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標：回饋學與教 

 了解學生在數學科不同課題的學習難點，
調適課程，探討適切的教學策略 

一般學校的分析方法： 
將學校答對率與全港答對率作比較，若低
於或顯著低於全港答對率就需關注 

 反思：是否答對率高於全港就不需關注？ 



示例（2009 – 2010 年） 
某小學數學科小三及小六的達標率歷年皆
達 100% 或接近 100% 

 沒有進步空間？ 

 









2008 3M1-Q28, 3M4-Q27 

學校：46.6% 
全港：37.3% 





2008 6M2-Q42, 6M4-Q36 

學校：17.7% 
全港：19.7% H, D 



學生大致能夠辨別已知圖形的特性，卻不懂
得從圖形的特性去界定圖形，往往「直觀地
」以圖形的姿態(orientation)作判斷 
學生對判斷兩隻角是否相等感到困難，部份
學生對角的大小缺乏概念，如認爲鷂形是對
角相等，甚至認為任何銳角都是相等的 
絕大部分學生都缺乏在方格紙上繪畫平行線
及垂直線的技巧或方法 



1. 四邊形 → 特性 
透過直觀分類，歸納出各類四邊形的特性 

2. 特性 → 四邊形 
以四邊形的特性判別、構作或繪畫各類四
邊形 

 



http://wlts.edb.hkedcity.net 

http://wlts.edb.hkedcity.net/


利用資訊科技動態地呈現圖形的特性， 
加強學生對圖形特性的認識 

http://ggbtu.be/m18992
http://ggbtu.be/m18975
http://ggbtu.be/m18989
http://ggbtu.be/m18987


動態地呈現形狀的變化，幫助學生利用 
邊長等特性分辨及構作四邊形 

http://ggbtu.be/m578
http://ggbtu.be/m20494


透過題目分析，教師更加了解課程的要求
和教學重點 

對學生的學習難點和需要有更深入的認識 

適切的教學設計，令所有學生都更投入課
堂活動，亦照顧了學習差異 

學生除了掌握了相關知識，亦培養了數學
思維，提升了學習興趣 



教學 學習 

評估 了解學習難點，調
適課程，探討適切
的教學策略 

對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of Learning 

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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