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二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1 

 
率、比及比例 
目的： 
利用率、比及比例解答与

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 

 
1.1

 
率、比及比例的意义。 

 
3 

 
 通过日常生活实例，如步行速率、折扣率、班内男、

女生人数的比，使学生明白率、比和比例的意义及其关

系。 
 

  1.2
两项比的概念：a : b 或 a

b
 其中

。 0b ≠

2  介绍 a : b 的概念时，亦可用分数
a
b
表示，其中

0b ≠ 。学生应注意若比的前后项各乘以或除以同一数

时，则比值仍然保持不变。 
 两项比的概念可推广至三项或以上的比，例如

a : b : c = 1 : 2 : 3。 
 

  1.3 与科学及计量 (包括相似三角形) 
有关的例题。正比例及反比例的简

易应用题。变量的图像。 

6  学生应懂得怎样利用率、比和比例，去解决一些与

科学及计量 (包括相似三角形) 有关的例题。正比例及

反比例的简易应用问题亦应加以探讨。地图和有标度的

平面图都是常见的例子。学生可利用图像去认识两变量

间的关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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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二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2 

 
三角形和多边形的角 
目的：  
(1) 探讨三角形的基本

性质。 
(2) 由简单图形推广至

多边形，尤其是日常

遇到的和可以密铺

的图形。 

 
2.1

 
三角形内角的和是 180°。 

 
3 

 
 这结论在中一的 3.3 已经介绍过现在学生可利用

内错角及邻角的性质证明这结论。角度记法最好使用

「下标符号」，使推论更易于明白。 
 

  2.2 三角形的任何一外角等于其两内

对角的和。 
3  要阐明这结论，可将三角形的两个内对角剪出，并

迭在外角之上。 
 这结论亦很容易由内角和及邻角的性质得到证明。

 本单元内的计算，数字应尽量简单，学生只要明白

数理和方法，便可以轻易作答，初步的问题可用口头作

答 (但每个学生应将答案写在纸上)。 
 

  2.3 利用小写字母 x、y、z 等代表图

上的角。 
4  应鼓励学生把作业做得清楚、简洁而且合乎逻辑。

已知的角毋须写出而应该用墨水笔记在图上。推论中所

用的字母符号应该用铅笔记在图上，以别于已知的角。

每一步的推论都应附有简单理由，而且必须用一套约定

的简写符号，例如：以 alt∠s 表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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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多边形：多边形的内角及外角。利

用下列公式计算多边形的角：

， (2 4)rt. si n∑ = − ∠
360e∑ = °。 

7  要阐明多边形内角的和，可将多边形划分成多个三

角形，必要时更可将三角形剪出。另一方法是先证明多

边形的外角和是 4 个直角及各内外角的总和是 2n 个
直角。由此可得内角和是 (2n – 4) 个直角。 
 对于多边形的外角，最清楚的显示方法是把这些外

角剪出并拼成 4 个直角。(另一个较快的方法是用一枝

铅笔，根据多边形各外角的大小，顺序旋转，则刚好完

 



 中 二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2 

     
成一周转，但有些学生可能对这方法难以明了。) 如果

是一个正多边形，则所有外角都相等，我们很容易便得

到计算每一外角的公式。 
 当提到多边形时，最好能把边的数目指出，例如：

六边形。由于本课题只是一些代入公式的练习，当设立

公式之后，应给予学生一些习作，以便把此课题和以前

的课题联系起来。 
 运用各种仪器作正多边形的图。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需要先计算角度，然后使用量角器。 
 用「铺阶砖」直观地介绍密铺的概念。要让学生知

道怎样去判定某一正多边形能否密铺，然后让他们探讨

那些正多边形可以密铺及其理由。可用各种多边形剪出

大小适度的阶砖作实际拼砌，以确定能否密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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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二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3 

