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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課程改革(第二階段)

數學科小組簡報

港 澳 兒 童 教 育 國 協 會   甘 志 強 　 鄧 國 俊 　顏明 仁

第二階段數學科課程檢討報告分為三部份：

一．課程實施的情況

二．數學老師對新數學課程大綱的意見

三．學生對教學上的看法

一．課程實施的情況
在課程設計上，當中有正面的方面：－
l 課程設計者與前線教師保持溝通，溝通層面包括理念及技巧，這

可算是細小地區的優點

l 設計者甚為重視教材設計本地化這問題，而且亦具豐富前線經驗

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而所設計的教材亦具本地化色彩（如地名、

貨幣等），並引入很多趣味化的東西及具創意的教學法

l 大綱及教材設計具彈性，有選教部份（如繡曲線及珠算等），但亦

有個別老師欠專業判斷能力，全部選教，使學生應付不來

l 基本上大綱、教材、習作、工作紙及綜合練習齊全

l 認同學習數學不等同學習法規公式，而是要透過活動建立概念，

此外亦贊同應多給學生交談及討論，同時建立民主課堂氣氛（我

們觀察，其大綱及教材等設計確實有嘗試引入這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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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課程設計方面的負面情況是，以下所列出的項
目多少並不表示事件的嚴重：－
l 主要負責老師初被邀請時，科目隨他選（中、英、數、常識等）

可見在組織上欠缺周詳考慮，亦可能是澳門始終是細小地方，難

找人材

l 有設計者缺乏課程設計經驗，對初中數學教育所知亦少，而中學

課程設計者兼協調員又少與他們溝通，只在發現銜接出現問題時

才作商討調節

l 幼稚園、小學及初中課程欠缺統籌協調，各自為政。在銜接上，

覺得幼稚園小學化而中學課程太深是主要問題。有初小老師認為

程度太低而高小老師認為內容太多

l 先寫小一，然後是小二小五，再寫小三小六，最後是小四，欠缺

整體方案（總表是完工後才編寫），同時只以學科為中心，沒有考

慮到全民教育及多元文化這兩個大前題，亦沒有考慮澳門社會及

其教育制度特性

l 除了編寫《課程大綱》外，亦要編寫教材及習作等，但並不是全

職去進行這件工作，因而有少部份內容因沒有時間而未能作修訂

（如刪減代數方程部份），同時教材亦出現不少錯漏

l 推行面過廣及資源投入調動不足，故有部份經驗淺的老師未能適

應新課程，故仍依賴香港教科書，雖然香港課程欠完整性，但其

教材設計及印刷質素較試驗教材為佳，同時亦有老師已習慣採用

香港教材

l 雖然第一年資源投入充足（95-96），但往後因財政原因而令教材

製作質素下降

l 由於私校有選用教科書自由，故香港出版商甚至大陸出版商亦會

對準這個教科書市場來做功夫，香港教科書以精美製作及趣味化

取勝，適合全民教育，而大陸教科書則學科內容嚴謹及豐富，且

更能與中學及升大學試接軌

l 大綱及教材編寫時雖有本地化理念，但卻忽略全民教育、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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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一國兩制下具澳門持色的課程這三個理念，故較傾向以學科

