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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數學是一門重要的基礎學科。在澳門教育制度下，小學數學課程

首要目標是為了保證兒童的進一步學習作好準備，使其既能自覺地、

鞏固地掌握一定範圍的數學知識和技能，又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及學

習態度（如興趣、自信、創新、合作、尊重、欣賞等），並為其他學

科的學習提供基礎知識及思考方法，協助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

　　小學數學課程內容的選取是根據數學的基本知識，適應社會的需

要以及澳門地區的特點而確定的。具體的任務是讓兒童能夠掌握最基

礎的數學知識（包括數前概念、整數、小數、分數及百分數、負數、

代數式、簡易方程式、平均數、比例、量度、常見平面和立體圖形、

數據處理和統計圖表、四則運算及括號的應用）；學會準確而迅速地

進行小學程度的四則運算，掌握量度及解決問題的基本技巧；並發展

兒童思維能力，學以致用，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經過系統化學習

的課程，為兒童進入中學學習數學與科學所必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奠定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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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目標

1. 知識：

(1) 培養兒童掌握小學數學的基本概念；

(2) 引導兒童瞭解運用各類數學工具的知識；

(3) 為兒童日後進入中學奠下學習數學和科學的基礎知識；

(4) 發展兒童的具體形象思維和抽象邏輯思維的能力；

(5) 培養兒童的組織能力，並發展其創造力；

(6) 引導兒童認識數與圖形的規律和結構；

(7) 掌握數與文字表述相互轉化的精萃。

2. 技能

(1) 教導兒童學會各種計算技巧；

(2) 協助兒童掌握運用各類數學工具的技能；

(3) 培養兒童學會以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及討論，進而發展其

評鑑能力；

(4) 養成兒童以數學的觀點、知識與方法，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的能力。

3. 態度

(1) 建立兒童對數學的學習興趣；

(2) 培養兒童解決問題的自信心；

(3) 訓諫兒童通過評鑑別人解題的方式中，養成尊重別人觀點

的態度；

(4) 培養兒童通過學習數學的活動，建立其團體合作精神；

(5) 啟發兒童學會欣賞圖形的規律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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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內容

　　小學數學課程範圍包括以下四個範疇：

＊ 數與計算

＊ 量與測量

＊ 圖形與空間

＊ 統計圖表

　　每年級的教學內容詳見本大綱的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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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方法指引
　　教學原則是我們比較及批評教學的準則，也是教師實驗及創新教學方

法的依據，對達成教學目的，完成教學任務起指導作用。小學數學的教學

原則是以本學科的特點結合兒童各年齡階段身心發展的特徵為首要原

則。此外，理論知識結合實際應用原則，培養興趣與激發自動原則，整體

與個別差異兼顧原則，教與學的準備原則，類化原則，熟練原則，同時學

習原則及自學輔導原則，都是數學教學的重要原則。

　　教學方法在教學原則的指導下，也因應教學目標、學習內容而有所不

同，如啟發式教學法、活動教學法、問題式教學法、發現法、指導練習法

等。各種方法各有一定功能，教師可根據教學需要以及兒童不同年齡階段

身心發展的特徵，靈活地選取合適的一種方法或多種方法。如低年級兒童

的學習是靠感知外界的具體事物，所以宜多採用具體實物為教具，並透過

活動教學的方法，使兒童在活動中獲得要學的數學知識和技能，以發展其

具體形象思維的能力；而中、高年級的兒童在已有的具體形象思維能力下

繼續發展，並可透過活動教學，啟發式教學的組合，發展兒童從具體形象

思維過度到抽象邏輯思維的能力。

　　數學教學並不規限於課堂之內進行，社會考察，課外活動，也是提高

數學教學效能的重要方式。使兒童學習數學更具趣味性、實用性，但教師

安排活動前必須計劃好，以取得預期的效果。

　　教師是課程的實施者。課程目標能否達到，端賴教師的施教。為了不

斷改進教學方法，提高小學數學教學的質量，提供以下的建議，供教師參

考：

1. 靈活性：對於教科書的使用、教學方法、教材組織、教學進度等，

教師必須經常思考、鑽研，以適應學生學習情況的不同

而靈活處理。

2. 適應性：教師的教學除適應整班兒童身心發展階段的特徵外，對

於個別差異的兒童也要照顧。

3. 啟發性：教師宜接受及多鼓勵學生從不同的方法去解決數學問

題，以啟發學生的智力及創造力。

4. 系統性：教師必須明瞭小學數學課程的系統，以便從數學概念的

建立，技能的掌握，態度的養成，對學生有明確的和系

統的學習要求。

5. 補充性：教師宜對那些後進生施予補救的指導。此外，教師可以

混合採用教材，摘取精華，酌情補充，務使教學臻於化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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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核

一、 目的

　　評核是教學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目的是使每位學生學習成

功。評核結果不單可以反映學生學習的成效，也是安排下一步教學工作的

依據，以改良教學的質量。

二、 種類

　　小學數學評核可以依據考查的目標、時間及運用形式的不同，概括為

以下各方面：

　　1. 目標的評核　－　在於瞭解教學目的是否實現。可以對教學總目

標的知識、技能、態度分別作出評核，也可以

作三方面綜合評核；又可以對某一單元，某一

個數概念的教學具體目標作出評核等。

　　2. 時間的評核　－　在於瞭解某一段期間的教學成效。時間可短，

可長。短的可以是一節課的教學考查，長的可

以是月考，段考，期考等。

三、 形式

　　評核的形式有多種，可以因應目的，時間設計適當的評核，常見的有：

口頭的回答，標準的測驗，作業的評價，態度的觀察等。

四、 原則

　　評核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才具有意義，這些原則包括：

　　1. 有效性　－　評核必須是有效的。不論是評核哪一個教學目標，

採用哪一種方式、方法，都能科學地、客觀地反映

教與學的結果。

　　2. 客觀性　－　評核必須是客觀的。這包括評核者、評核的方式、

方法、內容等各方面，分述如下：

　　　　　ａ. 評核者的客觀性： 教師是教學活動中的重要評核者，必

須具備客觀的態度從事各種評核工作，特別是一些以觀察

方式的評核，容易帶有主觀偏見，如考查學生態度領域，

更需要客觀的態度作公正的評核；又如數學的計算是可以

有多種方法，教師必須有客觀的態度去接受兒童不同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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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

