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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學習進程架構LPF

•以數學知識結構進行編訂

•按課題劃分、編寫

•列出具體及重要的學習成果



最初階段 I1 – I6



數與代數 (S1-S9)



度量 (S1-S9)



圖形與空間 (S1-S9)



數據處理 (S1-S9)



LPF 運用

階段一 • 課程規劃

階段二 • 教學研究

階段三
• 評估回饋

階段四

階段五
• 課程評鑑

• 專業發展



階段一：課程規劃

•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訂定適切的數學課程

- 學習目標、內容、預期學習成果

- 校本評估基制

•參考中央課程文件

-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數學課程

- LPF



階段一：課程規劃

認識長度的概念

認識距離的概念

以自訂單位比較物件的長度和物件的距離

認識使用長度公認單位的需要

認識「厘米」(cm)、「米」(m)

中央課程

中央課程:列出應有的學習重點

LPF:有層次列出具體、重要的學
習成果

中央課程和LPF : 互補不足



校本問題(嚴重組)

• I1 – I6 沒有分科，科本元素？？

•進入S1前的前備知識是什麼？即I1 – I6階段，
如何規劃課程，鋪排學生的學習？



LPF 運用

階段一 • 課程規劃

階段二 • 教學研究

階段三
• 評估回饋

階段四

階段五
• 課程評鑑

• 專業發展



階段二：教學研究



階段二：教學研究

認識長度的概念

認識距離的概念

以自訂單位比較物件
的長度和物件的距離

認識使用長度公認單
位的需要

認識「厘米」(cm)、
「米」(m)

I1-I6 (接觸>>開始意識
>>一貫反應>>開始表
現主動>>有意圖溝通
>>一般慣常的溝通模式

直觀分辨長短

對齊及直接比較

排序

自定單位

公認單位

選擇合適的單位和量度
工具

中央課程 LPF

骨架
方案



階段二：教學研究

回應LPF的I1-I4

•階段一:讓學生接觸不同的感官刺激

•階段二:對感官刺激的改變有察覺反應

•階段三:對感官刺激有一貫的反應

•階段四:對感官刺激主動回應及探索



活動名稱：文具店

階段二：教學研究



階段二：教學研究

回應LPF的I4-I6

•階段五:察覺及注視相同

•階段六:配對相同的物件

•階段七:察覺及注視不同

•階段八:找出不同的物件



• 配對相同

階段二：教學研究



• 找不同

階段二：教學研究



階段二：教學研究

回應LPF的S – level 缺乏非主要學習成果

例如:
 教師把兩件相同物件對齊(長度差異大)，

學生能憑直觀指出長/短的一條。
 教師把兩件不相同物件對齊(長度差異大)，

學生能憑直觀指出長/短的一條。
 教師把四件相同物件對齊(三件長度相同；

一件長度差異大)，學生能憑直觀指出特
別長/特別短的一條。

 教師把四件不相同物件對齊(三件長度相
同；一件長度差異大)，學生能憑直觀指

出特別長/特別短的一條。



階段二：教學研究

回應LPF的S – level 缺乏非主要學習成果

又例如:

在S5與S6之間插入非主要的
學習成果:

認識自訂單位的不足及
引入公認長度單位



LPF 運用

階段一 • 課程規劃

階段二 • 教學研究

階段三
• 評估回饋

階段四

階段五
• 課程評鑑

• 專業發展



作為學習的評估
•建立學生及教師的認知
•引發自主學習

學 習

評鑑

對學習的評估
•可信並有效地量度目標成果

階段三：評估回饋

改進
學與教

學生成長
自我完善

促進學習的評估
• 提供資訊指導
• 後續的學習
• 教學成效



階段三：評估回饋

多元評量，專業判斷

 教師提問方式

 實作評估

 檢視工作紙或課業

 課堂觀察(日誌)

作品

相片

評估卷

影片…



LPF 運用

階段一 • 課程規劃

階段二 • 教學研究

階段三
• 評估回饋

階段四

階段五
• 課程評鑑

• 專業發展



目的

協調會議

修繕骨架方案／執行方案（例如：教案）

豐潤LPF表現示例的資料庫

回顧校本課程

校準/共識數學教師對學生「表現」的判斷



•負責同工只簡述學生表現示例，先不對學生
作評級

•主動分享你的看法

•身份平等的

•每人都要發言

•….

