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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Problem﹣orientedLearningImprovementin
Mathematics(POLIMATH)

香港教育學院課堂學習研究中心（現已整合為卓越教學發展中心﹚機構／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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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頁（A∕l紙）害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達成目標
2.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活動╴覽表

6.計劃責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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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達成

「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Pr0bleInonentedLeaminghnprovementinMathematics（POL】MATH﹚）」

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於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分兩階段進行’與10所小學協作設計課堂’

並已舉辦了33場只限本校及友校老師參與的半公開課’及￠場邀請全港老師參與的公開觀課評課活

動。本計劃藉著不同類型的觀課與評課活動,支援學校於數學教學進行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fbr﹀

Le則1血g,AH』）’培訓學校的數學教師與及領袖教師（teacherleader﹚,通過設計AfL工具,聚焦找出學

生的學習難點,並以此有效改善教學及回韻學習。本計劃已完成￠場評估與教學結台的公開課,並與

參與學校根據學生的學習狀況製定數學科的校本評估與教學資源,於網絡上與全港教師分享,同時也

會把四場公開課的個案研究製成資源套’派發與參與計劃的學校。至今’所有觀課評課活動已完成,

參與的教師人數累積約500人次。

短期目標:

1參與教師能透過分析小學數學科的評估結果’並運用多元化的評估策略找出學生的學習困難;
2.參與教師能根據校本評估結果分析學生難點回韻教學’如共同設計切合學習需要的數學課堂教學;
3.透過校內同儕觀課、校際間的公開觀課評課及分享會等活動》讓參與教師觀摩以評估促進教學的

過程;……﹣…﹦…－D“︼－︶U－“－……∣……’﹄…………－……╴….…╴…………﹦……-╴…兞︾

4.透過公開觀課評課及網上平台,為全港教師提供學習網絡,促進數學科學習社群的建立及共享教
學資源。

︼寸■■﹄

長期目標:

L提升教師運用評估促進教學的能力’培訓學校翎由教師延績評估促進教學的理念;
2.推動以學生學習難點為教學切人點的方法,減少機械式操練的學習模式;

3.建立有效的校本共同備課、觀課與評課文化’從提升評估技能的過程中發展教師專業能力;
￠.建立教學分享的平台,推動學校之間的知識共享文化。

下列表述每項目標的達成情況:

鯛歟與戛鸛關
目標達成

的程度

達成目標

的證據或指標
罰攏官標 熱‧!

•

翻

7

目標－:參藥教師能
透過分析小學數學料
···\\•

的評估結果,並運用

多元化的評估策略找
出學生的學習困雞f

紙筆測試

學生訪談

課堂進行中的

提問策略及測

試工作紙

全部達成 計劃的項目小組透過問卷和個別訪談了

解參與計劃的老師對設計、分析課堂或觀

課的看法（見附錄表三）。根據參與者回

饅,他們大都認同紙筆測試及學生訪談有

助深人了解學生難點,從而更準確擬定學

習內容,通過本計劃的專業支援對如何運

用多元化的評估策略找出學生的學習困
難已有╴定的把握（參見表三第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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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意見’評估活動成效。根據參與者

回韻,他們大都認同本計劃公開課教學過

程中的課前課後學生訪談及各種評估教

材能增加他們對如何處理學生學習難點
的認識（參見表-）。

建立學習圈和舉辦聯校工作坊,參與老師

在同一課題下,進行校本或跨校共同備

課’不斷﹛薨丁評估工具’並根據校本評估

結果分析學生難點,參與老師認同有助於
設計切合學習需要的數學課堂教學（見附

錄表三第l.2項）。計劃自開始至完結,老

師積極投人各項評估活動,足證本計劃推
動的評估促進教學獲得參與者的認同。

全部達成兩場6小時聯

校工作坊

33場只限本校

及友校老師參

與的半公開課

及￠次聯校公

開觀課評課活

動

目標二:參與教師能.

根據校本評估結果分

析學生難點回韻教﹫

學,如共同設計切合

學習需要的數學課堂
教學

.

計劃的項目小組於￠次公開觀課評課活動

皆進行了問卷調查（見附錄表-）,收集

與會者意見,評估活動成效。根據問卷調

查顯示,參與者大都認同本計劃的公開課

增加他們對如何通過評估處理教學難點

的認識（參見表-第3項）,而申請觀摩

公開觀課的人數也踴躍’足證本計劃獲得
學界的廣泛認同和支持。

.

I……-

0』

計劃的項目小組透過問卷和個別訪談了

解參與計劃的老師對設計、分析課堂或觀

課的看法（見附錄表三﹚。根據參與者回

饅,他們大都認同參與校本及跨校教學觀

摩能增進教師以評估促進教學的認識,渲

對教師的專業提升有╴定的幫助（參見表

三第13及第2項）。

全部達成33場只限本校

及友校老師參

與的半公開課

及￠次聯校公

開觀課評課活

目標三:透過校內同

儕觀課﹑跨校﹑公開

觀課評課及分享會等

活動’讓參與教師觀

摩課堂以評估促進教

學的過程

@@

及
開
動
計
劃分享會.

計劃的項目小組於￠次公開觀課評課活動

皆進行了問卷調查（見附錄表╴）,收集

與會者意見’評估活動成效。根據問卷調

查顯示,參與者大都認同觀課評課的討論

有助提升教與學的理念（參見表一第4
項）。

.

計劃的項目小組於分享會完結後進行問

卷調查（見附錄表二﹚,收集與會者意見,

評估活動成效。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參

與者大都認同學習圈及評課活動有助提

升教與學的效能（參見表二第3項）。

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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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透過公開觀

課評課及網上平台,
為全港教師提供學習

網絡,促進數學科學

習社群的建立及共享

教學資源

巒建立網上資源分

享平台

全部達成 ﹫計劃的項目小組已整理好本計劃的網頁

（ht【ps:〃www.ied.edu‧hk／bls加olimad1hIldex’h

tml﹚’並於網上發放』次公開課的所有資

料,全港教師可隨時進行網上觀課,本計
劃希望以╴種互動開放的形式延績與擴

大討論平台,開闊老師的討論空間,並推

動其他學校的老師一同學習,帶動全港學
校的知識共享文化。

項目小組合共印製約500套教學資源套,

每套教學資源套包括各個與學校共同設
計的4次聯校公開觀課評課活動的教案、

教材套及責錄光碟,以及有關￠間參與學
校的計劃成果研究報告書。

繆

→●■■■╴

2.計劃的框架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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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計劃的框架與流程 ,項目小組按時間表籌劃培訓工作坊, 讓老師了解本計劃的理論框架及思考

