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有相似�  
中學數學科�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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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教案及 4張⼯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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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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背景
此課題是參考《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而設計 （課程發展議

會，2017）。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團隊及學校教師共同備課，依據該校中三級

學生的特質和學習需要，在數學科透過探究式學習活動，推展資優教育校本全班式教

學。該級別大部分學生均喜歡活動式的學習，而學習能力差異頗大，所以嘗試在課堂

內加入多些分組討論和實作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從而發揮學生的潛能。在

設計課程和學與教策略方面，亦需要兼顧發揮資優 / 高能力學生的潛能，也要照顧學

生的學習差異。

本示例以日常生活例子作切入，讓學生初步認識相似的概念，再透過探究式學習活

動，讓學生利用實物來探究和判斷它們是否相似及解釋其原因，最後歸納出立體物件

相似的概念和性質。課程亦滲入資優教育的元素，包括高層次思維技巧和個人及社交

能力。

適用級別：中三
課節（學習時數）：兩課節（80分鐘）

物有相似

學生已有知識 相似三角形的比例

學習目標

- 學生能認識相似平面圖形對應邊長度與面積之間的關係
- 學生能認識相似立體圖形對應邊長度、對應面面積與體積之間
的關係

- 學生理解和運用相似圖形對應邊長度、對應面面積與體積之間
的關係來解題

- 學生對學習數學表現好奇心和維持興趣

教與學策略 適異性教學（按能力分組的探究式學習活動）、提問、分組討
論、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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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及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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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有知識 內容

準備與聚焦
這是探究的熱身階段，透過活動令學生有初步構想，探究跟主題
相關的知識，挑戰學生的原有想法，激發學習興趣，最後聚焦在
值得討論的議題上。

執行
決定出問題與探究的方向後，學生開始進行猜測、分析、推理與
試驗等探究行為。經討論後獲得初步的結果。

綜合與溝通

按探究所得的結果，學生進行討論，相互辨證和論證，以得出最
終的結果。學生必須學習如何闡述自己的想法與回應他人的意
見。另一方面，教師在此階段中，可適時引導或幫助學生作結
論。

評估與延伸
此階段的核心是「反思」，學生反思整個探究的過程，並確認與
討論在探究過程中所獲得的數學知識。學生可以依據對探究結果
的反思，形成新的探究問題，開啟下一個新的探究循環。

協作目標 
本事例透過數學探究式教學，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和實作活動，從而掌握平面圖形和立

體圖形相似的概念。在學習過程中，學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包括解釋、判辨和歸納

能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得以培育，並讓具潛能的學生保持對數學的興趣、發揮所

長。

基礎理論 /  理念架構
數學家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現象的規律，並運用數學公式或理論表達，以嚴謹方

式証明有關公式或理論為正確，可應用於一般情景，過程中需要運用很多重要能力，

包括觀察、概括、數學符號運用、表達、抽象化、概念化、推理、歸納和演繹等。數

學資優 / 高能力的學生有能力進行這類數學家探究活動，所以在課堂提供這些活動，

發揮他們的才能。

1 .  數學探究式學習
探究式學習活動包括開放式問題、分組討論、探索、實驗、動手做練習和利用應用程

式進行探究。本事例以這類型活動為基礎，重視學生的參與和學習過程。學生在過程

中多思維，有助加強他們的明辨性思考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數學探究式教學重點在

於讓學生能自主探索、找到問題的答案。

Siegel, Borasi, and Fonzi（1998）提出四個數學探究階段：



2. 適異性教學與資優教育三元素（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可參考「前言」的相關理念。

課堂設計及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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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探究階段 課堂內容

準備與聚焦
藉由展示一些日常生活可接觸到的物件圖片，引起學生探究數學
概念「相似」的動機。從學生的討論和分享，再引入課堂活動，
讓學生用具體物件進行探究。

執行

學生按特質和能力進行分組活動，探究不同日常生活物品是否相
似，當中可分成不同難度。高難度為探究不規則的立體物件是否
相似，中難度為探究規則的立體物件，低難度則為探究規則的平
面物件。

學生開始探究過程，進行猜測、分析、推理與試驗等。

綜合與溝通
學生進行討論，解釋自己的想法和對組員提出的意見作回應，並
嘗試歸納物件相似的概念。教師宜作適時引導或幫助學生作結
論。各組亦向全班分享探究結果。

評估與延伸

學生反思整個探究過程，並確認數學上相似立體的性質，包括相
似平面圖形對應邊長度與面積之間的關係，以及相似立體圖形對
應邊長度、對應面面積與體積之間的關係。

學生應用相關的理論，進行數學解題。

學與教策略
在基礎的數學課程，透過日常生活中的數學探究，讓學生探究周遭生活現象，尋找箇

中規律，表達成數學公式或理論，並嘗試證明。學習過程中加入了不同解難策略和高

階思維的鍛鍊，把重點放在發展學生解釋、判辨和歸納能力，而非強調學生的計算能

力和速度。因此學生發揮的空間相當多，能發掘更多可探究的課題。另外，學生在組

內的互動也能培養他人的個人及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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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這兩塊橡皮擦是否相似？
學生（甲）： 是。
教師： 為甚麼？
學生（甲）： 憑感覺。
教師： 在數學上相似的意義需要嚴謹的證明。如果我給一把尺你，你會做甚麼？
學生（乙）： 量度橡皮擦的邊長。
教師： 不同橡皮擦的邊長有甚麼關係？
學生（丙）： 有特定的比例。
教師： 對！這比例就是給我們判斷物件是否相似的參考。

討論 
學生在課堂的表現反映課程達至預期成效，綜合的結論和建議簡述如下：

1 .  培育和發揮高層次思維技巧、個人及社交能力

高層次思維技巧
教師善用提問激活學習氣氛，有層次地引導學生思考，刺激他們的思維。例子如下：

從對話中可見，學生的思維從純粹直觀，發展到使用量度的概念，進而提升至抽象的

比例概念，成功激發了學生不同層次的思維。

另外，探究式學習通過活動帶出學習要點，學生因直接參與，對有關的理論印象深

刻，亦因在過程中經常動腦筋，而鍛練了敏捷的思考。從觀察所見，個別資優 / 高能

力的學生深入思考，也向教師提出高層次的反問意見，例如「量度橢圓的長軸不準

確，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中心點。」。

個人及社交能力
在探究式學習的不同階段，均安排學生以分組形式進行活動，學生之間表現出良好互

動的關係，投入討論和積極合作，以完成探究活動。

2 .  實踐困難與改善建議
‧ 本示例的難點，是學生要探究出嚴謹的證明方法，部分學生用紙筆時，未能有系統

地展示相似的關係。建議教師可容許他們口頭作答，這可給他們機會去思考相似的

深層意義。

‧ 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並提供機會給予資優 / 高能力的學生發揮潛能，教師可

依據學生的特質及需要進行適異性教學。注意說明分組模式時，也要避免令學生有

被負面標籤的感覺。

總結
按照學生的特質和能力進行適異性教學的探究式學習活動，能照顧全班學生的學習差

異，亦能給與資優 / 高能力學生具挑戰性的學習經歷，以發揮他們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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