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科 

常見問題 

問1： 根據現時的優化措施，是否數學科課程內容不減，但整體課時減少50

小時？會否令香港學生的數學水平下降？ 

答1： 高中數學科的優化安排並沒有建議一刀切或整體減少課時或刪減課程

內容，而是加強運用現行數學科必修部分課程中已劃分為「基礎課題」

和「非基礎課題」，善用課時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 

對學習數學較有困難、基礎較薄弱的學生，學習某些非基礎課題或許應

付不來或感到頗大壓力，學校可考慮不教授該些非基礎課題，把課時更

多用於其他較基礎的部分，讓學生有較大學習空間鞏固所學，加深理

解，使學生在數學學習上得到更大的成果。這安排並沒有減少學生學習

數學的課時。 

對興趣和抱負並非傾向數學的學生，學校在考慮這些學生和他們的家

長之意願後，可容許這些學生不修讀部分非基礎課題，讓他們有更大空

間修讀他們感興趣及希望發展的科目，或參與其他學習經歷，惟課時減

少於三年內不超過 50 小時。數學科在這情況下可釋放到課時。

對其他一般學生，仍舊建議修讀整個必修部分；而對數學較有興趣，或

將來在學科或職業上需要較高階數學知識的學生，則可鼓勵修讀數學

科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教育局期望學校因應四個高中核心科目

的優化安排，在常規上課時間表之內納入單元一和單元二的課堂，優化

學生的學習。 

整體而言，教育局期望優化措施能讓學生在數學上得到配合自己興趣、

抱負和能力的發展。當中，我們鼓勵有興趣及能力的學生修讀單元一或

單元二。故此，我們認為措施不單不會降低香港學生的數學水平，反而

有利學生學習數學，學好數學。 

問2： 有些學生按現時課時學習可以達到數學科必修部分第 5 級或以上的成

績，是否要刪減這些學生的 50 小時課時？是否對這些學生不公平？ 

答2： 數學科的優化安排旨在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並沒有建議一刀切地整

體減少課時或刪減課程內容。一般來說，當運用必修部分課程中「基礎

課題」和「非基礎課題」的劃分作課程調適（包括課程剪裁）時，不涉

及減少課時。 

惟對興趣和抱負並非傾向數學的學生，學校可在充分考慮家長和學生

的意願後，考慮容許他們不修讀部分非基礎課題，藉此騰出課時（三年

內不超過 50 小時）讓他們有更大空間修讀配合他們發展的科目，或參



與其他學習經歷。由於騰出課時是因應這些學生的意願和需要，因此沒

有對這些學生造成不公平的情況。 

問3： 是否由學校決定學生只修讀數學科必修部分的「基礎課題」？若家長

將之視為「剝奪學生學習權利」，堅持要學校教授所有課題，學校應如

何處理？ 

答3： 由於每所學校的校情和學生的學習需要不同，因此須由學校校本規劃

數學科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安排。 

是次優化並沒有要求學校必須有部分學生只可修讀數學必修部分的

「基礎課題」，而是鼓勵學校加強運用現行必修部分課程中已有的「基

礎課題」和「非基礎課題」的劃分，讓學生在「基礎課題」之上盡量修

讀配合自己能力的「非基礎課題」。 

若學生有能力及興趣修讀整個必修部分，當然不必安排他們只修讀部

分非基礎課題。因此是次優化安排並非剝奪學生學習權利，反而是配合

學生的需要，讓學生修讀能夠使其數學學習上得到最大成果的內容。 

學校可與家長多作溝通，讓家長了解數學科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安排，若

學校已在其他科目有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分組安排，相信家長更能理解

數學科的課堂分組的目的。 

教育局會更清晰地向中學師生和家長闡述，根據現行數學科課程的架

構和公開評核的設計，學生若能充分掌握「基礎課題」，並在文憑試中

表現良好，最高可達至第四級成績。此舉旨在說明「基礎課題」和「非

基礎課題」在課程內容及公開評核中的比重，作為師生和家長規劃學生

學習課時的參考，而非鼓勵學生只修讀「基礎課題」。 

問4： 教育局是否鼓勵學校減少教授數學科必修部分的內容？此舉或會對學

生/學校造成標籤效應，教育局有何回應？ 

答4： 數學科的優化安排並非建議學校必須一刀切地減少教授數學科必修部

分的內容，或必須只教授「基礎課題」，而是鼓勵學校加強運用現行必

修部分課程中已有的「基礎課題」和「非基礎課題」的劃分，讓學生在

「基礎課題」之上盡量修讀配合學生能力的「非基礎課題」，免卻浪費

課時於未能配合個人能力的課題上，使學生在數學學習上能得到最大

的成果。若學生有能力及興趣修讀整個必修部分，當然不必安排他們只

修讀部分非基礎課題。 

至於興趣及抱負非傾向數學的學生，學校可因應這些學生及其家長的

意願、這些學生的人數、他們的校內評核表現及對其他科目的學習需要

等，校本地決定是否為他們開設獨立班別/組別，教授少一些「非基礎

課題」。 



學校一般可採用與現行校內高中選科機制或科本分組機制相似的方

法，在充分考慮家長和學生的意願以及學生的校內評估結果後，處理數

學科的分組安排。 

透過數學科的分組安排，學校可因應學生需要因材施教，增加學與教的

靈活度，使學生在數學學習上能得到最大的成果及最好的成績。不同科

目均會有分組安排，相信不會單因為數學科的分組安排而對學生或學

校造成標籤效應。 

問5： 學校在安排學生修讀數學科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不同組合時，可否

給予彈性讓學生中途改變修讀的組別？ 

答5： 若學校以組合式時間表來處理數學科的分組安排，由於各組於相同時

段上課，學校可就學生個別的學習進程，並在符合校本要求下，安排中

四或中五學生轉至其他合適組別。學校可採用與現行校內高中選科機

制或科本分組機制相似的方法，考慮家長和學生的意願以及學生的校

內評估結果，處理數學科的分組安排。 

