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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專題講座 

小學六年級   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的評估擬題參照 

• 數學課程第二學習階段終結的基本能力(試用稿） 

  及 

•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數學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2000)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 數學科 

數學課程 《第二學習階段終結的基本能力（試用稿）》參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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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ca.hkeaa.edu.hk/web/en/2020QuickGuidePri/QG_P_BC_M.pdf 

小六 
數學科 



分卷  中、英文版各 2 張 

時限   55 分鐘 

題量 
 分卷一設 43 道題目，分卷二設 47 道題目， 
 部份題目包含分題 

範疇 
「數」、「度量」、「圖形與空間」及 
「數據處理」、「代數」 

題型  選擇題、填空題、閱圖作答題等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 數學科 

評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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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 
數學科 



基本能力評估網頁: 
www.bca.hkeaa.edu.hk 

評估資料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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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試卷及評卷參考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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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STAR網上版評估的學校可以獲得學校報告。
報告中提供的資料有助學校了解整體學生的學習表
現，包括： 
• 數據分析 – 各道題目學校及所有參與學校的 
                        整體答對率 
• 表現描述 – 所有參與學校整體表現質性化分析 

 
 
 
 
 

個別學校 所有參與學校 

數據分析   

表現描述  

評估回饋 – STAR網上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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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 
數學科 



樣本 

學校答對率 

學校報告 - 
數據分析      

題目 

正確答案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小六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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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學校報告 - 參與學校整體表現描述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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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 
數學科 

76.0 
76.0 
74.0 
74.0 
78.0 
78.0 
78.0 
78.0 
74.0 
74.0 



英文版 
樣本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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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 
76.0 
74.0 
74.0 
78.0 
78.0 
78.0 
78.0 
74.0 
74.0 



  整體而言，學生表現尚佳。 
  各學習範疇的學生表現：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 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分析 

69.1% 

67.8% 

74.8% 

76.8% 

71.0%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數 度量 圖形與空間 數據處理 代數 

參
與

學
校

整
體

答
對

率
 (%

)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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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範疇 

強項 
 

 學生能掌握基本的概念，如整數和小數的位值， 
   兩個數的公因數和公倍數，分數和百分數 

 學生能進行百分數和小數的互化 

 學生能進行涉及整數和小數的四則計算 

 不少學生能解答涉及小數、百分數的應用題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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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範疇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弱項 
 

 約半數學生未能比較分數的大小 

 約半數學生未能正確地把分數化為小數 

 近半數學生在進行百分數與分數互化方面的表現稍遜 

 在分數的四則計算，以及解答涉及整數和分數的應用
題方面，學生的表現仍有進步空間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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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N2-1：認識倍數和因數。 
 
 Q2/M1 

18.5%       

        4.1% 
   12.8% 

        *63.9% 

Q3/M2 

9.5%       

        7.4% 
   8.5% 

        *73.0%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混淆因數和倍數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混淆倍數和因數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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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M1 

 
 
KS2-N2-2：用列舉法找出一個數的所有因數。 

 

答對率約 64% 

~ 個別學生忽略了該數本身 (27) 也是它的因數 

•部分學生未能用列舉法找出一個數的所有因數。 

1、3、9 

其他錯誤答案：  
 1、2、3、9、27 
 3、9 
 9、27 

 只答 9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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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N2-3：認識公倍數及公因數。 
KS2-N2-4：用列舉法找出兩個數的公倍數、公因數。 
 
 
 

Q4/M1 

15.5%       
        2.8% 

  4.7% 
        *75.3% 

Q5/M2 

答對率約 76% 

~ 個別學生誤把 80 當作答案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C項:       
混淆公因數和公倍數 

錯誤答案：80、120、2、1、… 

20                        40                      6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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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M2 

Q5/M1 

9.1%       

        5.1% 
   5.7% 

        *78.6% 

答對率約 55% 

錯誤答案﹕ 
 

 只答 15 
 1，3，15，45 
 3，15       

KS2-N2-3：認識公倍數及公因數。 
KS2-N2-4：用列舉法找出兩個數的公倍數、公因數。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誤以6和9的所有 
因數當作答案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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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N2-5：用列舉法找出兩個數的最小公倍數、 
           最大公因數。 
 

Q6/M2 
答對率約 84% 

Q6/M1 

13.0%       
        4.1% 

3.4% 
        *77.5% 

~ 個別學生誤把兩數的最小公倍數(L.C.M.) 當作答案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C項:       
混淆最大公因數
(H.C.F.)和最小公倍數
(L.C.M.) 

