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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高中數學課程和評估規畫－ 

從時間表編排到學與教及評估的策略  
 

 

學校個案分享 

 

1. 引言 

本個案旨在分析一所中學在高中數學科的課程規畫方面，如何透過時間表、分組

及學習重點的編排，以照顧學習差異及解決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配合等問題。 

 

2. 學校背景 

• 位於新界區的資助男女中學 

• 學生能力中上，大多來自基層 

• 班級結構如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2009/2010 年度班級數目 5 5 5 5 5 2 2 

2010/2011 年度班級數目 5 5 5 5 5 2 2 

2011/2012 年度班級數目 4 5 5 5 5 5 2 

 

• 學校的時間表採用星期制，每天上九節課，每節 35 分鐘。高中數學科每星期七

節課、中文科七節課、英文科八節課、通識科五節課。2009/2010 學年，中四學

生修讀三個選修科，每個選修科每星期五節課。由於發現部分學生未能兼顧三個

選修科，因此，在 2010/2011 學年中四級只有兩班開設三個選修科，其餘三班則

只開設兩個選修科，多出的五節課分配給中文科（一節）、英文科（兩節）及通

識科（兩節）。 

 

 

 

3. 科組的發展 

• 數學科一向教授整個課程，包括所有基礎課題及非基礎課題。 

• 科內的協作文化強，教師之間合作無間，樂意互相分享教學資源和心得。 

• 2006/2007學年有五位教師任教高中數學科，為準備新高中學制，科組在2007/2008

年度開始積極培訓多兩位教師任教高中數學科。至 2009/2010 年度新高中課程開

反思問題： 

  你的學校讓學生最多修讀多少個選修科？ 

  當學生只修讀兩個選修科，騰出的課節會怎樣分配給其他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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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時，共有七位教師能任教高中數學科，除可解決高中數學科教師不足的問題，

亦令時間表規畫更有彈性。 

• 數學科的長遠發展目標包括： 

 提高學生對數學之興趣 

 為學生奠定良好的數學基礎以供將來升學就業之用 

 

 

 

 

4. 學校規畫新高中數學課程所面對的問題 

4.1 編班安排：新高中的編班主要根據學生的選科意願及中、英文能力。由於編班不

考慮學生數學能力及學習風格，預計每班學生之間的數學學習差異很大。例如，

根據教師經驗，有些學生的代數運算能力較強，計算多項式時較小心和準確，有

些學生則擅長圖像思考，較願花時間解決幾何問題；有些學生喜歡解難，接受挑

戰，有些則喜歡跟據固定算法解決問題。照顧學習差異是數學科的一個重要工作。 

 

 

4.2 時間表編排：學校重視學生選科的意願，希望不同班級的學生亦有選讀延伸部分

的機會。如何在時間表方面配合，成為學校所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 

 

 

 

 

4.3 課時編排：修讀延伸部分的學生需要較多課時學習延伸部分的課題，但沒有修讀

延伸部分的學生則需較多時間鞏固必修部分的學習。課時怎樣編排才可兼顧兩者

所需？ 

 

4.4 不同方案的考慮：學校規畫數學課程時，就以上的問題，曾考慮及討論不同的方

案: 

（一) 所有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課節都納入時間表內，所有班級的數學課節畫

一為七堂，全班修讀相同的課題內容（見圖 1），例如，Ｄ班所有學生均須

修讀必修部分和單元一。延伸部分不定於某些節數，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

由同一教師任教，教師可選擇在中四集中講授必修部分的內容，讓學生掌

握足夠的數學概念和知識，才學習延伸部分的內容。 

反思問題： 

  你的學校採用什麼分班政策？這對數學科的學與教有什麼影響? 

