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形�  
⼩學數學科�三年級��
第⼀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
背景及注意事項�
此⽰例是由本計劃與計劃學校協作時，按實際情況編寫，所有教學設計及資源，包括教

案、簡報、⼯作紙和學⽣作品等，僅供參考。在使⽤有關資源時，教師應考慮學校校情

及學⽣特性，作出調整。�

教師參考此⽰例時，亦應參閱學與教資源庫之前⾔、資優教育理論基礎及結語部分，以

理解資優教育之理念及實踐⽅法。��

此⽰例夾附 1份前⾔、1份教案、1張⼯作紙及 1份學⽣作品。�

期待各教育同⼯能因應學⽣的特質和興趣，把本計劃提供之教學資源，結合學與教經

驗，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融⼊資優教育元素，讓學⽣展現潛能，培育成才。��

各教育同⼯可瀏覽、下載及參考本資源庫的資料，作教育及⾮商業⽤途。所有資源均受

版權保障，版權由香港中⽂⼤學賽⾺會「知優致優」計劃擁有。使⽤時須註明資源出處

為香港中⽂⼤學賽⾺會「知優致優」計劃。�

 
 

 

 



適用級別：三年級
課節（學習時數）：兩課節（共70分鐘）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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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有知識
- 學生能量度邊長

- 學生能辨別銳角、直角、鈍角、平角和周角

課堂理念

三角形常常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但學生對不同種類三角形的
特性未必能掌握透徹，甚或會感混亂，從而對數學失去興
趣。現透過不同學習活動包括課堂討論、分組活動、匯報等
生動有趣的方式，引起學生興趣和激發學生思考，由此掌握
三角形的各種特性。

學習目標

- 學生能從製作三角形的過程中，懂得按邊長把三角形分
類

- 學生能認識三角形內角之和等於兩個直角、一個平角或
半個周角

- 學生能掌握數學的技能，包括發現、歸納及建構法則

- 學生能對學習數學表現好奇心和維持興趣

- 學生能透過學習活動，發揮資優教育元素（高層次思維
技巧、創造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教與學策略 小測試、教師講解、提問、匯報、分組活動、網上學習

資優教育推行模式 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資優教育元素         高層次思維技巧           創造力           個人及社交能力



前言/背景
為鼓勵學生投入數學課堂，教師設計學習活動時，可加入不同元素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及興趣。舉例來說，一些與現實生活相關的情境，有助提升學習氣氛，讓學生喜歡和期

待上數學課。此外，實行資優教育時，亦建議以單元而非單一課節形式進行課堂。

協作目標
本示例期望透過各種學與教活動，學生能夠：

1. 從製作三角形的過程中，認識不同類型的三角形和其邊長的關係

2. 認識三角形的特性：內角和是一個平角

3. 掌握數學的技能，包括：發現、歸納及建構法則

4. 對學習數學展現好奇心和維持興趣

5. 透過學習活動，發揮資優教育元素

基礎理論 /  理念架構
學校正在發展第一層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以三年級學生作對象，於日常數學科教學

中加入資優教育元素，包括高層次思維能力、創造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教師施行資優教育理念前，須先了解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風格。同時，課程設計亦

要配合學習目標及預期學習成果。全班式學習活動集合了班中能力各異的學生，若不

同學生都有所發揮，展現潛能，他們便能體會到學習的意義，而非單純應付考試要

求，因而提高學習動機，主動投入和參與學習活動 。

本示例的課堂活動參照資優教育專家Renzull i的「資優三環理論」設計 (Renzull i , 

1978)，資優的表現包括具創造力、有中上智能及對一特定範疇有高度的熱忱。教師宜

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展現潛能，學校亦按學生的特質和興趣，設計學

習活動。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2017）的《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基

礎教育目的之一是使學生具備基本知識解決問題。由於學生的認知發展、學習能力、

興趣及背景各異，教師須因材施教，以加強學生的數學能力。因此，教師必須因應校

情，選擇合適的教學內容和活動，以切合不同學生的能力及需要，照顧學生的學習多

樣性。

三角形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但學生未必能透徹掌握不同種類的三角形，同時容

易混淆，因而對數學漸漸失去興趣。教師可透過不同學習活動，包括課堂討論、分組

活動、匯報等生動有趣方式，引起學生興趣和激發學生思考，由此掌握三角形的各種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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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單元同時參考了變易理論。變易理論是由瑞典教育心理學家馬飛龍 (Ference 

Marton) 和他的研究團隊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創立。理論主要關注學習成果的差

異，指出學習的關鍵在於一種審視功能的發揮；學習成敗則取決於學習者能否以某種

嶄新和有意義的方式來審視某個事物或現象，辨別異同 (Marton, 1999)。

研究顯示，以「變易理論」為基礎的課堂學習，有效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根據變易理