 
近似值 
目的： 
明白舍入和有效数字的

概念。 

 
3.1

 
舍入的概念。 

 
2 

 
 在讨论舍入之前，应先复习怎样适当地选择量度

单位。 
 学生应知道把数字舍入是基于各种原因的：为了

方便参考或记忆，或因为所用的量度仪器不够精密。

 舍入的概念应加以说明，例如：用一把刻度至十分

之一厘米的尺量度一张纸的阔度，可能读得 14.2 厘
米，而这是准确至最接近的十分之一厘米；若只要准确

至最接近的厘米，我们会说是 14 厘米。某公司用于工

人福利的款项是 $2 578，为方便参考，可能会舍入至

最接近的千元，写成 $3 000。用舍入法取值至最接近

的 (a) 百元 (b ) 十元，这笔款项会是多少？某新屋`
邨有儿童 3 864 人，为方便记忆，儿童的数目会舍入

至最接近的千位数，写成 4 000。要准确至最接近的百

位数，这数目会是甚么？ 
 

  3.2 有效数字。 2  有时我们将数字舍入，好让我们集中注意其中最重

要的，亦即有效的数字。在 28.1 和 0.0281 这两个数，

那数字最为有效？ 
 最有效的数字往往是那些位值最大的，也就是在左

面的数字。在上述的例子， “2” 比 “8” 更有效，而 “8” 
比 “1” 更有效。 
 给定一个数我们或可看出它有多少个有效数字。例

如在 0.030 4 中最初两个零不算是有效数字，但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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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却是有效的。因此 0.030 4 的三个有效数字是 “3” 
和 “4”。又例如 17 500 (准确至十位)，这个数是有 4 
个有效数字，即 “1”、“7”、“5” 和 “0”，但最后的 “0” 
不是有效数字。 
 要加强有效数字的概念，应鼓励学生在一些实际例

题中加以应用。例如某新市镇的人口是 287 850，我们

可以取值 300 000。若想更准确一点，可以取两位有效

数字，即是 290 000。 
 一层楼字的售价是 $645 700。一个富有的人可能

着眼于十万元做单位，对他来说这只有一个有效数字，

即 $600 000 的 “6”。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人可能要为

几百元而烦恼，对他来说 $645 700 有四个有效数字，

是 “6”、“4”、“5” 和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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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二 

单元 教学纲要/目的 内容 时间

分配

教学建议 

 
4 

 
勾股定理：平方根表的运

用 
目的： 
(1) 运用勾股定理来解

问题。  
(2) 在学习坐标几何及

其它课题中看出勾

股定理的重要性。 
(3) 运用平方根表。 

 
4.1

 
勾股定理的例证。 

 
2 

 
 勾股定理的证明有超过三百多个方法。下列是其中

一个证法。根据的理由是：一个固定的正方形和四个可

以移动的三角形间面积之差是不变的。 

   
 

  4.2 平方根表的运用。 2  平方根表的运用可以透过求直角三角形中一未知

边的长度来介绍。将 0 至 20 的平方根列成数表，就

可用来求 400 以内的平方根的近似值。这不独可以令

学生在运用平方根表时能确定小数点的位置，而且懂得

适当地取值。例如求 300  时，会取 10 3  而舍 

10 30 。先把数字依数字一对一对的分开，再找出第

一对或第一个数字的平方根，便能确定答案的第一个数

字，并可看出在平方根表的两个数中应选择那一个。
 

  4.3 勾股定理的应用。 5  勾股定理的简易计算应透过实际应用题来介绍，例

如木工问题。此定理在坐标几何和其它课题中的应用亦

应讨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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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5 

 
多项式 
目的： 
(1) 获得函数的初步概

念。  
(2) 熟习处理多项式的

技巧。 

 
5.1

 
由单项式扩展至多项式：两者俱可

视为制造数的机器。 

 
3 

 
 这是中一单元 9 的延续。在该单元，学生已有处

理单项式的经验。现在他们应了解如何从单项式扩展至

多项式 (这和中一单元 14 是有联系的，学生在该单元

学习代数式的并项)。为了以后更容易介绍函数概念起

见，教师在此可以强调多项式的一个性质，就是当多项

式的变量有一给定值时，便可以求出多项式的数值。这

种对应是一个对一个的或者是多个对一个的，但绝不会

是一个对多个的。教师可利用下图说明这一点： 
 

 
 