42 

小六數學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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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a)/M1 

Q9(a)/M2 

KS2-N3-3：把假分數和帶分數互化。 
 

答對率約 75% 

~ 個別學生誤把 2    當作答案  
2
3 

學生表現優良 

答對率約 93%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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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b)/M1 

Q9(b)/M2 

KS2-N3-4：通過擴分和約分認識等分。 
 
•大部分學生能掌握等值分數的概念。 

學生表現良好 

答對率約 84% 

學生表現良好 

答對率約 84%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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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N3-5：比較分數的大小。 
 

Q8/M2 

•學生未能用有效的方法比較分數的大小。 

答對率約 51% 

~ 部分學生誤把      當作答案 
16
21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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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分數比較 : 

兩個分數一組比較 : 



KS2-N4-1：用小數記數。 
 Q10/M2 

15.0%       

        3.4% 

   11.0% 

        *68.6%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混淆整數和小數的概念 
選擇B項:       
混淆十分位和百分位 
選擇D項:  
混淆個位和十分位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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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N4-2：認識小數的位值。 
 Q9/M1 

10.2%       
        4.2% 

   9.6% 

        *74.2% 

Q11/M2 

14.1%       
        6.6% 

   11.3% 
        *65.8%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B項:  
混淆百分位和十分位 
選擇D項:       
混淆十位和十分位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B項:  
混淆百位和百分位 
選擇C項:       
混淆十分位和百分位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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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KS2-N4-3：進行小數和分數的互化。 
 

Q10/M1 

Q13/M2 

•大部分學生能把小數化為分數，但約半數學生未能正確地把
分數化為小數。 

~  少數學生未能用「四捨五入」法取近似值 

~  個別學生誤以「11 ÷ 9」計算答案 

0.81 

答對率約 80% 

答對率約 5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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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KS2-N5-1：進行整數及分數的四則計算。 
 
Q11/M1 

9.6%       

        6.8% 
   2.6% 

        *79.0% 

•大部分學生能進行整數的四則運算，包含處理小括號。 

答對率約 67% 

Q14/M2 

Q15/M2 

答對率約 88%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懂得「先除後加」的運算法則， 
但進行除法計算時商沒有補零 

選擇B項:       
只完成了除法計算 

選擇C項:       
未能掌握「先除後加」的運算法則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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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M1 

KS2-N5-1：進行整數及分數的四則計算。 
 •在分數的四則計算方面，學生的表現一般。 

Q13/M1 

Q16/M2 Q17/M2 

答對率約 55% 

答對率約 71% 

答對率約 55% 

答對率約 59%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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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M1 
KS2-N5-2：進行整數及小數的四則計算。 
 

Q15/M1 

Q18/M2 

Q19/M2 

答對率約 70% 

答對率約 69% 

答對率約 64% 

答對率約 49% 

~  小部分學生誤以「1.9 ÷ 2」計算答案   

105 

0.23 23 

0.95 

10.5 

2.3 

1.05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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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M2 

KS2-N5-3：解答整數及分數的應用題。 
 •在解答涉及整數和分數的應用題方面，學生的表現一般。 

Q16/M1 

答對率約 67% 

答對率約 63% 

錯誤答案：4、2、8、3、… 

錯誤答案頗多 

6 

12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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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M2 

KS2-N5-3：解答整數及分數的應用題。 
 •部分學生不小心閱讀題目，亦有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分數的

概念，以致錯誤理解題意，答案錯誤。 

答對率約 44% 

~  個別學生誤以減法計算 

Q17/M1 
答對率約 52% 

~  少數學生誤以六月的降雨量當作答案   

350 

1
1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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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Q24/M2 
KS2-N5-4：解答整數及小數的應用題。 
 

