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講座 

「評核促進學習：2016年試行研究計劃」 

小學三年級數學科 

學生表現概說及示例分享 

日期﹕2016年11月14日 

時間﹕9:30 a.m. – 11:30 a.m. 

地點﹕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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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30 - 10:15 

試行研究計劃評估設計 

及 

評估報告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育評核服務部 

科目經理 

張子偉先生 

及 

科目經理 

馬健慶先生 

試行研究計劃 

數學科（小學三年級） 

學生表現 

上午10:15 - 10:30 小休 

上午10:30 – 11:15 

試行研究計劃 

數學科（小學三年級） 

學生表現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育評核服務部 

科目經理 

馬健慶先生 

及 

科目經理 

張子偉先生 

上午11:15 - 11:30 答問時間 上述講者 

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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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 

• 「基本能力」是根據課程的要求所訂定，學
生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必須掌握的能力。而其
學習內容並不涵蓋整個數學課程。 
 
 
 

 
• 提供資料讓學校及教師了解學生在基本能力

方面的強項和弱項，從而優化學與教的計畫。 

http://cd1.edb.hkedcity.net/cd/eap_web/bca/chi/BCA_c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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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試行研究計劃有超過 50 所學校參加。 

 

• 考評局運用統計學方法計算全港性系統評估達到
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比。 

 

• 為了維持已釐定的基本能力水平，考評局藉研究
試卷(Research Test)，把不同年度的學生表現作
等值(equating)研究，以便比較該年學生與前一年
學生的表現，藉此確保全港性系統評估水平的穩
定性。    (詳見報告第四章) 

2016年試行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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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16年小三級學生在數學科達到基本能力
水平的百分率為 89.9%。 

 

整體而言，學生在數學科表現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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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1/09/P2016110900319.ht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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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試行研究計劃 

小三數學科修訂內容 

 

•  減少題目數量  

•  各分卷的題目減少了約 20% 

•  每題只圍繞一個基本能力 

•  減少關聯題 

•  內容配合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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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內容 

學校報告  顯示所有參與學校及個別學校在中、英、數三科的
基本能力水平表現 (現行版及精簡版) 

題目分析報告 

(以卷別為序) 

  顯示學生在各科各分卷的表現 (pdf 及 Excel) 

 (現行版及精簡版) 

題目分析報告 

(以基本能力為序) 

  顯示學生在各科範疇中各項能力的表現 (pdf 及 Excel) 

    (現行版及精簡版)  

學生基本能力報
告 

 

  中、英、數三科已達基本能力及表現良好的學生   

    概說及範例 

  詳情可瀏覽https://www.bca.hkeaa.edu.hk 

整合版-基本能力
題組綜合報告 

 以圖像表示所有參與學校及個別學校學生的答對百
分率 (附學生示例) 

資料分析報告  顯示選擇題各選項的分析 

 顯示所有參與學校及個別學校在每題選擇題的答對
百分率 

報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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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報告 

科目 

Subject 

完成紙筆評估的 

學生人數 

Number of students 

completing written 

assessment 

(A) 

已達基本水平的 

學生人數 

Number of students 

achieving Basic 

Competency 

(B) 

學校已達基本水平
的學生百分率 

School percentage 

of students 

achieving Basic 

Competency 

(B/A X 100%) 

全港已達基本水平
的學生百分率 

Territory-wid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achieving 

Basic Competency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98 82 84 76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96 68 71 71 

數學 

Mathematics 

94 86 91 83 

學校School: School B (hkp00999) 

級別Level: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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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報告(以基本能力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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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報告(以卷別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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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報告(以基本能力為序) 

精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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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報告(以卷別為序) 
精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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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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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報告——優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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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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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TS 網上學與教支援 

http://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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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版-基本能力題組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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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版-基本能力題組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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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學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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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學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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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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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報告 



 「數」範疇 
 

小三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良好 

學生能認識整數的位值概念 

在整數的加法、減法、乘法、除法和混合計算的表現令人滿意 

能解答四則應用題，並列式展示解題方法 

能解答有關貨幣的簡易應用題 

能理解分數的基本概念 

能比較分數的大小 

 

 

2016年小三學生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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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Q1/M2 

 

        1.3%       

        3.4% 

   *94.7% 

        0.6%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把千位誤作萬位 
選擇C項: 把個位誤作萬位 
選擇D項: 把十位誤作萬位 27 



 

KS1-N1-2: 讀、寫和排列不超過五位的數 

 

Q3/M1 

 

 

分析﹕ 
•混淆「五千二百零六」與「五萬二千零六」 
•只把「五、二、零、六」轉為   5，2，0，6 
•整數位值的概念模糊 

•部分學生未能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所要求的五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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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1-2: 讀、寫和排列不超過五位的數 

 

Q2/M4 

 

 

 

 

 

