

- 新增學習單位 

 

以上對照表，教師亦可從數學教育組網站下載，方便參閱，網址如

下：  

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CT_PMC_t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CT_PMC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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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推行模式  

以下將建議三種過渡期安排的推行模式，會在本冊子第四部分以示例

加以說明，而示例中的教學活動不限於所示的推行模式中進行，期望

教師按學校需要及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我們建議的模式或校本

推行模式，讓學生順利銜接至修訂課程。  

 

一  模式一  

於小三學期末或小四學期初，學校可安排一段時間教授有關的學習內

容。參照下表的安排，學校可於三年級的試後活動，或四年級開學前

教授有關的學習內容，根據修訂課程建議，大約共需教學時數 10 小

時。  

 

範疇  

年級  
數  圖形與空間  數據處理  

一   加法結合性質   相對位置「之

間」  

 點的直觀概念  

--- 

二   運用加法交換

性質和結合性

質進行加法運

算  

 線段的概念  

 鄰邊的概念  
--- 

三   等值分數的概

念  

 進行不多於三

個同分母分數

的加法和減法

運算，其結果

須不大於 1 及

 等腰直角三角

形  

 認識不同種類

三角形之間的

關係  

 認識三角形任

意兩邊長度之

 一格代表 1、

2 和 5 個單位

的棒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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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主要以圖像

闡述的應用題  

 乘法結合性質  

和大於第三邊

的長度  

 梯形的概念和

性質  

時數  約 4 小時  約 4.5 小時  約 1.5 小時  

 

二  模式二  

學校可安排把有關的學習內容滲入至修訂課程的小四、小五級的相關

學習單位教授。例如下表中把「加法結合性質」、「運用加法交換性質

和結合性質進行加法運算」和「乘法結合性質」等相關學習重點於修

訂課程的學習單位「 4N1 乘法 (二 )」內一併處理。詳見下表：  

 

數範疇  
建議在修訂課程教

授的學習單位  
時數  

 加法結合性質  

4N1 乘法 (二 )  約 1.5 小時  

 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性

質進行加法運算  

 乘法結合性質  

 等值分數的概念  

 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數

的加法和減法運算，其結果

須不大於 1 及解主要以圖像

闡述的應用題  

4N6 分數 (二 ) 約 2.5 小時  

  約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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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圖形與空間」範疇與「數據處理」範疇亦可依以下例子處

理。當然，學校亦可按照學生的實際學習進度，自行把相關學習重點

安排於修訂課程的不同學習單位處理。詳見下表：  

 

 

圖形與空間範疇  
建議在修訂課程教授的

學習單位  
時數  

 相對位置「之間」  4S3 方向和位置 (三 ) 約 0.25 小時  

 點的直觀概念  
4S1 四邊形 (三 ) /  

4M1 周界 (一 ) 
約 1.25 小時   線段的概念  

 鄰邊的概念  

 梯形的概念和性質  4S1 四邊形 (三 ) 約 0.5 小時  

 等腰直角三角形  

 認識不同種類三角形之間

的關係  

 認識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

之和大於第三邊的長度  

5M1 面積 (二 ) 約 2.5 小時  

  約 4.5 小時  

 

 

數據處理範疇  
建議在修訂課程教授的

學習單位  
時數  

 一格代表 1、 2 和 5 個單

位的棒形圖  
4D1 棒形圖 (二 ) 約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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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式三  

學校也可安排教授 2000 課程時，把有關的學習內容一併處理。例如，

把修訂課程中的學習重點「加法結合性質」和「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

結合性質進行加法運算」的教學內容於 2000 課程的學習單位「 1N5 

加與減 (一 )」或「 2N5 加與減（三）」中處理。  

以下部分示例建議在 2000 課程一年級的相關學習單位處理新增學習

內容，然而在此資源發放時，根據推行時間表，部分學生或已就讀二

年級，教師可留意此情況，自行調節。  

各學習單位的建議教授安排詳見下表：  

 

數範疇  
建議在 2000 課程  

教授的學習單位  
時數  

 加法結合性質  
1N5 加與減 (一 ) /  

2N5 加與減 (三 ) 
約 1 小時   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性

質進行加法運算  

 乘法結合性質  3N3 乘法 (一 ) 約 0.5 小時  

 等值分數的概念  

 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數

的加法和減法運算，其結果

須不大於 1 及解主要以圖像

闡述的應用題  

3N6 分數 (一 ) 約 2.5 小時  

  約 4 小時  

 

  



小學學與教資源：數學修訂課程的實施的過渡期安排 

 

16 

 

 