校本情況’對學習觀點逵成共識,隨後安排不同時段與不同的學習圈進行為期三個月以上的行動研究,

讓老師結合理論與責踐,體驗與揣摩進展性的評估模式。專家帶領學習圈老師根據小學階段的教學難

點選定課題,並透過先導前測、前測及學生訪談來找出學生對所授課題的學習問題,然後針對渲些問

題設計課堂,在不同的班別試教。每次試教,項目小組和參與教師都會觀課’並於課後訪問學生以找

出學習成效,再就此改善課堂,經過數個教學循環,最後－節課會以公開課形式展示。每場公開課完

成後,項目小組都會開放討論空間,透過學生後測及課後訪談與參加者-同檢視教學成效,而專家評

課小組更會與參與老師一同討論,令整個討論環節的焦點更為集中’促進觀課評課的成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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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展示本計割的框架:

霹 …
…

…

0
…

（圖1）

下圖展示本計劃的支援流程:

」
〕
﹁

.垮校備課

’分柝學習課逝南腮

.掌握學習雞點
的測

.確定學習亟點

‧討論教學妄排股計故學

|.垮校稅課

.校內同麴魄餵匱化戟學 ll
‧檢祝學習成呆

伋測

’總結輿檢討
反思

（圖2）

本計劃所謂的「促進教學的評估策略」不單指評估內容的設計,箇中也包含準確回餵學習的評估、針

對學習難點的評估、不同的評估手法及教學的過程評估。專家小組所規劃的是－個持績發展的評估’

評估進程貫穿於整個教學的過程,評課時並不以教師的個人質素或教學技術為評課重點,而改以教師

如何處理學習內容和關鍵重點兩方面為出發點,根據學生訪談及後測表現分析他們對學習內容的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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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務求聚焦學生的學習成果。計劃的專家圉隊帶領第╴和第二階段的10所學校￠8位直接參與的老

師經歷以下的評估過程:

}
確定學習雖點及學習濡要
思考教學內容

↑『

斬

>
l

.即堂評佔學習並作出回餓﹙教學者）

探討有效的教學（觀課者）

從學習結果中驗證教學效能

（圖3）計劃的評估策略

－、通過課前評估

﹫釐清學生的已有知識及誤解回應學習的需要;

.澄清教師的假設;

巒確認教學的焦點及學習重點。

二、通過課堂教學評估
『≒金﹄→●－P︾︻『﹄「U╴︻╴﹃﹄ ﹃岸 ～■╴﹄凸︼■夕╴﹄＝﹂﹄︿﹣﹣︻ b︼吆n﹄ ﹄Ⅳ

$=

呵︻︻﹄﹄﹄
=

︸
R

●﹃︾出︼h﹄勺■︽D﹄︽﹄…b︷╴n﹄＝～心門己■㎡

﹫即時判斷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適當地處理教學內容;

.根據教案的步驟,細心處理每╴個學習概念;

.井然有序地分佈某個學習概念的教學單元。

三、通過課後評估

.知道學生尚未掌握的學習問題;

.讓觀察者學習如何進行學生評估;

﹫讓觀課者準確拿捏教學所產生的學習問題;

﹫弓l導評課者討論及聚焦分析問題。

本計劃通過專家到校的專業支援,讓參與學校的老師運用本計劃的評估框架╴╴「課前評估﹑課堂教

學評估及課後評估」,作為集體備課觀課的主要內容’為各組的數學圈之間建立共同的學術語言’有助

於觀課評課中進行有效率的學術交流。計劃自開展至結束,直接參與備課﹑評估、觀課與評課的教師

非常投人學習過程’同時也獲得間接參與的教育同工（主要是不同學校的老師）對本計劃的肯定（參
見公開課的評估數據﹚。項目小組在過程中開放專業討論空問,跟進所有直接或問接參與者的學習,包

括「評估的框架」運用以及如何有效地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以促進教與學’並貫徹互動的討論模式,

與參加者╴同進行專業的對話,從通過評估處理學生的學習難點作為重要的切人點,讓直接﹑間接參

與的老師,在觀摩或討論不同環節的教與學過程中’體驗以「評估促進學習」的理念,並經歷知識傳

遞的學習社群模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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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劃的影響

﹙a）學習成效

本計劃在10間學校開展了四個學習圈,並舉辦丁4場公開觀課評課活動’參與老師通過先導前測及學

生訪談,更準確地了解學生的思考方法以及學習難點’並依據學生的思維方式設計更有效及針對性強

的試題。老師認同通過準確的評估過程,能從學生的學習困難擬定學習內容是解決學習需要的教學關

鍵。為了進-步評估學生在上完公開課後的學習情況’項目小組於課後即時邀請三名能力分別屬於高、

中、低的學生作後測和後訪。由於前測和後測內容相同,題目亦針對課堂所授的關鍵重點而設,故此

是有效的責徵性數據,能用以檢測學生是否掌握課堂所學。分析過1堂公開課的前後測和前後訪談結

果（課堂詳肩可參閱《「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POⅡMAIH）計劃」四場公開觀課與評課活動網

王黃料httpsWWWW湔:ednJⅡk／biS／b鼬mj】hkiid飲:htn1》）’學生的學習於課後都有－定的提并,以下簡介四
個個案的內容及學生的學習成果:

個案﹙╴）授課學校-

簡介:

教師選擇課題「分數」,原因是分數是教學中較難處理的數學概念。教師認烏學生容易混淆分數中「1」

（整體）與單位1的概念,及掌握不到分母分子的數值與關係。此外從評估學生的過程中’發現學生

習慣以分數的數字來確定數值的大小,及學生不明白分數中分母和分子分別代表的意義。基於學生的

學習困難,老師在教學活動中確定了兩個學習重點（關鍵重點）;當分子不變的時候,「分母」越小數

值就越大;當分母不變的時候,「分子」越大數值就越大’此外學生也要清楚知道,若要確定數值的大

小’分母分子都要同時兼顧。

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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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生前後測比較:

數據圖表:圖5至圖8展示兩名學生於前後測中嘗試把下列分數由大至小排列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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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顯示,兩位學生在課前未能掌握分母分子的數值與關係,以致他們未能成功把分數由大至小