　　　　　ｂ. 方式及內容的客觀性。兒童的學習能力是有差異的，兒童

個人學習不同內容的數學，能力也有分別，如以某一方式

或某一單元的評核結果便斷定他的學習成效是較主觀

的，必須嘗試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及內容進行考查，也可

參考其他測試，務求以較全面和客觀的方式、方法及內容

進行評核。

　　3. 可行性　－　評核必須是可行的。進行每次評核前，必先考慮實

施的可行性，如教師的工作量、兒童的程度、時間

的許可等，更要注意評核是為了瞭解教學的成效，

切勿本末倒置把一切的教學活動都是為了評核。

五、 測驗設卷注意事項

　　測驗是學校裏最基本的評核工具，編製一份好的測驗可以有效地反映

教學的結果。好的測驗具備以下四大特點：

　　1. 效　度　－　這一份測驗要能測量出所要測量的。有效度的測驗

是要測量所教的主要概念及技能；務求在有限的測

驗時間，考查包含所教內容中暨有代表性又典型項

目和難易度適中的題目。

　　2. 信　度　－　測驗要能夠為同一位兒童提供前後一致的測驗結

果。即一份測驗至少要有兩個項目去測量兒童每一

個數學概念、技能；而這兩部份所得的分數應該是

一致的。

　　3. 客觀性　－　對每一個兒童進行同一的測驗及相同的評分標準。

數學的答案通常是有一定的標準，評分也易於客觀

地處理，切勿對一些兒童扣分較多，另一些則較少，

這是不合符客觀標準的。

　　4. 標準化　－　測驗的分數可被轉換成一個數字，用以區分兒童在

班中所處的地位。如我們常用的〔標準參照〕中，

某兒童在 100 分中得到 95 分，在評分等第標準規

定 100-90 分為Ａ等，則該兒童該次便被評核為Ａ

等。

六、 測驗題目類型

　　要評核兒童的學習結果，數學科通常以計算為主要方法來測量，其實



9

要測量數的知識、概念、技能及態度，也可以用不同類型的題目及方法進

行的，如：填充、心算、是非、解釋、改錯、選擇、圖解、量度、繪圖、

聯線、問題討論等。

七、 評核示例

　　對澳門小學數學科的教學進行有效的評核工作，除了依據有關的理論

外，也要考慮澳門學校的實際情況，如課程的內容、學生的一般學習情況、

教師的工作量等問題，現列舉評核示例一則如下：

級別：　　　一年級　　數學科評核表　　94 － 95年度　下　學期

評核性質 定　　量　　分　　析 定性分析

評核目標 　知識領域，技術領域 態度領域 數學科總目標
總結定量分析

評核方式 　小測驗、工作紙、單元測驗、段考、期考等 觀察 總成績 評　語

佔百分比 ９０％ １０％ 100%

每次評核
方式

心
算
口
答

小
測

:
:

:
:

小
測

:
:

單
元
測
驗

:
:

:
:

段
考

期
考

   總目標,單
    元或具體
成   目標

   績

學生
姓名

1
至
20
的
複
習

1
至
20
的
複
習

:
:
:

:
:
:

21
至
50
的
順
數
及
倒
數

:
:
:

練
習
:
至
:

:
:
:

:
:
:

知
識
及
技
能
領
域
總
成
績

朱小冬 X X 70 8 78

X

X

張小明 X X 70 2 72

X

X

註:”X”表示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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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示例的具體說明

本評核示例主要由兩部分組成：

1. 定量分析　－　以分數作為量尺，評量及分析每一個兒童所能達到數

學課程總目標或具體目標的水準。根據目標分類的不

同，又可分為以下兩部份：

　　　ａ. 知識領域與技能領域。

　　　　　　這部份的評核方式是以測驗為主，佔分數的 90％。儘管測

驗並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卻是我們最基本的且易於實行的評核

工具，而它的有效性則反映在教師所編製的測驗題目上。

　　　　　　在具體實施上，較著重課堂的小測驗或工作紙。小測驗是學

生每學完一定內容後所作的即時反饋活動。小測驗的要求不要花

時太多，內容所牽涉的範圍也不要太廣；目的在於較快地、較細

緻地考查兒童所能掌握的概念、知識、技能的情況，以便教師及

時地作出適當的補救辦法。小測驗的次數會比較多，而教師也必

須清楚兒童的學習情況，才進行測試；否則，只會浪費時間。當

到了一定的時間，再作一次單元測驗，以便統整、複習、鞏固學

過的內容。

　　　　　　這樣的評核方法，在評核表上，每次都寫上評核的方式、目

標和結果，有利於教師進行以下的分析：

1. 從縱行所顯示每次教學成效的情況；

2. 從橫行所顯示每一個兒童學習數學的情況；

3. 學期結束後，從整個表中可以反映出這個學期教學的成

效。

　　　　　　　至於這部份 90% 分數中，小測驗、單元測驗、考試各所

佔的比例，則由教師或學校按情況分配。

　　　ｂ. 態度領域。

　　　　　　用量化表示兒童學習態度是比較困難的，教師多以觀察的方

式進行評核，所以態度要客觀。這部份的分數佔 10％。評核的

要求是觀察兒童在學習過程中的態度表現：學習興趣、提問、回

答、判別分析、解決問題自信心、尊重別人的意見、合作精神、

克服困難的精神、認真態度、勤奮、欣賞能力、創造力等方面。

教師在學期終結才評定，給予適當的分數。

　　綜合上述兩部份的量化成績，如評核表中，朱小冬和張小明知識及技

能領域總成績都是 70 分，但是兩人的學習態度卻不同時，在總成績上便

有區別了。這樣才能對每個兒童的學習有較客觀、較全面及較合理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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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2. 定性分析　－　學期完結，教師總結定量分析的結果，對兒童這個學

期的數學學習作出一簡短的評語，摘述兒童的優點和

缺點(註)。然而，寫評語會導致教師增加不少工作

量，故本部份只供參考，是否寫評語則由學校或教師

決定。

　　有效的評核是成功的教學所必備的要素。一份數學科的評核表除了為

統計分數，以便在成績表上記上該兒童的數學成績外，還有的是讓教師根

據表上的資料來檢討自己這一學期的教學方法，來改進日後的教學法；同

時，這一份表也可以為下一位教導這一班兒童的教師提供參考的資料。相

信，一份有效的評核定量與定性的分析結果都是重要的。

註: 評語參考

∗ 充滿自信，學習積極．

∗ 思考迅速，唯欠自信．

∗ 概念清晰

∗ 概念模糊

∗ 作業認真，條理分明．

∗ 作業馬虎，計算混亂．

∗ 計算正確，迅速．

∗ 計算粗心大意．

∗ 空間知覺好，計算圖形能力強．

∗ 空間知覺較差，計算圖形能力較弱．

∗ 四則計算能力良好．

∗ 法則不理解，計算混亂．

∗ 理解力稍差，但努力學習．

∗ 思想迅速，惟欠用功．

∗ 積極思考，勇於質疑．

∗ 學習被動，惰於思考．

∗ 精神集中，反應迅速．

∗ 精神散漫，反應遲緩．

∗ 學習習慣不好，易造成錯誤．

∗ 基礎知識良好，學習穩定．

∗ 前後連貫，融匯貫通．

∗ 基礎欠佳，理解不足．

∗ 語言敘述層次分明，論述有理．

∗ 語言敘述欠層次．

∗ 計算熟練而靈活．

∗ 計算機械而呆板．

∗ 應用題解題分析有理，思路明確．

∗ 應用題解題能力較弱．

∗ 刻苦鑽研，自學能力高．

∗ 智力頗佳，但畏難怕繁，計算能力漸差．

∗ 分析能力高，推理能力強，常有創意．

∗ 計算機械，只憑記憶．

∗ 計算緩慢，且欠準確．

∗ 計算緩慢，尤幸準確．

∗ 學習有興趣，擅於發現．

∗ 缺乏興趣，有待培養．

∗ 尊重同學，合作性強．

∗ 學以致用，計算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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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量與測量