  你的學校編排時間表時，會考慮什麼方案？它們有什麼優點、缺點？ 

反思問題： 

  這學校的校情和你的學校有哪些異同？ 

  你的學校如何規畫數學科的教師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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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學生毋須放學後上課，學習氣氛較佳，這安排亦不會影響他們參與其他

學習活動的機會； 

 時間表編排較容易，毋須規定不同班級在同一時間上數學課； 

 課程編排靈活，教師可按需要，調整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教學次序； 

 只開設必修部分的班級，課時會較多，學習時間較為充裕。 

 

須留意的地方： 

 因為編班不考慮學生數學能力及學習風格，班內的學習差異較大； 

 由於同一班級的學生均修讀相同的科目，須考慮學生的選擇是否足夠； 

 須考慮是否容許學生在學年中途退修延伸部分及退修後如何安排其空

堂; 

 只開設必修部分的班級，課時會較多，學校須平衡各學習領域的課時分

配。 

 

 

 

 :必修部分的課節 

 :必修部分及單元一的課節 

 :必修部分及單元二的課節                                      (圖 1) 

所有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課節納入時間表內 

單元一或單元二的課節不預先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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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上與方案（一）相同，惟開設延伸部分的班級，均畫定某些課節為單

元一或單元二的課節（見圖 2）。例如，Ｅ班星期五的最後兩堂為單元二的

課節。 

優點： 

 學生毋須放學後上課，學習氣氛較佳，這安排亦不會影響他們參與其他

學習活動的機會； 

 時間表編排較容易，毋須規定不同班級在同一時間上數學課； 

 學校可安排不同教師任教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教師課擔編排較有彈性； 

 只開設必修部分的班級，課時會較多，學習時間較為充裕。 

 

須留意的地方： 

 將某些課節畫定為延伸部分，學習重點的編排較乏彈性，例如，中四上

學期不能先集中講授必修部分的內容。 

 因為編班不考慮學生數學能力及學習風格，班內的學習差異較大； 

 由於同一班級的學生均修讀相同的科目，須考慮學生的選擇是否足夠； 

 須考慮是否容許學生在學期中退修延伸部分及退修後如何解決其空堂的

問題； 

 只開設必修部分的班級，課時會較多，學校須平衡各學習領域的課時分

配。 

 

 :必修部分的課節 

 :延伸部分的課節                                       (圖 2) 

所有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課節納入時間表內 

其中某些時間畫定為單元一或單元二的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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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設延伸部分的班級（如圖 3 中 D 及 E 班）有較多數學課節，但延伸部分

的課節不納入常規時間表之內。 

 

優點： 

 時間表編排較容易，毋須規定不同班級在同一時間上數學課； 

 學生退修延伸部分的問題較易處理； 

 學校可安排不同教師任教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教師課擔編排較有彈性。 

 

須留意的地方： 

 學習重點的編排較乏彈性，例如，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課題較難互相

調配; 

 延伸部分的教學在正常時間表以外，須考慮學生的學習氣氛和他們參與

其他學習活動的機會； 

 因為編班不考慮學生數學能力及學習風格，班內的學習差異較大； 

 教授延伸部分的教師須經常在正常時間表以外的時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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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部分的課節 

 :延伸部分的課節(課後) 

 

M1 

M2 

M2 

(圖 3) 

開設延伸部分的班級（D 及 E 班）有較多數學課節 

但延伸部分的課節不納入常規時間表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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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設延伸部分的班級（如圖 4 中 D 及 E 班）有較多的數學課節，延伸部分

的課節均納入時間表之內。延伸部分上課時，學生會再分組，例如，圖 4

時間表中星期一最後兩節課，D、E 班部分學生上單元一的課，部分則上

單元二的課，而這兩班的其餘的學生則參與其他學習活動（例如，上必修

部分或其他科目的課）。 

 

優點： 

 學生毋須放學後上課，學習氣氛較佳，這安排亦不會影響他們參與其他學習

活動的機會； 

 學校可安排不同教師任教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教師課擔編排較有彈性； 

 

須留意的地方： 

 學習重點的編排較乏彈性，例如，中四上學期不能先集中講授必修部分的內

容; 

 因為編班不考慮學生數學能力及學習風格，班內的學習差異較大； 

 須考慮是否容許學生在學期中退修延伸部分及退修後是否需要調組的問題。 

 

   :必修部分的課節 

   :延伸部分的課節                                     

                                  第一組:必修部分   第二組:                 第三組: 

                                         或其他學習內容   單元一                 單元二 

 

開設延伸部分的班級（D 及 E 班）有較多數學課節，延伸部分 

的課節均納入時間表之內，延伸部分上課時，學生會再分組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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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級所有班別都畫定同樣時間上數學課（見圖 5）。在數學課堂，五班會重

