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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均衡的课程  

 

数学课程的结构是「范畴」取向的。小学数学科课程分为五个范畴，而中

学则分为三个（详情可参阅 2.2.1 段）。将数学课程设计成学习范畴的架构，

可令学习目标及学生的进程组织得更好，因而透过课程提供均衡的数学知

识及技巧。由于学生有不同的能力，教师应设计校本课程以切合真实的情

况。在设计校本课程时，教师应注意课程的均衡性及以下各点：（ a）学生

的认知发展；（ b）学生的美学需要；（ c）数学的学与教策略；（ d）连贯性；

（ e）学生的经验；（ f）信息科技的运用；（ g）评估的模式；（ h）社会的

期望；（ i）作进修用的基础；（ j）资源及支持的提供；以及（ k）所需知识

是否足够学习其它学科。为了保证课程的均衡性和连贯性，所设计的课程

都应能提供机会给学生，以掌握每个学习阶段的学习范畴的基本数学知

识，课程提供的例子亦应多元化。以下段落显示一些发展校本数学课程的

基本原则。  

 

3.2 中央课程及校本课程发展  

 

本课程指引是由课程发展议会所制订的，它订定数学教育的课程发展方

向，提供以开放及富弹性的课程架构方式显示中央课程。课程架构涵盖要

促使所有学生达到的学习目标、掌握的学习重点、具备的共通能力、正面

的价值观及积极的态度（详情请参阅 2.1 及 2.2 段）。学校可透过不同方法

把中央数学课程加以调适，发展个别的校本课程，以配合学生的能力、需

要及学校的实际情况。方法包括：  

  以不同方式组织课程内容、情境和示例；  

  采用不同的学与教策略；  

  使用不同的学习和教学进度；  

  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模式等。  

（有关照顾学习上的差异问题，请参阅本指引第 4.3 段。）  

 

不过，学校仍须符合课程发展议会订定的基本课程方向和原则，例如：  

  上课时间的数量（例如：《基础教育课程指引  – 各尽所能  发挥所长》

(2002)第 2 分册所载第一及第二学习阶段约需 285-357 小时，以及第三

学习阶段约需 330-41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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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及  

  基要的课程内容（例如，中学数学科课程（ 1999）的基础部分）。  

 

在设计校本数学课程时，我们鼓励学校参考小学数学科课程（ 2000）和中

学数学科课程（ 1999）的课程文件。  

 

在小学阶段，教师可因应学生的能力、兴趣和时间选择一些增润项目；教

师亦可以选用其他教材作增润项目，或拣选一些单位作进一步的探讨。由

于增润项目属选修性质，故此建议不列入考试或测验范围内，在《数学教

育学习领域－数学课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二零零零年）内的第 47 页

已建议了一些增润项目。同样地、中学教师可自行在非基础部分选择适合

学生的相关课程来施教，教师亦可为学习能力较佳的学生酌情采用一些增

润项目，以扩阔这些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视野，及让他们接触更多有关数学

的知识。  

 

我们应留意学校可有不同的学习次序来组织每一学年的学习单位。例如，

学校可  

  让学生先集中学习某一范畴，然后再于高年级学习另一范畴；  

  安排学习次序让学生每年以螺旋式学习所有范畴；或  

  可在中一年级拨出适当的课节以重温和巩固学生在小学阶段所学习的

数学知识，及在中二及中三年级只教授课程内的基础部分，以便照顾

能力稍逊的学生。  

（有关在学校层面照顾学习上的差异问题在 4.3.2 段有更详细的阐释。）  

 

课程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过程，在适当及可行情况之下，学校应发展

自己的校本课程。学校亦应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及与其他有关人士的协

作，以达成数学教育课程架构的课程宗旨、学习目标及学习重点。另一方

面，我们应留意校本课程应是课程发展议会订定的基本方向，与学校和教

师专业自主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成果，这种平衡会随着政策和学校的决策

而改变。（有关校本课程发展的详细资料，可参阅《基础教育课程指引  – 

各尽所能  发挥所长》 (2002)第 2 及 10 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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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跨学习领域的连系  

 

数学是学习其它学科的基石，并能支持它们的深化发展。数学既是一种可

提供探究基础及作为分析数据的武器，同时也是一种利用符号、图像及图

表以揭示发现结果和建立理论体系的工具，因此数学与其他学习领域便得

以相应地连系起来。另一方面，其他学习领域也为学生提供不少有关数学

应用的生活化例子，因而间接地增进了他们的数学知识。  

 

学生大多习惯从亲身的经验中学习。因此，为了有效地将学生的生活经验

与数学研习连接在一起，教师应将日常生活的经验，以数学的形式、技巧

及方法重新组织起来。对于如百分率及统计等课题，将数学融合于其他学

习领域如「科学教育」和「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等，可说是其中一个

以数学方法组织学生学习经验的例子。统整学习 (Integrated Learning)消除

了科与科之间的界限，并可显示现实世界中事物的独特性及生活的复杂

性，统整学习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的学习内容，并可启发学生在解决问题

时将之与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相关的例子可从本指引的「示例

部分」所提供的示例三中找到。一些有关「数学教育」学习领域与其他学

习领域之间的关联，部分将在下列数段中有所阐述。  

 

在「中国语文教育」及「英国语文教育」两个学习领域中，充分掌握数学

概念以了解文章中有关数学及统计部分其实至为重要。在「艺术教育」学

习领域中，线和形状是创作图画、模型及建筑物的必要元素，而在有创意

的舞蹈里，亦常常包含规律和对称的意念。在「体育教育」学习领域里，

数学往往有助于分析运动数据及设计合适的策略，以期在运动项目中取得

更佳的表现。  

 

「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学习领域应用了多种的数学工具及程序，以作

出理性及负责任的社会决定，例如在有关统计数据中找出规律及趋势，以

及评估个人及社会问题的真确性等。数学建模亦常用于建立社会科学的理

论方面，尤其是经济学科更见普遍。  

 

 

在「科学教育」学习领域中，定律与公式皆以数学语言表达。不但数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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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常用于解决难题及概推实验结果，而且数学建模亦常用来揭示物理现

象。有名的黄金比令我们能从数学的角度欣赏及理解到自然界的奥妙，例

如植物中叶的增长。在「科技教育」学习领域里，数学建模常用于计算机

仿真上，以求找出运用某设计概念作商业投资的可行性，而图表亦经常作

为显示科技信息的重要工具之一。  

 

3.4 时间分配  

 

我们假设数学课在基础教育阶段每年应有 160 节。小学数学科课程（ 2000）

及中学数学科课程（ 1999）的建议时间分配可扼述如下：  

 

年级  每星期的节数  每节的时间（以分钟计）  

小一至小六  5 35 

中一至中三  5 40 

 

上述的建议时间分配并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给教师在设计课程时提供一

个参考而已，教师可自由调节课程所需的时间分配，以切合不同学生的学

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