1.比較
À長短、高矮、闊窄、
曲直

Á快慢、遠近、上下、
左右、前後、內外

Â大小、輕重、多少、
溫度、高低

2.分類－顏色、形狀、
性質等

3.排列次序
高低、輕重、大小或
按指示等

4.時間
À時與半時的認識
Á星期和日的認識
5.量度
長度－cm 的認識
6.貨幣
澳門貨幣、買賣遊戲

數與計算
1.10 以內的數
2.20 以內的數
3.100 以內的數
À數數、讀數、寫數
Á數的組成
Â順數與倒數
Ã單數與雙數
Ä大小比較
Å兩個、五個、十個一
數

Æ100 以內：
1 加、減法基本概
念

1 進位加法、連加
法

1 退位加法、連減
法

1 加減法混合
1 應用題

Ç加法交換律、結合性
質

二年級
量與測量

1.量度
À長度－m 及 cm
Á重量－g 及 kg
2.線段
À直線與曲線
Á平行線
3.角
À角　Á直角
Â方向：東南西北
4.時間
À報時　Á日
Â日曆
5.貨幣
À通用貨幣
Á小小商店
6.溫度
À溫度計的認識
Á冷、熱的表示方法

數與計算
1.三位數
2.四位數
À三、四位數的認識：
讀法、數位的名稱、
位值及組成、順序

Á四位數以內的大小比
較

Â三位數加法、連加法
Ã整千加法
Ä應用題
Å三位數減法、連減法
Æ整千減法
Ç應用題
È三位數加減法
É整千加、減法
11.應用題

三年級
量與測量

1.量度
À長度－mm及 km
Á容量－L
2.時間
À上、下午
Á時、分、秒
3.貨幣
À元、角、分的化聚
Á元、角、分的加、減、

乘、除計算及應用

數與計算
1.三位數的複習
2.括號：
À小括號的認識及運用
Á有括號的計算題及應
用題

Â運用加法交換及結合
性質的速算法

3.四位數及五位數
À四、五位數的認識：
讀法、數位的名稱、
位值及組成

Á萬以內的數大小比較
Â萬以內的數加法、連
加法

Ã應用題
Ä萬以內的數減法、連
減法

Å應用題
Æ萬以內的數加減法
Ç應用題
4.乘法
À倍數的分佈、性質
Á乘數與倍數的關係
À乘法的計算：
兩、三位數乘以一位數
兩位數乘以兩位數
運用乘法結合性的連
乘法
Á應用題

四年級
量與測量

1.量度
À容量－L 及 mL
Á長度－十進制長度單

位
Â重量－Kg、g

數與計算
1.因數及倍數
À因數的複習
Á公因數
Â最大公因數(列舉
法、短除法)

Ã倍數的複習
Ä公倍數
Å最小公倍數(列舉
法、短除法)

2.乘法：
À兩、三位數乘以一位
數及兩位數乘以兩
位數的複習

Á三位數乘以兩位數
Â三位數乘以三位數
Ã應用題
3.除法
À一、兩、三、四位數
除 以 一 位 數 及 整
十、整百、整千除以
整十的複習

Á多位數除以兩位數
Â多位數除以三位數
Ã應用題
4.四則混合算
À大、中、小括號的應
用

Á四則混合算
Â應用題
5.分數
À分數的複習
Á分數的種類
Â假分數與帶分數
Ã擴分、約分、通分

五年級
量與測量

1.時間
À星期,日;日,小時的化聚
Á星期,日;日,小時的加,減法
Â星期,日;日,小時的乘,除法

2.方向
À八個主要方位

數與計算
1.多位數
À多位數的認識
Á大量數的估計
2.中國數字
À中國數碼及
Á中國大寫字
羅馬數字＊
3.質因數與合成數
À因數的複習
Á質數、合成數、質因
數

4.乘法分配律
5.分數
À分數的認識複習
Á分數加、減法複習
Â分數乘法
Ã分數除法
Ä分數乘、除混合
Å應用題
Æ分數、小數互化
Ç分數四則混合算
È應用題
É分數應用：
求分數(分率)
求部分(分子)
求全部(分母)
6.正負數
À正負數的認識
Á數線與正負數
Â正負數的加、減法
7.簡易方程式
À代數的認識
Á代數式
Â簡易方程式
Ã簡易方程式應用題

六年級
量與測量

1.角
À角的認識、量度
Á角的讀法與寫法
Â銳角、直角、鈍角、

平角及周角
Ã角的繪畫
2.方位角及位置的確定
À八個主要方位的複習
Á方位角的認識
Â比例尺的認識
Ã地方的方位與距離

(位置)
3.水平與鉛垂

À水平　Á鉛垂
4.簡易測量

數與計算

1.整除的檢定
À整除的認識
Á能被 2、3、4、5、6、
9、10、11 整除的數
的特徵

2.質因數分解與指數
記數法

3.最大公因數與最小
公倍數

À最大公因數(質因數
連乘式及指示記數
法，短除法)

Á最小公倍數(質因數
連乘式及指示記數
法，短除法)

Â應用題
4.循環小數
5.正負數
6.分數、小數、百分數
À百分數的認識
Á百分數與小數的互化
Â百分數與分數的互化
Ã百分數、分數、小數
的大小比較

Ä分數、小數、百分數
四則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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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與空間

1.立體圖形
方柱、圓柱、錐體、
球體

2.平面圖形
三角形、四邊形(長方
形、正方形)、五邊
形、六邊形及圓形

統計圖表

1.初步統計活動
兩類物件的分類及比
較

2.簡單象形圖
兩類以上物件的統計
及比較

＊為選教內容

3.1 至 9乘法
À乘法的認識：
乘法的意義(與加數
的關係)

Á個位乘法、連乘法計
算及應用題

Â乘法交換性質
Ã簡單乘加、乘減的混
合(兩步計算)

4.除法
À分物遊戲
Á乘除法、除法與減法
的關係

Â除法的認識
Ã1-9 乘法口訣求商
(長、短除法)

Ä簡單除加、除減的混
合題

圖形與空間

1.立體圖形
À柱體、錐體、球體的
認識

Á立體圖形的製作
2.平面圖形
À四邊形的認識
Á四邊形的製作
Â七巧板

統計圖表

1.象形圖
À象形圖的製作
Á象形圖的應用
2.方塊圖
À方塊圖的製作
Á方塊圖的應用

5.除法
À合成數(合數)與因數
的認識

Á除法的計算：
兩,三,四位數除以一位數
整十,整百,整千除以整十
除法驗算
Â應用題
等分除、包含除

6.混合算
À乘除混合計算
Á應用題(包括:歸一算法)
Â乘加、乘減、除加、除
減(簡單四則混合運算)

