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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課程發展議會更新了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強調

在課堂中推展探索與研究的教學活動。此舉旨在鼓勵學生在數學學習中積極進行

探索和研究，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在課程指引中，建議各級全年共有 10小

時的課時（約 20個課節）進行探索與研究的學習活動。然而，教師普遍反映發

展探索與研究的教學活動十分具挑戰性，同時又擔心探究活動會消耗課時，影響

正常的教學進度。因此，在推展探索與研究的教學活動時，教師需要考慮如何配

合數學科常規課程，以幫助學生提升數學能力的同時，不影響正常的教學進度。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一向著重學生思維能力的訓練，早年已開始在數學科中有系

統地教授學生不同的解難策略。然而，學校發現部分學生只能理解和運用部分解

難策略，並不能全面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因此，學校希望透過發展探索與研究

的課堂活動，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以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教師們期望

透過課堂活動，讓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運用所學的解難策略，進一步提高

她們的數學能力和思維能力。 

 

探索與研究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長期以來一直倡導學校在數學課堂中推展探索與

研究的教學活動，旨在提升學生的明辨性思考、邏輯分析和創意能力。同時，該

指引也期望通過小組協作的方式，讓學生進行探究活動，培養其協作精神和互相

尊重的態度。在探索與研究活動中，學生經常需要與同學和教師進行討論，這有

助於他們提升「說數」能力和靈活處理問題的能力。 

 

此外，在探索與研究活動期間，學生往往會遭遇挫折和失敗，而教師可以透過這

些活動培養學生面對挑戰的毅力，並讓他們學會運用數學解決問題和表達意見的

能力。這種學習體驗也有助於培養學生對自己學習負責的態度。 

 

5E教學模式（5E instruction model） 

5E教學模式是一種以探究式學習為基礎的課堂設計模式，包括五個不同的階段：

投入（Engage）、探索（Explore）、解釋（Explain）、闡述（Elaborate）及評量（Evaluate）

（Bybee et al., 2006）。 

 

投入（Engage）階段旨在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讓學生對探究問題產生興趣和疑

問，同時也讓學生了解探究問題的背景和意義。 

 

探索（Explore）階段是讓學生進行探究活動的階段。教師可以安排一些操作活動，

讓學生進行探究，並鼓勵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和交流彼此的觀察和想法。 

 

解釋（Explain）階段是讓學生分享在探究過程中所發現的知識和想法的階段。教

師可以讓不同的學生在課堂上分享他們的想法和發現，並透過提問和交流，幫助

學生歸納和總結他們的發現。 



 

闡述（Elaborate）階段是引導學生延伸新知識的階段。教師可以透過不同的情境

或問題，讓學生將剛探究出來的新知識應用到新的情境中，進一步拓展他們的知

識和能力。 

 

評量（Evaluate）階段是了解學生學習情況的階段。教師可以透過不同形式的測

驗或活動，例如：工作紙、小測或解難問題等，來評估學生是否掌握學習重點。 

 

透過 5E 教學模式的設計，可以讓學生在探究式學習的過程中，積極參與學習、

提升學習成效和能力。 

 

計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 

計算思維（BBC Bitesize, n.d.）由四個主要元素組成，包括拆解（Decomposition）、

找出規律（Pattern Recognition）、抽象化（Abstraction）和演算法（Algorithms）。 

- 拆解：將複雜的問題分解為較小的問題，或可處理的部分。 

- 找出規律：在問題中尋找規律和相似之處。 

- 抽象化：關注重要信息，排除不必要的數據。 

- 演算法：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法或原則。 

 

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計算思維和編程教育日益受到關注。除了在電腦和資

訊科技課程中推廣編程教學外，學校還積極將計算思維和編程融入數學課程中進

行學習。在數學課程中推動計算思維教育時，教師通常會更注重編程學習活動，

而忽略了訓練學生的思考過程。根據周以真教授（2006，33-35頁）提出的觀點，

“計算思維是每個人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而不僅僅是計算機科學家所需的技能。

就像閱讀、寫作或計算等技能一樣，我們必須讓每個孩子掌握計算思維作為他們

的分析能力。”計算思維可以幫助我們處理複雜的問題，理解問題的本質，並找

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在發展數學課程中的計算思維時，教師需要更加注重

訓練學生的思考過程，從而提高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年級 – 乘法 

在乘法單元中，教師按照 5E教學模式設計了一個探究活動，旨在讓學生探索如

何使用 4張數字卡組成兩個兩位數的乘式，其中積是最小的。 

 

課堂設計 

在投入階段，教師運用一個排列數字卡的遊戲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需要

使用 4張數字卡組合出不同的兩位數乘式，以發現相同數字卡可組成不同的兩位

數乘式，而它們的積也會不同。 

 

在探索階段，教師透過提問引發學生思考是否有快速的方法可以找到最小乘積的

乘式，同時安排學生分組使用不同的數字卡進行探究。 

 