Q18/M1 

答對率約 63% 

答對率約 66% 0.25 

錯誤答案：14.2、28.8、… 

13.2 

錯誤答案：250、2.5、…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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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N5-5：解答整數及小數有關貨幣的應用題。 
 

錯誤答案：91.5、45.75、35、… 

Q19/M1 

答對率約 63% 

•不少學生能解答涉及整數和小數的應用題，包括處理涉及貨
幣的應用題。 

30.5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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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N6-1：認識百分數。 
 

錯誤答案：6、5、50、… 

Q21/M1 

答對率約 76% 

6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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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學生未能掌握百分數的概念 



KS2-N6-2：進行百分數與分數的互化。 
 

錯誤答案：11、22、55、… 

答對率約 56% 

Q20(a)/M1 

Q23(a)/M2 

答對率約 37% 

•在進行百分數與分數的互化方面，學生的表現稍遜。 

5.5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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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答案：   、  、     、… 7
1
2 

3
4 



KS2-N6-3：進行百分數與小數的互化。 
 

錯誤答案：30.5、3.05、305、… 

答對率約 64% 

Q20(b)/M1 

Q23(b)/M2 

答對率約 81% 

•多數學生能進行百分數與小數的互化。 

0.305 

8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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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M2 

Q24/M1 

KS2-N6-4：解答簡單百分數應用題。 
 
•很多學生能解答百分數應用題，包括處理涉及折扣的應用題。 

答對率約 63% 

錯誤答案頗多 

13 

392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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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答案頗多 

答對率約 71% 



「度量」範疇 

強項 
 

 學生能閱讀鐘面，又能以「24小時報時制」報時，並能
以「小時」和「分鐘」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 

 大部分學生能量度平面圖形的周界 

 大部分學生能以自訂單位比較平面圖形面積的大小 

 大部分學生能量度和計算立體的體積，並能找出長方體
容器的容量和利用排水法找出不規則立體的體積 

 大部分學生能以「km/h」作為記錄速率的單位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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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範疇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弱項 
 

 約半數學生未能正確比較物件的重量和容器的容量 

 部分學生未能應用公式計算圓周 

 在方格紙上找出平面圖形的面積方面，學生的表現有待
改善 

 在計算平行四邊形和梯形的面積方面，學生的表現稍遜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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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M4-3：以「克」(g) 或「公斤」(kg)為單位， 
                      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重量。 
 Q26/M2 

答對率約 62% 

答對率約 78% 

答對率約 56% 

錯誤答案：0.9、90、9、… 

錯誤答案：0.3、30、… 

900 

1.2 

300 

錯誤答案：1200、… 

小六數學科 

37 



KS2-M5-3：以「升」(L)或「毫升」(mL)為單位， 
                      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 
 Q27/M1 

答對率約 70% 

答對率約 71% 

答對率約 56% 

錯誤答案：500、0.6、… 

錯誤答案：1000、1500、… 

~  少數學生誤以為湯鍋的容量較少 

錯誤答案：1500、… 1.5 

600 

90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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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M1 

Q29/M2 

KS2-M3-7：選擇合適的單位以單名數記錄物件的長度和物件間的距離。 
 KS2-M4-5：選擇合適的單位記錄物件的重量。 
 KS2-M4-5：選擇合適的單位以單名數記錄容器的容量。 

答對率約 67% 

答對率約 72% 

答對率約 79% 

答對率約 64% 

~  少數學生混淆了重量單位和容量單位 

mm 

kg   /   cm 

cm 

g 

cm 

g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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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L 



Q27/M2 

KS2-M6-1：量度平面圖形的周界。 
 

答對率約 84% 

學生表現良好 

10 

小六數學科 

40 



答對率約 67% 

KS2-M6-2：計算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界。 
 

Q28/M1 

錯誤答案：10、100、20、… 

錯誤答案：50、500、110、… 

•少數學生混淆了邊長、周界和面積。 

答對率約 66% 

40 

12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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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8/M2 

KS2-M6-3：認識圓周與直徑的關係。 
 

22.2%       

        3.1% 

   5.0% 

        *65.8%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混淆半徑和直徑 

選擇B項:       
誤以為圓周約是直徑的4倍 

選擇D項:  
誤以為直徑約是圓周的3倍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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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約 59% 