Ã應用題
7.分數
À分數的認識：讀法、
名稱及意義

Á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Â同分子分數的大小比較
Ã1 與分數的關係
Ä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及
應用題

Å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及
應用題

圖形與空間
1.三角形
À三角形的特性
Á直角、等腰、等邊三角
形的認識

Â三角形圖形繪畫及拼砌
2.圖形拼砌
À同平面圖形砌圖
Á密鋪
3.對稱
4.周界
À周界的認識
Á周界的量度
Â周界的計算(包括：長
方形、正方形)

統計圖表
1.棒形圖
À棒形圖的製作
Á棒形圖的應用

Ä分數比較大小：
分母相同分數
分子相同分數
異分母分數

Å異分母分數加法
Æ異分母分數減法
Ç異分母分數加減混合
È應用題
6.小數
À小數的認識：讀法、寫
法、類別、數位名稱、
數位順序及位數

Á小數的大小比較
Â小數加、減法
Ã應用題
Ä小數乘法、除法(包括：
四捨五入法)

Å應用題
Æ小數四則混合算的計算
Ç應用題(包括：平均數)
7.十進制單位的化聚

圖形與空間
1.四邊形
À四邊形的認識：正方
形、長方形、菱形、平
行四邊形、鷂形、梯形
的特性

Á四邊形的周界：長方
形、正方形、平行四邊
形、菱形

2.圖形固定
3.面積
À面積的意義、大小比較
Á標準面積單位的認識及
應用

Â矩形的意義、長方形及
正方形的面積計算

4.立體圖形
À立體圖形的複習
Á立體圖形的名稱及特徵
Â簡單立體圖形製作

統計圖表
1.棒形圖
À棒形圖的複習

Á複合棒形圖的製作及應用
8.比與比例
À比的認識
Á比例的認識
Â求比例式未知項
Ã正、反比例應用題
Ä連比、比例分配＊

圖形與空間
1.面積
À平行四邊形、梯形、
三角形面積

Á多邊形面積
Â立體圖形表面積
2.體積
À體積的認識
Á體積與容積
Â正方體、長方體的體
積

Ã不規則立體的體積

統計圖表
1.棒形圖
À棒形圖及複合棒形圖
的複習

2.折線圖
À折線圖的認識、製作
及應用

3.直線圖像
À直線圖像的認識、製
作及應用

À百分數的應用：
求母數、子數、百分
率、母子和、母子
差、利息、賺賠、折
扣

7.簡易方程式
Á簡易方程式
Â簡易方程式應用
8.二十四小時制
9.速率
10.平方與平方根
11.數型
12.計算工具
13.幻方＊

圖形與空間
1.對稱
軸對稱及旋轉對稱

2.圓
À圓的認識
Á圓周的計算
Â圓面積的計算
Ã不規則圖形的周界與
面積

3.繡曲線＊

統計圖表

1.圖像
2.圓形的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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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1. 比較：
（1）明瞭高矮、長短、闊窄、厚

薄、曲直的意義，並能對物
體的高矮、長短、闊窄、厚
薄、曲直作比較。

（2）明暸快慢、遠近、上下、左
右、前後、內外的意義，並
能對物體的快慢作比較；能
分辨遠近、上下、左右、前
後、內外的位置。

（3）明瞭輕重、多少、溫度、高
低的意義，並能對物體的大
小、輕重、多少、溫度、高
低作比較。

量與測量

1. 比較：
（1）長短、高矮、闊窄、厚

薄、曲直。
（2）快慢、遠近、上下、左

右、前後、內外。
（3）大小、輕重、多少、溫

度、高低。

1. 比較：
　　　根據一年級兒童的思維特徵　－　具體形象為主，教師宜多採
用實物作教具，也可以請兒童準備學具，透過慣物進行比軫活動中，
讓兒童明瞭高矮、長短、多少、左右的意義，並懂得比較；引導兒童
運用數學語言說出比較的結果。如：________比________重；________
比________輕；一樣重。又如：_______在_______的左方，_______
的前面是_______等。
　　　此外，兒童本身，兒童的文具，課室內的東西是比較活動的具
體“教具”，可隨機適當使用；又為加強教學的成就，教師可預備工
作紙讓兒童在課室做，以鞏固兒童學習。教學建議舉例如下：

　　　1）高矮
　　　　　　　教師可以請兩位高矮有明顯分別兒童進行比較，讓個

別兒童說出比較的結果，也讓全班一起說出比較的結果；
教師又請兩位高度相約的兒童進行比較，讓兒童說出兩個
人一樣高的比較結果。

　　　2）位置
　　　　　　　教強宜強調位置的分辨應以一物（人）作為中心點，

才能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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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2. 分類：
（1）懂得分辨同類與不同類的物

件，並能進行分類

2. 分類：
　　　顏色，形狀，性質等
類別分類。

　　　3）輕重
　　　　　　　為加強兒童學習的參與感，教師準備天秤，實物等教

具外，也可以預先指導兒童回家自製學具。如請兒童用衣
架做天秤，在衣架的兩端各繫上一個膠袋（如圖一），以便
上課時活動之用。

            圖一

2. 分類：
　　　教師可以按物件的顏色，形狀，性質等進行分類，分類的內容
很豐富，可設計多項活動讓兒童參與，如：

　　　1）性質
　　　　　　　教師可以請兒童拿出自己的筆盒或筆袋（用布造的，

用膠造的，用鐵造的）進行分類。

　　　2）形狀，顏色
　　　　　　　彩色的七巧板是進行顏色，形狀（大小，圖形）分類

的好教具，教師可設計活動讓兒童進行分類；倘七巧板是
有磁性的，貼在白板上進行活動，教學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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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3. 排列次序：
（1）認識排列的意義，並能按指

示進行排列。

3. 排列次序：
　　　高低排列，輕重排
列，大小排列及按指示指
列。

　　　3）同類與不同類
　　　　　　　當與兒童討論分類時，在歸類時可用一個個框架（框

架可用繩子圍圈，可用筆畫圈）放置每一類物件，這可以
讓兒童易於進行分類，也是給兒童建立“集”的概念，但
並不提及“集”的名詞。（如圖二）

　　圖二

3. 排列次序：
　　　　　透過排列次序的學習讓兒童明瞭排列的意義，並懂得排
列；教師可設計一些有規律性排列的活動，讓兒童思考這活動是按怎
樣的規律來排列，請兒童繼續排下去，從而發展兒童的推理思維。

　　　例如：1）高矮排列
　　　　　　　　　　教師可請幾位高矮不同的兒童出來，兒童進行

由高至矮排列，也可由矮至高排列。

　　　　　　2）輕重排列
　　　　　　　　　　對一年級兒童進行物體輕重的教學，教師不能

用重量單位來表示物體的輕重並進行比較排列，因而
用實物的直觀教學法是必須的。

黑色的圖形不是黑色的圖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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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4. 時間
（1）認識並能說出時與半時。
（2）能說出一星期內七天的名稱

