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資優培育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經驗分享

推行校本資優教育的信念

照顧學習差異，除了為每
所學校學習能力稍遜的

學生保底外，也需要照顧校內資優
學生的學習需要。因此，照顧學習
能力高於水平的學生，是學校日常
教學工作的一部分。

學生在學習上存在著差異，是
很正常的現象，而一般的課堂教學
很難讓每個學生的學習需要得到適
切的照顧。校本資優教育的對象，
正是那些在課堂學習中未能得到滿
足、能力未能充份發揮的學生。基
於這種以校本方式界定資優生的想
法，校方可根據資優生人數的多寡
及學習上的需要，作為推行校本資
優教育時的考慮因素及依據。

若把照顧整體學生需要的課程
視為「一般課程」，那麼，資優課
程就是一般課程的一個補充，令學
校課程更為充實。

這 裏 必 須
強調，推行校
本課程照顧資
優學生，是按
校本特色而訂
定的課程發展
策略，並不存
在特定的或絕
對 標 準 的 做
法。而校本資
優生所指涉的，如前一節所述，是
那些在一般課程的學習中未能得到
滿足的學生，他們也許會因課堂的
教學內容淺易而覺得沉悶及缺乏挑
戰性，或者是早已掌握有關的教學
內容而使他們在課堂的學習停滯不
前。要識別這些學生，一般來說只
需透過分析日常教學上所作的評估
便已足夠，並不需要運用智商測驗
等的標準化評估方法。

推行校本資優教育的目的
在校內推行資優教育，首要的

目的是為學習能力高的學生提供適
切的照顧，而在達成這個目的的同
時，對學校的整體課程發展，教師
專業成長等各方面，都有著積極的
推動作用，以下是一些例子。

1.	 建立一套有效處理資優學生個
案的機制。

現時大部分學校對處理有特殊
學習困難的學生，例如讀寫障
礙、學習遲緩等，都有一套常
規化的處理程序，對資優生方
面，也應設立有相關的機制。
以便在以下的情況發生時，可
以作出恰當的處理：

i.	 當家長知會學校，他的孩子
是資優生；

ii.	 學生被發現在學習方面有
超 卓 表 現 ， 需 要 特 別 照
顧。

2.	 充份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讓那些感到正規課程內容過於
淺易，學習未能得到滿足的學
生，得到適切照顧，使他們的
學習及能力得以充分發展。

3.	 加強教師對資優教育的認識。

相對於學習能力稍遜學生的問

題，教師一般對資優教育問題
的討論較少，因此，對一些常
見的問題，如識別潛能未展
資優生的方法，甚麼才是最有
效照顧資優生的方法，如何正
確理解智商值(IQ)的真正涵意
等，需透過有系統的專業培訓
課程加以探討。

4.	 整體提昇教師的專業教學水
平。

從照顧資優生的工作中，可以
總結出處理學習差異的有效教
學策略，對提昇教師運用有效
的教學策略，如提問技巧、
分組教學技巧、教學內容的選
取、如何啟發學生進行深層學
習、推動學生進行高階思維等
方面，有積極作用。

計劃的開展

要有效落實校本資優教育，必
須按學生的需要，學校的現況，
並配合學校整體發展。以下是有
關開展校本資優教育計劃工作步
驟的建議。

(1) 檢視學校現有情況，包括：

• 從校本的層面，評估資優生的
多寡，所屬類別(科目)。

• 檢討現有照顧尖子的措施的成
效。

• 評估教師對資優教育的認知

(2)成立專責小組

• 選擇合適的教師，組成資優教
育專責小組，並為小組成員安
排合適的培訓。

• 小組負責統籌資優教育計劃的
開展，並為整體教師安排專業
發展活動。

• 協助評估學生對資優教育的需
要程度，例如學生人數、年級
及學習領域等等。

(3) 尋找最合適的起步點及方式，
並確立短期目標。

• 檢視學校的現有資源，包括人
力、財政及地方等等。

• 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學生
需要及資源限制，訂定一個可
行的短期目標，作為推行校本
資優教育的起步點。

(4) 就著短期目標，制訂校本資優
教育的推行方案。

• 制訂一套校本資優教育的推行
方案，包括推行模式(正規、
非正規課程)、人手編配、課
時等的各項安排。

• 按推行的模式，編寫有關的課
程大綱或教案。

• 進行校本資優生識別工作

• 落實有關課程或計劃

(5) 檢討成效，並計劃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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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珠 校長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數學資優生的學習需要，看來特別
受家長和學校的關注。雖然沒有研究確
實地指出，數學資優生佔資優學生的大
多數，但課堂中的確存在一些學生，他
們的數學表現很出眾，所掌握的數學知
識 ， 有 時 更 超 越 了 書 本 上 的 內 容 ， 因
此，學校對數學表現出眾的學生，都會
提供一些特別的照顧，最常見的，就是
讓他們接受各種奧林匹克數學的參賽訓
練。然而，這樣的照顧並不足夠。