新組合，有三組只開設必修部分，一組開設必修部分及單元一，一組開設

必修部分及單元二。 

 

優點： 

 學生毋須放學後上課，學習氣氛較佳，這安排亦不會影響他們參與其他

學習活動的機會； 

 學生選擇較多，不同班級的學生均可選擇修讀延伸部分； 

 在數學課堂，可按學生數學能力及學習風格分組，組中的學習差異較小； 

 課程編排靈活，教師可按需要，調整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的教學次序。 

 

須留意的地方： 

 全級在同一時間上數學課，須考慮教師人手的安排； 

 須考慮是否容許學生在學年中退修延伸部分及退修後是否需要調組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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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學校定案：經討論後，學校決定採用方案（五），即同級所有班別每星期都

在同一時間畫定七節數學課（見圖 5）。上數學課時，五班會重新組合成五組，分

組主要根據學生的數學能力、學習風格及選擇修讀修延伸部分的意願來決定。五

組中有三組只開設必修部分，一組開設必修部分及單元一，一組開設必修部分及

單元二。每組由一位教師任教。落實方案後的具體時間表編排可參考附錄 1.1 – 

1.5。 

 

第一組: 

只開設必修部分 

第二組: 

只開設必修部分 

第三組: 

只開設必修部分 

第四組: 

開設必修部分 

及單元一 

第四組: 

開設必修部分 

及單元一 

C 班 

分組 

B 班 D 班 E 班 A 班 

 :必修部分的課節 

 :必修部分的課節及單元一 

 :必修部分的課節及單元二 

 
(圖 5) 

同級所有班別都畫定同樣時間上數學課，在數學課堂，五班會重新組合， 

有三組只開設必修部分，一組開設必修部分及單元一，一組開設必修部分及單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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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程內容的編排 – 必修部分與延伸部分的配合 

方案（五）的兩個特點：(1) 同組學生修讀相同的學習內容；(2) 必修部分和延伸

部分由同一教師任教，令教師能更靈活編排教學進度。以下先介紹他們課程編排

的具體情況，然後交代他們總結過往一年所得的經驗。 

 

5.1 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內容的配合：2009/2010 學年，中四級上學期便開始教授延

伸部分，但鑒於學生在延伸部分方面的先備知識有限，教師在上學期前段，只講

授必修部分的內容，到上學期後段，才開始教授延伸部分的內容。 

 

開設必修部分和單元一的組別，教師先教授必修部分內的「一元二次方程」、「函

數及其圖像」、「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及「直線方程」，到上學期後段才教授單元

一的基礎知識領域內的「二項展式」及「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參考附錄 2.1） 

 

至於開設必修部分和單元二的組別，教師除了先教授必修部分內的「一元二次方

程」、「函數及其圖像」、「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及「直線方程」外，還須要先講

授必修部分的「續多項式」，到上學期後段才教授單元二的基礎知識領域內的「根

式」及「數學歸納法」。（參考附錄 2.2） 

 

只修讀必修部分的學生，在上學期只須學習「一元二次方程」、「函數及其圖像」

及「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參考附錄 2.3） 

 

 

反思問題： 

  你的學校的校情（例如，任較高中的數學教師人手），可以實行上述學校所實行

的時間表及分組編排嗎？ 

  數學科按學生能力分組上課，有沒有標籤效應的問題？學習過程中，如何定期根

據他們的表現調整分組？ 

小結： 

• 考慮學生選科意願：根據學生中、英文能力及選科意願分班後，學生仍能有機會選

擇修讀延伸部分的兩個單元。 

• 照顧學習差異：由於學生的學習差異大，將五班學生編排相同時間上數學課，學校

根據選擇只修讀必修部分的學生之數學能力和學習風格編成三組，以照顧他們的學習

差異。 

• 優化學與教的次序：每組數學科由一位教師任教，對於修讀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

組別，教師可按學生能力調節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教學內容和次序，而學生亦不會

因為教師要照顧只修讀必修部分的同學，而重複學習相同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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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組別所修讀必修部分之內容並非完全相同，例如，在中四上學期，修讀

單元二組別的學生會比其他組別的學生多學習「直線方程」，這些多出的內容，會

安排在單元二的考試卷內進行評估。 

 