圖形與空間範疇  
建議在 2000 課程  

教授的學習單位  
時數  

 相對位置「之間」  1S1 立體圖形  /   

1S3 平面圖形  /  

2S4 四邊形 (一 ) /  

2S3 四個方向  

約 0.25 小時  

 點的直觀概念  1S2 直線和曲線  /  

2S4 四邊形 (一 ) 
約 0.5 小時  

 線段的概念  

 鄰邊的概念  
2S4 四邊形 (一 ) 約 0.75 小時  

 梯形的概念和性質  3S1 平行和垂直  約 0.5 小時  

 等腰直角三角形  

 認識不同種類三角形之間的

關係  

 認識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之

和大於第三邊的長度  

3S4 三角形  約 2.5 小時  

  約 4.5 小時  

 

 

 

數據處理範疇  
建議在 2000 課程  

教授的學習單位  
時數  

 一格代表 1、 2 和 5 個單位的

棒形圖  
3D1 方塊圖  約 1.5 小時  

 

  



小學學與教資源：數學修訂課程的實施的過渡期安排 

 

17 

 

IV 教學及評估示例  

 

一  模式一  

 

課題：3N2 乘法 (一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3N2 乘法 (一 )」的學習重點包括以下三點：  

1.  進行簡單乘法運算  

2.  進行三個數的乘法運算  

3.  解應用題  

 

其中注釋部分提到：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乘法具有結合性

質。這原屬 2000 課程中的四年級學習內容，因此學校可於三年級

的試後活動，或四年級開學前教授有關的學習內容。以下的活動

將針對此學習內容設計，教師可就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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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數  

   

學習單位  ：  3N2 乘法 (一 ) 

   

目標  ：  發現乘法具有結合性質  

  

先備知識  ：  掌握基本乘法  

   

教學資源  ：  數粒、工作紙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教師與學生重温基本乘法。  

 

活動二  

教師出示數粒（見下圖）讓學生估算當中有多少顆數粒。  

 

 

 

 

 

討論問題  

1 .  除了逐顆數粒數外，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數得快些嗎？  

2 .  引導學生發現可把數粒從不同方向分開，再利用乘法計

算：  

  

 

 

 

 

 

 其中一層有：  23          其中一層有：  34     

                               

 共有 4 層              共有 2 層       

 並把結果填在工作紙的第一部分。  

3 .  讓學生比較兩個結果及發現乘法具有結合性質。  

＝6(顆)                            ＝12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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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1 .  完成工作紙其餘部分。  

2 .  讓學生發現利用乘法結合性質，可簡化一些算式的計算。  

 

教師備註  

學生不須使用「乘法結合性質」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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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1 .  觀察以上兩種計算方法，數粒的數量也都是     。  

2 .  「 2」、「 3」和「 4」中，「 2」和「 3」先乘，或「 3」和「 4」

先乘，最後的結果也是     。  

3 .  在以下各題的橫線上填上適當的答案。  

a )    4    3    2   

    =  4        

b )    7    4    2  

=   7          

4 .  用以上的方法，計算以下各題的結果。  

a )   8    2    4  =     

b )   9    3    2  =     

 

  

2  3 

共有 4 層 

 4 
 

2  3  4 

共有 2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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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3N5 分數 (一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3N5 分數 (一 )」的學習重點包括以下四點：  

1.  認識分數的概念  

2.  認識等值分數的概念  

3.  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4.  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其中學習內容「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及注釋中提及的「加法和減法運算其結果須不大於 1 及解主要以

圖像闡述的應用題」是新增的部分；建議學校可於三年級的試後

活動，或四年級開學前教授有關的學習內容。以下的活動將針對

此學習重點設計，教師可就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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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數  

   

學習單位  ：  3N5 分數 (一 ) 

   

目標  ：  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先備知識  ：  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及一組物件的部分  

   

教學資源  ：  工作紙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依工作紙一的指示填色及找出計算結果。  

 

討論問題  

1. 每題分數的分母是什麼？  

2. 計算同分母分數加法時，分母有沒有改變？分子又有沒有改

變？   

3 .  計算同分母分數減法時，分母有沒有改變？為什麼？  

4.  分子又有沒有改變？如何得到答案？  

 

活動二  

完成工作紙二。  

 

討論問題  

如何列式表示過程？結果是多少？  

 

教師備註  

提醒學生可在圖上圈出 /標示出題目所表示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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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依指示先填上顏色表示對應的分數，然後找出計算結果。  

 

1.  

   
 1

 5  
 

2

 5  
 

1

 5  
 +  

2

 5  
 =    

    

    

2 .    

 

 

 

 

 
 3

 6  
 

1

 6  
 

3

 6  
 +  

1

 6  
 =    

    

    

3 .    

 

 

 

 

 
 5

 7  
 

3

 7  
 

5

 7  
 －  

3

 7  
 =    

    

    

4 .    