 学生应知道一个多项式次数的意义，及懂得把多项

式依幂的递升或递降次序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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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不宜介绍 “定义域”、“值域”、“像点”及“映射”
等名称，因为它们可能令学生混淆。 
 

  5.2 多项式的简易运算。 4  教学重点是运算技巧。在学生尝试运算之前，教师

应提供足够的例题作示范。运算不宜繁复，应以三项式

为限 (超过三项的只让能力较高的学生尝试)。 
 长除法例如  等可予施教。学

生应明白当不能整除时便会有余数。 

2( 3 1) ( 1x x x+ − ÷ − )

 
  5.3 利用并项法分解因式。 6  这里只需要考虑并项法，且应视为解简易方程的初

阶。教师虽然可以把并项法的规律详加解释，但学生并

不一定要将这些规律牢记。有了足够的练习后，学生通

常都有各自一套的方法去找出因式或将同类项合并。要

验算分解是否正确，学生可用笔算或心算来求出乘积。
 

  5.4 代数分式的化简。 5  首先应复习两数的最小公倍式 (虽然此小单元并

不涉及最高公因式，但亦可藉此复习)。应引导学生看

出 2 3
3 7
−  和 2 1 4 2

3 7
b b

a a
− +

−  两者相似的地方，因后

者只不过是前者的推广。明白了这一点，学生使可以尝

试一些较复杂的代数分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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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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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6 

 
正弦、余弦及正切 
目的： 
(1) 了解一些三角比的

意义及重要性。 
(2) 运用这些三角比的

数表。 
(3) 应用这些三角比来

解直角三角形。 
(4) 利用直角三角形解

应用题。 

 
6.1

 
0° 至 90° 区间角度的正弦、余弦

及正切。 

 
4 

 
 对学生来说，「三角学」是陌生的。它是有关角的

量度。教师可以用一个在直角坐标系统内以原点 O 为
圆心的单位圆来说明。如果 P 点在圆周之上，而 OP
和正 x 轴所成的角是 θ， 其中 0 9 ，则对任

何指定的 θ 值，P 点的 x 坐标和 y 坐标便分别是角

θ 的余弦和正弦。作为课堂活动，学生可以列一个表，

表内的 θ 可依整数值递增，而与之对应的是正弦和余

弦的数值。至于角 θ 的正切便是 P 点的 y 坐标与 x
坐标之比。学生计算出正切后，可把数值加入表内。

0° < θ < °

  6.2 三角函数表的运用。 3  对某些角度例如 35.5°，学生可能需要利用三角函

数表，因此足够的读表练习是不可少的。 
 学生虽然可以用计算器，但仍需认识如何运用三角

函数表。在此阶段，角度应限为小于 90°。 
 

  6.3 能用直角三角形求解的应用题。 6  学生经过运用正弦、余弦和正切的练习后，教师应

引导学生利用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数表去求解应用题。

教师亦可选用一些涉及难以量度的高度和距离问题，例

如塔和树的高度或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等。在此阶段，

教师应着重与学生讨论解答问题的各种方法。当学生能

充份掌握解三角应用题的技巧时，才可进行使用简单仪

器作测量活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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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角函数间的关系 
目的： 
(1) 学习简易三角恒等