數學是全球最多人學習的科目，但
依我所見，數學學習理論，也許是最多
人誤解的。不少家長和學生，都以為數
學就是計算，數學表現好的學生，就必
定是計算快而準的。培育數學資優生，
就 必 定 是 訓 練 他 們 解 答 最 艱 深 的 數 學
題，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數學資優生的
培育，向來都與各色各樣的數學比賽扯
上 關 係 ， 有 時  更 有 人 會 把 數 學 資 優 生
培育，跟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培訓畫上等
號。然而，不少數學家及數學教育家都
指出，奧數形式的操練課程，並不是培
育數學人才的有效方法。其實，問題並
不在奧數比賽本身，而是出於訓練學生
的方法和態度。一些學生為了在比賽中
奪獎，便花上不少時間和精力去操練，
甚至是盲目地操練比賽的題目。我們可
以發現，一些小學生背誦指數定律、排
列組合的題型及解題技巧。一些在小學
課 程 中 已 早 刪 除 的 內 容 ， 如 輾 轉 相 除
法、工程問題、流水問題等等，都是訓
練的必修課程。訓練的內容不但對學生
來說是過份的艱深，對不少數學教師來
說，也不是容易應付的。難怪有這樣的
一個傳聞，就是一個奧林匹克數學參賽
學生拿題目向陳省身教授(著名的已故中
國數學家)請教，陳教授卻對他說，那個
題目他不會做呢！部分學生因為年紀尚
小，數學抽象化能力不足，在訓練中所
得的，不是數學概念和原理的掌握，而
是牢記不同的題型及解題方法，但求在
有限的操練時間中，趕及掌握比賽所涉
及的題目類型，奪取獎項。這種訓練學
生的方法和態度，並不符合數學學習的
理論。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金牌，是運動
員的最高成就，但奧數金牌，相對於數
學家的成就，跟本談不上關係。

以上所描述的奧數訓練課程，在小
學甚為普遍。有些學校為了使訓練課程
更為專業化，就聘用校外的「教練」作

為導師，也有一些家長四
處奔波，為孩子尋訪名教
練，彷彿能教好數學的，

不是老師，而是教練，這實在令人感到
費解。

數學資優生的培育問題，教育統籌
局是非常重視的。小學是基礎教育中重
要的環節，著重的不是專科的培訓，而
是學生對不同領域知識的掌握、共通能
力的發展及學習興趣與態度的培育。除
非孩子的情況是非常特殊，小學階段的
資優教育工作，最適宜以校本的方式進
行。因此，資優教育組透過種籽計劃，
對 小 學 推 行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作 深 入 的 探
討。在2003至2006年度的計劃中，參與
數學資優生校本培育計劃的種籽學校超
過十間，在三年與教師的協作中，我們
進行了很多不同的嘗試，並總結了一些
培育數學資優生的寶貴經驗，以下是有
關內容的撮要。

「校本數學資優課程」的關鍵元素

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專長尚在發展階
段，很多喜歡數學的學生，都同時喜
歡科學，因此，可以把數學和科學科
的資優生一併照顧，不需予以準確的
區分。小學的數學資優課程，可以以
數學內容為骨幹，也應包含科學的元
素，讓學生體會數學和科學兩者的密
切性，例如科學探究、科技與數學的
關係等等，目的是擴闊學生的視野，
照顧學生多元化的數理才能。種籽學
校所發展出來的課程內容，有相當大
的部分是基於這個想法的，例如在課
程中引入科學實驗，並以數學方法作
為分析及探究工具；講述數學應用與
電腦資訊科技的關係等等。以下是設
計數學資優課程中須關注的要點：

•提升學生的自學態度及自學能力，是
首要工作。因此，數學資優課程的設
計，應以發展學生高階數學思維能力
和自學能力為主。

• 數學尖子之間的互動學習是提升數學
能力的有效方法。多加入開放式的問
題，鼓勵學生之間互相辯論，培養學
生 的 批 判 能 力 及 舉 一 反 三 的 辯 證 能
力。