 

 

 

• 學生能依題目要求寫出五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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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1: 計算加法 
 
Q3/M4 

 

        0.8%       

        4.6% 

   *92.6% 

        1.9%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學生在計算加法時進位錯誤  

                      68 + 503 +29 = 561 + 29 = 590 

                 或 68 + 503 +29 = 571 + 29 = 590  

選擇C項:      68 + 503 + 29 = 571 + 290 = 861 

選擇D項:      68 + 503 + 29 = 1183 +29 =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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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2: 計算減法 
 
Q6/M1 

        3.4%       

        *85.0% 

   5.2% 

        6.3%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B項: 計算第一次減法時退位錯誤  

     ３ – ９－４８３ = ４－４８３ = ２１ 

 

選擇D項: 只計算了第一次減法  

     ３ – ９ =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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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2: 計算減法 
 

Q5/M3 

 

        4.4%       

    *89.3% 

   4.0% 

        2.1%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B項: 計算第一次減法時退位錯誤  

                 (692 - 466 - 146 = 236 - 146  = 90) 

選擇C項: 不懂得減法退位 

                 (692 - 466 - 146 = 236 - 146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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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 計算除法 
 
Q7/M3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未能計算有餘數的除法 
選擇B項: 商沒有「零」 
選擇C項: 忽略餘數 

        3.5%       

        1.3% 

   13.0%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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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4: 計算除法 
 
Q7/M4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忽略餘數 

選擇C項: 商沒有需要補「零」 

選擇D項: 未能計算三位數除一位數  

        2.7%       

        2.7% 

   *93.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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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5: 計算混合算式題 
 
Q9/M1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B項:  計算減法時退位錯誤                

                   851 - 181  4 =  851 - 724 = 137 

選擇C項:  只計算減法﹕ 851 – 181  =  670  

選擇D項: 只從左至右計算，先「減」後「乘」 

                  851 – 181  =  670 ， 670  4 = 2680 

        5.5%       

        *70.6% 

   3.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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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6: 解答四則應用題 
 

Q12/M1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誤用除法計算       (480 ÷  5 = 96) 

選擇B項: 混淆「打」和「條」 (480 + 5 = 96) 

選擇D項: 誤解題意           (480 5 = 2400) 

*80.0%    (480 + 125 = 540) 

 2.6% 

 6.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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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M3 

        *83.5%       

        9.0% 

   3.0% 

        4.0% 

錯誤答案分析﹕ 
選擇A項: 商沒有補「零」 

選擇B項: 誤解題意，計算了一隻鞋的售價 (816 ÷  4 ÷  2 = 102) 

選擇D項: 混淆除法和乘法﹕ 816  4 =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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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M1 

 

分析 

部分學生在計算應用題時 

混淆乘法   (152  8 = 1216) 

和除法       (152 ÷  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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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則應用題  - 列式計算 

(1)  列式分 

 

(2) 答案分  

 (A) 沒有算式，只有正確答案，可給答案分。 

    (B) 算式錯誤，不給答案分。 

     (C) 算式或計算過程表達欠佳，但答案正確， 

          可給答案分。 

 

(3) 表達分  

   (A) 算式正確，但答案錯誤，可給表達分。 

      (B) 算式錯誤，不給表達分。 

      (C) 表達分包括單位、文字解說、符號（如等號） 

          等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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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四則應用題  
• 在解答應用題方面，學生大多能展示正確的解題方法 

 

Q11/M3 

 

 

 
1 

1 

1 

(1) 

(2) 

(3) 

1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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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應用題時，學生能正確列寫算式 

•但表達方式欠佳(如等號的運用) 

1 

1 

0 

(1) 

(2) 

(3) 

Q11/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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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6: 解答四則應用題 
Q10/M2 

 
  

1 

1 

1 

(1) 

(2) 

(3) 

1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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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6: 解答四則應用題 
Q10/M2 

 
  

1 

1 

1 

(1) 

(2) 

(3) 

1 

1 

1 

(1) 

(2) 

(3) 43 



Q10/M2 

1 

0 

1 

(1) 

(2) 

(3) 

•能正確列寫算式及清楚展示解題步驟 

•部分學生計算不小心 44 



1 

1 

0 

(1) 

(2) 

(3) 

分析 
•運算步驟及答案正確但算式遺漏括號 

Q1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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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6: 解答四則應用題 
 
Q14/M1 
  

•能列式解答加減混合的四則應用題 

1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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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1) 

(2) 

(3) 

分析: 

列寫數式、計算步驟和答案正確，但表達錯誤。 

Q14/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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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6: 解答四則應用題 
Q11/M2 

 
  

 

列式正確，但乘法運算不小心，答案錯誤。 
  

1 

0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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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6: 解答四則應用題 
Q11/M2 

 
  