KS2-M6-4：應用圓周的公式。 
 

Q29/M1 

12.56 

•部分學生未能應用公式計算圓周。 

錯誤答案：62.8、20、… 

5 × 4 × 3.14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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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M2 

KS2-M7-1：以直接比較的方式或自訂單位比較平面圖形面積 
                      的大小。 
 

答對率約 81% 

學生表現良好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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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0/M2 

KS2-M7-2：以「平方厘米」(cm²)或「平方米」(m²)為單位， 
                      量度及比較平面圖形面積的大小。 
 

小六數學科 

45 

• 學生未能用有效的方法在方格紙上找出平面圖形的面積。 

方法 :  
1. 數方格 
2. 分割和合併 
3. 填補/ 補足 

33 / 34 / 35 

錯誤答案：30、22、36、… 



Q30/M1 

KS2-M7-3：計算正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三角形及 
                       多邊形的面積。 
 

Q32(b)/M2 

答對率約 38% 

錯誤答案：45、360、72、… 

答對率約 56% 

• 在計算平行四邊形和梯形的面積方面，學生的表現稍遜。 

28 
40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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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答案頗多 



Q36/M2 

KS2-M8-2：計算正方體及長方體的體積。 
 

7.2%       
        3.2% 

   1.6% 

        *84.3%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未能認識正方體體積的公式 

選擇B項:       
混淆周界和體積 

選擇C項:  
混淆面積和體積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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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M1 

KS2-M8-3：認識容量和體積的關係 
                                                 （「升」/「毫升」與「立方厘米」的關係）。 
 

錯誤答案：80、40、18、… 

160 

小六數學科 

48 

答對率約 77% 



Q33/M2 

答對率約 62% 

KS2-M9-1：以「米每秒」(m/s)或「公里每小時」(km/h)作為 
                      記錄速率的單位。 
 

KS2-M9-2：解答有關速率的簡易應用題。 
 

Q33/M1 

        4.1% 
   3.3% 

        *84.0% 

        4.4% 

錯誤答案：1.5、2.4、… 

15 

小六數學科 

49 



「圖形與空間」範疇 
強項 

 

 學生能辨認角柱 

 學生大致能認識各種平面圖形的特性 

 學生能認識圓形的特性，包括圓心、半徑、直徑和圓周 

 學生能辨認八個主要方向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小六數學科 

50 

弱項 
 

 部分學生未能找出立體圖形中的頂、稜和面的正確數目 

 部分學生未能辨認等腰三角形 

 小部分學生混淆了菱形和鷂形 



KS2-S1-1：認識圓錐、角錐、圓柱、角柱及球體的特性（包括立體圖形 
                      中的頂、稜和面的認識，但不需計算）。 
 

Q37/M2 

Q35/M1 

答對率約 64% 

14 

        4.0%         *67.4% 

15.9%          8.3% 

• 絕大部分學生能辨認角柱，但部分學生未能找出立體圖形中的頂、稜和面
的正確數目。 

小六數學科 

51 

~  忽略面的數量 ~  忽略頂的數量 



KS2-S2-1：認識各種平面圖形的特性：三角形（例如有三條邊、 
有三隻角；包括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邊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 
六邊形、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梯形及圓形。 
 
Q32(a)/M2 

答對率約 64% 

~  部分學生混淆了等腰三角形和等邊三角形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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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S2-1：認識各種平面圖形的特性：三角形（例如有三條邊、 
有三隻角；包括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邊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 
六邊形、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梯形及圓形。 
 

Q34/M2 

Q38/M2 

答對率約 78% 

        5.0% 
   6.0% 

        *84.2% 
   1.1% 

• 大部分學生能認識四邊形的特性。 

2 錯誤答案：4、… 

小六數學科 

53 



Q34/M1 

KS2-S2-1：認識各種平面圖形的特性：三角形（例如有三條邊、 
有三隻角；包括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邊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 
六邊形、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梯形及圓形。 
 