5.2 經驗總結：根據第一年的經驗，教師發現學生多學習必修部分的內容，除能令學

生掌握更結實的數學基礎知識外，亦能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對學生學習延

伸部分更有利，所以在 2010/2011 年度，中四級的課程編排改為中四級上學期只

教授必修部分，讓學生掌握更多的先備知識，到中四級下學期才開始教授延伸部

分。具體安排請參閱附錄 2.4 – 2.6。 

 

 

 

 
 

6   評估模式 

6.1  校內試卷的安排：課程編排得宜，不但能幫助學生學習，更能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由於學校主要收取能力中上的學生，初中的教學語言以中文為主，到了高中才轉

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部分學生因為英文能力問題，向校方申請使用中文作為學

習數學科的教學語言，因此，教師在編製考試卷時，須製作中文卷及英文卷，以

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 

 

由於編排必修部分的教學內容時，已考慮延伸部分的單元一及單元二所需的先備

知識，全級五組能使用相同的考試卷評估必修部分的教學內容，而修讀單元一及

單元二的組別，教師將必修部分中較早教授的內容，安排在單元一及單元二的考

試卷內進行評估。這樣，可避免因必修部分、必修部分及單元一、必修部分及單

元二的教學內容不相同，而導致教師在同一次的數學科考試中，須製作六份不同

的試卷（其中三份中文，三份英文）。 

現況： 

從課程發展探訪，得悉有學校在規畫延伸部分教學方面，作出以下的安排：中四級只教

授必修部分的教學內容，並安排有意修讀延伸部分的學生參加「淺嘗」課程，於中四級

學期末段，學生才須選擇修讀單元一或單元二；到了中五級，才正式教授延伸部分。這

樣，學生在正式修讀延伸部分前，能具備更充足的先備知識及更豐富的解難經驗，另一

方面，學生透過「淺嘗」課程，能在更了解延伸部分的教學內容的情況下，才決定是否

修讀延伸部分或選擇修讀哪一個單元。 

反思問題： 

  你的學校有沒有遇到以上提及到的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在內容配合方面的問

題？你們怎樣處理？ 

  你的學校如何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展和表現重新編排學習重點，以促進學生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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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從多元化評估到校本評核：為配合數學科課程的發展，初中數學科加入多元化的

評估模式，更全面地評估學生的數學能力，學校採用的考績包括考試成績、常分

及學習態度，而常分的計算包括小測、家課及專題習作，以下是在初中各級要求

學生進行個人或分組專題習作的題目及評估目標： 

 中一級：統計報告 

蒐集數據，需時頗長，很難在傳統紙筆測試中進行，專題習作的形式，能讓

學生有較充裕時間，完成統計工作的各個步驟，令教師能較全面地評估學生

在數據處理範疇方面的表現。 

 中二級：密鋪平面 

除了透過實物操作，評估學生應用幾何知識來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能力外，

也可考驗學生在數學探究方面的能力。 

 中三級：測角器 

評估學生在實際量度方面的表現，並讓學生親身感受數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應

用。 

 

 

 

 

反思問題： 

  你的學校除了一般的紙筆測試外，如何評估學生在學習數學方面不同能力的表

現？ 

  除了上述提及過的蒐集數據、實制量度等活動外，數學科還有哪些技能是很難透

過傳統紙筆測試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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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班別: S4      2009/10 學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10 – 8:50 早會、班務及閱讀時間 

(1) 

8:50 – 9:25 

    數學  

 

(2) 

9:25-10:00 

    數學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數學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4) 

10:55–11:30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數學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數學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6) 

12:15–12:50 

數學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12:50–14:05 午膳 

(7) 

14:05–14:40 

 數學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8) 

14:40–15:15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9) 

15:15–15:50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15:50–16:00 班務時間 

附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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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S4      2010/11 學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10 – 8:50 早會、班務及閱讀時間 

(1) 

8:50 – 9:25 

X2: 

中國歷史 

化學 

生物 

視藝  

經濟  

數學  

 
  數學  

 

(2) 

9:25-10:00 

X2: 

中國歷史 

化學 

生物 

視藝  

經濟  

數學  

 
  數學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數學  

 
 X3: 