在解釋階段，教師首先安排學生在小組內分享她們發現乘法的方法，並邀請各組

把她們所得到的結果與其他組進行比對。接下來，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各組算式的

相似之處，並探究找到最小乘積算式的法則。 

 



在闡述階段，教師在問題中加入數字卡中含有零或是所得的積為奇數或偶數的要

求，以檢驗學生是否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評量階段，教師使用不同的數字卡組合來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學生表現 

學生對探究問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她們透過試誤和運算，尋找一組數字卡的最

小乘積。根據學生的課業表現，學生積極嘗試不同的乘式組合和計算，並思考如

何組成最小乘積算式的特徵。不同的學生有著不同的解題方法，有些學生會嘗試

列出和計算所有的算式後再進行比較（圖一），而其他學生則只需列出三道算式

就能夠判斷出最小乘積的算式。這是因為這些學生已經了解到最小的數字必須是

其中一個兩位數的十位（圖二）。在小組探究活動中，學生能夠通過比較各小組

的不同結果，找出不同數字組合的乘式是否有相似之處。透過課堂討論，學生能

夠解釋只要按照小至大的順序排列 4張卡，然後利用第 1張和第 3張數字卡，以

及第 2 張和第 4 張數字卡分別組合成兩個兩位數，那麼它們的積必定是最小的

（圖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在闡述的階段，教師利用一組含零的數卡去檢視學生是否能夠應用之前發現的技



巧去解決相似的題目。在課堂中，學生能夠解釋她們需要先決定兩個數的十位數

字後，再根據之前的原則組合數卡，便可以得出最小乘積的算式。教師在另一挑

戰題中加多了一個積必定是奇數的要求，並在課堂中發現大部分學生都能夠找出

正確答案，同時能夠解釋她們處理挑戰題的策略（圖四）。在評量題目中，教師

發現全部學生都能夠正確答對有關題目（圖五），反映她們已經掌握了解決這類

題目的技巧。由此可見，學生透過探究活動，發現並掌握了處理這些題目的策略

和技巧，解難能力也有所提升。 

 

 
（圖四） 

 

 
（圖五） 

 

透過探索與研究的活動，學校致力於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能力，以提升其解難能

力。在探究活動開始之初，學生透過不同的數字卡組合算式進行計算，同時觀察

每組數字卡得出最小乘積乘式的共通點。此活動要求學生具備拆解與找出規律的

能力，並先由組合兩位數的思考成找出十位數的數字，這是一個相對較簡單的問

題。之後，學生進一步觀察不同組別的算式，並找出每張數字卡由小至大排列的

規律。在此過程中，學生運用顏色的幫助聚焦於數字卡的位置，以找出算式的規

律（圖六）。最終，學生可發現將第 1張與第 3張數字卡，以及第 2張與第 4張

數字卡分別組合成兩個兩位數，即可得出最小乘積的算式演算法。 

  



 
（圖六） 

 

五年級 – 多邊形的面積 

在多邊形面積的課題，教師讓學生發現用分割法去計算多邊形面積，以及探討不

同的分割法的優缺點。 

 

課堂設計 

在投入階段，學生製作七巧板並拼砌出不同的圖案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從而

讓學生探究找出多邊形面積的方法。 

 

在首次探索階段，教師引導學生分組進行拼砌活動，探究同一個多邊形可以由不

同的三角形或四邊形拼砌而成，而它們的面積都是相等的。 

 

在首次解釋階段，學生分享不同拼砌多邊形的方法，並指出相同的圖形可以由多

種方法拼砌出來，從而推論出同一個多邊形面積可以有多種計算方法。 

 

在第二次探索階段，教師引導學生分組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分割圖形活動，探究不

同方法分割多邊形來計算面積的優缺點。 

 

在第二次解釋階段，學生從分割活動所得的資訊，歸納出較方便及快捷計算面積

的方法。 

 

在闡述階段，學生需要按多邊形的形狀及檢視圖形中的資料，去判斷及解釋何種

方法最適合用作計算多邊形的面積。 

 

在評量階段，學生會根據多邊形的形狀及題目所提供的資料，選擇最合適的方法，

找出多邊形的面積。 

 

學生表現 

透過探究活動，學生發現可以利用不同的分割方法來計算多邊形面積，並歸納出

不一定是把圖形作最少分割來計算才是最方便和快捷的。在圖形拼砌活動中，學

生發現一個多邊形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拼砌方法（圖七），而它們的面積都是相同

的。因此，學生明白運用分割法計算面積時可以有多於一種方法（圖八）。在第

二次探究活動中，教師引導學生積極嘗試用不同方法把多邊形進行分割，並透過



課堂討論，得出把圖形作最少分割，或是分割成多個相同的圖形來計算面積可以

是比較方便和快捷的兩個方法（圖九）。 

 

 
（圖七） 

 
（圖八） 

 
（圖九） 

 

