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2022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專題講座

小學三年級 數學科

參與學校學生整體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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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小學三年級數學科的評估擬題參照

• 小學數學科（小一至小三）修訂課程 ─ 更新
的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數學科基本能
力指標及

•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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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2022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學三年級 數學科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數學科基本能力指標參考文件：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
development/assessment/about-assessment/KS1-Math-BC_Sep_2019-TC.pdf

小三數學科



評估資料
基本能力評估網頁:

www.bca.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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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2022年小三數學科評估材料的題目設計原則如下：

◆每道題目圍繞一個基本能力考核；

◆選擇題的誘答選項配合基本能力；

◆減少關聯題；

◆選取學生易於理解的情境擬訂評估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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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2022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三數學科 評估設計

小三數學科



善用2022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三數學科 評估設計

模式 紙筆模式

分卷 四張 (中文版/英文版)

時限 40 分鐘

題量 每張分卷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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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 選擇題、填空題、列式作答、繪畫統計圖等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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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2022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三數學科 評估設計

模式 網上模式

分卷 中、英文版各 2 張

時限 35 分鐘

題量 每張分卷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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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 選擇題、填空題等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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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學生表現平穩。

➢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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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2022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小三數學科



「數」範疇

強項

• 學生能展示對位的認識及認識各數字所代表的值。

• 學生一般能解答四則應用題，並能展示解題方法和
計算步驟。

• 學生能理解分數的概念。

• 學生在進行同分母分數的減法運算的表現優異。

• 學生在解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用題時，表現不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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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學生表現分析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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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範疇
2022年學生表現分析

小三數學科

弱項

• 在計算應用題方面時，少數學生列寫算式時遺
漏括號，亦有少數學生的解題步驟不完整。

• 在計算乘加混合算式題方面，小部分學生未能
掌握「先乘、後加/減」的運算法則。

• 學生解答涉及減法的貨幣應用題的表現一般。



KS1-N1-1：展示對位（個位至萬位）的認識，包括讀、
寫和按大小排列不超過五位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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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M3

Q1/M4

學生表現良好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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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M1 學生表現良好

學生表現優良Q1/M1

小三數學科KS1-N1-1：展示對位（個位至萬位）的認識，包括讀、
寫和按大小排列不超過五位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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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M2

小部分學生誤以「60307」，
「6037」及「60370」作答案

小三數學科
KS1-N1-1：展示對位（個位至萬位）的認識，包括讀、
寫和按大小排列不超過五位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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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1-1：展示對位（個位至萬位）的認識，包括讀、
寫和按大小排列不超過五位的數。

小三數學科

Q2/M3



Q3/M1

KS1-N2-1：進行不超過三個三位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及運用加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Q3/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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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把 42 放在錯誤的位值上計算加法

選擇C項:
沒有運用進位計算加法

選擇D項:
只計算了 42 與 229 的和

Q3/M2

Q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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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2-1：進行不超過三個三位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及運用加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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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M1 Q4/M4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只計算了582與236的差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C項:

沒有運用退位計算減法

小三數學科KS1-N2-1：進行不超過三個三位數的加法和減法運算
及運用加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KS1-N2-2：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及運用
乘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Q5/M1

Q5/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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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M2

Q5/M4

小部分學生誤以「782」、「784」
或「592」作答案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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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2：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及運用
乘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B項:          

商沒有補零

選擇C項:           

答案欠餘數

1   7 

750    

7
50 
49 

1

7

107 

750    

7
50 
49

7

Q6/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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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2：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及運用
乘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Q6/M1 部分學生誤以「148」及「143…1」
作答案

錯誤答案分析﹕
148 

858    

6
25 
24
48
48 

6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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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858    

6
25 
24
18
18

1

6

KS1-N2-2：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及運用
乘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Q6/M4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C項:          
錯誤地在商補上零

508 

175    

15
25  
24 

1

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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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2：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及運用
乘法交換和結合性質。



KS1-N2-3: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混合運算。

Q7/M2

部分學生未有先處理括號內的
算式，亦有學生只處理括號內
的算式

Q7/M3

小三數學科

小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先乘、後
加」的運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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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M1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D項:
未能掌握「先乘後加」的運算法則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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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3: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混合運算。



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誤以減法計算答案

選擇B項:
誤以 235 + 17 計算答案

選擇C項:
沒有運用進位計算加法

Q10/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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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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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0/M2

Q9/M2



Q8/M1

小三數學科

Q9/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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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小三數學科

Q8/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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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1/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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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1/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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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1/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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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1/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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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1/M1

小三數學科

32

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1/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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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2/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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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2/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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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2/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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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2/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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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2/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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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9/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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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9/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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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9/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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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9/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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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9/M3

小三數學科

43

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0/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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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0/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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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0/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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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0/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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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0/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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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0/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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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Q11/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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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解四則應用題。



KS1-N3-1：展示對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和代表等值分數
的圖像的認識。

Q14/M1
學生表現優良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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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不理解「等分」的概念