問6： 既然教育局鼓勵學生修讀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為何不正

式將單元一或單元二作為選修科目？ 

答6： 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的個別內容都不足以成為一個選修科目，而

且兩個單元亦有大概一半的內容重複。因此，將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

二轉為選修科目，並非可以一蹴而就。而轉為選修科目後會否比現時的

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理想，亦有多方面的考慮。 

就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的長遠發展，教育局和考評局會聯同課程

發展議會，作進一步的研究。而教育局會於稍後收集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提交相關數學教育委員會討論。 

問7： 教育局建議學生修讀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但現時大學如

何看待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是當作是一個選修科還是半個選修

科？ 

答7： 就大學一般入學要求而言，現時八所接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學中，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巿大學、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都已把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視為一

個選修科目來處理。 

參加 2023 年度「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八所接受教資會資助的資助大

學所提供的 294 個學士學位課程中，有約佔 94% 的課程（即 276 個課

程）在計算申請入學分數時已把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視為一個選

修科目來處理；且有約 24% 的課程（即 70 個課程），在計算申請入學

分數時，給予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較佳的加權數(weighting)。例

如香港科技大學理學士課程給予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的加權為 2，



而給予其他包括傳統理科的選修科只有 1.5 的加權。香港大學的文理

學士（應用人工智能）課程除指定報考者必須修讀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

元二外，亦給予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較理科選修科更高的加權數。

而香港理工大學的多個不同工程範疇的課程亦給予延伸部分單元一或

單元二和理科選修科相同的最高加權數。 

此外，自 2024 年的大學聯招開始，八所接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學都會在

大學一般入學要求中把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視為一個選修科目來

處理。而根據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新修訂通用指標（2024/25 學

年生效版本），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第二級成績亦被接

受為這些課程最低入學要求中的五科之一。 

問8： 如學校將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設置在第三個選修科的選項

中，那麼修讀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的學生便未能修讀三個選修科，

這與教育局的原意是否有所衝突？ 

答8： 由於有一些學校未能把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的課堂置於

常規上課時間表內，優化高中核心科目措施可以令學校騰出課時，增設

第三個選修科的選項，其中可包括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令延伸部

分單元一或單元二納入常規上課時間表內，以增加學生修讀的動機。學

生能由原本修讀兩個選修科，優化為修讀兩個選修科以及延伸部分單

元一或單元二。 

此外，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不一定須置於選修科的選項中，若學生

在學校本來已修讀三個選修科目，優化高中核心科目措施能令學校釋

出課時及為學生創造空間，使得數學科在選修科時段外的課時能讓學

生同時修讀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 

問9： 優化措施對文憑試數學科必修部分的考卷之內容深淺、形式和長短有

什麼改變？優化措施會否影響文憑試數學科的國際認受性？ 

答9： 由於數學科優化措施並沒有更動數學科必修部分的課程架構和內容，

以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數學科的考卷設計，因此有關考卷之內容深淺、

形式和長短均保持不變。優化措施不會對數學科必修部分的國際認受

性帶來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