   

 

 

 

 

 

 
 7

 8  
 

2

 8  
 

1

 8  
 

7

 8  
－

2

 8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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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爸爸買了一個五層抽屜櫃給大家放衣服。  

 

 

 

 

 

 

妹妹用了五層抽屜櫃的  
1

 5 
 放置衣服，  

 

 

 

 

而姊姊用了五層抽屜櫃的  
2

 5 
 放置衣服。  

 

 

 

1.  姊妹共用了五層抽屜櫃的幾分之幾？試列式計算。  

 

 

 

 

 

 

2.  姊姊比妹妹多用了五層抽屜櫃的幾分之幾？試列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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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3S2 三角形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3S2 三角形」的學習重點包括以下四點：  

1.  認識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邊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

形和不等邊三角形的概念  

2.  認識不同種類三角形之間的關係  

3.  認識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之和大於第三邊的長度  

4.  繪畫和製作三角形  

 

其中「認識等腰直角三角形」、「認識不同種類三角形之間的關係」

和「認識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之和大於第三邊的長度」是新增的

部分；而學生這時應已經認識「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邊

三角形和不等邊三角形的概念」，並懂得「繪畫和製作這些三角

形」。以下的各個活動將針對此三個學習重點設計，教師可就學生

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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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圖形與空間  

   

學習單位  ：  3S2 三角形  

   

目標  ：  ( i )  認識等腰直角三角形  

  ( i i )  製作等腰直角三角形  

 

 

( i i i )  認識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腰直角三

角形之間的關係，包括：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直角三角形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等腰三角形  

  

先備知識  ：  認識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邊三角形和不

等邊三角形  

   

教學資源  ：  釘板、工作紙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教師與學生重温等腰三角形及直角三角形的概念。  

 

討論問題  

1.  如何判斷一個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2.  如何判斷一個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3.  一個直角三角形可以有等腰的性質嗎？  

 

教師備註  

學生可透過拼砌或量度活動重温等腰三角形及直角三角形的性

質。  

 

活動二  

1.  把學生分成兩人一組。  

2.  教師讓學生在釘板上先圍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3.  量一量它的三條邊長度，然後判斷是否等腰三角形；若發覺不

是，試在不影響直角的情況下改變邊的長度，使直角三角形的

其中兩條邊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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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這個直角三角形既是直角三角形，又是等腰三角形，我們可以怎

樣命名它？  

 

教師備註  

1.  學生須認識等腰直角三角形也可稱為「直角等腰三角形」。  

2.  教師可培養學生從角的分類及邊的分類入手，判斷其性質。  

 

 

活動三  

讓學生完成工作紙並進行討論。  

 

討論問題  

有些英文字母會同時出現在不同的分類中，為甚麼？  

 

教師備註  

1.  教師可透過諸如温氏圖或樹形圖以展示這三種三角形之間的包

含關係。  

2.  與學生討論並帶出：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直角三角形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等腰三角形  

 

 

活動四  

讓學生利用方格紙繪畫等腰直角三角形。  

 

討論問題  

如何判斷所繪畫的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教師備註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討論結果進行口頭回饋以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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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把下面的三角形分類，並把英文字母填在適合的線上。  

 

 

 

 

 

 

 

 

 

 

 

 

 

 

 

 

 

 

 

 

 

 

 

 

 

 

 

 

 

 

 

 

 

 

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Ａ Ｂ 

Ｃ 

Ｄ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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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四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圖形與空間  

   

學習單位  ：  3S2 三角形  

   

目標  ：  認識所有等邊三角形皆是等腰三角形  

  

先備知識  ：  ( i )  認識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邊三角

形、不等邊三角形和等腰直角三角形  

  ( i i )  認識以下三角形之間的關係，包括：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直角三角形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等腰三角形  

   

教學資源  ：  工作紙、圖形卡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教師與學生重温等邊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的概念。  

 

活動二  

學生依教師的指示進行遊戲：  

 把學生分成每 2-4 人一組  

 每組根據性質選出對應的三角形放在工作紙適當的位置上  

 

討論問題  

你把這兩種三角形放在哪些位置上？為甚麼？  

 

教師備註  

教師可以日常生活的例子簡介甚麼是温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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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邊相等 

其中兩條邊相等 

工作紙  

 

在圖形卡紙上剪出各三角形，然後放在下方適當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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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卡  

 

剪出以下各個三角形，然後放在工作紙適當的位置上。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等邊三角形   等邊三角形   等邊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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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五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圖形與空間  

   

學習單位  ：  3S2 三角形  

   

目標  ：  ( i )  認識連接兩給定端點的線段和曲線中，線段

長度最短  

  ( i i )  認識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之和大於第三邊的

長度  

  

先備知識  ：  ( i )  認識不同種類的三角形  

  ( i i )  能繪畫不同種類的三角形  

    

   

教學資源  ：  工作紙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1.  於工作紙第一題中 X 和 Y 之間繪畫三條不同的線（包括直線