化學 

地理 

中史 

物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 

X1: 

地理  

旅遊與款待 

中國文學  

生物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4) 

10:55–11:30 

數學  

 
 X3: 

化學 

地理 

中史 

物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 

X1: 

地理  

旅遊與款待 

中國文學  

生物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6) 

12:15–12:50 

     

12:50–14:05 午膳 

(7) 

14:05–14:40 

X3: 

化學 

地理 

中史 

物理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X1: 

地理  

旅遊與款待 

中國文學  

生物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數學  
 

X2: 

中國歷史 

化學 

生物 

視藝  

經濟  

 

 

(8) 

14:40–15:15 

X3: 

化學 

地理 

中史 

物理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X1: 

地理  

旅遊與款待 

中國文學  

生物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X2: 

中國歷史 

化學 

生物 

視藝  

經濟  

 

 

(9) 

15:15–15:50 

X3: 

化學 

地理 

中史 

物理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X1: 

地理  

旅遊與款待 

中國文學  

生物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X2: 

中國歷史 

化學 

生物 

視藝  

經濟  

 

 

15:50–16:00 班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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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班別: S5      2010/11 學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10 – 8:50 早會、班務及閱讀時間 

(1) 

8:50 – 9:25 

  數學  
 

  

(2) 

9:25-10:00 

  數學  
 

  

10:00–10:20 小息 

(3) 

10:20–10:55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4) 

10:55–11:30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11:30–11:40 小息 

(5) 

11:40–12:15 

 數學  
 

  數學  
 

(6) 

12:15–12:50 

 數學  
 

   

12:50–14:05 午膳 

(7) 

14:05–14:40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8) 

14:40–15:15 

數學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9) 

15:15–15:50 

數學  
 

X3: 

化學 

CHEM 

中史 

旅遊與款待 

物理 

X1: 

ECON  

中史  

國學  

生物  

PHY 

 X2: 

BIO 

企財  

視藝  

經濟  

GEO 

地理 

15:50–16:00 班務時間 

附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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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 

中四數學科(必修部分 及 單元一)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四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週

數 

單元 / 課題 實

際

進

度 

備註 

2/9 – 15/9 2 4A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一)   

16/9 – 23/9 1 4A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二)    

24/9 – 6/10 1.5 4A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7/10 – 16/10 1.5 4A 第 4 章 指數函數   

19/10 – 30/10 2 4A 第 5 章 對數函數   

2/11 – 17/11 2 4A 第 6 章 直線的方程   

18/11 – 27/11 1.5 4B 第 12 章 變分   

30/1 – 1/12 0.5 M1V1 第 0 章 預備知識   

2/12 – 7/12 1 M1V1 第 1 章 二項展式   

8/12 – 21/12 2 M1V1 第 2 章 指數函數與對數函

數 

  

23/12 – 3/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4/1 – 8/1 1 4B 第 9 章 一次及二次的聯立方

程 

  

11/1 – 22/1 上學期考試  

25/1 – 26/1 0.5 核對試卷   

27/1 – 9/2 1.5 4B 第 7 章 續多項式(一)   

10/2 – 21/2 農曆新年假期  

22/2 – 26/2 1 4B 第 8 章 續多項式(二)   

4/3 – 17/3 2 5A 第 2 章 圓的基本性質   

18/3 – 26/3 1.5 5A 第 3 章 圓的切線   

29/3 – 31/3 0.5 M1V1 第 3 章 極限與導數   

1/4 – 11/4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12/4 – 16/4 1 M1V1 第 3 章 極限與導數   

19/4 – 11/5 3.5 M1V1 第 4 章 微分法   

12/5 – 4/6 3.5 M1V1 第 5 章 微分法的應用   

7/6 – 21/6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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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 

中四數學科(必修部分 及 單元二)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四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週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

進度 

備註 

2/9 – 15/9 2 4A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一)   

16/9 – 23/9 1 4A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二)    

24/9 – 6/10 1.5 4A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7/10 – 16/10 1.5 4A 第 4 章 指數函數   

19/10 – 30/10 2 4A 第 5 章 對數函數   

2/11 – 17/11 2 4A 第 6 章 直線的方程   

18/11 – 27/11 1.5 4B 第 7 章 續多項式(一)   