排列。課後,他們大致明白若要確定數值的大小’分母分子是需要同時兼顧的’因為任何╴方的改變

都會影響整個數值的大小,而他們能夠成功繪圖亦證明了他們明白分子分母的關係。然而’由於本班

的學生結構較為複雜,華語生及非華語生人數各佔一半,老師認為課堂上的學習差異也是－個影響課
堂素質的重要元素。

個案（二）授課學校╴

簡介:

教師選擇課題周界中的「複合圖形的周界」,原因是學生較難掌握使用平移概念計算複合圖形的周界,

導致有些學生未能成功運用周界的公式計算暹長。從評估學生的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大部分學生採

用把全部暹界相加的方法,不會善用平移概念作馬提高計算速度的策略,同時在計算的時候會混淆周

界與面積的概念。有見及此,老師在教學活動中確定了三個學習重點（關鍵重點﹚:首先必須重溫長方

形（長＋闊）x2及正方形（暹長x￠）的周界公式,跟著教授平移的概念,並鼓勵學生蓮用平移的方法

計算複合圖形的周界,最後向學生展示烏什麼有些複合圖形的形狀不同,但其周界可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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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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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生前後測比較:

數據圖表:圖10至圖13展示兩名學生於前後測中嘗試以最快的方法計算圖形的周界
後測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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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學生的前後測’學生在課前大都採用把全部暹界相加的方法。經過老師在課堂中以平移的概念作

馬計算的策略後,他們大致能夠運用正方形周界的公式,配合平移概念計算複合圖形的周界,大大提

高了運算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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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蔑繃絲嬴
個案（三）授課學校一￥﹣﹣﹣-︷╴﹣

簡介:

教師選擇課題周界中的「以圄周率計算包含弧的圖形周界」,原因是學生較難掌握以不完整的圓周圖形

計算複合圖形的周界。從評估學生的過程中,發現學生未能準確選取對應的直徑或半徑計算弧長’以

及學生計算圖形周界時,常常未能寫出正確的算式及運用有效的策略。有見及此,老師在教學活動中

確定了兩個學習重點（關鍵重點）:首先把每╴個圖形中的「弧」先還原成獨立的圓形,再把直徑或半

徑找出來以計算弧的長度’其二計算包含直線和弧的圖形周界時,需先將所有線段的長度計算出來然

後才相加。

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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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由圖表所示,學生的前後測比較並不顯著’但研究組確認為有些學習成果並不容易從數據中看到’需

要通過訪談作進-步的了解。以下是一位高能力學生的課後訪談摘錄;

（受訪同學在前後測中,所有紙筆測試皆正確。）

訪問員:從你的前測看到’未教之前你已經全部懂了,你認為你還可以從老師的教學中學到甚麼呢?

學生:有!我可以借用在課堂蓮算過程中老師的數學用詞’來解釋我自己的運算過程。

訪問員;老師在課堂上所教授的教學步驟或者策略,對你有用嗎?

學生:有的!從前的我只懂得隨機運算,有時就像-部計算機,缺乏策略,現在的我學會了運算的

步驟,渲對我日後的學習有很大幫助。

訪問員:課堂之前會用這種策略嗎?

學生:我之前是靠文字上的提示摸索,需要較多時問’現在掌握了╴定的步驟,很清楚自已每╴步

要做些甚麼,對時間的掌握比較好,對計算的過程也少了出錯的機會。

由訪談內容可見,學生在課堂中的獲益,除了學習的成果,還有反思自已的弱項並作出改善,譬如改

善運算的策略有助減少出錯的機會,使學習的質素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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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騷贓臘
個案（四）授課學校-﹁

簡介:

教師選擇課題分數除法中的「整數除以分數」,原因是當學生進行整數除以分數的時候,經常棄用或不

正確運用分數「顛倒」的蓮算方法。從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學生根本不明白馬什麼要把後面的分數顛

倒來計算。由於不明白,學生在處理應用題的時候,也不懂得靈活利用分數除法的計算方程式去尋求

答案。有見及此,老師認為在教學中需要以圖解法把分子分母「顛倒」的原因釐清,並在教學中確定

了兩個學習重點（關鍵重點）:第-,「包含除」在分數中的意義;第二,理解分數顛倒「先乘後除」

的原因。

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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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訪談:

以下摘錄受訪學生在課後的談話內容,分析學生對學習內容的掌握。

（閱讀訪談內容時請參考圖16及圖17）

前測 後測

如杲l盒杲汁的譁倒滿l杯’哥哥有3盒果汁’他可倒出多少杯
果汁?﹝列式計算並以圃表示）

才也虱刮l﹣土l

3令☆

圍雹爵曇二昌狩;

﹞﹚嫉l鰥汁嚇刪!杯’調有﹞勰汁’他可跚紗杯
o·;

果汁?﹙列式計算it以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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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鬨（玨zI＞〕
匡∣﹨1﹩∕.-牛一--

3)

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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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Zh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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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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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靂繈臘
訪問員:雖然你在前後測中所計算出的答案「12」都是正確的’但在後測中你卻使用了老師的顛倒概

念作為計算方法,為甚麼使用老師的計算方式?

學生:因為老師的算式比較有充分的理由。

訪問員:甚麼是有充分理由?

學生:如果純粹寫「￠X3」,不能夠充分表達分數除法的意思。

訪問員:所謂有充分的理由,是因為老師的算式包含了分數,而你在前測中的運算則沒有分數,是嗎?