和曲線）。  

2 .  教師與學生討論，並帶出連接兩給定端點的線段和曲線中，線

段長度最短的概念。  

 

討論問題  

哪一種線最短？你的結果與其他同學是否相同？  

 

教師備註  

教師可按學生情況帶出「線段」的概念。  

 

 

活動二  

1.  學生各自在工作紙第二題畫上三點，並分別寫上 A、B 和 C；

代表 A 城、B 城和 C 城。  

2.  把三個城市以直線連起來。  

3.  在教師引導下分組討論，並得出自己所繪畫的三角形，任意兩

邊長度之和大於第三邊的長度。  

 

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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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 A 城走到 B 城，有多少條路線？  

2.  哪一條路線最短？AB 或 ACB？  

3.  以三角形來說，即是線段 AC 和 CB 之和會較線段 AB 長或

短？  

繼續觀察 A 城到 C 城及 B 城到 C 城的路線，並重覆以上的問題。  

 

活動三  

教師讓不同學生分享他們所畫的三角形，並看看有沒有同學可設

計出一種三角形，得出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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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1.  在以下空位內畫上兩點，並分別寫上 X 和 Y；然後畫出三條不

同的線（包括直線和曲線），把 X 和 Y 連起來。  

 

 

 

 

 

 

 

 

 

 

 

 

 

 

 

2. 在以下空位內畫上三點並連起來，使構成一個三角形，並分別

寫上 A、B 和 C；代表 A 城、B 城和 C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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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式二  

 

課題：4D1 棒形圖  (二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3D1 棒形圖 (一 )」及「 4D1 棒形圖 (二 )」的學

習重點表列如下：  

3D1 棒形圖 (一 ) 4D1 棒形圖 (二 ) 

1.  認識棒形圖  

2.  闡釋棒形圖  

3.  製作棒形圖  

1.  認識數據較大的棒形圖  

2.  闡釋數據較大的棒形圖  

3.  認識近似值的概念  

4.  製作數據較大的棒形圖  

 

以上兩級的學習重點分別在於三年級時會「因應數據的大小選取

以一格代表 1、 2 或 5 個單位」，而於四年級時會進一步「因應數

據的大小選取以一格代表 10、 50 或 100 個單位」、「把數據以四

捨五入法湊整」並「可讓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製作數據較大的棒形

圖」。  

 

建議於 2020/21 學年或 2021/22 學年的四年級，於學習單位「 4D1

棒形圖 (二 )」開始前向學生提供「以一格代表 1、 2 或 5 個單位」

的棒形圖例子作討論，使他們之後能繼續學習。以下的各個活動

將針對此學習內容設計，教師可就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  

 

 

 

  



小學學與教資源：數學修訂課程的實施的過渡期安排 

 

36 

 

示例六  

 

學習階段  ：  2  

   

學習範疇  ：  數據處理  

   

學習單位  ：  4D1 棒形圖 (二 ) 

   

目標  ：  認識以一格代表 1、 2 或 5 個單位的棒形圖  

  

先備知識  ：  閱讀及製作以一個圖形代表 1 個單位的象形圖  

   

教學資源  ：  工作紙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1.  全班分成五組，每組六至七人，統計食物部售出食物的類別，

或就學校情況安排統計對象。  

2.  於小息時，利用調查紀錄表記錄食物部售賣食物的情況，並由

各組長報告調查結果。（如學生人數太多或食物部地方過於擠

迫，統計活動可分數天進行。）  

3.  根據調查所得的數據，討論縱軸單位的選取。不同組別可選用

不同單位製作棒形圖，例如以一格代表 1、 2 或 5 個單位。  

4.  利用圖畫紙、彩色紙條、剪刀、膠水製作棒形圖。討論及比較

以一格代表 1、 2 或 5 個單位的圖像之異同。  

 

討論問題  

1.  若數據較大時，製圖時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改善方法？  

2.  一格代表 2 或 5 個單位所製成的棒形圖與一格代表 1 個單位的

棒形圖有何分別？以上哪一種表示方式較適合數據較大的統計

活動？為什麼？  

3.  如各組同學在不同小息時間收集資料，統計結果是否類似？為

什麼？  

4.  以上調查的項目共有多少項？調查結果能否全面表示實際售賣

食物的情況？為什麼？  

5.  為什麼各組收集得來的結果都不同？  

6.  哪種食物最受學生歡迎？共售出多少？  

7.  哪種食物售出的數量最少？數量是多少？  

8.  如果你是食物部東主，你會多購入哪種食物來售賣？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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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備註  

1.  收集資料的活動可因應學校情況，在不同小息進行。  

2.  製作前須提示學生選取合適的單位製作棒形圖。  

3.  以上統計結果不能全面顯示實際售賣情況，因為統計只限於小

息時段進行，而且統計項目只得五項，未有統計其他食物。  



小學學與教資源：數學修訂課程的實施的過渡期安排 

 

