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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5/0205 

甲部

計劉 名稱: _ Making Mathematics Touchable to Teach and Learn 

機構/學校名稱:一明愛莊月明中 學 一一一一

計劉進行時間:由一 8/20 16 一一_(Jjl紛至一一 10/ 20 1 7一_(Jjl約

乙部

1. 達成目 標

衰一:目標是否達到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程度
撞到目標

的活動 的撞撞或指標

工作坊 20/J\時 全部達到 詳見活動一覽表

APPS 200個 全部達到 學校的內聯網

未能達到目標
的理由

--

在計劃中建議 20小時的 工 作 坊， 參與老師達的人次之多 ， 已如期完成，
細節可見活動一覽表。 透過此計剖 ，進行觀課評課及課堂研習的活動 ， 帶
動及加強 本 校老師的 專業發展。 同 時 ， 計劃 的 顧問劉嘉博士亦進行課堂研
習的示範課及引進一些課堂教學的概念給同 事進行討論，在課堂上可以 容
忍學生做錯， 讓學生從錯誤中學習 ，加強師生及生生之間的交流 。工 作 坊
的 交流當中 ，亦討論應允許學生在課堂熱烈地討論 ，建構知識 ，改變老師
認為學生嚐吵是秩序的問 題的想法 ， 從而讓課堂更有活力更有趣 。

此計剖 ， 正是為讓學生可以 將抽象的數學概念透過視 像視覺形式， 讓學習
具體他， 使學生的基礎知識更扎實 。 在觀課當中， 可見老師用已建APPS
進行教學 ， 且安排學生在課堂上 運用APPS ' 可動手改變APPS內呈現的圖
像 ， 同 學 之間也進行討論圖像的不同 之處的原因 ，加強學習的果效， 更帶
動課堂的學與教的互動及提升 學習氣氛 。 同 時 ，學生對於老師為 他們安排
於課堂內或課堂外應用APPS持有正面的意見，可見APPS有助提升 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動機。 此外，老師將 200APPS儲存於學 校內聯網的一
鼓勵及讓學生可以 在家也可應用APPS加強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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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APPS用 - - - .. ‘_. ]軟件編寫而成，對於一 般數學老師 要自 行
編寫程式有一定的 難度 且 L是屬於收費的軟件，所以對培
養 本科 老師自 行設計類似的 APPS未必可行 ，此為可惜 。

2. 計劃對學習成效 、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以下脆列一些具體調 本及統計的資料，可見該計創帶動學生的學習，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及動機。同時，1516中四級與1 617中四級學生的測考分數的對比中，可見在中遊部分的
一般學生的成績確質有整體的提升 。

1) 20 16 -20 1 7 中四級學生對 課堂 運用 apps的問卷 調查結果
1.問題(共回收56份)

非常同 同意 中立
意

我喜歡老師運用mini apps幫助我們學習。 30% 36% 27% 

老師運用mini apps能令我在課堂上更集中。 25% 34% 30% 

老師運用mini apps能令我更具體地掌握新知識。 32% 29% 30% 

我樂於參與課堂活動。 27% 27% 38% 

老師在課堂運用mini apps加強我學習數學的興趣。 30% 27% 30% 

11. 意見
很有趣，希望推廣。

Good. Add oil. 
希望有多些機會使用。

用apps令我分心。

希望下次用 教學(miniapps)

集體使用一部 令某些同學不能使用，請多加留意。

運用miniapps使更容易掌握重點

有點兒沉悶

每人都能有機會運用mlruapps

資源太少

我認為手計仲，抉

mlmapps好麻煩!

很好

十分有趣

有自由時間使用電子器材，有助增加互動。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5% 2% 

7% 4% 

5% 4% 

4% 4% 

9% 4% 

在問卷中「問題」的部分， 選取同意或非 常同意差不 多接近 6成，以 本 校學
生的學習習慣來說， 這是值得鼓舞的成效 。 在「意見」方面 ， 可見學生亦
寫出正面的建議及鼓勵的說話 ， 本科 希望藉此提升 學生課堂的學習動機 ，
可見有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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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15 -2 016 中四級與 2 01 7-2 018 中四級測考 成績的比 教
中四級同學於 今 年試用了 r電子教材 ，我們試把上年度與 今 年度
的學生成績作比較， 看看l 一 能否實際提升學生能力 。
以下為 1516 及 16 1 7年度 4A班同 學在兩次小測(函數及 其圓像;直線方程)
的成績: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什 |「
t ' 

卡→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C 

國1 -4. 左上: 15 -16 年度同學在課題一函數及 其 圖像一 的成績;左下: 16 -1 7 
年度同 學在課題一函數及 其 國像一 的成績;右上 : 15 -16 年度同 學在課題一直
線方程一 的成績;右下 : 16 -17年度同 學在課題一直線方程一 的成績 。

2 個年度的小測分數不一，所以以分數的百分比 作比較。 從上 國可見 ， 15 -16 
同 學的分數較集中，而16 -17同學的分數較為分散 。 16 -1 7的4A班同 學中位數
比 15-1 6 年度的同學有明顯 進步 ，2 次小測 的中位 數均位 於 6 0-70% 的分數 。而
在 16 1 7年度， 一半以上 的同 學有明顯較佳 的成績 ，集中 在 70-1 00% 的分數;
而1516 年度，一半以上 的同 學則集中於 70% 的分數以下 。 以上說明
能協助提升同 學的成績 。
4次小測深淺未必一致 ，所以我們亦用上下 學期的成績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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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8. 左上: 1 5-1 6年度 同 學的上學期 成績;左下: 1 6-1 7年度 同學的上學期
成績;右上: 1 5-1 6年度 同 學的下學期 成績;右下: 1 6-17年度 同學的下學期成
績 。
從上圖可見， 2 個年度的學生在上學期 的成績並無太大差異。 的1 6年度的學生
集中 於4 0 -8 0% ' 而1 61 7年度的學生集中 於3 0-70% ' 成績稍稍遜於1 5 1 6年度
的學生。 但在下學期 時， 的1 6年度的學生分布於2 0-70% '而1 61 7年度的學生
依然集中在的-70%。 以上證明學生使用 - 後 ，即使在下學期 的試卷
覆蓋較多課題 ， 仍然能保持其一貫水平 。
2 個年度的學生能力未必相等， 如果 只比較 1 61 7年度 的學生在上下學期 的成
績 ，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學生有輕微的進步 。 也許最高的分數未必及往年高 ， 但
在中遊部分的一般學生確 實有 整體提升 ， 亦是一件我們樂見的事。