論，學習過程必然指向某些東西 / 事物，學習者怎樣理解某事物與其過往經驗及認知

結構相關。當關注事物的不同特徵時，學習者就學會對事物產生不同的理解，同時改

變或擴闊對事物的看法，獲得更深入全面的見解；相反，先入為主的見解都不夠全

面。對所學事物的理解，取決於學習者聚焦於事物的哪些關鍵特徵。由於人們較常會

留意到變動的東西，故利用不同的變易圖式（甚麼特徵改變，甚麼不變），有助學生

聚焦於特定的特徵上。學習必需透過審辨，而審辨必先經驗「變易」。對於有學習需

要的學生，聚焦很有效用。學生透過觀察三角形的特徵及變易，從而建構知識及掌握

理論。

課堂設計及編排
1. 讓學生攜帶在現實生活中與三角形有關的圖片（預習）

2. 教導學生把三角形分類（如等邊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

3. 教導學生動手製作三角形（以提升學習興趣）

資優教育元素 學習活動相關設計

高層次思維技巧

採用分組討論及活動，給予學生運用知識和技能的機會。學
習經歷包括以不同方式拼砌三角形，嘗試發現不同角之相互
關係。過程中的探究和綜合應用，能夠提升學生洞察事物
的思維技巧，同時配合資優 / 高能力學生喜歡鑽研的學習特
質，為他們提供運用高層次思維能力的機會。

創造力

是次學習着重實踐，讓學生動手、動腦筋，以三角形為主
題，設置相關的情境，或使用不同特性三角形時可能出現的
情況，給予資優 / 高能力學生發揮創意的機會。

教師以購物作背景，以不同的創作及思考過程，讓學生發揮
創意。

個人及社交能力
提供良好機會（例如分組實作活動和討論）讓資優 / 高能力
學生在共同探究和創作的過程中，學習表達、溝通和協作，
了解大家的想法，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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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1. 教授學生一些基本課程未有覆蓋的課題，用作增潤的GE元素，例如讓學生以「幾

何條」動手創作三角形，藉此帶出三角形邊長a + b > c的概念，並以工作紙為輔

助，鞏固概念。

2. 教師可使用從港鐵站前往學校的路線為例子，帶出三角形邊長a + b > c的概念。

3. 教師可自製「角度」教具，讓學生找出可以構成三角形的角度組合（三角形內角

和）。

4. 建議加入摺紙遊戲式教學，讓學生透過摺紙找出三角形的角度組合，以及認識不同

種類的三角形（如等邊三角形）。

5. 教師可以讓學生透過「釘板」（實物及App），嘗試組成不同的三角形。

6. 準備教具：幾何條、多種不同的實體三角形、釘板App、手工紙和魚尾針。

7. 加入搶答環節作為鞏固活動，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製作Kahoot!版本搶答環節，

作為電子學習元素。

討論
透過課堂觀察、同濟互評及分享，教師可檢視學習活動成效。學生普遍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在小組協作活動時，能與同儕合作，一同探究及發現三角形邊長的關係和三角

形內角總和。透過動手做，學生能加深對三角形的認識和引起學習興趣，並運用已有

知識解決課堂中遇到的問題。這次課堂學習既能照顧一般學生的需要，亦為能力較高

的學生提供更具挑戰性的學習機會。然而，如以同質分組，讓高能力學生加快學習步

伐，對課題作更深入的探討，並由教師引導較弱的學生掌握基本的概念，便能同時照

顧個別差異，讓每名學生有所得着，效果將更理想。

課時限制無可避免，未必能深化教學。教師如希望在課節二有更多課堂時間探討問

題，可讓學生於事前進行預習，重溫角的類型，並把兩個不同類型的角拼砌（例如

兩個直角、兩個鈍角、兩個銳角、一個直角和一個鈍角、一個直角和一個銳角等組

合），為學生建立先備知識，有助探討「內角和」以及「三角形有甚麼類型的內角」

的問題。

在內容設計上，開放式題目能刺激學生思考三角形相關的問題，讓學生進一步了解三

角形的特性。部分學生不單能以邊長來分類和命名三角形，更能根據角的類型來分類

（例如直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和銳角三角形）。在探討三角形內角總和之前，教師

可引導學生探討三角形內角的特性，最基本的學習是讓學生認識「具有直角的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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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稱為直角三角形」。然後，學生可探討三角形能組合甚麼類型的內角，例如三角

形會不會有兩個直角 / 兩個鈍角 / 兩個銳角（或三個銳角）？這樣的延伸思考使學習

更有價值。

總結
這次課堂學習能有系統地提升學生的創造力、高層次思維技巧和個人及社交能力。能

力各異的學生能完成不同程度的學習任務及挑戰，每個學生在課堂裏也有所得着。期

望在日後的課堂教學中繼續滲入資優教育元素，透過多元化的教學內容和富挑戰性的

教學活動，讓資優的學生逐漸「浮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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