及次序

4. 時間
（1）時與半時的認識
（2）星期和日的認識

　　　　　　　　　　教師可用較粗的橡皮圈穿著不同的物體，再用
掛 分別 著穿著物體的橡皮圈，掛在板上（如圖
三），便可讓兒童清楚地分辨，並進行排列。

　　　　　

　　　　　　3）排列推理
　　　　　　　　　　教師可作有規律的排列，並請兒童協助活動，

老師可請兒童進行排列。
　　　　　　　　　　如：女--女--女--男--男--女--女--女--？
　　　　　　　　　　排列到這時，教師可問兒童下一個同學應該是

男同學？還是女同學？來發展兒童的推理思維。

4. 時間
　　　製作一個玩具鐘這一個學具是本課題的重要活動，一般教課書
所提供的鐘面，紙質較軟，教師可指導兒童把鐘面先貼在紙碟上，使
玩具鐘較耐用。又為使教學有較佳的效果，教師的時鐘教具的長，短
針都畫上不同顏色，同時指導兒童把玩具鐘的長，短針也畫上相應的
顏色，以便教師在引導兒童分辨短針（時針），長針（分針）時有了顏

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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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5. 量度
（1）明瞭量度長度的意義。
（2）認識長度單位 － 厘米。
（3）懂得初步利用厘米尺進行量

度。

5. 量度
　　　長度的量度及厘米的
認識。

色的依憑，易於說出及在玩具鐘上撥出時及半時，並達到對日常作息
時間作報時的能力。
　　　兒童一般都能說出一星期內七天的名稱，但較困難的是建立這
七天的次序，特別是每星期的第一天是星期日，最後的一天是星期六，
為此，教師宜出示星期日印上紅色的月曆，同時也派上一張印有相同
的月曆工作紙，也請兒童用紅顏色筆圈上星期日，引導兒童說出星期
日是排在一星期的頭，所以是一星期的第一天，教師還可以告訴兒童
“一星期的第一天不用上課，目的是為了讓你們好好休息一天，來迎
接以後六天的學習”。又引導兒童說出其實星期一不是一星期的第一
天，而是第二天，如此類推，最後能說出原來一星期最後一天是星期
六。在這個學習基礎上，教師再設計一些活動來加強兒童的認識，如
一星期的晴，陰，雨的天氣表，一星期做功課表，一星期的最愛看的
電視節目等。

5. 量度
　　　量度是兒童很感興趣的課題，也是兒童建立長度單位概念的重
要基礎，因引導兒童學習宜按步就班，建議步驟如下：
　　　1）以比較，排列次序物件的長短來複習長度的概念。
　　　　　　　如：教師兩手各持一枝筆，請兒童估計哪一枝較長，

然後再把兩枝筆拼在一起作比較；或請兒童們比較指距，
步距，也可以把他們的指距，步距用紙條剪下來作比較（圖

四）

圖四　指距的長短比較
志成

文德

小美
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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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2）自訂量度的尺（單位）
　　　　　　　用一把尺來量度是較為方便的，鼓勵兒童用不同的物

件來自訂一把尺，如指距的紙條、鉛筆、腳板、小繩子等，
教師可指定某些物件請兒童量度，並把長度記錄下來。然
後，讓兒童比較量度同一物件而有不同的結果，引導兒童找
出原因　－　每人的〔尺〕不同，並引出合理的量度結果是
要用公認的〔尺〕來量度的。

　　　3. 介紹公認的〔尺〕　－　一個長度單位：厘米（cm）
　　　　　　　教師引入一種國際公認的〔尺〕　－　厘米，這是量

度長度其中的一種單位，教師可用姆指和食指表示一厘米的
長度（圖五），讓兒童也跟著做，對一厘米的長度建立了基
本概念，再要他們用兩指距表示二厘米，三厘米⋯⋯。

　　　　　　　教師可以用中指的指寬來說明１中指指寬約等於１厘
米（如圖六），讓兒童用左手中指放在紙上，畫下一厘米；
這也可以讓兒童建立一厘米長度的概念。

　　　　　　　這時，教師介紹厘米尺，而日常兒童所用的間尺也有
厘米尺，請兒童取出尺子。

1 厘米 1 cm

圖六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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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6. 貨幣
（1）認識及能分辨澳門硬幣及簡

單換算。
（2）懂得依照價袋付出正確幣值

的硬幣。

6. 貨幣
（1）澳門硬幣的認識
（2）買賣遊戲

　　　4）先估計，後量度。
　　　　　　　在兒童取出尺子後，並不急於立刻量度，也不對任何

物件作估計，而是教師要兒童用兩隻手指距離來表示一厘
米，二厘米，⋯把指距在厘米尺上量度是否正確，這一種訓
練，有助兒童更有效地對物件的長度進行估計。

　　　　　　　經上述的訓練後，便請兒童進行量度的活動，但要求
兒童在量度前先估計，後量度，教師宜注意量度的物件不宜
太長，並引導兒童說出量度的結果，如鉛筆的長度是 7 厘
米；顏色筆的長度是 8 厘米多些，便算做 8 厘米；食指的長
度是 6 厘米差些少，則算做 6 厘米。

　　　　　　　至於量度一些曲線時，宜用軟尺，教師可以利用高映
機膠片影印厘米尺，製作一把軟尺給兒童來量曲線，圓柱周
圍的長度。（附註：每張高映片約可製作 10 把長 30 厘米的軟尺）

6. 貨幣
　　　教師宜用新的硬幣作為教具，讓兒童易於辨認。
　　　買賣遊戲是學習使用貨幣的重要活動，教師可設幾個不同的小
商店，進行不同物品的買賣，教師請兒童先準備好玩具硬幣，教師則
準備貨物及訂好價錢。在遊戲中，可請一些兒童扮演售貨員，一些扮
演顧客；買賣時，儘量不設找贖，教師要觀察兒童付款時能否付出正
確幣值的硬幣；若有困難的兒童宜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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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1. 10 以內的數
（1）能正確地數出 1 -10 各數及它

們代表的數目，並會讀，會
寫 1 - 10。

（2）能發現 1 - 10 之間的關係，
掌握 10 以內數的順數及逆
數，會比較 10 以各數的大
小，並能掌握 10 以內數的組
成。

（ 3）認識“＋”，“－”，
“＝”，“＞”，“＜”這
些符號，並明瞭及說出它們
的意義，且懂得運用。

（4）能正確地說出第一至第十的
次序，並能區分幾個及第幾
個。

（5）能分辨 10 以內的單數及雙
數，並能說出及寫出。

數與計數

1. 10 以內的數
（1）數數，讀數，寫數
（2）數的組成
（3）順數與倒數
（4）單數與雙數
（5）大小比較
（6）不大於的 9 加法，減

法，連加法，連減法，
加減混合計算及口述
應用題。

1. 10 以內的數
　　　10 以內的數為兒童學習與計算最基礎的數量，儘管兒童在幼稚
園曾經學習過，但為了穩固他們的數學基礎及建立正確的數（10 以內）
概念，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例如：