38 

 

工作紙  

 

請於小息時收集食物部售賣食物的資料，並用下表作記錄。  

 

食物  
例：  

動物餅  

     

紀錄   

     

數量 (份 ) 8 
     

 

（一）  利用收集得來的資料，製作一個棒形圖。  

 

（二）  觀察製成的棒形圖，回答下列各題：  

1.  我組所製作的棒形圖是以一格來代表         份食物。  

2.  調查的項目共有       項。  

3.  最受學生歡迎的食物是         ，售出      份。  

4.  售出最少的食物是         ，售出     份。  

5.  小息時，售出的食物共有       份。  

6.  我組的調查結果和其他組別相同嗎？                     

   因為，                                                       

                                                          

7.  如果你是食物部東主，你會購入哪種食物多一些？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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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4S1 四邊形 (三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1S2 平面圖形」及「 2S4 四邊形 (一 )」的學習

重點表列如下：  

1S2 平面圖形  2S4 四邊形 (一 ) 

1.  認識點、直線和曲線的直觀概

念  

2.  繪畫和製作直線和曲線  

3.  認識三角形、四邊形、五邊

形、六邊形和圓形的基本概念  

4.  繪畫和製作三角形、四邊形、

五邊形、六邊形和圓形  

5.  以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

六邊形和圓形拼砌平面圖形  

1.  認識線段的概念  

2.  認識四邊形的概念  

3.  認識正方形和長方形

的概念和基本性質  

4.  繪畫和製作正方形和

長方形  

 

其中一年級的學習重點「認識點的直觀概念」及二年級的「認識

線段的概念」及「鄰邊概念」為修訂課程的新增內容，建議可於

2020/21 學年或 2021/22 學年的四年級，於學習單位「 4S1 四邊形

(三 )」或「 4M1 周界 (一 )」中滲入新增內容，使他們之後能繼續學

習。  

 

而「認識點的直觀概念」須包括「經過兩個定點的直線只有一條，

但可有很多曲線通過該兩點」及「數學上，點是沒有大小之分和

線是沒有粗幼之分」等兩個概念；而「認識線段的概念」中須包

括「認識通過兩點的連線中，線段最短」此概念（可參考示例五）。

以下的各個活動將針對這些學習內容設計，並安排於學習單位

「 4S1 四邊形 (三 )」中進行，教師可就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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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七  

 
學習階段  ：  2  

   

學習範疇  ：  圖形與空間  

   

學習單位  ：  4S1四邊形 (三 )  

   

目標  ：  ( i )  認識點的直觀概念  

  ( i i )  認識線段的概念  

  ( i i i )  認識鄰邊的概念  

  

先備知識  ：  ( i )  認識直線和曲線的概念  

  ( i i )  認識一些常見的四邊形  

   

教學資源  ：  工作紙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1.  教師利用工作紙第一題與學生討論；並帶出「線段」及「點」

的概念。  

2 .  教師與學生討論，並帶出「數學上，點是沒有大小之分和線是

沒有粗幼之分」。  

3 .  利用工作紙第一題的長方形帶出「經過兩個定點的直線只有一

條，但可有很多曲線通過該兩點」。  

 

討論問題  

1.  長方形 ABCD 是由多少條「直線」組成？   

（觀察長方形，我們只截取直線的其中一部分作為它的邊，我

們稱為「線段」；而兩邊相交的位置便是「點」。）  

2.  若 A、B、C 和 D 四點再畫大一些，數學上有沒有分別？例如

會不會影響它們所描述的位置？   

3.  若繪畫一個 10cm 長、 5cm 闊的長方形；用較粗和較幼的鉛筆

繪畫，在數學上有沒有分別？例如會不會影響它的邊長和周

界？  

4.  可不可以畫出另一條通過 A 和 B 的直線，使它不會與線段 AB

重疊？  

 

 



小學學與教資源：數學修訂課程的實施的過渡期安排 

 

41 

 

 

  

活動二  

教師利用工作紙第三題的菱形與學生討論，並帶出「鄰邊」的概

念。  

 

討論問題  

1 .  菱形中，WX 的「對邊」是 YZ，那麼 XZ 你認為它應稱為什

麼？（根據學生的討論結果帶出「鄰邊」的概念。）   

2 .  除了 WX 和 XZ 分別是彼此的「鄰邊」外，你還可指出哪些邊

是「鄰邊」的關係嗎？  

 

教師備註  

教師可安排不同的評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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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1.  觀察下圖，並進行討論。  

 

 

 

 

 

 

 

 

 

 