學生:是。

受訪學生表示,老師的教學能夠幫助她理解分數除法中「分數顛倒」的計算原理,由於在課前不明白,

故在前測中大部分的題目都是沒有利用顛倒的概念來解決難題。在後測,當處理同樣的題目’她卻能

夠有意識地繪圖,而且懂得利用「分數顛倒」的原理來計算,由此可見,如果希望學生接受老師的教

導’教學過程中能否提供充分的理由,對學生是否願意學習是重要的。

本計劃的其中╴個目標是推動教師依據學生的學習難點為教學的切人點’減少依賴機械操練的學習模

式。本計劃認為令學生掌握有質素的學習’必需先從評估學生難點中找出學生缺乏的學科概念,然後

在教學過程中把學科的原理分析,從具體到抽象,讓學生徹底明白所學習的內容’才能進-步發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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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問題解難能力,從而提升教與學的素質。

（b﹚專業發展

在責施評估的過程中,教師不但從責踐中體驗評估促進教學的理念,也從責踐中學習如何設計評估的

工具。本計劃的參與者透過責徵性數據進－步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以便編排及設計合適的教學內容

及學習活動,當每－個步驟都是為解決學生的學習困難而設,教師確能在責際的教學環境中,深人學

習掌握評估的技巧,促進教學回績學習。

經過連月來的課堂籌備’從設定課題、學生評估、訪談﹑共同設計課堂﹑評課觀課、到課後的檢討與

反思,參與的老師都對以評估促進教學的模式,以及從評估的視角進行觀課評課深表認同。為了檢測

計劃的成效,項目小組邀請了參與計劃的老師填寫問卷調查（見附錄表三）。調查顯示,他們對問卷各

項的評分均高於3分（最高為￠分）’可見他們滿意活動的成效。除了本計劃的評估模式有助他們的專

業發展外,項目小組發現多名老師都提及學校之間的交流是學習圈給予老師最大的益處,透過學校之

間的聯繫’可以與友校互相觀課、交流教學心得及分享教學資源,從而提升課堂的學與教。綜合參加

者的個別意見’本計劃為他們帶來的敔發主要分為以下三項;

l.掌握多元化的評估策略找出學生的學習困難

＠明白可以透過前測和課前訪問找出學生難點,與學生一同跨越難點

﹫多角度了解學生需要

＠了解課前﹑課堂﹑課後的評估策略

﹫改善課堂中的提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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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繼蔑繈絲蕊
﹫課堂工作紙的設計宜著重處理學習的難點

2.透過聯校觀課備課,建立教學分享的平台,讓參與老師觀摩以評估促進教學的過程

﹫由於很少有機會與其他學校作出類似的交流,能夠跨校共同備課﹑互相觀摩、了解不同學校上﹫由於很少有機會與其他學校作出類似的交流,能夠跨校共同備課﹑互相觀摩﹑了解不

課的情況,因此每－個研究課都是很賓貴的經驗

.╴同設計-堂針對學生難點的課’循序漸進,由淺人深,能體驗探究教與學的精神

﹫增強各學校之間聯繫,交流心得及分享教學資源

＠與其他教師進行專業交流’聽取不同的意見從而集思廣益

﹫透過友校觀課,體驗不同學校如何依據不同的校情﹑學生能力來處理同一課題的經驗

.與友校互相觀課,交流觀課後戚,改善及提升課堂的學與教素質

3.從提升評估技能的過程中發展個人專業能力

.從學生的學習難點反思學習內容的取捨】從學生的需要中訂立教學取向

＠開闊對教學設計及課堂安排的視野

o透過聯校備課觀課提升教學能力,多角度了解在課堂中評估學生的學習

﹫學習如何通過理論指導設計教學

◎掌握如何把課題內容拆細進行較仔細的教學步驟

﹫改變授課方法,以學生難點為切人點,反思教學的難點

.思考課業的編排及設計

﹫對學科知識的掌握更為深人’更能易地而處,持開放態度’提高反思能力

＠了解在評估的過程當中不斷優化教學的意義

﹫發掘更多教學資源,提升教學內容質素

另外》每場公開課完結後,項目小組都會邀請出席的老師填寫問卷調查（見附錄表-）,以檢測活動的

成效。調查顯示,以￠分為滿分,參與觀課評課的老師對問卷各項的評分都高於3分,最高更逵3.37

分,反映參與者的回韻正面。參與者普遍認同公開課能增加他們對所授課題的認識,更加了解如何通

過評估處理學生的學習難點’並透過評估和觀課評課的討論提升教學理念,促進個人專業發展。教師

又認為活動內容充實’會向同工推薦本計劃。另外,參與分享會的老師對活動的評分（見附錄表二）

也令人鼓舞,在提升專業發展上’老師的評分更達3’33分,可見他們認同本計劃的價值,肯定了研究

小組推行本計劃的方向正確。

研究小組整理了公開課的問卷調查數據,綜合各參加者的意見,公開課為參與教師帶來的敔發,主要

分為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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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靂繼嬴繃
1.增加對如何處理學生學習難點的認識

﹫掌握如何處理學生的學習難點,並在教學中讓學生發現當中的數學原理

圈認識以圖劂b的方法處理-些數學概念’譬如以數學的觀點處理分物的過程
箇善用生活化的例子融人課堂教學內容當中

﹫認同以小步子開展教學,讓學生先掌握清楚概念’從具體到抽象

﹫以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課堂的學習活動

嗡認識周界的教學重點

嚼認同學生處理圓周的困難’老師必須給予適當的策略,避免－般常犯的錯誤,例如:如

何分線段及弧線計算-個不規則及包含弧線的圖形

2.認同透過觀課評課的討論提升教與學的理念

.老師熟習教學流程’教學準備充足

巒活動很切合教學內容’循序漸進’由淺人深,使學生更易明白

翰老師能善用提問技巧讓學生具體表達概念及意見
﹄∞■口o0■n■╴＝bL﹄＝--‧叮‧‧﹣﹣﹣■‧︼p二﹣□﹣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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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細心處理教學內容

﹫觀摩真責的課堂設計,尤其欣賞老師如何處理難點’能將經驗轉移至自已的課堂

﹫觀課提供學習平台’讓老師從責際教學環境中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反應

3’提升專業發展

﹫能開闊視野,珍惜與其他學校老師交流的機會

圈從互相觀摩中提供機會讓教師反思學與教

翰老師都能在課後分享中得益

﹫認識評估理論如何責踐於數學課堂

（c）學校發展

本計劃旨在透過數學科的研究成效,為參與學校的其他科目發展作為╴種成功的範例,故此鼓勵直接

參與的老師把自己的體會和得著進行校本分享,讓同事知道本研究的過程和成果,從而在專業知識上

獲益,獲益的專業知識包括:╴.以學生的角度作為評估的切人點,並善用不同的評估工具了解學生的

學習起點,聚焦地設計適切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學習;二通過觀課評課的過程促進教學反思;三從

