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意解難�  
⼩學數學科�四年級�
第⼆層：校本抽離式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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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簡報檔案、4張⼯作紙及 8份附加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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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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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背景
學校與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上年度發展第一層全班式數學資優課程，本年度主要

發展第二層抽離式數學資優課程。

課程以創意解難為題，藉以加強並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創造力、解難能力，以及延

續學生對學習數學的熱忱。課程分三個階段，從知識滲入到數學遊戲，最後到學生創

作，每一階段均滲入了資優三元素，以配合學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個人及

社交能力的發展。

協作目標 
本示例期望透過各種學與教活動，學生能夠：

1. 培養解難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

2. 加強空間感和創造力

3. 提升合作能力、溝通能力和匯報能力

適用級別：四年級

創意解難

資優教育推行模式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計劃

對象 數學表現較佳、對數學有興趣的小學四年級學生。

甄選方法

教師根據學生平日上課和功課的表現、對學習數學的積極
程度以及解難能力，推薦學生參加抽離式資優課程。另
外，學校亦參考「人材數據庫」中學生數學科的成績作甄
選，然後由老師發出通告，邀請學生加入資優數學課程。



基礎理論 /  理念架構
本課程設計主要以「多元智能理論」作為核心概念，配合有效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得

以在合適的環境下發揮潛能。在設計本資優課程時，老師特別著重邏輯數學智能、空

間智能以及人際智能的培育和發展。

邏輯數學智能是指有效運用數字和推理的能力，在這方面表現優異的學生特別喜歡數

學或科學科目（王為國，2006）。老師在設計時特別選擇「合24」、「邏輯推理」和

「找規律」的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生的運算能力、邏輯推理和分析能力。

空間智能強的學生能準確地感覺視覺空間，對線條、形狀和空間的觸覺很強，喜歡想

像和設計（王為國，2006）。課程的圖形與空間範疇特意加入「一筆畫」、「立體拼

砌」以及「座標」的內容，藉以加強學生的空間感和想像力。

人際智能是指有效察覺他人情緒和意向的能力，這方面強的學生對他人的臉部表情、

說話和行為較具敏感性，喜歡參與團體活動（王為國，2006）。課程的第二階段特設

「數學尋寶遊戲」，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提供需要團體合作的學習機會和環境，進

一步培育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領導才能。

課堂設計及編排

範疇 課題 課節

數 合24 1

數 找規律 2

思維訓練 邏輯推理 1

圖形與空間 一筆畫 2

圖形與空間 立體拼砌 2

圖形與空間 座標 1

綜合（尋寶遊戲） 數、圖形與空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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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1. 情境教學：根據學生的興趣和喜好，提供多元學習經歷，例如在教授邏輯推理的課

題時，老師利用故事作引入，學生能代入數學偵探角色，根據線索用列表法和排除

法，找出兇手並破解難題。另外，在學生進行數學遊戲創作時，學生依照個人興趣

選擇所設計的題目，並用不同方式向其他同學展示。

2. 資優三元素：在課程的第一階段，透過老師提問和學生破解數學難點，得以培育學

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在知識滲入及數學遊戲階段，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合作學

習，藉此提升其個人及社交能力。在課程的第三階段，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運用

所學的知識，發揮創意來設計數學遊戲，加強創造力。

3. 合作學習：學生在進行小組活動時，每個人都有機會扮演領導角色，帶領組員完成

任務。在設計遊戲時，學生按照個人才能發揮所長，完成設計。

4. 電子學習：在整個課程中，老師運用多元化的學子學習程式，例如Kahoot !、

Nearpod、Quizizz和電子十行表，並播放網上數學短片，加深學生對該課題的認識

和鞏固所學。另外，學生在設計遊戲時，需要在網上搜尋資料，在過程中亦會利用

iPad把完成的作品拍下，加深學習經歷。

學習內容與活動 
學習內容主要圍繞數和圖形與空間的範疇。

在數的範疇，課題包括「合24」、「邏輯推理」和「找規律」。透過電子學習活動以

及小組討論，希望加強學生的數感、解難能力以及邏輯推理能力。

在圖形與空間範疇方面，課題包括「一筆畫」、「立體拼砌」及「座標」。透過實際

操作和合作學習，訓練學生的空間感及創造力。

在進行一連串的知識滲入活動後，再以主題式尋寶遊戲來鞏固學生的已有知識和每課

題的學習重點。最後提供學生創作題目的機會，作整個抽離式課程的延伸，讓學生從

創作和修正中學習，真正明白並擁有知識。

討論 
縱觀整個課程，絕大部分學生表現投入，積極主動參與課堂和分組活動。特別是在數

學尋寶遊戲時，學生之間積極合作，互相幫助，盡力完成各項任務；學生扮演領導的

角色，適當地分配組員完成工作，得以發展人際智能、團隊合作精神以及領導才能。

學生對某幾個課題特別感興趣。在數範疇方面，學生在邏輯推理和找規律的課堂中表

現相對積極。學生根據文字線索一步步分析和推理，直到找出答案。課程亦加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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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元素和情意教育。老師在活動過程中經常給予回饋，引導學生推論並發現結果。

學生在成功解決難題後所獲得的滿足感和成功感是他們最大的得着。在圖形與空間範

疇方面，學生在立體拼砌和一筆畫的課堂中表現相對投入。透過實際操作、繪畫圖樣

和拼砌數粒，加上在常規課程中未有學習過類似課題，因此學生表現得好奇和更感興

趣。

在課程的最後階段，學生有機會在一定的框架下自由創作題目並設計數學遊戲，他們

表現得非常雀躍，主動到網上搜尋資料，享受創作的過程。

然而，小部分學生在分組活動和討論時表現略嫌被動，需經老師和同組同學多番鼓勵

才勉為其難參與。不過，相比在全班式課堂上的表現，他們已有所改善。這也許是人

數減少了，同學得到的關注和照顧有所增加的緣故。

再者，學生普遍喜歡向高難度挑戰，認為能夠創作出其他人難以解決的問題便是成

功，因此所創作的題目偏向困難和複雜，例如在利用電子十行表創作座標的英文字母

和數字，以找出任務地點時，算式多見繁複和冗長，學生花費大量時間拆解提示，真

正完成任務的時間便相對減少。此外，遊戲設定學生要創作三種不同程度的題目，由

容易到困難，但學生多喜歡搜尋和設計偏深奧的題目。幸好經老師引導和提示下，他

們能夠作出修正，創作合乎同學程度的題目，使遊戲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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