  列式和答案正確，但兩者之間沒有等號 

    48  8  

=  384 

1 

1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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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2-7: 解答加、減、乘及除的貨幣應用題（不包括混合算式題）。 

 
Q12/M4 
  

「元」的幣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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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M3 

分析： 
•不小心擷取題目的數據 
•乘法運算錯誤，忘記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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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M2 

KS1-N3-1﹕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 

        0.8%       

        1.0% 

   0.6%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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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M1 

KS1-N3-1﹕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 

 

分析﹕ 

把圖形誤分成 6 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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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M1 

KS1-N3-1﹕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 

反思： 
(a)  學生能根據分數找出數量 

(b)  但以分數表示時，分子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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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 (a) /M1 

KS1-N3-1﹕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 

反思： 

為什麼未能根據分數找出數量? 
55 



Q15/M4 

KS1-N3-2﹕認識分數與整體的關係。 

•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分數與 1 作為整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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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a)/M2 

 

• 部分學生錯誤地認為「十分之十」的值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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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N3-3﹕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Q16/M4 

• 大部分學生能比較分數的大小。 
 
 
 
 
 
       

反思﹕  
這課題有什麼策略
可改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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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b)/M2 

KS1-N3-3﹕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 能填上正確的分母  

Q11/M4 

• 未能填上正確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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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範疇 

強項 

• 小三學生能掌握整數和分數的基本概念和四
則計算技巧 

• 認識整數的位值及各數字所代表的值 

• 學生在解答簡單的應用題時能清楚展示正確
的解題方法和步驟 

• 學生能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和比較分數
的大小 

 

2016 年學生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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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範疇 
弱項 
 
• 少數學生審題不夠仔細或計算時不小心犯錯 

 
• 計算應用題時，學生容易混淆乘法和除法 

 
• 在列式解答應用題時，一些學生未能列出正

確的算式 
 

• 少數學生表達欠佳(包括答案的單位不正確或
結論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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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與空間」範疇 

 

小三學生在「圖形與空間」範疇的表現良好 

 

大部分學生能﹕ 

 辨認常見的立體圖形和平面圖形 

 掌握直角的概念和比較角的大小 

 辨認直線和曲線、平行線和垂直線 

 辨認四個主要方向 

2016年小三學生整體表現 

62 



Q26/M1 

        14.2%       

        6.8% 

   3.4% 

        *75.1% 

把圓錐誤作角錐 

63 



Q25(b)/M1  

分析﹕ 

• 部分學生把類似角柱的物件(D)誤為角錐(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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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6/M3 

分析﹕ 

(a) 基礎較弱的學生易把圓形的物件誤作球體 

(b) 學生易把類似圓柱的物件(選項C)誤為角柱 
65 



Q27/M2 

誤以為橢圓也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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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b)/M1 

分析﹕ 

混淆四邊形（圖形Ｂ）和平行四邊形（圖形Ｄ） 67 



Q31/M2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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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等邊三角形
和等腰三角形 

Q27/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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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C項: 誤會一個小於90度的角是直角 

Q30/M1 

  A ：        0.6% 

        B ：      0.3% 

        C ：      1.2% 

        D ：  *97.2% 

 

 

選擇B項: 未能分辨直角 

選擇A項: 混淆平行線和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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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M3 

       A ：  3.1%     B ：   3.8% 

 

 

 

       C ：  6.7%   D ：*85.7% 

A、C﹕混淆右方、左方與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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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9/M1             

•大部分學生能找出一對平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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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8/M4              

•部分學生混淆平行線與垂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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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0/M2  

•絕大部分學生能比較角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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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b)/M3  

•大部分學生認識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75 



Q31/M4  

當圖中的「北」方不是指
向上時，大部分學生也能
找出正確的方向 

 

 

「方向」﹕不接受錯別字 76 



Q31/M4  

• 學生未能找出相對於參考點的方向 

• 混淆東方和西方 77 



2016 年學生表現分析 
「圖形與空間」範疇 

強項 

 

•小三學生能辨認立體圖形和平面圖形 

•能辨認直線和曲線 

•能辨認直角和比較角的大小 

•能分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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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與空間」範疇 
 

弱項 
 

•部分學生不熟悉角錐和角柱 

•未能辨別四邊形和平行四邊形 

•容易混淆平行線和垂直線 

•對直角三角形的認識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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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範疇 

• 2016 年的小三學生在「度量」範疇表現良好。 

•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及使用香港流通貨幣，讀
出商品的標價牌。 

• 大部分學生認識年、月、日及星期，能閱讀
及從鐘面或數字鐘報時。他們能計算出活動
所用的時間。 

• 學生能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長度、重量和容器
的容量，以適當單位來記錄物件的長度和重
量。但部分學生未能選擇合適的工具來量度
容器的容量。 

2016年小三學生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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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 M1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及使用香港的流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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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 M4 

