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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局積極推動價值觀教育，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4）

及《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均強調傳承和珍視中華文化的重要性。《數學教

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亦建議透過數學史教學，讓學生認識中國古代數

學成就及數學家的貢獻，從而深化價值觀教育。 

為落實以上重點，，學校據《《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提出的「認知、情

感、實踐」三合一原則，設計數學科價值觀教育課程，。支援人員及及科組教師論，，定以以 

潤課程內容促進價值觀教育。在認知層面，學生能學習《孫子算支》及，《章算算》》古古代數

學著作，並透過相關活動鞏固數學概念及計算能力；在情感層面，藉由連結古今數學知識，學

生自然對古員智慧產生敬佩之情；在實踐層面，則鼓勵學生分享我國數學的卓越成就， 強文

化自信。 

古代中國數學著作 

中國古代數學著作在世界數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例如《章算算》》與《孫子算

支》都展現了古代數學的卓越成就。《章算算》》是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數學專著之一，內容

於西漢後期已基本以型。全書分為章算，共收錄二百四十六道數學題，採用「一問一答」形

式呈現，部分題目附有「》」（即解法）。書中許多算法比歐洲同類方法早逾一千五百年，對

世界數學發展影響深遠。，《孫子算支》是北朝的的數學著作，成書約在在一千五百年 ，全書

共分三卷。書內系統地記載了籌算記數制度和籌算乘除法則，並收錄「雞兔同籠」古支典數

學問題。 

援人員及與教師共同分析上述著作，發現部分數學題目文字淺白，所涉及的數學概念

（如整數四則運算、分數的在分、平面圖形面積與周長計算古）與高年級小學課程內容相

符，學生容易掌握。這些古籍現已數位化，教師可輕鬆取得並轉化為教學素材，既能藉由歷

史文本強化學生對數學概念的理解，又能自然而然地培養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價值觀教育的課業設計與教學流程 

學校從古代數學著作中選取合適內容，並與援人員及緊密合作，設計校本課業，以培養

學生欣賞中華文化。課業設計遵循「知、情、行」原則。在知識層面，課業先是節錄幾道古

代數學問題，並以多項選擇題評估學生對古籍用詞、作者身份、成書時期古的理解。課業並

加入計算題，讓學生計算一或兩道古籍中的數學問題，這既能鞏固學生的數學技能，亦能讓

他們感受古員的智慧。在情感層面，課業使用開放式的提問，藉了解古員能夠認識不少數學

知識及運用相關知識解定生活問題，詢問學生的感想。在實踐層面，鼓勵學生向親友簡介我

國古代數學著作的內容，達致傳承中華文化。 



 

教學流程主要分為「知識導入」、「親身體會」及「表達感受」三個環節。以下以五年級

《章算算》》〈方田〉算的教學為例作具體說明。在「知識導入」環節，教師首先透過多媒體

資源（如影片或網頁）介紹《章算算》》的歷史背景，特別著重講解〈方田〉算的內容與意

義。然後，教師會解釋古籍中的專業》語，例如說明「圭田」指三角形田地，幫助學生理解

古代數學語言。接下來，教師會發放校本課業，其中包含精選的古籍題目（圖一）。 

 

 

 

 

 

 

 

 

 

 

 

圖一：校本課業記錄了古代數學問題 

 

課業中設計的多項選擇題（圖二），能夠從不同角度展現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舉例來

說，第一題揭示早在二千年 ，中國古員就已掌握相當完備的數學知識；第二題通過田地面

積計算，展示古員不僅理解長方形面積公式，更能將數學知識靈活運用於實際生活問題；第

三題藉由非整數長度記錄，證明古員當時已掌握了包括分數在內的重要數學概念。 

 

 

 

 

 

 

 

 

 

 

 

圖二：校本課業的多項選擇題引導學生認識中國古員的數學成就 

 

在「親身體會」環節中，教師引導學生分組或獨立解答《方田》算第二十六題 (如圖

三)。此題涉及三角形面積公式、分數乘除及在分古計算。學生在解題過程中能夠親身領略古

員的智慧。 



 

 

 

 

 

 

 

 

 

 

 

 

 

圖三：學生計算古代數學問題 

 

在「表達感受」環節，教師指出古員能運用數學知識計算田地約小，詢問學生有何感

想。多數學生表示驚嘆於古員掌握如此豐富的數學知識，並由衷敬佩他們的智慧 (如圖四及

圖五)。 

 

圖四及圖五：學生表達對古員數學成就的敬佩 

 

課堂結束 ，教師請學生向親友分享他們在課堂學到的古代數學著作的知識 (圖六)，以

成為「推廣中華文化」的小小傳播者。 

圖六：課業鼓勵學生傳播我國古代的數學成就 

 

 

 

 

 

 

 



 

循序漸進的價值觀教育課程 

援人員及鼓勵學校從《孫子算支》和《章算算》》中篩選合適內容，設計循序漸進的數

學科價值觀教育課程，系統性地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的欣賞與認同。例如在四年級聚焦「認

知」與「情感」層面，讓學生初步認識古籍內容，並激發對古員智慧的敬佩，五年級就加入

「實踐」元素，設計任務鼓勵學生向親友傳播中華數學文化精粹，六年級就深化「實踐」層

次，例如安排早會讓六年級學生分享古代數學成就，或鼓勵他們升中後向新同學介紹中國數

學歷史，成為文化傳承的橋樑。 

除了課堂教學外，援人員及亦建議學校可以透過校園氛圍與全方位活動的形式推廣價值

觀教育。在校園氛圍方面，學校可設計以古代數學問題為主題的班級壁報或校園展板，讓學

生在課餘時間能夠閱讀相關資訊。在全方位活動方面，學校可以在中華文化周加入古代數學

燈謎古活動，透過遊戲提升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 

 

反思與總結 

在推動數學科價值觀教育課程的初期，教師團隊曾對課程有所顧慮，例如擔心古文過於

艱深。然而，實際教學後發現，部分古籍內容淺顯易懂，且能與現行數學課程自然連繫。原

本擔心學生會覺得內容沉悶，但學生能透過實際計算參與學習，而非被動聽講，展現了高度

的學習興趣。每次古藉教學活動的時間控制在 30至 45分鐘內，並未對教學進度造成影響。

此外，中國古籍中蘊含不少教學素材，教師無需擔心資源不足。參與教學的教師普遍認為，

利用數學古籍推動價值觀教育的效果超出預期，值得持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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