協調會議



1. 施教者：簡述學生的基本資料

協調會議五步曲

學生已有知識
特殊學習需要
(如：需使用溝通咭)



2.參與者：討論顯證能否作為該學生已達到有
關LFP學習成果的佐證？為什麼？

協調會議五步曲

如不能，為什麼？



3.討論如何完善相關的教學計劃/部署下一步的教
學計劃

協調會議五步曲

下一步學生應該學？



4.有關課題的校本課程修繕建議

協調會議五步曲

校本課程的修繕？



5.建立分享平台，考慮將上述已討論的有效顯證，
加入成為該學習成果的校本學生表現事例

協調會議五步曲



M8.1

選擇合適的長度單位和量度工具，量度物件的長度或兩端點
間的距離，並進行有關長度的計算

階段四：專業發展



工作紙

階段四：專業發展

小老鼠圖片

芝士圖片

蘋果圖片



討論及修繕教學計劃
•工作紙的設計

階段四：專業發展



•教學內容 _ 分層的學習活動(情境)

•教學策略

•課堂上的提問 _留意提問技巧

•等候時間 _ 勿急進

•強調數學語言

•其他….

討論及修繕教學計劃

階段四：專業發展



部署教學計劃

•長度教學計算物件及圖形的周界

•留意學習周界課題前的先備知識

學生懂得量度物件的長度

學生懂得運用合適的工具量度物件的長度

學生對標準單位的認識及應用

階段四：專業發展



校本學生表現事例

•上述顯證 能 / 不能 作為校本學生表現
事例

•建立數據庫，儲存及與同工分享學生表
現事例

•表現事例只作參考，不等於是最好的

階段四：專業發展



LPF 運用

階段一 • 課程規劃

階段二 • 教學研究

階段三
• 評估回饋

階段四

階段五
• 課程評鑑

• 專業發展



校本課程修繕
•重新檢視校本課程

•於專業討論中得出重要的資料，於課本課程
中作針對性的修繕

•理順長度課題的教學步驟及脈絡

•更清晰每個教學內容的部署

•課程內容更具體

階段五：課程評鑑



2014舊課程

2018新課程

•長度課題的教學步驟更仔細及清晰

•新課程清楚地列寫由直接比較、間接比較、
自訂單位、公認單位及進行的各個教學步驟
及里程

•同工更有共識地理解各個學習重點

階段五：課程評鑑



課題：線的認識

• 在學習平行線時會應用部份垂直線的概念

• 平行線的定義：兩條直線之間的最短距離（垂直線）相同，
延長後不會相交，所以兩條直線互相平行。

2014舊課程

（例子）

階段五：課程評鑑



課題：線的認識

• 重新檢視校本課程

• 先學習垂直線，再學習平行線

階段五：課程評鑑



反思

•協調會議著重同事專業交流、對教學的反思、
部署及修繕課程內容。

•留意級別描述及學生表現示例



反思

• LPF與課程的關係

課程
列出了各課題應有
的學習重點

不足：未見學習的
先後順序

學習進程架構 (LPF)
有層次地列出具體、
重要的 學習成果

不足：缺乏非主要的
學習成果

• 課程與LPF互補不足

• 同工要掌握及重視校本課程及校本評估



反思

•於教學及評估時，提醒自己留意對學生的提問

•引導學生進行思考



反思

•建立分享平台及知識管理

•與其他同工分享校本學生表現事例（事例未必
是最好，但可給往後進行搜證的同工作參考）



學生學習成果顯證記錄表

反思



謝謝各位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