30/11 – 4/12 1 4B 第 8 章 續多項式(二)   

7/12 – 9/12 0.5 M2V1 第 0 章 預備知識   

10/12 – 14/12 0.5 M2V1 第 1 章 根式   

15/12 – 21/12 1 M2V1 第 2 章 數學歸納法   

23/12 – 3/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4/1 – 8/1 1 上學期溫習   

11/1 – 22/1 上學期考試  

25/1 – 27/1 0.5 核對試卷   

28/1 – 9/2 1.5 4B 第 9章 一次及二次的聯立方

程 

  

10/2 – 21/2 農曆新年假期  

22/2 – 10/3 2 4B 第 10 章 續三角   

11/3 – 19/3 1.5 4B 第 11 章 三角學的應用 : 二

維空間 

  

22/3 – 31/3 1.5 M2V1 第 4 章 續三角函數(一)   

1/4 – 11/4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12/4 – 14/4 0.5 M2V1 第 5 章 續三角函數(一)   

15/4 – 28/4 2 M2V1 第 5 章 續三角函數(二)   

29/4 – 12/5 2 5A 第 2 章 圓的基本性質   

13/5 – 25/5 1.5 5A 第 3 章 圓的切線   

26/5 – 4/6 1.5 4B 第 12 章 變分   

7/6 – 21/6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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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 

中四數學科(只修必修部分)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四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週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

進度 

備註 

2/9 – 25/9 3.5 4A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一)   

28/9 – 14/10 2.5 4A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二)    

15/10 – 6/11 3 4A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9/11 – 27/11 2.5 4A 第 4 章 指數函數   

30/11 - 21/12 3.5 4A 第 5 章 對數函數   

23/12 – 3/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4/1 – 8/1 1 上學期溫習   

11/1 – 22/1 上學期考試  

25/1 – 26/1 0.5 核對試卷   

27/1 – 9/2 2 4B 第9章 一次及二次的聯立方

程 

  

10/2 – 22/2 農曆新年假期  

23/2 – 12/3 2.5 4A 第 6 章 直線的方程   

15/3 – 31/3 2.5 4B 第 7 章 續多項式(一)   

1/4 – 11/4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12/4 – 16/4 1 4B 第 7 章 續多項式(一)   

19/4 – 30/4 2 4B 第 8 章 續多項式(二)   

3/5 – 14/5 2 5A 第 2 章 圓的基本性質   

17/5 – 2/6 2.5 5A 第 3 章 圓的切線   

3/6 – 4/6 0.5 下學期溫習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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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中四數學科(必修部分 及 單元一)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四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節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

進度 

備註 

2/9 – 14/9 14 4A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一)   

15/9 – 22/9 10 4A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二)    

24/9 – 6/10 14 4A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7/10 – 20/10 10 4A 第 4 章 指數函數   

21/10 – 4/11 14 4A 第 5 章 對數函數   

5/11 – 17/11 14 4A 第 6 章 直線的方程   

18/11 – 26/11 13 4B 第 7 章 續多項式(一)   

29/11 – 6/12 10 4B 第 8 章 續多項式(二)   

7/12 – 10/12 7 4B 第 9章 一次及二次的聯立方

程 

  

13/12 – 22/12 14 4B 第 12 章 變分   

23/12 – 2/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3/1 – 7/1 7 溫習週   

11/1 – 22/1 上學期考試  

24/1 – 26/1 6 核對試卷   

27/1 – 28/1 3 M1V1 第 0 章 預備知識   

29/1 – 10/2 農曆新年假期  

11/2 – 15/2 6 M1V1 第 1 章 二項展式   

16/2 – 25/2 14 M1V1 第 2 章 指數函數與對數

函數 

  

1/3 – 10/3 14 M1V1 第 3 章 極限與導數   

11/3 – 1/4 27 M1V1 第 4 章 微分法   

4/4 – 19/4 20 M1V1 第 5 章 微分法的應用   

21/4 – 2/5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3/5 – 9/5 7 M1V1 第 5 章 微分法的應用   

11/5 – 20/5 14 5A 第 2 章 圓的基本性質   

23/5 – 30/5 11 5A 第 3 章 圓的切線   

31/5 – 7/6 7 溫習週   

7/6 – 21/6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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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中四數學科(必修部分 及 單元二)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四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節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進