選擇B項:
混淆陰影部分和非陰影部分

選擇D項:
誤以非陰影部分作分母



KS1-N3-1：展示對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和代表等值分數
的圖像的認識。

Q13/M4

學生表現優良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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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未能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

選擇B項:
混淆陰影部分和非陰影部分

選擇D項:
誤以陰影部分作分母



Q11/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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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3-1：展示對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和代表等值分數
的圖像的認識。



KS1-N3-2：展示對分數與整體的關係的認識。

Q13/M1

Q14/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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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份學生誤以「等於」作答案

學生表現優良



KS1-N3-3：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Q13/M3 Q14(b)/M4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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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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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3-3：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Q15/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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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3-3：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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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3-4：進行不超過三個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和減法運
算。

小三數學科

Q14/M3 學生表現優良



59

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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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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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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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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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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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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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5/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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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5/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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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5/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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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5/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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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5/M4



70

小三數學科
KS1-N3-5：解附以圖像闡述的同分母分數加法和減法應
用題。 Q15/M4



「度量」範疇

強項

• 學生能辨認香港流通的貨幣及閱讀商品的價錢

牌。

• 學生在閱讀指針式時鐘或數字鐘的表現良好。

• 學生能選擇合適的工具量度物件的高度、重量

或容量。

71

2022年小三學生表現分析
小三數學科



「度量」範疇

弱項

• 在涉及找贖的應用題中，學生表現稍遜。

• 在根據繁複的特定條件寫出活動的正確日期方面，學
生表現尚有不足。

• 以合適單位記錄物件的長度和重量方面，學生表現有
待改善。

• 小部分學生對「毫米」(mm) 和「厘米」(cm) 的概
念模糊。

• 小部分學生混淆重量單位和容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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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小三學生表現分析
小三數學科



KS1-M1-1：辨認香港流通的貨幣。

Q18/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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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1-2：閱讀價錢牌。

Q17(a)/M1

Q16(a)/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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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1-3：展示對貨幣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認識，包
括點算和換算貨幣。

Q17(b)/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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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b)/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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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1-3：展示對貨幣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認識，包
括點算和換算貨幣。



Q16(b)/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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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1-3：展示對貨幣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認識，包
括點算和換算貨幣。



Q16(b)/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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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1-3：展示對貨幣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認識，包
括點算和換算貨幣。



KS1-M2-1：直接比較物件的長度和直接比較物件間的距
離。

學生表現優良

Q18/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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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2-2：以自訂單位（例如：萬字夾、書本），比
較物件的長度和比較物件間的距離。

Q17/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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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2-3：以「毫米」(mm)、「厘米」(cm) 或
「米」(m) 為單位，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長度和量度及比較物件間
的距離。
Q19/M4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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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2-4：以「公里」(km) 為單位，比較物件的長
度和比較物件間的距離。

Q20/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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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83



KS1-M2-5：以手指闊度、臂長、腳板的長度、指距、步距等，
作為「永備尺」估計物件的長度和物件間的距離。

Q19/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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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2-6：選擇合適的工具量度物件的長度和物件
間的距離。

Q20/M2

學生表現優良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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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3-1：展示對年、月、日及星期的認識。

Q20/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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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3-1：展示對年、月、日及星期的認識。

Q17/M4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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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3-2：閱讀指針式時鐘及數字鐘。

Q21(a)/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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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3-2：閱讀指針式時鐘及數字鐘。

Q21(a)/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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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3-3：以「小時」、「分鐘」或「秒」，
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不包括化聚）。

Q21(b)/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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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b)/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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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3-3：以「小時」、「分鐘」或「秒」，
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不包括化聚）。



KS1-M3-4：應用「24 小時報時制」，包括與「12 小
時報時制」的互換。
Q22/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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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4-1：直接比較物件的重量。

Q22/M1

小三數學科

93



KS1-M4-2：以自訂單位比較物件的重量。

Q24/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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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4-3：以「克」(g) 或「公斤」(kg) 為單位，
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重量。
Q25/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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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a)/M3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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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4-3：以「克」(g) 或「公斤」(kg) 為單位，
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重量。



小三數學科

97

Q22(b)/M3



KS1-M4-4：選擇合適的工具量度物件的重量。

Q24/M1

學生表現優良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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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M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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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1-M4-5：選擇合適的單位以單名數記錄物件的重量。

Q19/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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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M3

小三數學科

100

KS1-M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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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1-M4-5：選擇合適的單位以單名數記錄物件的重量。



Q18(a)/M4

小部分學生混淆長度單位和重量單位，甚至對各度量單位的概念模糊

小三數學科

101

KS1-M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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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1-M5-2：以自訂單位比較容器的容量。

Q23/M2

小三數學科

102

學生表現良好



KS1-M5-3：以「升」(L) 或「毫升」(mL) 為單位，
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

Q22/M4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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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M1