3 )  2 01 7 -2 018 中四級學生對於運用 apps完成 預習工作 的戚想撮要:
從 22 位學生中所寫 的戚想撮要中 ， 可 見apps的確可在手動及視覺上加強學生的
學習效能。

i) 很OK， 很實際
i i) 原來可以根據不同 的己知條件求直線方程 。
i i i) 在學習時可以利用電 子科技幫助學習 ， 更 容明白理論化 ， 不同 數值之

下 ， 原來會呈現不同 圖 像 。
i v) 原來數學並非只是紙上學 ， 很枯燥 。 那麼難的直線方程還能用 網上app

學 ，太神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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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可以用不同的科技，軟件來來幫助學習，知道學習也是可以用不同方法
去了解 的 ， 固 像方程的變化也很有意思 ， 有趣 。

v i) 體會到應用數學應用的 多元化 ， 同時也感受到了科技對數學 認知的幫
助 ， 更 清晰地明白方程圖像的形成， 更 易去理解 。 此外， 也明白面對數
學應有發現及探索的精神 ，而非死記硬背 ，貴在了解和應用。

v i i) 運用app可以嘗試不同的方程 ， 運用app可以輔作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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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 (乙)-(甲)] / (甲)

(根據協議書的表IJ) (甲) (乙) +/一%

服務 9，1400 lC 9，1400 lC 0% 

在此計翻中， 共發展了 200APPS可以供老師於課堂的教學中使用 ， 16 1 7年的
中四級 共有 3班 ，3班的科任老師均參與開放課室進行觀課交流， 參與公開課
老師比預期為 多 ， 且參與觀課共有 16人次 ，加強科老師的專業發展及發揮國
隊的精神。 在公開課後，學生對課堂 運用 apps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問卷中
「問題」的部分 ，選取同意或非常同意差不 多接 60 % ' 以 本校學生的學習習慣

來說， 這是值得鼓舞的成效 。 在「意見」方面 ， 可見學生亦寫出正面的建議及
鼓勵的說話 ， 本科希望藉此提升學生課堂的學習動機。

在觀課交流的課後會議記錄中 ， 與會老師認為電子程式輔助教學對需要給予提
示的學生有莫大幫助 ， 及學生透過電子學習程式 ， 可動手移動直線上的點坐
標，有助加深學生印象及理解直線與點的 關像。 老師同時 認為學生在活動過程
中 ， 透過電子學習程式，能使數學概念如共線 、 兩點式及無限點等其體化 ，學
生能較 易由共線延伸至兩點式及無限點的數學概念，認為學生在沒有學習程式
的輔助 ， 會較 難理解以上數學概念 。 由此可見， 應用APPS透過視覺及手動的
學習形式將抽象的概念具體他， 有利加強課堂上學與敦的效能 。

老師將 200APPS儲存於學 校內聯合罔的 ，鼓勵及讓學生可以在家也可 應
用APPS加強學習。 1 718年度老師透過計劃建立的 APPS，讓 1 718 年度的學生
應用APPS在家完成 工作紙 ，而參與的學生對應用APPS持有正面的意見 ， 可
見於第 2 點的陳述 ， 是計劃以外的跟逛 。 本科亦計 劉有望藉此試推自主學習 。

4. 成 品: 200 個APPS
年級 課題 數量 備詮

S4 第l章一冗一次方程(一) 8 每章apps的數量配合
S4 第 2章一冗一次方程(一) 4 實際的需要而有修
S4 第 3章函數 及 其 圖像 13 訂。 同時，加人同事要
S4 第4章續 多項式 12 求的部分公開試題目
S4 第 5章直線方程 12 的題解，配合高中學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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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第 6章指數方程
S4 第 7章對數函數

S4 第 8章續方程
S4 第9章領二角
S4 第 10章二角學的應用
S5 第 11章變分
S5 第 12章圓的基本性質

DSE 題解

總數:一一一一一一

5. 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名稱

2017.01.17 視像他學與教數學分享工作坊

2017.02.27 觀課及課後會議

2017.05.04 QEF計創一課堂研習工作坊

2017.06.17 趟﹒才 <::羽位司 工作坊(一)

2017.07.08 且習 工作坊(二)

2017.08.30 QEF電子教與學工作坊

計創負責人姓名: 一_1

簽名:

日期:一一 30.0 1. 20 18一一一一一

11 的需求 。
13 
10 
13 
14 
13 
13 
6 4 

200 

時段 時間(小時)

4:00pm-6:30pm 

9:00am-曰:OOpm

2:00pm-5:00pm 

9:00am胃口:30pm

9:00am-12:30pm 

9:30am-13:00pm 

總數

受款人姓名*

簽名:

2.5 

4 

3 

3.5 

3.5 

3.5 

20 

參與老師
人數

4 

6 

10 

6 

6 

8 

40 

日期:一 30.0 1.20 18一一一

*言十劉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懿管理系統J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己經串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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