 

 
a)  長方形 ABCD 是由多少條「直線」組成？  

b)  若 A、B、C 和 D 四點再畫大一些，數學上有沒有分別？例

如會不會影響它們所描述的位置？  

c)  若繪畫一個 10cm 長、 5cm 闊的長方形；用較粗和較幼的鉛

筆繪畫，在數學上有沒有分別？例如會不會影響它的邊長

和周界？  

d)  可不可以畫出另一條通過 A 和 B 的直線，使它不會與線段

AB 重疊？  

 
2.  於上圖中加上不同的直線與曲線，它們必須通過 A 和 B。  

 
3.  觀察下圖，並進行討論。  

 

 

 

 

 

 

 

 

 

 

 

a)  菱形中，WX 的「對邊」是 YZ，那麼 XZ 你認為它應稱為

什麼？  

b)  除了 WX 和 XZ 分別是彼此的「鄰邊」外，你還可指出哪些

邊是「鄰邊」的關係嗎？  

 

X 

W Z 

Y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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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4S3 方向和位置 (三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1S3 方向和位置 (一 )」的學習重點如下：  

 認識從觀測者的角度以「上」、「下」、「左」、「右」、「前」、「後」

和「之間」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  

其中以「之間」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是新增的部分；而學生這時

應已經認識以「上」、「下」、「左」、「右」、「前」和「後」描述物

件的相對位置。以下的活動將針對此學習內容設計，安排於學習

單位「 4S3 方向和位置 (三 )」中進行，教師可就學生的學習情況靈

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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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八  

 

  

學習階段  ：  2  

   

學習範疇  ：  圖形與空間  

   

學習單位  ：  4S3方向和位置 (三 )  

   

目標  ：  認識從觀測者的角度以「之間」描述物件的相

對位置  

   

先備知識  ：  認識從觀測者的角度以「上」、「下」、「左」、

「右」、「前」和「後」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  

   

教學資源  ：  工作紙  

   

活動內容  ：   

活動  

利用工作紙，觀察圖中各平面圖形的位置，使學生能夠以「之

間」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  

 

教師備註  

1.  教師亦可透過實物，例如在箱子內放置一些立體圖形、人偶

或物件，讓學生以「之間」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  

2.  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學習表現設計適切的評估活動，並作出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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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根據下圖判斷平面圖形的位置，圈出答案。  

 

   

   

   

 

 

1 .    和    之間是  (       /       /       )。  

 

 

 

 

 

 

2 .     在  (       /       /       )  和     之間。  

 

 

 

 

 

 

3 .  (       /       /       )  在      和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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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式三  

 

課題：1N4 加法和減法 (一 )及 2N2 加法和減法 (二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1N4 加法和減法 (一 )」及「 2N2 加法和減法

(二 )」的學習重點表列如下：  

1N4 加法和減法 (一 ) 2N2 加法和減法 (二 ) 

1.  進行兩個數的加法運算  

2.  進行三個數的加法運算  

3.  認識加法結合性質  

4.  進行兩個數的減法運算  

5.  認識加法和減法的直式  

6.  解簡易應用題  

1.  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加法

運算  

2.  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

性質進行加法運算  

3.  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減法

運算  

4.  解應用題  

 

其中一年級的學習重點「認識加法結合性質」及二年級的學習重

點「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性質進行加法運算」是新增的部分；

建議可把此概念滲入初小時進行，例如 2019/20 學年的二、三年

級或 2020/21 學年的三年級，使他們能於升讀四年級後，於修訂

課程實施時繼續學習。以下的活動將針對此學習重點設計，教師

可就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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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九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數  

   

學習單位  ：  1N4 加法和減法 (一 )  

2N2 加法和減法 (二 ) 

   

目標  ：  ( i )  發現加法具有結合性質  

  ( i i )  了解及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及結合性質  

  

先備知識  ：  ( i )  加法交換性質  

  ( i i )  三個數的連加  

   

教學資源  ：  工作紙、數粒、數字卡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1.  教師與學生重温三個數的連加。  

2.  把學生分為若干組，每組派發工作紙一及數粒。  

3.  利用工作紙一讓學生發現加法具有結合性質。  

 

討論問題  

1.  放在三個圖形上的數粒共有多少？學生會先計算哪兩個圖形上

的數粒？  

2.  每位學生所選的圖形相同嗎？選取不同圖形的計算次序會不會

影響計算結果？  

3.  以三個數的連加算式表示計算過程，讓學生討論先後順序會不

會影響算出來的結果。  

 

教師備註  

1 .  學生不須使用「加法結合性質」一詞。  

2.  學生須認識如何估計計算結果。  

 

活動二  

1.  教師板貼三張數字卡，例如「 2」、「 7」及「 8」於黑板上；讓

學生心算其總和。  

2.  教師與學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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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預備一疊數字卡，讓學生抽出三張，例如「 5」、「 6」及

「 7」，再繼續延伸討論。  

 