為中心，而且對計算技巧的要求較高。

l 設計者前線工作經驗豐富，但對課程理論的理解較薄弱，如只提

及泰勒模式，而對教師專業化與課程發展兩者之關係缺乏理解

l 由於基本上參考香港課程大綱及教科書，故起初的小學大綱與中

學大綱不銜接，因為中學大綱由一澳門資深中學教師主編，而甚

參考主要來自大陸，其對香港課程認識不深

l 除了中小學間的銜接外，亦有科與科之間的銜接問題，如初中的

化學反應計算對小學的比與比例課題有一定的要求（中學其他科

目的課程主編一般具大陸經驗而非香港經驗）

l 對螺旋式課程組織及編排未有深入理解，同時在實施時亦沒有特

別強調，故有少數老師跟隨總表作直線式課程教學安排，同時澳

門亦缺乏可供徵詢的課程專家

在與教師的面談時，也有正負兩方面：
正面回應：－
l 官校每班人數約三十多人，較一般私校好，適合作試驗，惟個別

差異甚大

l 有高小老師認為與香港教材比較淺，澳門大綱較完整及取材較深

入

l 教學方法建議內容豐富

l 大綱、教材、習作、工作紙等設計具水準

在面談中有比較多的負面回應：－
l 對螺旋式課程組織及編排未有深入理解，同時在實施時官方亦沒

有特別強調，故有少數老師跟隨總表作直線式課程安排

l 大綱及教材設計具彈性，有選教部份（如繡曲線及珠算等），但亦

有個別老師欠專業判斷能力，全部選教，使學生應付不來

l 大部份老師認為香港教科書比較基礎些，適合普及教育，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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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官校學生程度

l 官立學校個別差異甚大，而教學大綱在處理有學習困難學生欠指

引，同時未有為這些學生定學習底線

l 知識及運算技巧有足夠訓練，而趣味題及思考題略欠，同時情意

方面的培養亦不足

l 小一大綱較淺，未能銜接幼稚園課程，高小內容太多，而且每年

增減不定，使部份學生的學習課題不連貫

l 希望大綱多些教學指引，另外亦增加教學示範，教材則要有教師

手冊及各練習題題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老師較被動和欠專業

理念）

l 欠缺實質的評核建議

l 學生語文程度低，故文字題及應用題有困難（亦可能與老師教學

時只 重操練技巧而非學習解難有關）

二．澳門數學教師對新數學課程大綱的意見：

正面回應：－
　　受訪教師對官校每班學生人數約三十多人的情況比較滿意，老師

從教學上考慮，教學環境和負擔較在官校是較之一般私校好，也有充

裕時間教授各課節內容，故較多同意官校合適試驗教育改革，惟老師

在面對學生的個別差異甚大，煩惱稍多。《課程大綱》建議的次序是有

系統的，提供的指引，老師頗多讚賞，認為它能夠做到充足和全面，

建議的學習內容充實，教學方法建議內容豐富，提供的例題對講解課

節內容有幫助，大綱、教材、習作、工作紙等設計具水準，大大減少

了教師的負擔。大綱的目標頗明確，工作建議內容詳細，當中更有高

小教師認為澳門的數學大綱完整，取材比之香港教材深入，同時，現

行數學課程對知識及運算技巧有足夠訓練，能夠加強學生計算能力及

思考能力所提供不同地方的教學法及多一些的教學建議，使老師在課

堂中能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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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的意見：－
　　新課程的不足之處是學生要學習的課題仍是太多，故學生在沒有

足夠的課時情況下，要消化太多太深的課程就有困難。課程內容太深，

太煩，學生學習興趣太減是頗普遍的批評。課題在知識及運算方面有

足夠的訓練，但練習題有時略嫌過多現況，令學生望而生畏。有些數

學教師同事對螺旋式課程組織及編排仍未有深入理解，同時在實施時

官方沒有特別強調，故有部份老師只跟隨總表作直線式課程安排。例

如大綱及教材設計本具彈性，設有選教部份（如繡曲線及珠算等），但

亦有個別老師欠專業判能力，全部選教，使學生應付不來。

　　教案只提供答案而缺乏演算過程，教師在跟進原課程設計者的意

念時，有部份老師感到困難。老師對照顧個別差異，在足夠課時上，

較多憂慮，要兼顧差生，提拔精英感到困難。受訪者對指引在低小年

級沒有與大綱相應的教材情意部分，及對能力較差的同學沒有相應的

指引教師如何解決批評也多。

　　在教學上，教師感受到主要困難是社會風氣，學生在學習欠主動，

依賴性強，不願多動腦筋且怕辛苦，學生的語文水平下降，理解應用

題的能力較差，基礎知識不夠鞏固。學生能力不足，導致學生太多挫

敗經歷，不能激發起學習動機，課程編寫在應用題種類上又繁多，學

生語文能力較弱，對較難的應用題不甚理解，老師要多講解務使明白。

在這種水平不配對下，老師應接不暇。建議課程在編寫時多發展思考

性題目，引發學生對數學學習之興趣。

　　對教材設計及課程編排及製作方面，教師大多要求官方的設計要

能照顧到個別差異的課題，在學習一個新單元時，先開始選取一些較

淺，數字值不要過大的，形式不要太多的例題，用以先行打好學生的

基礎和吸引他們的學習興趣，再在稍後時段把程度加深是大多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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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基本上大綱、教材、習作、工作紙及綜合練習齊全，但與香港教