評估中檢討學習成效,讓不同程度﹑不同層面的學生最後因教學的改善而獲盍。本計劃主張以漸進式

的步伐推動學校發展’在校內先培訓直接參與的老師成為領袖教師,再通過領袖老師推動其他學科的

教師╴同學習並不斷反思日常的教學,把教學理劍b為教學責踐能力。本計劃鼓勵學校以互動開放的

形式建立討論平台,開闊老師的討論空間,令課堂分析更具深度’同科老師建立互信互助的關係,從

而建立有效的校本備課﹑觀課、評課文化。本計劃完結後’研究小組收集了校長對整個計劃的評價’

以4分為滿分,所有細項的評分均超過3分’反映校長對本計劃的評價正面,認同本計劃為學校所帶

1￠



•

纜騷贓嬴羸蕊
來的好處,包括促進跨校及校本的同級跨級的觀課文化、提升教師對評估促進教學的認識以及提升教

師的專業精神等。參與學校贊同老師專業能力的提升是學校長遠發展的－項重要資產（見附錄表三及

表四）。

另外’間接參與的老師在公開課和分享會中】都認同本計劃能讓他們分享他校的賓貴經驗,了解參與

POI川IATH計劃的學校和老師的學習及得著’並明白本計劃的進展及成效,他們認同協助學生學習必

須先以他們的學習作依據,通過多元化的評估策略為學生的學習難點對症下藥,對改善學校教學是不

可多得的體驗。教師認為公開課有助學習社群的建立,推動學校之間知識共享的文化,延績評估促進

教學的理念（見附錄表╴及表二）。

4.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以下是本計劃的預算核對表;

預算項目

n雕協議割7〉桀﹦j

批核預算

（甲）

責際支出

（乙）

變更

〔（乙）﹣（甲）】／（甲）
＋∕﹣百分率

職員薪酊l∣

器材

專業服務

一般開支

$1,“4,g2000

$10,200.00

$68,700.00

$12g,91700

$l,316,237.57

$7,340.00

$73’243.65

$116,002.88

﹣8.91℅

﹣28.04℅

6.61℅

﹣10.71℅

l.

2·

資源的應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慘與學校的人力資源）:

﹫項目提供顧問支援,與授課教師一起設計教學,進行公開授課’授課教師從而獲得專家

評課小組與其他教師的回饅;

＠計劃小組統箠4場公開課;

＠協作學校亦提供場地及人手安排。

直接受惠人士的單價:

.如以印刷資源套支出計算,直接受惠人士單位成本為﹩40,000／500本﹦﹩80／本;

﹫10所參與設計教學及公開授課的學校對課堂設計與觀課技巧能力的提升;

﹫發展約37節針對教學難點與學生表現弱項的研究課,整理出處理教學難點的教學策略及

.模式;

﹫約50位直接參與教師於觀課與評課能力的提升;

﹫全港教師透過分享會及網上觀課與評課的資源,提升觀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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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計割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績性:

＠參與授課的學校可以通過設計AfL工具,聚焦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並以此有效改善教

學及回韻學習,計劃完成後於校內延績以評估促進教學的文化;

圖參與觀課評課活動的教師可參考公開課的教學方法,於校內試行,以支援學校於數學教

學進行促進學習的評估;

。公開課於網上發放,全港教師可隨時進行網上觀課,推動其他學校的老師╴同學習’帶

動全港學校的知識共享文化。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不須另外注資的消費項目（包括計劃的建構費用、可應用的成

品）:

學校除了可參考資源套內各個研究個案的教學方法,於校內試行,並可嘗試以教學循環’

不斷完善教學,甚至建立及更新校本教案資料庫,提升教學能力。

縊

,尤其評課小組成員的數學專業﹑豐富課堂研究及評課經

以較低成本達到相同效益的其他做法:

本計劃最大的開支是人力資源’尤其評課小組成員的數粵

驗,故難以有其他較低成本而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凸■一申■-- ■﹄■﹄╴匕●■﹄■﹂╴◆…■＝︼＝■■b■＝﹄﹄■■＝﹄﹄＝╴-﹄●︼﹄■巴●→一 ■G■＝︼＝﹂0G■●L■■■－■巳╴ ■■■﹦勺＝ ＝匕b﹄▽︼▲白︼L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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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倩

（例如種類﹑名

稱、數量等）

10個與學校共同

設計的數學單元教

案及教材套

500套《跨越難點

數學教學協作計

劃（POLⅡIAIH）」
教學實踐資源套》

《跨越難點數學

教學協作計劃

（POIⅡ【ATH）」

教學賓踐資源套》

內含分享命紀錄﹦﹣﹦﹣＝＝﹦﹦圉﹦﹦﹦－﹣﹦＝﹦

泄盤’並附分享會
資料紀要

上載聯校公開觀課

評課活動責錄和課

堂分析的網絡平台

成果的質素

及推廣價值評鑑

項目小組與協作學

校共同設計10個數

學單元教案及教材

套,當中包括教

案、前測卷﹑學生

難點分析等資料‧

資源套包含各場公

開觀課評課活動的

教學資源,內有教

案、教材、測卷及

課堂責錄等。

光盤記錄了整個分

享會的過程’而資料

紀要則摘錄了活動

的重點。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模式﹑日期
等）

資源套分發予參與

工作坊之教師。

資源套已於2016年

初分派給全港大部

份的學校,以供教

師在校內試用來教

學,進╴步驗證和

改善課堂的教學設

計,提升教學能力。

分享會紀錄光盤可

讓全港老師隨時重

溫當日的活動,進－

步了解本計劃的理

論與責踐成果。

項目小組按照指定

格式把活動責錄放

到計劃網頁,供全

港教師參考。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

推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議推
廣模式

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因為可

讓參與教師參考單元教案及教

材套內的教學方法,於校內試

行,並可嘗試以教學循環,不斷

完善教學,甚至建立及更新校本
教案資料庫,提升教學能力‧

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因為可

讓全港教師參考資源套內的研

究課的教學方法,並於校內試

行,加以改善教案或尋求更有效

的教學方法,令課堂得以更加精

進,這樣既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果,也可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

當中介紹課前﹑課堂及課後多元

化的評估策略,亦可供全港學校

參考。

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因為可

讓全港教師隨時進行網上觀

課,推動其他孽校的老師－同學
習,既可令更多教師能透過這個

平台互相交流,提升專業發展,

又可帶動全港學校的知識共享

文化。

﹡備註:由於本中心的存放空間有限,計劃小組已取得優質教育基金同意’只印刷500套教學責踐

資源套。

老師在參與本計劃後其中╴個最大的得著是提升了評估促進教學的能力,他們表示會於校內延績評

估促進教學的理念,又表示會參考研究課的教學方法於校內試行,令本計劃得以持績發展。另外,

本計劃的網頁已上載了4節公開課,全港教師可隨時進行網上觀課,推動其他學校的老師一同學習,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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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些都令計劃的成果得以廣泛推廣。