在闡述階段，學生觀察到有些多邊形在分割後，沒有足夠的邊長資料去計算多邊

形的面積。因此，學生嘗試使用填補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圖十）。在評量階段，

學生可以採用較快捷的方法來計算多邊形的面積。有些學生試圖將多邊形分割成

12個大小相同的直角三角形來計算面積（圖十一），而其他學生則使用 4個大小

相同的等腰三角形及 1 個長方形的分割方式來計算面積（圖十二）。這些例子表

明，學生能夠靈活運用兩種可方便計算多邊形面積的方法。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在多邊形面積的課題，教師通過設計合適探索和研究活動，讓學生在探究多邊形

面積的方法，以及總結出最方便及快捷解決問題方法的過程中，經歷了一次計算

思維的訓練。首先，學生需要自己拼砌多邊形或將圖形分割計算面積，即是把多

邊形拆解成較簡單的情況進行解題。接著，學生需要聚焦觀察並找出多邊形的共

通點，即不論如何分割圖形去計算面積，都會得到相同的結果。在第二輪探究活

動中，學生需要綜合不同計算面積的方法，並歸納出較方便和快捷計算多邊形面

積的解題方法。透過這樣的探索活動，教師能夠讓學生經歷計算思維的訓練，從

而提升她們的思維能力。學生能夠在探索中理解多邊形面積的計算方法，並進一

步發展其問題解決和歸納能力。 

 

二年級 – 除法 

由於低年級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因此在安排探索和研究活動時，教師

需要先拆解活動，使學生能夠更容易聚焦探究重點。在本課堂中，教師透過探討

取石遊戲的取勝法則，來強化學生對乘法和除法概念的理解。 

 

課堂設計 

在投入階段，教師向學生介紹取石遊戲的規則，並讓學生在課堂上進行遊戲。 

 



在探索階段，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探究取石遊戲的必勝法則，並將問題分為

不同情況進行討論。 

 

在解釋階段，學生嘗試解釋玩取石遊戲的策略，並透過課堂討論歸納出取勝法則。 

 

在評量階段，教師透過不同石頭數量的問題來評估學生對取勝法則的掌握情況。 

 

學生表現 

低年級學生喜歡通過遊戲來引入教學活動，並積極尋找取勝的方法。當教師提出

只有 4粒石頭的情況時，學生可以將其分為三種不同的情況進行討論，並發現不

論先手如何取石頭，後手都能取勝（圖十三）。同樣，在 6粒石頭的情況下，學

生也可以推論出只要先手先取下至 2粒，後手就會面臨 4粒石頭，進而先手就能

取勝（圖十四）。在課堂討論後，學生最終得出只要讓對手面對 4的倍數石頭，

先手就可以取勝。在評估階段，學生可以把遊戲策略應用至解決大數量石頭的問

題（圖十五和圖十六），並能解釋先手或後手必勝的原因，以及應對的遊戲策略。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為了發展學生的計算思維能力，教師會根據低年級學生的能力水平，在教學活動

中刻意引入鷹架，使學生能夠有系統地經驗計算思維。在探討遊戲必勝法則時，

教師會引導學生先考慮只有 4粒和 6粒石頭的情況，以幫助低年級學生將複雜問

題分拆為可處理的問題。在思考過程中，學生通常會忽略實物操作的幫助，而聚

焦於抽象的數字上進行探究。最終，大多數學生都能夠觀察到，只要石頭的數量

是 4的倍數，先手的玩家就必定會輸。因此，低年級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都能

夠自行進行探究活動，從而發展她們的計算思維能力。 

 

教學反思 

經過不同探索與研究的課堂，教師樂見學生在課堂上有了明顯的轉變。學生比以

前更願意嘗試、觀察和思考，同時也更願意與同儕進行討論和分享，分享她們的

觀察和想法。教師表示，學生的思維能力也有所提升，當面對挑戰時，學生會嘗

試將問題拆解，細心觀察不同情況中的相同之處，並聚焦於有用的資訊上，以組

織解決問題的方法。教師認為，學生能夠掌握這種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單純教授

解難策略更具有實效性。 

 

教師表示需要為學生創造一個探索的環境，使她們能夠自主地進行探索活動。教

師認為 5E教學模式為教師提供了一個完善的框架，可以有系統地引導學生進行

探究活動。只要按照各個階段的要求來設計課堂，就可以有效地組織探索與研究

的課堂。此外，教師認為每個學生都有能力進行探究，只要有足夠的機會，每個

學生都可以成為成功者。在探究過程中，教師只要善用提問引導學生思考，並給

予適當的回饋，便能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總結 

綜合上述，探索與研究的課堂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使學生更加積極

主動地發表自己的觀察和想法。透過這種教學方式，學生的「說數」能力和學習

表現都得到了顯著提高。此外，5E 教學模式是一個有效的課堂設計框架，可以

幫助教師設計和組織探索與研究的課堂。 

 

計算思維是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具備的能力，而數學科正是培養學生計算思

維的最佳科目。教師可以透過訓練學生進行解難活動，引導學生經歷拆解、找出

規律、抽象化和演算過程，從而幫助學生發展計算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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