小三數學科

104

KS1-M5-3：以「升」(L) 或「毫升」(mL) 為單位，
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

小部分學生誤以其中一個量杯的容
量作答案



KS1-M5-4：選擇合適的工具量度容器的容量。

Q25/M2

學生表現良好

小三數學科

105



106

KS1-M5-4：選擇合適的單位以單名數記錄容器的容量。
小三數學科

Q18(b)/M4



2022年小三學生表現分析

「圖形與空間」範疇

強項

• 學生能直觀辨認平面圖形。

• 學生能直觀辨認直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

• 學生在辨認直線和曲線方面，表現良好。

• 學生能辨認直角及比較角的大小。

107

小三數學科



2022年小三學生表現分析
「圖形與空間」範疇

弱項

• 學生在辨認角柱、圓柱及角錐方面，表現稍遜。

• 學生在辨認垂直線方面，有待改善。

• 學生在辨認鋭角方面，表現稍遜。

108

小三數學科



KS1-S1-1：直觀辨認角柱、角錐、圓柱、圓錐和球。

Q25/M3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把平面圖形(立體圖形的底面)
誤作立體圖形

選擇B項:
混淆圓錐和角錐

選擇D項:
混淆圓錐和角柱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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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6/M1

小三數學科

110

KS1-S1-1：直觀辨認角柱、角錐、圓柱、圓錐和球。



Q26/M2

小三數學科

111

KS1-S1-1：直觀辨認角柱、角錐、圓柱、圓錐和球。



KS1-S2-1：直觀辨認各種平面圖形，包括三角形、四邊
形、梯形、平行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正方形、長
方形和圓形。
Q28/M1

小三數學科

112



Q27/M2

小三數學科

113

KS1-S2-1：直觀辨認各種平面圖形，包括三角形、四邊
形、梯形、平行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正方形、長
方形和圓形。



Q27/M3

小三數學科

114

KS1-S2-1：直觀辨認各種平面圖形，包括三角形、四邊
形、梯形、平行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正方形、長
方形和圓形。



KS1-S2-2：直觀辨認不同的三角形，包括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和等邊三角形

Q29/M1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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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M4

小三數學科

116

KS1-S2-2：直觀辨認不同的三角形，包括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和等邊三角形



Q27/M1

小三數學科

117

KS1-S3-1：直觀辨認直線和曲線；及辨認平行線和垂直
線。



Q29/M2

小三數學科

118

KS1-S3-1：直觀辨認直線和曲線；及辨認平行線和垂直
線。



Q30/M2

小三數學科

119

KS1-S3-1：直觀辨認直線和曲線；及辨認平行線和垂直
線。

部分學生混沌垂直線和平行線



Q27/M4

小三數學科

120

KS1-S3-1：直觀辨認直線和曲線；及辨認平行線和垂直
線。



KS1-S4-1：辨認直角、銳角和鈍角。

Q30/M3

小三數學科

121



KS1-S4-2：比較角的大小。

Q24/M3

學生表現良好

小三數學科

122



KS1-S5-1：以「上」、「下」、「左」、「右」、
「前」、「後」和「之間」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

Q30/M1

小三數學科

123



KS1-S5-2：展示對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認
識，包括閱讀指南針。

Q31/M1

少數學生混淆東方和西方，
錯誤地選擇「迷宮」作答案

部分學生混淆北方和南方，
錯誤地選擇「北方」作答案

小三數學科

124



Q31/M3

少數學生混淆北方和南方，
錯誤地選擇「車站」作答案

小部分學生未能判斷相對於
參考點的正確方向

小三數學科

125

KS1-S5-2：展示對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認
識，包括閱讀指南針。



「數據處理」範疇

強項

• 能閱讀象形圖及棒形圖，並利用圖中的數據解
答簡單的問題。

126

2022年小三學生表現分析
小三數學科

弱項

• 少數學生未能準確及扼要地寫出象形圖的標題。



KS1-D1-1：闡釋「一個圖形代表1 個單位」的象
形圖。

Q32/M1
學生表現良好

小三數學科

127



KS1-D1-2：採用「一個圖形代表1 個單位」製作象形
圖。Q33/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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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129



130

小三數學科



小三數學科

Q33/M3

131

KS1-D1-2：採用「一個圖形代表1 個單位」製作象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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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2/M2

133

小三數學科KS1-D2-1：闡釋「一格代表1、2 或5 個單位」的
棒形圖。



Q32/M4

134

小三數學科KS1-D2-1：闡釋「一格代表1、2 或5 個單位」的
棒形圖。



135

KS1-D2-2：採用「一格代表1、2 或5 個單位」製作
棒形圖。

小三數學科

Q33/M1



136

KS1-D2-1：闡釋「一格代表1、2 或5 個單位」的
棒形圖。

小三數學科

Q33/M1



137

KS1-D2-1：闡釋「一格代表1、2 或5 個單位」的
棒形圖。

小三數學科

Q33/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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