6‧活動╴覽表

﹥10所學校校本備課與觀課工作坊

學
校
數
目
-

協作學校 活動內容 10次工作坊

﹙在顧問圍隊帶領下進行會議﹑學

生先導測試及集體觀課備課安排﹚
推行時段

第╴階段（12／2013﹦7／201￠﹚

年級:小學四年級

課題:多暹形面積的計算

學習內容:「計算多暹形面積

的分割方法及平移概念」

2013年12月份-20l4年4月份2013年12月份-20l4年4月份1

q•

年級:小學三年級

課題﹣:分數

學習內容:「分數的基本概念」

2013年12月份－2014年4月份2

.”……╴╴.-….….﹣第二階段.L.8阻014孛’6∕20姒）.﹑﹦

3.年級;小學四年級2014年8月份-20l4年12月份

4課題:周界201￠年8月份╴201￠年12月份

5學習內容「複合圖形的周界」2014年8月份-2014年12月份

╴－﹢╴﹦﹃I
■■﹂L斗℃蚵今

年級;小學四年級

課題:周界

學習內容:「複合圖形的周界」

〕
-
4
-
5
-
6
╴
╴
7
╴
8
-
9
﹣
╴
扑
-

年級:小學三年級

課題:除法

學習內容:「除法應用題的理

解」

201￠年8月份╴20l￠年12月份

年級:小學六年級

課題:圓周

學習內容:「以圓周率計算包
含弧的圖形周界」

2014年8月份╴2015年1月份

年級:小學五年級

課題;分數除法

學習內容:「整數除以分數的

顛倒概念」

2014年8目份╴2015年4月份

201』年8月份－2015年4月份

2014年8月份╴2015年4月份

＊備註:本計劃原定於第╴及第二階段為5所小學各舉辦10次工作坊,但由於大部份學校均希望於第

二階段才參與觀課備課活動,故在責際推行方面,第－階段只有2所學校,而第二階段則有8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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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場聯校公開觀課評課活動暨計劃分享會

參加人數活動內容活動

性質

部分參加者的回應

璧夜『 盞師 棧萇

第－場公

開觀課評

課活動

日期:2014年5月22日

（星期四）

地點:

年級:小學三年級

課題:分數

學習內容:「分數的基本概念」

「開闊眼界,有機會與其他學校老
師交流。」

20 010

「不同的活動（課堂）增加學生對

分數中的『1』的認識。」

第二場公

開觀課評

課活動

日期:201￠年12月5日

（星期五﹚

地點:

年級:小學四年級

「（1.）老師能從溫習已有知識,確

保學生的基礎穩固,循序漸進’以

環環緊扣的活動帶出不同重點,並

用不同色紙顯示各重點。

（2﹚老師能善用動k結（○︹／□﹚
讓學生具灌表逵概.︽﹁.－瞽﹦。

（3）藍﹑紅磁條能有效表遲平移後

矩形的長、闊,很細心。

（￠﹚教學相當出色又自然,非常感

激。」

￠3 80 1

•

課題 周圉

學習內容:「複合圖形的周界」

「老師的教學及活動設計十分出
色。」

「可學習更多教學策略。」

「能讓老師思考課業的編排及設

計,反思教學難點的拿捏。」

第三場公

開觀課評

課活動

日期: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地點:

年級:小學六年級

課題:圓周

學習內容;「以圓周率計算包
含弧的圖形周界」

3g
0B

3

「有－個討論平台,認識變易理論
如何責踐於數學課堂。」

「（1﹚欣賞老師在每次教學部分完

結後,要學生作小總結（10s）

（2）老師要求學生寫出計算圓周要
怎麼計算,例如直線－、直線二…

過程清楚。」

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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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公

開觀課評

課活動

「跨越難

點數學教

學協作計

劃

(POLL

MAIH）」
分享會

日期:2015年﹟月2g日

（星期三﹚

地點←╴－.

年級:小學五年級

課題:分數除法

學習內容:「整數除以分數的

顛倒概念」

日期:2015年7月3日

（星期五）

地點;︻╴-.－╴

協作學校:聖公會聖約瑟小

學

3￠

20

70

2」

2

（沒

有資

料﹚

「能解決分數除法的迷思,除數分
子分母顛倒背後的真正理念。」

「活動很切合教學內容’循序漸進,

由淺人深’學生能更易理解及掌

握。」

「互相觀摩,從觀課中反思學與教

策略。」

「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分享教學中的難點處理。」

「責際課堂操作例子。」

＊備註:由於舉辦公開課堂的學校不希望負責教學的老師有太大的壓力,皆申明只能開放有限的名

額供老師報名。

﹄

…＝∞■■出-～■︼╴╴﹦℃←＝﹄－ 吋I﹃■吧︸∞■■﹃■＝︼■﹄□﹦－■I■■－ ╴■■﹄一╴﹄竺■－﹄尸■﹄﹄▼■■■■＝﹄﹄﹄﹣﹦■曰﹃﹄‧﹄

7.困難及解決方法

本計劃沒有遇上重大困難’其中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法如下:

本計劃預計每次的公開觀課評課活動’都準備邀請約200名學界同工參與,但由於舉辦公開課堂的學

校不希望負責敦學的老師有太大的壓力’皆申明只能開放有限名額的人數:嘉諾撒聖心學80人之內;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100人之內’最後約共130人參與.為了尊重學校的決定’本計劃接受報名的時

間都很短暫（5天內）’以便控制報名人數,造成參與觀課的人數不能達到本計劃預算的200人。

由於第一組別的的兩所學校╴天主教總堂區學校及佐敦谷聖約瑟天主教小學期望研究課題能夠切合校

本需要,因此兩所學校選取的課題不同;至於第四組別的兩所學校╴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及柏立基教