　　　1）數數
　　　　　　　數數是一種具體的操作活動，兒童通過數實物，如數

玩具，積木，紙皮石，數粒等，有助他們認識 1 - 10 各數及
其關係，並較容易地，準確地數出紙上圖畫的數量。

　　　　　　　因此，教師可設計各種數數活動，如請兒童數若干粒
紙皮石送給老師或一位同學。

　　　2）10 以內各數的認識，比較大小，順數，倒數及數序。
　　　　　　　認識 10 以內各數的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如：
　　　　　　　2 的認識，必須強調在 1 添上 1，才得到 2，可用磁石

粒在白板上表示（如圖一），又請兒童思考兩數的大小關係，
引導說出 2 大於 1 或 1 小於 2，教師可以介紹“＞”，“＜”
這兩個符號，讓兒童學習使用，其後，認識 3，4，5⋯⋯使
兒童理解到在前一個數添上 1，就得到下一個數，即 2 添 1
就是 3，而 3＞2 或 2＜3，並加強使用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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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6）能了解加、減法的含義，能
準確地，迅速地口算及計算
10 以內的加、減法。

（7）能正確地進行 10 以內的連
加，連減及加減混合計算。

（8）學會運用加、減法計算口述
應用題。

　圖一

　　　　　　　在這個基礎上，教師可進一步引導兒童說出 2 比 1 多
1，1 比 2 少 1；3 比 2 多 1，2 比 3 少 1⋯從而讓兒童發現它
們的關係。如此類推學習 4，5，6⋯⋯

　　　　　　　兒童透過對 1 - 10 關係的認識後，對順數、倒數及數
序的學習是較容易的。

　　　3）從故事，遊戲，圖形中學會運及瞭解數的組成，並學用數學
符別（＋，－，＝）記錄 10 以內所有的基本加減組合。（有
零的組成除外）。

例如：a）　　　　　　　　　　1 加 2 等於 3；3 取去 1 等於 2。
　　　　　　　　　　　　　　　　1 ＋ 2 ＝ 3 ； 3 － 1 ＝ 2。
　　　 b）4 的組合
　　　　　　　　　　　　　　　　　　　　　1＋3＝4，4－1＝3.
　　　　　　　　　　　　　　　　　　　　　2＋2＝4，4－2＝2.
　　　　　　　　　　　　　　　　　　　　　3＋1＝4，4－3＝1.
　　　　　當兒童從活動中，記錄了 4 的基本組成後，宜協助兒童把

4 的組成有層次地口述出來，達到熟練而靈活地使用。

1
2
3

大於

大於
2      >      1

3      >      2

小於

小於
1      <      2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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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兒童能熟習 10 以內各數的所有組成，為日後學習較大
數的組成及養成快而準的心算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礎，亟宜重

視。

　　　4）單雙數的認識，如每個兒童都有一盒膠數粒或紙卡，則可請
兒童組合數粒，並分辨單、雙數及能分別讀出。

    圖

　　　5）在瞭解數組成的基礎上，運用積木、數粒、玩具、圖象等引
導兒童計算加減法。與此同時，儘量協助兒童從數手指的習
慣過度到以數的組成為加減計算的思維方法，介紹橫式，直
式，進一步引導兒童計算連加、連減、加減混合，培養兒童
初步的抽象思維能力。

　　　6）配合圖畫，數數活動，遊戲引導兒童口述解答應用題，讓兒
童逐步熟悉題裏的數量關係，並能根據圖畫、活動、自擬題
目，加強瞭解圖畫（實物）應用題的基本結構和解答方法，
為學習文字應用題建立良好的基礎。

1           3          5            7            9

2           4          6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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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2. 20 以內的數

（1）能正確地讀出和列寫 11-20
各數及它們的組合（由一個
十和幾個一組成）。

（2）掌握 20 以內數的順數、倒數
和大小。

（3）能分辨和寫出 20 以內的數、
單數、雙數。

（4）能認識十位，個位。

（5）能計算 11-18 的基本加減組
合。

（6）能應用加法交換性質。

（7）能計算簡易加、減應用題。

（8）能看圖口述簡易加減應用
題。

（9）能正確地進行 20 以內的連
加、連減和加減混合計算。

2. 20 以內的數

（1）數數、讀數和寫法。

（2）兩個一數。

（3）18 以內數的組成（基
本數加、減法）。

（4）加法、減法及口述應用
題。

（5）加法交換性質。

（6）不進位的連加法。

（7）不進位的連減法。

2. 20 以內的數
　　　繼續認識 11-20 各數，兒童已進入較高層次的學習，教師仍要
通過活動引導，建議如下：

　　　1）通過實物活動操作認識，讀，寫 11-20 各數。
　　　　　　　如用小棒一根一根地添上去，把 10 根單根小棒捆成一

捆，有助兒童了解 1 捆是十個，2 捆是 2 個十，就是 20。

　　　2）利用小棒，數位表進行數數，讀寫 11-20 各數及認識各數的
組成，並計算 11-20 的加減法。

　　　　　ａ）讀寫 11-20 各數時，先利用小棒引導兒童理解是由幾
個十和幾個一組成。

　　　　　　　如：12，有 1 個十和 2 個一。讀作“十二”。
　　　　　　　　　這樣一方面加深兒童對數的理解，另一方面為

讀，寫數打下良好的基礎。
　　　　　ｂ）認識“十位”，“個位”及各數的組合，經（a）後，

利用數位表，把一捆小棒放在數位的十位上，2 根小
棒放在個位上面（如圖二），

　　　　　　　然後板書：              圖二
                    十位   個位

                     1      2

十位　　個位

數
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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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ｃ）記錄所有 18 以內的基本加、減組合；計算 11-20 加減
法。11-20 各數經過（a），（b）後，便進行 18 以內基
本加減組合，利用（圖三）的加數表，引導兒童進行
一位數加一位數的 100 個組合及其相對應的 100 個減
法組合，並進行計算 11-20 加減法，如：

　　　　　　　﹒﹒﹒﹒，﹒﹒﹒﹒，﹒﹒﹒﹒
　　　　　　　4＋9＝13，13－4＝9，13－9＝4
　　　　　　　﹒﹒﹒﹒，﹒﹒﹒﹒，﹒﹒﹒﹒﹒
　　　　　　　8＋9＝17，17－8＝9，17－9＝8

            ( 圖三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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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OS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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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利用直尺讀數
　　　　　　　請兒童利用尺子讀數，先讀 10 以內的數，再連接讀