討論問題  

1 .  先計算哪兩張數字卡會令運算更快捷？   

2 .  除了黑板上的例子，你還可舉出其他三個數相加的類似例子

嗎？  

3 .  看看這三張數字卡：「 5」、「 6」及「 7」，看看有沒有先計算哪

兩張數字卡會令運算更快捷的方法？  

 

教師備註  

1.  學生不須使用「加法結合性質」和「加法交換性質」二詞。  

2.  讓學生了解及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及結合性質有機會令運算更快

捷。  

 

活動三  

1.  讓學生進行工作紙二以作鞏固。  

2 .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表現作出進一步的評估，並安排適切的跟進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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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1 .  把一定數量的數粒分別放進以下三個圖形中。  

 

 

 

 

 

 

 

 

 

 

 

 

 

 

 

 

 

 

 

 

 

 

 

 

 

 

 

 

 

 

2.  把你的計算過程以連加算式記錄在下面及算出結果。  

 

a) 

 

 

    +    + 

 b) 

 

 

 

 

    +    + 

c)   

     

 

  

 

=   +  =   +  =     

 

=  =  = 

  



小學學與教資源：數學修訂課程的實施的過渡期安排 

 

50 

 

 

數字卡  

 

教師可按需要把下面的數字卡放大及列印出來，並進行活動二。  

 

１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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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計算下列各題。若有需要，可參考例子重寫橫式以令運算更快

捷。  

 

例：  16 + 15 + 24 

 ＝  16 + 24 + 15 

   ＝  40 + 15 

   ＝  55 

 

a)  34 + 18 + 26 

 

 

 

 

 

 

 

 b )  1 + 65 + 399   

   

c )  17 + 83 + 122 

 

 

 

 

 

 

 

 

 d)  64 + 12 + 36 

 

   

e )  480 + 15 + 20   

 

 

 

 

 

 

 

 

 f )  328 + 96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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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3N5 分數 (一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3N5 分數 (一 )」的學習重點包括以下四點：  

1.  認識分數的概念  

2.  認識等值分數的概念  

3.  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4.  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2000 課程的相關學習單位則包括以下的學習重點：  

1.  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及一組物件的部分  

2.  認識分數與 1 的關係  

3.  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其中「認識等值分數的概念」是新增的部分；建議可把此概念滲

入三年級時進行，例如 2019/20 學年的三年級及 2020/21 學年的

三年級，使他們能於升讀四年級後，於修訂課程實施時繼續學習。

以下的活動將針對此學習重點設計，教師可就學生的學習情況靈

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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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數  

   

學習單位  ：  3N5 分數 (一 ) 

   

目標  ：  ( i )  以一個物件為例認識等值分數的概念  

  ( i i )  以一組物件為例認識等值分數的概念  

  

先備知識  ：  ( i )  分數作為一個物件 (整體 )的部分  

  ( i i )  分數作為一組物件 (整體 )的部分  

   

教學資源  ：  工作紙、數粒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1.  教師與學生重温分數的初步概念。  

2 .  教師讓學生二人一組，並分別派發工作紙一，並按照工作紙上

的指示把圖形塗上陰影。之後再用線段按照指示把圖形分割成

等份。  

3.  讓學生比較圖形，然後互相討論。  

4.  教師帶出等值分數的概念。  

 

討論問題  

1.  工作紙一上的陰影部分在加上線段前和加上線段後，大小是否

相同？為甚麼？   

2.  如果陰影部分大小相同？這代表兩個分數的關係是怎樣？  

 

教師備註  

1 .  學生可通過實物或圖像學習等值分數的概念。  

2 .  擴分和約分的概念在學習單位 4N6 中處理。  

 

活動二  

1.  派發工作紙二。  

2.  教師讓學生進行工作紙二，並帶出以一組物件為例的等值分數

概念。  

 

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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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紙二中，問題 1 和問題 2 這兩種情況都是從 1 2 顆彈珠

中把 4 顆送給別人，所以兩個分數的值是相同的，我們可怎

樣稱呼它們？  

 

 

教師備註  

若有需要，可提供數粒給予學生進行活動。  

 

 

活動三  

讓學生進行工作紙三以作鞏固。  

 

教師備註  

1.  若有需要，可提供數粒給予學生進行活動。  

2.  教師可根據學生於活動二及三的表現，設計合適的多元化評估

活動，以了解學生是否掌握相關的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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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1 .  a )  用鉛筆把下圖的  
1

 4 
 塗上陰影。  

 

 

 

 

 

 

 

 

 b )  畫一橫線把 1 a )  中的圖形分成 8 等份，這時陰影部分佔

全圖的幾分之幾？  

  

 

            

 

 

 

 c )  因此  

 

 

 

2 .  a )  用鉛筆把下圖的  
1

 2  
 塗上陰影。  

 