當學生進行簡單直接的貨幣換算時，學生表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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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 (a) / M1 

少數學生誤將 5 角寫作 05 角或 50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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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b) / M3 

若找換涉及的數額不是太大，學生一般能夠圈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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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b) / M2 

當找換涉及的數額較大時，部分學生會出現不小心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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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學生能從月曆中閱讀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 

Q18 /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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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 / M4 
小部分學生未能按特定條件利用月曆寫出正確的星期。 

分析： 
部分學生可能混淆「一連四天」與「第三天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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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a) / M1 

絕大部分學生能閱讀鐘面和數字鐘，少數學生混淆時
針和分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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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b) / M2 

絕大部分學生善於閱讀時間表。在計算活動所用的時間
方面，學生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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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a) /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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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b) / M3 

學生大致能夠認識和應用「24小時報時制」，但部分
未能將24小時報時制轉換成下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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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學生能直接比較不同物件的長度或距離。 

Q22 /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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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學生能以自訂單位比較物件的長度和物件間的距
離。 

Q17 /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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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選擇步距作為「永備尺」量度物件的長度。 

Q17 / M2 

 

3.6% 0.8% 

93.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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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量度物件的高度方面，
學生表現理想。 

Q20 / M3 

 

3.8% 92.8% 

0.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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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學生未能找出兩地之間的最短路程。 

Q19 / M3 

 

分析： 
部分學生可能混淆「直接的路徑」與「最短的路程」。 

4+3+1=8 km 

不需轉接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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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學生能夠選擇合適工具來量度重量。 

Q23 / M3 

 

12.8% 2.0% 

84.5% 0.2% 

反思:為何
學生會選
擇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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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般能以「公斤」(kg) 為單位來表示物件的
重量。 

Q23(a) /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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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比較物件的重量時，學生的表現則稍遜。 

Q23(b) / M4 

 

未能掌握 

輕和重的
概念 

未能理解
每一刻度
代表多少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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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 M1, Q16 / M2, Q24 / M3  

小部分學生未能以適當單位來記錄物件的長度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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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學生能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
量。 

Q24 /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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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學生在以「毫升」（mL）為單位來量度
容器的容量方面，表現稍遜。 

Q18 /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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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生不懂1L為1000 mL。部分學生可能誤
把每一格的刻度當作1 mL, 20 mL或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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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生未能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量度。 

Q24 / M2 

 

8.8% 52.5% 

37.3% 0.8% 

未能選擇有
刻度的工具 

混淆量度容
量和量度重
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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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Q23 / M3 

11.2% 61.3% 

0.3%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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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Q24 / M3 

以下哪一項最適合用來量
度郵箱的高度？ 

  A.    B. 

  C.    D. 

10.7% 0.8% 

0.4% 87.2% 

反思﹕學生會否以配對的想法來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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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範疇 

強項 

• 學生能辨認香港的流通貨幣及讀出商品的標價。 

• 學生在閱讀鐘面及數字鐘的表現良好。 

• 學生能認識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 

• 學生學生能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長度和重量。  

• 學生能選擇合適的工具量度物件的長度。 

2016 年學生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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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範疇 

弱項 

• 學生在貨幣找換方面，表現稍遜。  

• 學生不善於選擇合適的工具來量度容器的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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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範疇 

• 學生在「數據處理」範疇的表現優異。 

• 絕大部分小三學生精於閱讀和解釋象形
圖，利用及比較圖表中的數據或資料來
完成一些簡單的計算。 

• 絕大部分學生能按表列的數據製作象形
圖。 

 

2016年小三學生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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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範疇 

• 少數學生未能在標題中完整地表達
出該統計的目的。 

• 個別學生不必要地加上「頻數軸」
代表象形圖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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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閱讀和解釋象形圖中的數據或資料來解
答簡單的問題。 

Q32 /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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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閱讀和解釋象形圖中的數據或資料來解
答簡單的問題。 

Q32 /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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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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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在標題中完整地表達出該統計的目的 

   

Q33 /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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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 M1 

 
注意﹕錯誤地加上「頻數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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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 M1 

 
注意﹕不接受圖形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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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 M2 

 
注意﹕只寫一個字，不能判斷是動畫

還是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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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範疇 

強項 

•學生閱讀象形圖的表現良好，並能正確闡釋
象形圖中的數據。 

•學生能利用表列的數據製作象形圖。 

 

弱項 

•只抄襲題目的詞句用作標題，未能完整地表
達出該統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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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TS 網上學與教支援 

http://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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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參考資料網址 

 

 www.bca.hkeaa.edu.hk 

 

http://wlts.edb.hkedcity.net 

謝謝! 
120 

http://www.bca.hkeaa.edu.hk/
http://wlts.edb.hkedcity.net/
http://wlts.edb.hkedcity.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