11-20，使兒童了解 10 與 11 - 20 的聯系，並比較其中各數的
大小、順數及倒數。

　　　4）通過兩個一數，掌握 20 以內單數及雙數。

　　　5）加法交換性質的發現。
　　　　　　　　引導兒童發現加法的交換性質，但現階段並不提及

〔交換性質〕這名詞。
　　　　　如：1＋2＝2＋1，3＋4＝4＋3

　　　6）20 以內的連加、連減、加減混合算法。
　　　　　　　在掌握 10 以內各數的基本加減組合（湊十法）的基礎

上，利用直觀教具有助兒童理解學習計算 20 以內的連加、
連減及加、減混合算法。

　　　　　如：9 加 2 即 9 加 1 是 10，10 再加 1 是 11
　　　　　　　9＋2＝9＋1＋1＝11
　　　　　　　　　　湊十

　　　　　　　當熟練後，要協助兒童逐漸脫離直觀，讓兒童從具體
形象思維進入初步的抽象邏輯思維，掌握思維的方法從而類
推新知識，培養遷移、類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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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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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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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應用題的計算
　　　　　　　首先結合複習 10 以內加減基本組合，利用圖象表示應

用題的計算，學習有關圖和文字，20 以內的簡易加減應用
題。

　　　8）零的認識及加減法。
　　　　　　　通過用實物，以活動引導兒童認識“0”及“0”的加

減法。
　　　　　如：a.

                   2 隻茶杯      1 隻茶杯       沒有茶杯

                     ( 2 )           ( 1 )           ( 0 )

              b.   4 + 0 = 4

c. 5 – 0 = 5

                            因為一隻也沒有飛走，所以還是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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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0 以內的數

（1）正確及熟練地讀出，寫出 100
以內各數。

（2）能熟練地兩個，五個或十個
一數，數出 100 以內各數。

（3）能掌握 100 以內的數是由幾
個十和幾個一組成。

（4）掌握 100 以內的順數和倒數。

（5）能比較 100 以內各數的大小。

（6）能熟練地、正確地計算：

    a. 整十數的加減數

    b. 兩位數加一位數或整十數
（不進位）

    c. 兩位數減一位數或整十數
（不退位）

    d. 兩位數加一位數（進位）
或減一位數（退位）

3. 100 以內的數

（1）數數、讀數、寫法。

（2）兩個一數

（3）五個一數

（4）十個一數

（5）100 以內各數的組成
（十位與個位組合）

（6）順數、倒數

（7）單數、雙數

（8）大小比較

（9）和是兩位數的加法計算
及應用題

（10）兩位數的加減法計算
及應用

（11）進位加法及退位減法
的初步認識

（12）連加法及連減法

複習與考試

3. 100 以內的數
　　　這份內容是學生日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必須鞏固學習，在學
習 100 以內的數之前，先進行 1-20 的單數、雙數、順數、倒數，及組
成的複習，然後分 21 至 50，51 至 100 兩階段進行教學。

　　　1）讀數、寫數。
　　　　　ａ）當讀數，寫數時，提醒兒童注意是從左至右讀，也是

由左至右寫的，先百位、再十位，最後是個位；但讀
數位時，卻由右至左，即個，十，百位。

　　　　　ｂ）通過實物引導兒童讀數和寫數，如：用十根一捆的小
棒和一根小棒表示 11，兩捆和一根小棒表示 21，請兒
童讀出及寫出；然後引導兒童推理，再加一捆，十位
多了“1”即表示 31，31 的十位多 1 即 41，如此類推，
得 51，61，71，81，91。並把這種推理的方法用於其
也數，如 15，25，35⋯⋯

　　　　　c）可安排聽寫數字的活動或練習來加強兒童讀數及寫數的
能力。

　　　2）兩個、五個、十個一數。
　　　　　　　利用實物對 100 以內各數進行兩個一數，五個一數，

十個一數的活動後，再用數線或十行表上把數圈出，並引導
兒童再說出有關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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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具有良好的解題能力，能正
確地計算（6）的加、減法應
用題。

（8）能計算連加法，連減法及其
應用題。

圖五 圖四

　　　3）十位與個位組合
　　　　　　　為了幫助兒童辨別及記憶數位，開始練習時，可以借

助有數位的算柱或算珠串，以後去掉數位的指示，再進行練
習；並針對如 14 與 41，25 與 52 等容易錯誤的地方加強練
習，此外，當個位上連一個 1 也沒有時，即是“0”，強調
要在個位上補 0，以鞏固兒童數位的概念。

　　　4）100 以內數的組合
　　　　　ａ）結合數數引導兒童理解 100 以內各數的組成，可以數

數粒或小棒，先逐一逐一數，每十粒成一條或每十根
成一捆，使兒童從數實物中，弄清 10 個“一”是一
十，10 個“一十”便是一百。

　　　　　ｂ）利用算柱讓兒童進行操作，從而引導兒童學習兩位數
是由幾個十和幾個一組成，如 42，兒童在算柱上的十
位放上算珠 4 粒和在個位上放上 2 粒（圖四），接著
說出及寫出；也可以由教師寫出數字或讀出數字，請
兒童依著撥動算珠；這樣經多次練習，加強兒童理解
數柱十位上的“幾”粒算珠代表幾個“十”，個位上
的“幾”粒算珠代表幾個“1”，鞏固兒童對兩位數組
成的概念。

　　　　　ｃ）利用十行表（圖五），請兒童先填上各數，再提出一些
有趣的排列問題，鼓勵兒童在表中找出數的排列規
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百　　十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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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 第一橫行除了 10 以外，其他都是甚麼數字？
　　（一位數字）

　　　　　　　＊　每一直行的的個位是怎樣的？（相同的）
　　　　　　　＊　斜線上的數字是怎樣的？（依次遞增或遞減）

＊ 每一橫行除了第十個數外，其他的十位怎樣？
　　（相同的）

　　　　　ｄ）通常兒童數到接近整十時是比較困難的，如 49，59，
69⋯⋯不能迅速地，正確地數出下個整十數，為了解
決這一問題，教師宜加以注意，安排如：從 28 至 36。
76 至 100 的數數練習。

　　　　　ｅ）在 100 以內各數組成的基礎上，結合實物和圖像進行
30＋8 及 52－2 等整十數的加減法並進行口算，以加
強數的組成的理解，為加數進位，減數退位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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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加減法
　　　　　ａ）利用算柱或小棒，加強兒童對位的概念，鼓勵兒童討

論對位的原因，然後才進行加法，減法的計算。
　　　　　ｂ）計算進位加法，可先用口算複習一個位加一個位的進

位，然後再計算兩個位與一個位，兩個位與兩個位的
進位加法。當用直式計算時，引導兒童理解加數要從
先加個位數的原因（倘先加十位，當個位滿十後，又
要擦去十位的答案再計算的不方便。）；開始加個位數

　　　　　　　　　　　，可用記號表示滿十進一到十位；但當熟練
計算後則鼓勵兒童把進一記心中與十位一起
計算，而無須寫上符號，至於那些能力未逮
的兒童則不宜勉強。

　　　　　ｃ）計算退位減法時，又與兒童討論究竟先計個位還是先
計十位，引導兒童理解與進位加法的道理相同，用直
式計算時要循序漸進，先複習十幾減幾，熟練後才計
算兩位減一位，最後才計算兩位減兩位。在計算時，
個位不夠減可用符號表示向十位退一成十幾減幾，但
當熟練後，退位符號可省去。退位減法對兒童有一定
的困難，教師且多加舉例及練習。