育學院李-譜學校也由於兩者所選取的課題及年級不同’加上備課時間難以協調﹚故只能由專家帶領

兩所學校進行校本備課,同組觀課則跨校進行。研究小組認為本計劃的目的是通過評估讓老師「跨越

數學的教學難點」,即使課題不同’但課堂教學可以從數學解難的技巧出發’老師也可從觀摩不同課題

的評估方式、不同課題的教學處理中學習如何跨越教學的難點,從而真正落責跨校協作的精神’故兩

個不同的課題也有它們的優點,學校老師的得益並未因此而減少。

另外,研究小組安排跨校會議及觀課的時間困難’學校老師曰常學務繁忙,不容易安排共同的時間進

行各項學習活動。再者,由於每年每所學校的人事變動及參與不同的發展活動,容易半途改變意願,

故有學校半途退出,然而,本計畫!的理念對教師有╴定的吸弓∣力’撾程中也不難邀請新的學校加人.
項目小組務求加強與學校的溝通,以便儘早得知學校的全年活動計劃,儘量不讓教師的工作重疊,有

需要時研究員會親自到校解決老師的問題,而研究員親自到校的次數頻密’對於提高老師的信任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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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4場公開觀課評課活動的問卷調查評分

一
一
－

一
－

四╴
一
-

一
－

-

問卷題目
是項活動能夠幫助我: 平均值

意見指數（4分為滿分）

1.增加對所授課題的認識

了解

320 3.2g3.00 3.20

2.增加對如何處理學生學

習難點的認識

3·16 3373·00 3·20

3.增加對如何通過評估處

理教學難點的認識

3.12 3·02 3.17d■︻

4認同透撾觀課評課的討

論提升教與學的理念

3·16 3.20 3.23﹄﹦

￠

••
山吼

\

餌悅小叨
•…

展發壁
╴
不

馨卜于幌懿俳丫叭
●

5
=……===8223蓋00 3·18■R■■■▽…■︽

﹃ ﹄﹄︼
JoJ曰丁

6.是項活動內容充實 3.00 323 3.29 3.」
|

7.我會向同工推薦此項活

動

3·00 3·22 一

表（二）:「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POLⅢIMH）」分享會的問卷調查評分

（平均值）

意見指數（4分為滿分）

是項活動能夠幫助我:

1.了解「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POuMArH﹚」
的成效

3.21

2.了解在數學科中如何處理學生的難點以提升教學 3·25

3.認識透過學習圈及評課來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3·17
• •

4提升專業發展 3.33

5.是項活動內容充實 3·21

6.我滿意分享會的行政安排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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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蠶繈蕊∣繃
附錄

參與學校的反思與意見

經過將近兩年參與觀課評課活動,從設定課題、學生評估、訪談、共同設計課堂﹑評課觀課﹑到課

後的檢討與反思,參與老師都對「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有不同的體會。本計劃完結後,學習

圈的老師及校長都分別填寫了問卷,針對計劃的成效給予寶貴的意見。以下是學校的老師及校長對整

個計劃的評分;

表（三﹚:參與學習圈的老師對整個計劃的評分

l.參與計劃,對我現在的教學工作有以下影響

／.I更害思多圬／B箴婿巫猛策勰:出霎生H阬譬雪臢
>·2

j.3…沔同…,跨狡?﹑Z…醋促握敦紉阮磬雪

j.平獺炭滲嘶灼H燉2鏘∕循巷動﹝刎∕..繃,…j

2.本計劃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3.本計劃的理念及責踐模式能在本校延績
4.本計劃提升了我的整體教學能力

表（四﹚:參與學校的校長對整個計劃的評分

1.本計劃的理念及責踐模式可幫助老師更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2.本計割能促進跨校的觀課文化

3.本計劃能提升教師對評估促進教學的認識

4.本計劃有助提升教師專業精神
5.本計劃理念及責踐模式可提高教師的教學技巧

（平均值）

意見指數

（￠分為滿分）

氏Z夕

式』0

久j0

￡仞

氏』J

及叨

及Zg

（平均值）

意見指數

（￠分為滿分）

久勿

>Jp

品J0

另川

￡叨

從以上兩個圖表可見,老師與校長對整個計劃都有良好的評價,以4分為滿分’接近所有細項評

分的平均分均超過3分,反映老師及校長都對計劃所產生的成效感到滿意。大部分校長均十分滿意計

劃所帶來的好處,包括促進跨校的觀課文化﹑提升集體備課的效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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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POLⅡIAⅡI）」分享會資料紀要

附件二

「跨越難點數學教學協作計劃（POⅡMAⅢ）」完成後’計劃的項目小組於2015年7月3日於香港教

肓學院舉辦了分享會’以總結計劃的成果及經驗’與全港老師探討以評估促進教學的觀課評課方法。

是次分享會由本計劃經理賴明珠博士主持’項目小組邀得聖公會聖約瑟,E卜躍的鄧子健老師擔任講者,

分享他在本計劃的得著,以下是資料紀要:

第﹂潑分賃湧繃分享

鄧老師表示「分數除法」是五年班學生的關鍵單元。參與老師希望學生能夠鞏固分數除法的根基’以

便日後進深至「小數」的課題。研究小組在討論「分數除法」的學科知識時’－同探討了五個可供選

擇的單元範圍:

1整數除以整數;

2.整數除以分數;

3.分數除以整數;

4分數除以分數;

5.帶分數除以分數／整數。

由於「整數除以分數」及「分數除以整數」牽涉「分數顛倒」的概念’不少教科書對「分數顛倒」概

述得比較表面,只要求學生以責際操作的原則把概念牢牢記住’然後計算公式’參與計劃的老師希望

透過專家小組來優化學生的學習,是故把範圍收窄至以上兩項。

在正式進人教學單元前,三所協作學校所關注的問題有以下四項:

1.分數的意義與計算方法;

2.分數及約分的基本知識;

3.被除數、除數及商數之間的關係;

4決定學習五種分數除法的先後次序。

研究小組最先初擬的學習內容是「整數除以分數」及「分數除以整數」。為了透過評估找出學生的學習

難點,研究人員邀請了能力分別屬於高組﹑中組和初組的三位六年級同學進行先導前測,這是考慮到

他們在五年級時經已學習了「分數」的概念。先導前測卷由參與老師初擬’研究人員會到校進行學生

訪談,以便掌握學生難點,收窄研究內容,然後設計前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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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卷旨在了解學生在處理「顛倒」概念時的表現’並他們是否懂得利用圖解來解決文字題。從先導