式。  
(2) 学习特殊角的三角

比。 

 
7.1

 
介绍下列关系： 
sin(90 ) cos° − θ = θ  
cos(90 ) sin° − θ = θ  

1tan(90 )
tan

° − θ =
θ

 

sintan
cos

θ
θ =

θ
 

2 2sin cos 1θ + θ = 。 

 
4 

 
 教师应证明下列恒等式： 
  sin(90 ， ) cos° − θ = θ
  co  及 s(90 ) sin° − θ = θ

  1tan(90 )
tan

° − θ =
θ
， 

并给予学生有关各恒等式的练习。 
 作为一种练习，学生可利用量度活动、计算器或三

角函数表来验证下列关系： 

 sintan
cos

θ
θ =

θ
 及 。 2 2sin cos 1θ + θ =

然后教师应运用三角比的定义和勾股定理来证明。 
 在此可向学生指出，若已知某一角度的其中一个三

角比，我们可以利用上述两个恒等式，求出其余三角比

的值，而毋须利用三角函数表。 
 

  7.2 特殊角 30°、45° 及 60° 的三角

比。 
2  介绍一些特殊角的三角比是很有用的。利用勾股定

理、等腰直角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学生应能以根式表

出 30°、45°及60°的三角比，并加以运用。 
 对能力较高的学生，教师可提供如何处理 0° 和 
90° 的三角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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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式的运用 
目的： 
(1) 了解代数技巧与算

术技巧在功能上的

比较。 
(2) 练习处理文字等式。 

 
8.1

 
主项变换 (可用根式)。 

 
5 

 
 学生若能把一个含有三个或四个变量的公式变换，

使其中一个变量成为公式的主项，则对公式的运用、代

数式的化简、简易的因式分解及简易文字方程的解法等

已具有相当的认识。因此，本单元的练习应与此等课题

联系起来。 
 要成功地教授本单元，有赖教师把例题由浅入深逐

一介绍，以便学生熟习了一种技巧后方再学习另一种。

最初步的变换应只限于含有两个变量的简易公式，而且

应该是学生非常熟悉的或者是容易领会的。一个简单的

例子是 2 4 rt.S N= − ∠ (多边形的内角和)；较难的一个

是 5 ( 32)
9

C F= − 。在尝试一般变换之前，可先计算一

两题数字题，作为例子。从开始便要强调所求的主项在

变换完成后，必须单独在公式等号的一边出现。 
 不要给予学生难于运算的公式作练习，以免学生对

掌握公式变换的基本技巧感到气馁。 
 

  8.2 公式的运用：代入法。 4  在此阶段，学生可能已在物理及化学的课程内见过

一些公式。教师最好从学生的科学课本中找出一些有意

义的公式作为例题或练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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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续坐标系 
目的： 
学习距离及斜率公式，并

进一步以代数形式表达

几何性质。 

 
9.1

 
距离。 

 
3 

 
 这是中一单元 8.2 的延续，亦是勾股定理的应用。

开始时应选择两点，令其间的水平与铅垂距离构成一个

「毕氏三角形」(例如勾三、股四、弦五) 的两边。当

学生已领悟其中的原理时，便可以选取任意两点，利用

平方根表练习计算。至此，便可以导出任意两点 (x1，

y1) 及 (x2，y2) 距离的公式，对某些班级，学生可透过

练习而自行导出公式。 
 

  9.2 斜率。 3  应讨论斜率的概念。通过 (x1，y1)、(x2，y2) 两点

的直线 L 的斜率 1 2

1 2

y y
x x
−

=
−

。学生应明了选择这两点的

先后次序与斜率的值是没有关系的。斜率是正数和负数

的意义都应考虑。但当论及斜率与 tan θ 的关系时，应

只限于 0 9 ，其中 θ 是直线 L 和正 x 轴所

成的角度。当斜率是负数，斜率与 tan θ 的关系则留待

日后学习了任意角的函数方探讨。学生应看出平行线的

科率是相等的。 

0° < θ < °

 对能力较高的学生，直线平行于 x 轴或 y 轴的情

形可加以讨论。他们亦可从例题中看出两垂直线的斜率

之积是 −1，但毋须加以证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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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圆、长方体、角柱体及圆