 

 

 

 

 

 

 

 

 

b )  畫兩條線把 2 a )  中的圖形分成 6 等份，這時陰影部分佔

 全圖的幾分之幾？  

   

 

            

 

 

 

c )  因此  

  

1

 4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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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1 .  a )  把下面的彈珠分成 3 等份。  

 

                   
  

                      
 

 

 b )  每份有彈珠        顆。  

 

 c) 我把 4 顆彈珠送給別人，即是送了全部彈珠的三分之幾？  

 

 

           

 

2 .  a )  把下面的彈珠分成 6 等份。  

 

                   
  

                      
 

 

 b )  每份有彈珠        顆。  

  

c) 我把 4 顆彈珠送給別人，即是送了全部彈珠的六分之幾？  

 

 

           

 

3 .  問題 1 和問題 2 都是從 1 2 顆彈珠中把 4 顆送給別人，所以

兩個分數的值是相等的，它們是一組等值分數。  

寫出另一個等值分數：  

 

 

 

 

  

2

 6 
  

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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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1 .  用分數表示以下各圖的陰影部分佔全圖的幾分之幾，並把等值

分數連起來。  

 

 

 

 

 

 

 

 

 

 

 

 

 

 

 

 

 

 

 

 

 

 

 

 

 

 

 

2 .  利用以下的彈珠，寫出一個與  
2

 3  
 的值相等的分數。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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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3S1 四邊形 (二 ) 

修訂課程學習單位「 3S1 四邊形 (二 )」的學習重點包括以下六點：  

1.  認識平行線的概念  

2.  繪畫和製作平行線  

3.  認識平行四邊形的概念和性質  

4.  認識正方形和長方形皆為平行四邊形  

5.  認識梯形的概念和性質  

6.  繪畫和製作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在 2000 課程中與梯形概念相關的學習單位，分別為「 2S4 四邊形

(一 )」和「 3S1 平行和垂直」，它們的學習重點分別包括：  

2S4 四邊形 (一 ) 3S1 平行和垂直  

1.  認識一些常見的四邊形，

包括長方形、正方形、梯

形及菱形  

2.  分辨正方形及長方形的相

同及不同之處  

3.  用不同的方法製作四邊形  

1.  認識平行線  

2.  用不同的方法製作平行線  

3.  認識垂直線  

4.  用不同的方法製作垂直線  

 

其中利用平行線的概念去認識梯形的概念和性質、以及製作梯形

的內容是由 2000 課程的四年級調動至修訂課程的三年級；建議

可把這些概念滲入三年級時進行，例如 2019/20 學年的三年級及

2020/21 學年的三年級，使他們能於升讀四年級後，於修訂課程實

施時繼續學習。以下的活動將針對這些學習重點設計，教師可就

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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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一  

 

學習階段  ：  1  

   

學習範疇  ：  圖形與空間  

   

學習單位  ：  3S1 四邊形 (二 ) 

   

目標  ：  ( i )  認識梯形的概念和性質  

  ( i i )  能利用釘板製作梯形  

  

先備知識  ：  ( i )  平行的概念  

  ( i i )  用不同的方法製作平行線  

  ( i i i )  認識梯形的直觀概念  

   

教學資源  ：  膠片、白板筆、白紙、釘板及橡皮圈  

   

活動內容  ：   

活動一  

1.  將全班學生分為二至三人一組。每名學生派發一張白紙，著他

們用學過的方法及可使用的輔助工具畫出一對平行線。  

2 .  教師選出一至兩名學生作品，利用實物投影機把一塊膠片重疊

在白紙上，用白板筆分別畫上兩條穿過平行線的線段，並著學

生辨認所構成四邊形的名稱（如下圖）。  

 

 

 

 

 

3.  讓學生在自己的作品加上合適的線段，然後互相比較圖形和

討論。  

4.  教師介紹梯形上底和下底的概念和性質。  

 

 

教師備註  

教師加上線段時，在此階段應避免出現平行四邊形、長方形或正

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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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1.  每位學生獲派發一塊釘板及兩條橡皮圈（不同顏色），依教師

的指示，在釘板上先用橡皮圈圍出一個梯形，並與同組同學

分享及討論。  

2.  著學生在釘板上圍出兩個同形狀及大小的梯形，並與同組同

學分享及討論。  

3.  教師選出部分學生作品，可透過實物投影機與全班討論及分

享。  

 

討論問題  

1 .  你們用什麼方法來判別這是梯形呢？  

2 .  若這個不是梯形，你如何能將它改成為一個梯形？  

3 .  如何圍出兩個形狀、大小相同的梯形？試說出你的製作過

程。  

 

教師備註  

教師可以選取一些電子教學資源代替使用實物釘板和橡皮圈，以

促進課堂上的學與教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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