度 

備註 

2/9 – 14/9 14 4A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一)   

15/9 – 22/9 10 4A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二)    

24/9 – 6/10 14 4A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7/10 – 20/10 10 4A 第 4 章 指數函數   

21/10 – 4/11 14 4A 第 5 章 對數函數   

5/11 – 17/11 14 4A 第 6 章 直線的方程   

18/11 – 26/11 13 4B 第 7 章 續多項式(一)   

29/11 – 6/12 10 4B 第 8 章 續多項式(二)   

7/12 – 10/12 7 4B 第 9 章 一次及二次的聯立方程   

13/12 – 22/12 14 4B 第 12 章 變分   

23/12 – 2/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3/1 – 7/1 7 溫習週   

11/1 – 22/1 上學期考試  

25/1 – 27/1 6 核對試卷   

27/1 – 28/1 3 M2V1 第 1 章 根式   

29/1 – 10/2 農曆新年假期  

11/2 – 15/2 5 M2V1 第 0 章 預備知識   

16/2 – 23/2 10 M2V1 第 2 章 數學歸納法   

24/2 – 8/3 13 4B 第 10 章 續三角   

9/3 – 16/3 11 4B 第 11 章 三角學的應用 : 二維

空間 

  

17/3 – 28/3 14 M2V1 第 4 章 續三角函數(一)   

29/3 – 7/4 14 M2V1 第 5 章 續三角函數(二)   

8/4 – 19/4 14 5A 第 2 章 圓的基本性質   

21/4 – 2/5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3/5 – 12/5 11 5A 第 3 章 圓的切線   

13/5 – 20/5 10 5A 第 4 章 軌跡的概念   

23/5 – 30/5 11 5A 第 5 章 圓的方程   

31/5 – 7/6 7 溫習週   

7/6 – 21/6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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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中四數學科(只修必修部分)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四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週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

進度 

備註 

2/9 – 24/9 3 4A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一)   

27/9 – 11/10 2 4A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二)    

18/10 – 10/11 3 4A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15/11 – 7/12 3.5 4B 第 7 章 續多項式(一)   

8/12 – 22/12 2 4B 第 8 章 續多項式(二)   

23/12 – 2/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3/1 – 7/1 1 上學期溫習   

10/1 – 21/1 上學期考試  

24/1 – 25/1 0.5 核對試卷   

26/1 – 28/1 0.5 4B 第9章 一次及二次的聯立方

程 

  

29/1 – 10/2 農曆新年假期  

11/2 – 18/2 1 4B 第9章 一次及二次的聯立方

程 

  

21/2 – 9/3 2.5 4A 第 4 章 指數函數   

10/3 – 1/4 3.5 4A 第 5 章 對數函數   

4/4 – 19/4 2.5 4A 第 6 章 直線的方程   

21/4 – 2/5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3/5 – 17/5 2 5A 第 2 章 圓的基本性質   

18/5 – 2/6 2.5 5A 第 3 章 圓的切線   

3/6 – 7/6 0.5 下學期溫習   

8/6 – 23/6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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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7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中五數學科(必修部分 及 單元一)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五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節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進

度 

備註 

2/9 – 14/9 14 4B 第 10 章 續三角   

15/9 – 24/9 12 4B 第 11 章 三角學的應用 : 二維

空間 

  

27/9 – 7/10 14 6A 第 3 章 三角學的應用 : 三維空

間 

  

8/10 – 19/10 14 5A 第 1 章 續二次方程   

20/10 – 25/10 7 5A 第 4 章 軌跡的概念   

26/10 – 9/11 14 5A 第 5 章 圓的方程   

10/11 – 25/11 18 M1V1 第 6章 不定積分法及其應用   

26/11 – 15/12 24 M1V1 第 7 章 定積分法及其應用   

16/12 – 22/12 10 M1V1 第 8 章 梯形法則   

23/12 – 2/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3/1 – 7/1 7 上學期溫習   

10/1 – 21/1 上學期考試  

24/1 – 25/1 4 核對試卷   

26/1 – 28/1 3 5B 第 8 章 續函數圖像   

29/1 – 10/2 農曆新年假期  

11/2 – 18/2 11 5B 第 8 章 續函數圖像   

21/2 – 2/3 12 5B 第 9 章 排列與組合   

3/3 – 11/3 12 5B 第 10 章 續概率   

14/3 – 18/3 9 6A 第 4 章 離差的量度   

21/3 – 23/3 5 6A 第 5 章 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24/3 – 30/3 10 M1V2 第 9章 基礎統計與概率重溫   