柱体 
目的： 
(1) 探讨求圆周和圆面

积的各种方法。  
(2) 求弧长及扇形面积。 
(3) 解有关立体的表面

面积及体积的应用

题。 

 
10.1 

 
圆周；π 的近似值。 
弧长。 

 
3 

 
 本单元主要为温习已有知识。教师应鼓励学生用十

进制单位去量度一些樽、罐及任何有圆形横切面物体的

圆周和直径。学生可连续画一组圆，每次所画的圆，半

径为先前的两倍，从而看出直径的长度是否和圆周有

关。统计图表对显示这个关系可能有帮助。学生应求出

圆周与直径比的近似值。 
 为引起学生的兴趣，可以介绍一些计算π的简史。

 弧的长度可利用其圆心角所占的比乘以圆周求得。
 

  10.2 圆面积和扇形面积。 3  学生探讨圆的面积时，可把一圆分割成若干偶数的

狭小扇形，然后并砌成一个近似平行四边形的图形，它

的底是 πr，而高是 r，因此面积便是 πr2，从而导出

圆面积公式。在计算扇形面积时，可以给学生看一些圆

形统计图，从而引导他们去计算四分之一圆、半圆、四

分之三圆和任意扇形的面积。方法是利用圆心角所占的

比乘以圆的面积。 
 

  10.3 长方体、角柱体和圆柱体的表面面

积和体积。 
5 学生在中一巳学习有均匀横切面的固体体积。为着加强

练习，教师应利用日常各类问题来提高学生的兴趣，例

如研究泳池的容积、圆水管的水流量，及把固体放入盛

水器皿时，水面上升的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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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计算表面面积应该没有困难，因为这类计算

只是把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或圆形的面积加起来。

不过对能力高的学生，研究相似物体之间长度、面积和

体积的关系是具有挑战性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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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百分法的应用 
目的： 
应用百分法解答日常问

题。 

 
11.1 

 
利用正比例和单利息公式计算单

利息。单利息的逆算问题。 

 
3 

 
 学习本课题时，学生应明白一些名称如 “本金”、
“利率”、“年期”、“利息”及“本利和”等。用一个表列出

以上各项数值便容易显示出单利息是与时间成正比例

的。经过一些练习后，学生应能设立单利息的公式及把

该公式用于一些逆算问题上。 
 

  11.2 复利息：利用单利息作重复计算。 3  教师应引导学生去分辨单利息和复利息。学生可利

用求单利息的方法作重复计算，得出复利息。教师若用

列表形式，便能把计算复利息的方法按步就班地显示出

来。在某些情形下，学生可依单利息作粗略估计，并与

复利息作比较。 
 

  11.3 定期存款的知识。 2  在介绍复利息时，教师可能已提及银行定期存款，

这类利息通常按三个月、半年或一年计算一次。对能力

较高的学生，教师可引导他们去找出定期存款到期后利

息的计算方法。例如三个月定期存款到期后十天的利息

可能以「七日通知」存款的利率计算。 
 

  11.4 增长及折旧。 4  在掌握了所需的计算技巧后，学生可开始探讨增长

和折旧问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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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联立二元一次方程 
目的： 
(1) 练习从中一单元  9 

及中二单元 5 所学

得的代数技巧。 
(2) 学习以代数方法及

图法解联立一次方

程。 

 
12.1 

 
简易代数方法：代入法，及消元法。

 
6 

 
 这是中一单元 9 及中二单元 5 的延续。在教授本

单元之前，教师应先参考这两单元。在介绍本单元时，

教师可以写出一简易二元一次多项式 ，并利用一机器

代表之，如下图： 
 
 
 
 
 
 
 
 假设输入 x = 2 及 y = 1，输出的是什么数？ (输
出是 1)。 
 经过多次练习后，学生很快便会明白当变数 x 及
y 已给定数值后，就很容易计算输出的值。 
 这种程序可否倒转过来呢？那就是说，知道了输

