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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摘要  

 

 

两项调查研究的摘要 9如下：  

 

调查研究一－亚洲及西方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的数学课程比较研究  

 

研究由三部分组成：文献综览、课程文件分析，以及第三届国际数学及科学

研究香港区结果的摘要。主要结果有：  

(a)  香港经修订的中学数学科课程（ 1999）大致上能配合全球的发展趋势。  

(b)  香港的数学课程试图在教授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为西方所高度重视）与

基本技巧和内容（为亚洲国家及地区所强调）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c)  在课题引入方面，香港的课程较世界各地平均早两年。  

(d)  香港的课本较侧重学生在「知识」及「常规运算」上的表现。  

(e)  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政府通常会制定一套「标准 J 课程，由学校严格遵行。 

(f)  东亚国家及地区非常重视课本的使用，而西方国家在使用课本方面则较有

弹性。  

(g)  各地普遍推行数学科分流教学的做法，而分流的方法各有不同。  

(h) 香港的数学课程可说是最缺乏灵活性和选择性的。  

 

与本研究主旨有关的第三届国际数学及科学研究的结果亦撮述如下：  

(a)  在 26 个国家及地区的小四学生及 41 个国家及地区的中二学生当中，香

港学生的成绩均排名第四。香港学生善于处理常规的问题，但在解决探究

性的问题方面表现稍逊，而在若干需要动手操作活动的评核中，香港学生

的表现则明显较差。  

 

(b)  与其他参与是次研究的阎家及地区的学生一样，香港学生认为数学科相当

重要，但他们并不特别喜欢数学科。  

(c)  人们普遍认为，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学生相信成功有赖后天的努力，多于个

人的天资或天赋的能力，而且他们亦非常重视背诵 ;然而，是次调查研究

的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种固有的观念，但是，香港教师则认为学生的天资

并非成功的先决条件。  

(d)  香港学生并不认为自己在数学科的表现良好。一般而言，又以女生比男生

对自己的能力较缺乏信心。  

(e) 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学生相比，香港学生的课程时间，特别是小学生，用

                                                 
9
 该摘要录自专责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书: 「数学课程全面检讨报告」的第三章。 



附录一 

 116 

于做数学家课、温习数学或上数学补习班的时间较多。  

 

研究结果显示，香港学生在第三届国际数学及科学研究的数学测验中取得非

常理想的成绩，但部分学生对数学科的态度并不积极，对解数学题亦缺乏信

心。  

 

调查研究二  －  各界人士对数学课程观感的分析  

 

主要结果有：  

(a)  学生与家长均很重视数学科。  

(b)  不同持分者对数学课程均持正面的态度。  

(c)  数学教育应订立更广泛的目标，并应培养学生的高层次思维能力，而教学

方式亦应着重启发学生思考。  

(d)  应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e)  应从认识和教育层面着眼，重新设计课程，以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对概

念的认识。  

(f)  应照顾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包括在高中级别推行分殊课程。  

(g)  应进一步探讨「核心」与「延伸」课程的概念。  

(h)  应确保各学习阶段课程连贯一致，并让教师知悉其他学习阶段的课程内

容。  

(i)  应审慎处理评估和考试对学生所构成的压力。  

(j)  教师是推行课程改革的关键人物，故应在信息科技的应用、加强解决问题

的技巧和课程剪裁等各方面，给予辅助和支持。  

(k)  应加强职前和在职师资培训。  

(l)  应促进教育界问工之间的交流。  

(m)  应把日后课程改革的路向清楚告知不同持分者，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n) 应仔细研究教师工作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