答對率約 78% 

學生表現優良 

答對率約 88% 

• 大部分學生能找出一個圓的圓心和辨認圓的半徑。 

小六數學科 

54 



KS2-S2-2：把平面圖形分類。 
 Q36/M1 

答對率約 51% 

答對率約 64% 

~  小部分學生混淆了菱形和鷂形 

~  小部分學生未能找出所有答案 錯誤答案：只答B、只答E、… 

錯誤答案：  A、C  、  A   、… 

C 

B、E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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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KS2-S5-1：認識八個主要方向。 
 Q37/M1 

答對率約 87% 

答對率約 81% 

答對率約 70% 

~  小部分學生未能判斷相對 
     於參考點的正確方向 

錯誤答案：東北、東南、西北、…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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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範疇 
強項 

 

 大部分學生能閱讀及解釋象形圖，包括一個圖形代表100
個單位或數據較大的象形圖 

 大部分學生能從棒形圖中擷取數據解答簡單的問題 

 大部分學生能正確比較兩組數據的平均數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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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項 
 

 部分學生未能利用象形圖中的數據解答涉及百分數的問題 

 小部分學生未能計算一組數據的平均數 



KS2-D1-1：閱讀及解釋「一個圖形代表 1、10、100個單位」 
                     的象形圖。 
 
Q43/M1 

答對率約 78% 

答對率約 61% 

•部分學生未能利用象形圖中的數據解答涉及百分數的問題。 

錯誤答案：20、30、3、… 

300 

40 

小六 
數學科 

58 

1400 



KS2-D2-3：閱讀及解釋數據較大的棒形圖。 
 Q42/M1 

答對率約 78% 

3400 飲品 

1600 

錯誤答案：2600、… 

錯誤答案：3200、… 

答對率約 68%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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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M2 

答對率約 66% 

KS2-D3-1：計算一組數據的平均數。 
 KS2-D3-2：計算簡易平均數應用題。 
 Q41/M1 

錯誤答案頗多， 

極少數學生誤答：45.5、215 

43 

        5.0% 

   6.4% 
        *81.0% 

        2.6%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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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數」範疇 

強項 
 

 多數學生能以代數式表示數量 

 大部分學生能認識方程的概念 

 學生大致能解答不超過兩步計算的方程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弱項 
 

 部分學生未能解答涉及簡易方程的應用題 

小六數學科 

61 



Q39/M2 
KS2-A1-1：用符號代表數。 
 

KS2-A2-1：認識方程。 
 Q38/M1 Q40/M2 

10.6%       

        0.4% 
   0.4% 

        *84.6% 

11.7%       
        3.8% 

   1.5% 
        *78.9% 

  8.3%       

        5.5% 

   3.1% 

        *78.6%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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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9/M1 

KS2-A2-2：解答不超過兩步計算的方程，不涉及同類項運算。 
 

Q41/M2 

Q42/M2 

答對率約 53% 

答對率約 68% 

答對率約 80% 

24 

0.5 錯誤答案：2、… 

2 

•學生大致能解答不超過兩步計算的方程。 

小六 
數學科 

63 

錯誤答案：   、8、  、… 



Q43/M2 

KS2-A2-3：用簡易方程解答應用題。 
 

Q40/M1 

答對率約 67% 

答對率約 58% 

錯誤答案：27、3、7、… 

錯誤答案：315、395、… 

•部分學生未能解答涉及簡易方程的應用題。 

17 

105 

小六數學科 

64 



• 學校可透過報告提供的數據，結合描述學生
表現的內容，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 

• 學校可因應校本需要，配合其他多元評估，
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 據此調適教學計畫，善用資源跟進和輔導， 
  優化學與教。 

• 讓「評核促進學習」 
  落實於課堂當中。 

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與教 
 

評 

教 

學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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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網上學與教支援 (WLTS)   
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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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Thematic Seminar – Feedback Survey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專題講座意見調查 

Link for P.6 Feedback Survey 
小六級意見調查超連結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PageNumber
=1&SurveyID=m8MK79l5&Preview=true# 

小六數學科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PageNumber=1&SurveyID=m8MK79l5&Preview=true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PageNumber=1&SurveyID=m8MK79l5&Preview=true


謝謝!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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