出，可否计算输入的值？ (对只有一个未知数的多项式

这是可以的)。 
 我们从上述的例子很快便明白到，即使如道了输出

是 −5，仍然不可能推论出 x 及 y 的给定值。这便使

学生了解到需要另一部机器。若有另一部机器 4x + 3y，
并假设以相同数值输入时，输出是 17，则下列两句同

时成立： 

输入 

输出 

2x − 3y 
57 

 2 3 5x y− = −  及 。学生可否猜出输入

值是甚么？ 
4 3 17x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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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样就可以引入简易联立一次方程的代数求解法。

 代入法提供了一个解联立一次方程的容易方法。为

了简化计算，所采用的方程，其中 x 或 y 的系数的绝

对值愈小愈好。 
 在此阶段，不兼容的或没有唯一解的联立方程都应

避免。 
 消元法亦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去解联立一次方程。

在决定消去 x 或 y 时，应考虑它们系数的最小公倍

数，选择其中较小者。 
 

  12.2 图解法。 5  要加深上述概念，可以利用图解法。学生对坐标已

有认识，亦了解到坐标系上一点应与一序偶 (x，y) 对
应。现在可以介绍将一个指定的方程绘成图像的简单技

巧。在此阶段，学生只须列出表格，然后逐点描绘，冗

长的讨论并无必要。 
 上述的图解法当应用于联立一次方程时，学生应可

看出从两直线的交点便可以获得答案。 
 更进一步，教师可与学生讨论平行直线及同一直线

等特殊情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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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程及恒等式 
目的： 
(1) 辨别方程和恒等式。 
(2) 学习展开二`项式的

技巧。 

 
13.1 

 
恒等式的意义和简易恒等式的设

立。 

 
4 

 
 首先学生应了解「x 的某一值满足方程」这句话的

意义。换言之，当以某一值代入 x 时，方程的左方及

右方的值是相等的。随后学生可练习验算方程的解。例

如验算从 

 1 24 9 (3 2)
3 5

x x−
+ = − −  

 所求得的根。但他们不应该以下列形式进行验算： 

 

4 1 2(12 2)4 9
3 5

1 4 9 4
5 5

− −
+ = −

∴ + = −
∴ =

 

 学生应明白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只在验算 x
= 4 是否答案，而未至最后一步仍未知道这是对或错

的。 
 学生很快便明白恒等式是等式的一种，而任何 x
值都可以满足它。随后学生便可以考虑简易的恒等式，

且应能自己设立一些恒等式，如 
 2( 1)( 2) 3 2x x x x− − ≡ − +  
 

  13.2 两平方的差。 3  随上节的发展，学生很快便会发现  

59 

2 1 ( 1)( 1)x x x− ≡ − +  亦是一个恒等式，进而接受更广义

的 2 2 ( )( )x y x y x y− ≡ + − 。 
 

  13.3 ( )x y± 2 的展式。 3  这个展式在日后是非常有用的。要保证学生能掌握

其中的技巧，教师应给予较多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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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二项式三次或更高次幂的展式，虽甚少应用，但能

令学生领会将数学规律推广的原理。此外，为引起学生

的兴趣，「帕斯卡三角形」也是值得讨论的。因此假如

时间许可，教师至少应略述一些较高次幂的二项式展

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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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1 

 
频数分布、组织图、频数多边形及

曲线。 

 
6 

 
 教师应指导学生从日常生活中搜集数据。 
 组织图、频数多边形及曲线都可以视为频数分布的

图示。 
 

 

 
频数分布及其图示 
目的： 
(l) 学习频数分布及累

积频数分布。 
(2) 制作和理解上述统

计图。 
14.2 累积频数多边形及曲线。 5  同样，累积频数多边形和曲线亦可视为累积频数分

布的图示。当需要把频数分布中的数据组合时，应强调

已分组及未分组数据的分别和意义。 
 

  14.3 上述图像的理解。 4  每种统计图均有其特色。教师应提供各种不同的图

像作示范，并尽可能使用高映机讲解。此外应透过发问

方式，讨论从图像所能引出的结论。特别留意某类图像

是否适用于表达某些资料与结论。重点应放在图表所能

传达的信息，和在预测方面的功用。 
 这些图像进一步的应用将会在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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