• 避免盲目的操練，應讓學生有更大的
自主學習空間。

• 「合適」的超前學習對資優生來說是
需要的，但絕不能強加於學生，更不
可 以 超 前 學 習 為 資 優 課 程 設 計 的 藍
本。

•

有效識別資優生的「校本方法」

市場上雖然存在不少測評數學能力的
工具，但主要作用都不是用來識別數學
資優生的。因為數學能力本身是一個很
複雜的東西，當中所蘊涵的內容，並不
能以簡單的測驗或問卷所概括。

對學校教師而言，一套識別數學資優
生的絕對準則並不重要。相反，強調使
用學校成績、教師觀察、學生自薦、學
校自設非常規測試等綜合方法，已經能
有效識別數學資優課程的對象。當然，
學 生 自 行 考 取 的 測 試 成 績 、 智 商 測 驗
等，亦可作為輔助參考資料，但都不是
必須的。

若學生在不同情況中的數學表現極為
懸殊，表示學生在學習上的問題較為複
雜，特別是那些數學成績平平卻思維敏
捷的學生，教師應作深入探討，不可掉
以輕心。甄別學生的工作，在校本資優
教育中，可以做得較為寬鬆，不宜過分
僵化，以免埋沒有潛質而暫未顯露的學
生。以下是一些識別數學資優生的方法
的建議：

• 學校應是識別學生能力的最合適場地

• 教師應是瞭解學生能力的最前線專業
人員

• 使 用 學 校 成 績 、 教 師 觀 察 、 學 生 自
薦、學校自設非常規的評估等等，已
經能有效識別數學資優生。

• 不須要求學生透過私人機構進行任何
收費的測試

• 不須為所有學生進行標準測試，如智
商測驗。

學校對推行校本資優教育，一般遇到
兩個困難，一是缺乏教材，二是教師的
準備不足。事實上，校本數學資優教育
的策劃並不需要全體數學老師的參與，
只要工作安排恰當，由一位專責的數學
老師負起統籌及協調的工作，其他參與
協助的老師，也不必為此而作大量的準
備。至於教材方面，可取材自坊間的參
考書籍、網上的材料、日常生活中的啟
發、以及把各個數學比賽的內容作些調
適，以作為教學之用。資優教育組舉辦
的各項比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教
師提供培育學生的題材和方向，而絕不
是提倡透過比賽作競爭。照顧數學資優
生，並不是個別學校老師的工作，而是
應該集結不同學校老師的工作成果及經
驗。校本資優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應
該是朝著跨校共同合作的方式來進行，
以達事半功倍之果效。

資優教育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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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資優生培育的新思維
陳森泉  (教育統籌局 資優教育組)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自2002年起，開始發展
校本資優教育，透過與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組
進行的協作計劃，這幾年在校內作了很多新穎
的嘗試，初步在數學資優生培育工作上，累積
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我校現有的計
劃，是為那些在
課堂學習上表現
突出的學生，提
供正規課程以外
的學習內容。因
為有關的學生按
年級計的總數並
不多，在學校教
師人力資源的考
慮下，暫不能在
正規課堂時間為
他們提供額外的
照顧，因此選擇利
用正規課堂以外的
時間，為資優生安排增益課程。

我校在2002年開辦的第一個課程，是為
一、二年級學生而設，對象是那些學習態度活
躍，反應快速和積極的學生，課程的目的，是
為他們的學習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間，亦特
別針對創意思維能力、溝通及表達能力等方

面，為學生提供強化的培育。在
2003年，為照顧學生在學科上的
特別需要，我們增設三年級的數
學科增益課程，翌年，把課程推
展至四、五年級，並嘗試打破科
目的框框，綜合數學、科學、常
識以至電腦科技等的知識範疇，
開設跨科目的資優課程，並利用
正規的活動時間進行，把資優教
育的發展正規化。

 本年度的資優課程共有三
個，二年級有《潛能大開發•創意
篇》，目的是提昇學生的創意思
維能力，為他們日後的主動學習

奠 下 良

好基礎；三年級有《數在生活中•探索篇》，
目的是讓學生探索數學的樂趣及日常生活上的
應用；四年級的課程是《奇妙數學之旅•應用
篇》，是三年級課程的延續，內容是讓學生接
觸數學的抽象思維方法及在科學上的應用，擴
闊學生對數理科學的視野。

有關的課程已作了初步的嘗試，並透過教
統局資優教育組的協助，把有關課程作了校外
的推廣，教學效果很好。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兩
個，一方面是為資優課中表現最特出的學生提
供進一步的照顧，例如是個別化學習計劃及指
導，另一方面，是為資優增益課程及正規課堂
的學習建立橋樑，使資優生的潛能可以在正規
課堂上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於德智、伍子豪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透過資優教育增益課程，
照顧資優生的需要