前測的結果得知,三位學生能夠掌握算式題,但在文字題上的表現則較弱。研究小組將學習內容擬訂

為「整數除以分數」。研究員了解到能以圖像正確表達數式的學生為數極少,普遍學生懂得計算’卻未

能以圖像表達’以致繪圖部分完全空白’渲表示學生並非真正理解運算的過程’例如8舍﹙見圖D》

學生在運算時很快便把數式顛倒來計算答案’而未有理解:告的真正意思是;:包含了多少個;’而

不是將8分做苛（-半即禦﹚.由於測卷要求學生繪圖’學生開始懷疑自已在運算時有否出錯’渲種現
象反映學生並不明白數式「顛倒」概念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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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發現繪圖對於部分學生去理解題目是有利的’尤其是中組能力的學生,他們不能應付複雜的

運算’也不懂得把數式顛倒計算’卻能透過繪圖找出答案’例如:←‘』有同學透過繪圖成功得出答
案（見圖2﹚’而普遍學生則在理解上出現問題,誤將「每包佔整份裡的多少」解讀為「分多少包」。

故此】研究小組所得出的小總結是-圖解有助部分學生理解數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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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歸納學生的學習難點如下

能夠明白題目內容意思’但不能運用算式計算i

能運用算式計算,不明白如何以圖表達;

混都除數中的整數與分數的分別i

認為被除數必定大過除數;

對除數顛倒的概念模糊。

•0D••1
2
3
￠
5

由此’研究小組將研究課的學習內容訂定為:「透過圖解來理解分數中的顛倒概念」‧學習圈的三間學

校以循環觀課的模式不斷修訂教案（見圖5﹚。第－場觀課由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主持,教學內容聚

焦透過繪圖表達整數除以分數’通分母後的同分母分數除法,並「包含除」在分數中的意義;第二場

觀課由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主持’教學內容聚焦透過繪圖來表達整數除以分數,並「包

含除」在分數中的意義;第三場觀課由聖公會聖約瑟小學主持,研究小組檢討了前兩個教學循環,對

公開課的教學流程作出調適,首先,老師以分蛋糕為例,讓學生知道「分母」的數值代表蛋糕被分為

多少份。跟著,授課老師除了聚焦繪圖表達整數除以分數’也歸納分子和分母顛倒的原理。最後’老

師著意學生留意分母,期望學生透過練習得出運算的規律’理解運算□訣:「被除數不變,除號變乘

號’除數後的分子和分母顛倒」的意義。公開課完成後,研究員隨即邀請三位五年級的同學進行後測’

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結果顯示,高能力及中能力的學生皆能夠藉著圖解明白運算步驟,並認為是

次學習是有意義的（見圖6）及全班學生的學習成果也有顯著的升幅（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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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成果:

高組及中組能力的學生均能夠透過圖解來理解分數中的顛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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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憾慘加言意扇

八鄉中心小學黎婉姍校長表示,是次公開觀課給她－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她從前也任教數學’但╴直

以來認馬「分數除法」的概念太難理解’不論她自己或是其他老師,都不會嘗試透過繪圖去解題,只

會要求學生背誦「除號變乘號,分子分母要顛倒」的□訣,然而如果不明白意思,只牢記□訣並不能

幫助學生理解及靈活運算。故此學生一直都不能學好本學習內容。

由於分數跟分母的關係密切’老師必須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由「告」到「舍」’然後進深到「暑」’
從課堂的教學實況所見’老師都能帶領學生逐步學習,以繪圖分析的方法理解分子分母顛倒的原理,

以及帶出除號轉換為乘號的原因,的確讓我開闊了眼界。

第﹦皺分么蹄

老師認為授課老師在概念方面處理得很好’先乘分母後除分子’能幫助中低程度的學生掌握計算的步

驟。

老師問及學生於日後是否仍然可以透過圖解去理解有關「分數除以分數」的問題,鄧老師表示渲堂課

的焦點是「顛倒」概念’責際上很多題目很難以圖像表達’例如是「帶分數」,繪圖只是幫助學生明白

甚麼時候需要應用顛倒概念’並認識何謂「包含」,「分數除以分數」是另－個課題’應該再進行╴次

研究才可以得到答案。

本研究顧問表示教學除了讓學生得到知識,教學的過程也是求真的過程,專家小組在先導前測中發現

六年班的同學胡亂「顛倒」,渲是因為他們不明白「為甚麼需要顛倒」以及「甚麼時候需要顛倒」,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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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亂贓絲蕊
此教師有必要帶領學生尋求真正的答案。

授課老師補充’授課時值得注意的是數學語言的運用,例如:單位詞究竟是「件」、「個」還是「碟」’
單位詞的正確使用’有助學生更容易理解課題,故教學語言是否一致對學生的理解構成影響。

繃巷跚燉蠻反憑

「分數除法」是小五數學科╴個很重要的單元’「整數除分數」是比較難的課題,學生如未能真正明白
計算背後的原理’對其日後學習「分數除法」的延伸課題’譬如「分數除分數」或「帶分數除分數」
會有一定影響。此外透過這個計劃’學校能與多所友校進行備課﹑觀課及評課交流,建立學習社群的
學習平台;學生能夠先通過圖解,然後才列式計算’在分數學習上是比較穩固的學習模式。故此’本
校參與研究計劃’確責達到了師生得以跨越教與學難點的目標。

計懿縉

綜觀而言,本計劃除了讓學生跨越學習某個數學概念的難點之外’也同時幫助老師在跨校進行的學習

圈中’透過群策群力解決某些各校普遍面對的教學難點,以及體驗評估優化教學的過程,從評估的數
據中掌握學生的學習難點。老師也認同只有準確掌握學生的學習難點,才能設計針對性的教學內容,
引導學生高度參與課堂從而滿足學習的需要,當學生願意學習的時候,教學效能自然提升’故此善用

評估理論解決教學困難’從數據的分析及實際課堂環境的觀察,確責能收－定的果效。從分享會的參
與同工意見得知’此乃大部分老師非常關注的內容之－,故此學習圈應該繼績在學界中廣泛推介,並
開發多角度的研究渠道,幫助提升學校老師的專業能力從而促進教與學的發展。本計劃提供學習的平
台讓不同學校在參與的過程中各取所需’與研究人員－同落責評估促進學習的理念’提升普遍學生的
學習能力,而在幫助學生跨越難點的同時,老師和研究人員也在進步’使整個學界的教學質素得以提

升’直接和間接受惠者眾,肯定了本計劃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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