　　　　　ｄ）教師可設計多種數學遊戲提高兒童計算的能力和興
趣。

   28      28
  +35     +35
   6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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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應用題。
　　　　　ａ）引導兒童了解應用題的文字及題目中已知的條件及問

題的關係。當兒童有了一定的解題能力後，又可利用
提問法與兒童討論一下有沒有問題或缺少條件的題目
能不能計算，提問可提出下列問題：（1）這題數可以
計算嗎？（2）為甚麼不能計？（3）缺少甚麼？（4）
如果要計算，要補上甚麼？請兒童回答，補上條件後，
再請兒童一起計算。

　　　　　ｂ）減法應用題，兒童一般最易錯誤的是被減數與減數不
分，在此雖無須把兩個名詞說明，但在解題時可用數
線或圖畫協助兒童分辨哪一個數減哪一個數才算合
理，這一個概念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ｃ）教師所設計的題目，要以兒童日常生活有關而熟悉的
事物為內容，要以兒童懂得的文字來寫，兒里才易明
白，才有興趣思考計算。

　　　　　ｄ）倘兒童有難題的題目內容，宜用實物協助思考。
　　　　　ｅ）鼓勵兒童思考，編出合理的加、減法應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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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連加法
　　　　　　　計算連加法，宜先引導兒童觀察要加的數字，是否可

“湊十”或接近十，請幾位兒童說出自己的計法，然後才進
行計算。

26               18
27    10         21           10

                     + 14              + 34      1
                       67               73      3

　　　8）連減法
　　　　　　　計算連減法宜強調與連加法不同，要依次序，逐步計

算，並利用算柱等教具協助教學。

　　　9）教師在引導兒童學習加、減法算式題或應用題時，宜同時培
養他們具有獨立的計算能力，為二年級學習較深程度的加、
減法建立初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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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體圖形
（1）認識基本的立體圖形的形

狀 ：方柱、圓柱、錐體、球
體。

（2）懂得把上述四種立體圖形進
行分類。

（3）能說出上述四種立體圖形的
名稱。

（4）能說出與上述四種立體圖形
實物的名稱。

（5）能製造簡單的立體模型。

圖形與空間

1. 立體圖形
　　　方柱、圓柱、錐體、
球體。

1. 立體圖形

　　　進行立體圖形教學，宜用模型，這些模形可用木、發泡膠等材

料製造，教師可把方柱、圓柱、錐體、球體的各種模型放在一起，讓

兒童進行分類，並認識它們的名稱。

　　　當兒童有了對這些形狀的概念，便可以引導兒童聯想與這四種

形狀相似的實物，教也可以請兒童進行搜集一些實物（如菲林筒、小

球、紙杯）的活動。

　　　為了加強兒童學習的興趣，教師可引導兒童實製作這些立體圖

形，如用紙摺成方柱體，捲成圓柱體，用泥膠搓成錐體，球體，圓柱

體，方柱體。教師也可以引導兒童用模型或實物拼砌，並說出砌成的

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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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面圖形

（1）能分辨三角形、四邊形（長
方形、正方形）、五邊形、六
邊形及圓形，並能說出其名
稱、邊形

（2）能在釘板上圍出三角形，長
方形，正方形，五邊形及六
邊形。

（3）能用竹籤等物件砌成或用紙
剪成三角形。

（4）能運用七巧板拼砌成三角
形 ，長方形及正方形。

（5）能利用圓形的物件印出或畫
出圓形。

2. 平面圖形
　　　三角形、四邊形（長
方形、正方形）、五邊形、六
邊形及圓形。

2. 平面圖形
　　　教師可以通過不同的活動辨認平面圖形（三角形、長方形、正
方形、五邊形、六邊形及圓形），例如：

　　　1）在釘板上用橡皮圈示範圍出各種平面圖形，引導兒童在釘板

上也圍出這些圖形，並說出這些圖形的名稱。此時，教師可

出示一個圓形的教具，請兒童思考在釘板上能否圍上圓形。

　　　2）可請兒童用牙籤，竹籤長飲管穿上繩子等來圍成不同的平面

圖，也可請兒童討論用上述物件能否圍成圓形，如果不能，

又用甚麼呢，引導兒童思考可用繩子等物件。

　　　3）可引導兒童用紙剪出各種圖形，但要注意當長方形及正方形

時，宜先引導兒童把紙摺好才剪，至於圓形，教師請兒童先

在紙上用筆把圓形物件圍邊或印出形狀後，才剪出圖形。

　　　4）又引導兒童利用七巧板中的圖形砌出一些平面圖，請兒童討

論七巧板哪些圖形可以用作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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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步統計活動
（1）能把兩種實物分類及比較。
（2）能製作簡單的兩種實物統計

圖。

2. 簡單象形圖
（1）能閱讀簡單象形圖，比較各

類的多少。
（2）能運用教師所提供的資料，

製作簡單的象形圖。
（3）能根據象形統計圖說出讀圖

心得。

統計圖表

1. 初步統計活動
　　　兩類物件的分類及比
較

2. 簡單象形圖
　　　兩類以上物件的統計
及比較。

1. 初步統計活動
　　　以兒童已懂得的分類及比較活動為學習基礎，引入初步的統計
活動，對兒童是比較容易的，但最初適宜比較兩種物件，最好先分類
實物，如算珠、棋子、紙皮石等，把實物排列好，再進行比較。在比
較時，引導兒童說出哪一類較多？多出幾多？或是哪一類較少？少了
多少？並鼓勵兒童用不同的方式來表示統計結果。如圖：

          圖一

2. 簡單象形圖
　　　引導兒童學習簡單象形圖，大致可用下列步驟：

　　　1）搜集資料：以兒童有關的事物作為統計資料，更能引起兒童
的學習興趣，如：兒童們喜愛的活動、兒童們喜愛看的書本
等，教師宜預先準備有關的圖形，以便每一個兒童都有機會
製作象形統計圖。

橫
排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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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整理資料：把所搜集的資料分類及統計，注意象形統計圖是
以一個圖形代表一個單位，這較適宜一年級兒童的學習能
力，所以要準備較多的圖形。

　　　3）製作象形統計圖：整理好資料後，怎樣製作圖表，橫排或是
直排，也要引導兒童討論決定。

　　　4）分析統計圖：當統計圖製作好後，教師宜引導兒童對圖表進
行分析，鼓勵兒童說出對圖表的心得，務求愈多愈好。
（如圖二）：

            圖二

　　　　　ａ）我們最多人喜愛正方形，最少人喜愛五邊形。
　　　　　ｂ）喜愛三角形和長方形的人數一樣。
　　　　　ｃ）喜愛圓形比喜愛正方形的人少 1 個。
　　　　　ｄ）喜愛圓形比喜愛三角形的人多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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