慈幼學校多年來在照顧學習能力稍遜學生方面，已做了不少
工作，因此，在零四至零五年度開始，嘗試有計劃地推行校本資優
課程，為四、五年級的數學及英文科資優生提供正規課程以外的照
顧。由於學校對發展資優教育的方向很明確，在行政上作出適切的
配合，參與計劃的教師以小組協作的形式工作，沒有給教師沉重的

負擔，有關的工作進
展很好，而現在已是
第二年的嘗試，學生的學習成效
顯著。

對數學能力表現優異的學生
來說，運算能力的加強並不是最
重要的，因此，數學資優課的內
容，主要都是以啟發學生進行多
角度思考為主，一些課題例如降
落傘的設計和製作、機會率及隨

機事件的探討、原色的混合和比例
的關係、讓學生看到數學的不同面貌，並

觀察到數學在日常生活及科學中的應用。雖然學校已為部
分學生提供奧數培訓，但明顯發現兩種培育方式的成效是
不同的。奧數訓練較著重題型教學，教學生如何「見題拆
題」，就以去年資優班以音符講解排列組合原理為一課
例，部分曾接受奧數訓練的學生對當中的計算方法已完全
掌握，但卻完全不知道當中的原理，這正是我們資優課程
所要避免出現的問題。

資優課程的設計不受正規課程的限制，內容可以很
有特色，上課形式也可以很有創意，透過這個計劃，我們
看見學生在資優課堂中的表現，跟正規課堂中有很大的差
別，他們更樂於表達意見、並互相就著知識點進行爭辯。
教師從中也得到啟發，學習如何變得更有創意、如何推動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慈幼學校資優課程經驗分享
羅玉嬋、李安迪

(慈幼學校 下午校)

用人手模擬光碟燒錄過程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有人 為 資 優 生 冠 上   
「 超 常 生 」 的 名

稱，我並不同意，因為他
們與常人無異，故此不應
被視為超常。他們之所以
被稱為資優，是因為他們
對某些學科的學習能力較
同齡的孩子高，或對某些
技能的掌握較同齡的孩子
快而已，而在其他方面，
與同齡孩子是無異的。

我認識一些家長，他
們發現自己的孩子的學習
表現很出眾，很擔心孩子
若得不到適當的培訓，便
會由資優生變為一個平庸
的學生，因此，便四處張
羅，希望為孩子找些資優
培訓課程，讓孩子多接受
特別的培訓，好讓孩子能
在某些比賽中脫穎而出；
也有為孩子安排一些超前
學習(即預先學習下一學
年或更高年級的課本)的
課程，以為多學艱深的東
西，就是培育資優生的最
好方法。由於學校在每個
學科上都有既定的課程內
容，所以，一些家長就誤
以為，學校的教育是為普
通學生而設的，並不能有
效地照顧表現卓越的資優

生。

事 實 上 ， 資 優 生 最
需要的，並不是大量的課
外進修課程，也不是大量
的操練和培訓，而是多閱
讀、多思考、多創新，養
成積極的自學態度，而老
師的工作，就是為他們提
供優質的學習機會，啟發
他們發揮創意、從議論中
鍛煉高層次的批判性思考

能力、讓他們體會到知識
領域的廣闊，從而更樂於
學習。在這資訊爆發的時
代，學習的最重要目的，
不是吸收大量知識，而是
學會學習。資優生所需要
的 ， 就 是 多 與 人 溝 通 、
多表達自己的見解、多閱
讀、多思考。聖公會何澤
芸小學的資優課程，就是
以此為目標。

一個完善的資優生培
育方案，必須能照顧學生
各方面的需要，使學生在
正規課堂上的學習、在學
校的整體生活、還有在學
校以外的發展等各方面有
適切的配合。上圖簡單地
說明了資優生在各方面的
學習需要。

增進課餘時間
的學習成果

充實在正規課堂
中空閒的時間

利用合適的材料
進行自學

足夠的機會
讓學生展示
學習成果

足夠的機會
與同儕作交流
及互相學習

資優生

資優生的學習需要
是甚麼？

於德智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學校實踐

經驗分享

學生利用電腦模擬程式，探討隨機性的概念。

看甚麼因素會影響降落傘的效能
(慈幼學校 下午校)

世上真的有一個面的紙張！
(佛教黃焯庵小學)

用科學的方法，解開散熱的奧秘。
(路德會聖馬太小學(秀茂坪))

全神貫注，記錄實驗數據。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利用電腦製作分形音樂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齊來識破傳銷商品的騙局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