31/3 – 19/4 22 M1V2 第 10 章 進階概率   

21/4 – 2/5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3/5 – 13/5 12 M1V2 第 11 章 離散概率分佈   

16/5 – 30/5 22 M1V2 第 12 章 一些特殊的離散概

率分佈 

  

31/5 – 7/6 7 下學期溫習   

8/6 – 23/6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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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中五數學科(必修部分 及 單元二)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五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節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

進度 

備註 

2/9 – 10/9 13 6A 第 3 章 三角學的應用 : 三維空

間 

  

13/9 – 22/9 13 5A 第 1 章 續二次方程   

24/9 – 27/9 6 5A 第 4 章 軌跡的概念   

28/9 – 7/10 13 5A 第 5 章 圓的方程   

8/10 – 13/10 7 M2V1 第 3 章 二項式定理   

14/10 – 18/10 3 M2V1 第 6 章 e 及 自然對數的簡介   

19/10 – 29/10 14 M2V2 第 7 章 極限與導數   

4/10 – 18/11 15 M2V2 第 8 章 微分法(一)   

19/11 – 1/12 16 M2V2 第 9 章 微分法(二)   

2/12 – 22/12 27 Ｍ2V2 第 10 章 微分法的應用   

23/12 – 2/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3/1 – 7/1 7 上學期溫習   

10/1 – 21/1 上學期考試  

24/1 – 25/1 4 核對試卷   

26/1 – 28/1 3 5B 第 8 章 續函數圖像   

29/1 – 10/2 農曆新年假期  

11/2 – 18/2 11 5B 第 8 章 續函數圖像   

21/2 – 2/3 12 5B 第 9 章 排列與組合   

3/3 – 11/3 12 5B 第 10 章 續概率   

14/3 – 18/3 8 6A 第 4 章 離差的量度   

21/3 – 22/3 4 6A 第 5 章 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23/3 – 4/4 16 Ｍ2V2 第 11 章 不定積分法(一)   

6/4 – 19/4 18 Ｍ2V2 第 12 章 不定積分法(二)   

21/4 – 2/5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3/5 – 17/5 18 Ｍ2V2 第 13 章 定積分法   

18/5 – 31/5 18 Ｍ2V2 第 14 章 定積分法的應用   

1/6 – 7/6 5 下學期溫習   

8/6 – 23/6 下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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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9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中五數學科(只修必修部分)教學進度表 

 

級別：中五 

每星期節數：7 教節 

 

日期 所

需

節

數 

單元 / 課題 實際

進度 

備註 

2/9 – 20/9 19 4B 第 10 章 續三角   

21/9 – 11/10 18 4B 第 11 章 三角學的應用 : 二

維空間 

  

12/10 – 29/10 19 6A 第 3 章 三角學的應用 : 三維

空間 

  

4/11 – 24/11 18 5A 第 1 章 續二次方程   

25/11 – 3/12 10 5A 第 4 章 軌跡的概念   

6/12 – 22/12 18 5A 第 5 章 圓的方程   

23/12 – 2/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3/1 – 7/1 7 上學期溫習   

10/1 – 21/1 上學期考試  

24/1 – 25/1 4 核對試卷   

26/1 – 28/1 3 4B 第 12 章 變分   

29/1 – 10/2 農曆新年假期  

11/2 – 25/2 15 4B 第 12 章 變分   

1/3 – 16/3 18 5B 第 9 章 排列與組合   

17/3 – 4/4 18 5B 第 10 章 續概率   

6/4 – 19/4 12 6A 第 4 章 離差的量度   

21/4 – 2/5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3/5 – 9/5 7 6A 第 5 章 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11/5 – 30/5 21 5B 第 8 章 續函數圖像   

31/5 – 7/6 7 下學期溫習   

8/6 – 23/6 下學期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