科書比較，仍欠色彩、教具及教師手冊（連解題），經驗淺的教師尤其

感到教師手冊的重要，此外，實驗教材很多時是近開學才收到，對老

師的備課有不良影響，初小老師感覺尤深。減少一些冗長，意義不明

顯的應用題，利用彩色影印製作教材是普遍的教師素求。受訪老師較

多認同香港教科書表現比較基礎，適合普及教育現況下使用，同時亦

適合官校學生的數學程度。同時，官立學校個別差異甚大，而教學大

綱在處理有學習困難學生欠缺指引，同時未有為這些學生定學習底

線，教師如何決定力保或放棄學生，如何處理，存在黑洞。

　　配合大綱，將課程內容刪減或定出課程的底線，讓教師按學生能

力有限度地及適當地作出刪改，教師對這方面的要求不強，受訪者普

遍要求這種工作由官方人員決定，教師執行。出版教師手冊，包括評

核內容及形式，教學建議及可配合的參考資料及作業等，以便教師履

行工作。初小老師感到教育暨青年局所出版的《課程大綱》、教材及習

作對他們教學的幫助是最少的。而高小老師則感到教育暨青年局所出

版的《課程大綱》、短期進修課程及教育講座對他們教學的幫助是最少

的。

　　在銜接幼稚園課程，小一大綱較淺未能銜接；高小內容則太多，

而且每年的增減不定，使部份學生的學習課題並不連貫，教師多盼正

統而不常更改的教材從速出現。

教師專業發展
　　老師表示除在教育學院裡學到的知識外，在中小學時期學習、同

行切磋及香港教科書，以及別的地區的教科書、補充習作及參考書對

他們的教學工作亦甚有幫助。在專業進修上，教師對只參加講座認為

不足夠，有的更認為情況稍多，他們要求增加多一些示範教學（由督

學或主修數學的資深教師示範）進行教研學習活動。大綱中趣味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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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略欠，同時情意方面的培養亦不足。

三．學生對教學上的看法
　　把所有填寫問卷的學生的第二部份（有關學生對數學科老師的意

見）作因子分析法，得出有五個項目：

（I） 教學方法或策略

（II） 使用教具

（III） 教學技巧

（IV） 教學過程

（V） 其他

　　從五個項目再在平均數的值可看出老師在學生心中的印象。如果

從今次有三級別學生的數據作分級分析（F 測試），可以看出級與級間

的分別。再進一步可以用兩組級別分析，更可得出如有差異是屬於哪

級別。

（I）教學方法或策略
　　一般來說學生同意老師的教學能引發學習數學的興趣，啟發了學

生的思考。老師也能因應學生的需要去調整教學內容，老師樂意解題。

對於是否老師會安排達同難度的習作給學生完成，教學是否有多變化

或老師會聆聽學生的感受則免強同意。在分析級別間的差別時，老師

是否因應學生的需要而調整內容和老師是否會解題，級與級之間並無

明顯差異。

（II）使用教具
　　在使用教具的範疇，學生的評價則不高。二、五、六年級學生均

認為老師不常用電腦教學，不會讓學生運用計算機進行計算，或介紹

數學歷史。當中計算機的運用和講數學故事在級與級之間是有明顯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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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教學技巧
　　講故事引起學習動機是常用的教學技巧，學生一般都同意講數數

故事或用實物學習是主流。一般教學是用黑板和粉筆解題，高班與低

班是無明顯差異。在級與級間，用粉筆和黑板是不爭的事實。特別要

提的是有一趨勢是越上高班，實物的情況則越少。

（IV）教學過程
　　學生都覺得在數學科所學到的知識能應用到其他科目中。學生對

老師的教學法一般抱正面的態度，如：老師經常引用一些日常生活例

子，老師會接受不同的解決方法，老師樂意解答問題，對學生鼓勵和

欣賞學生的解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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