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改革可只教「基礎部分」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正研究四大核心科目同時「減量」，以釋

出課時及空間。據了解，核心科目之一的數學科課程雖不作修訂，但

小組將建議教師因應學生能力及興趣，只教授課程大綱的「基礎部分」，

學生即使不修讀程度較深的「非基礎部分」，亦足以在文憑試考獲第

四級。消息指，小組不認同重整高中數學科的建議，認為只要調整教

學方式，更能達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據了解，專責小組建議數學科將沿用現有課程大綱，有別於中、

英文及通識教育科精簡課程及考核。現行數學科課程已把學習重點，

分為基礎及非基礎部分，比如「函數及其圖像」，基礎部分包括認識

函數、定義域和上域、自變量等概念，較艱深的代數方法求二次函數

極大值與極小值，則屬為非基礎部分。雖然課綱已標示哪些課題屬非

基礎部分，但在文憑試兩份試卷占分約兩成半至三成，前線教師多把

課程全部教授，未能兼顧學生的能力。 

消息人士指，專責小組認為非基礎部分應重新定義為選修單元，

而學生即使聚焦修讀基礎部分，足以文憑試考獲第四級，教師可因材

施教，「能力稍遜的學生，多花時間在基礎部分，更能發揮學習效能，

不必花時間在未必感到興趣的非基礎部分上」。反之，數理能力較強

的學生可以「全餐」修讀基礎及非基礎部分，加上其他核心科目「減

量」下，料可以釋出空間，有助鼓勵更多學生選修數學科兩個延伸單

元，即微積分與統計（M1）及代數與微積分（M2）。 

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牽頭的港科院，曾建議把數學科一分為三，

分別以文科、商科及有志大學修讀數理科系的學生為對象。據了解，

小組認為建議涉及現行課程大幅修訂、難以兼顧不同學生能力，更甚

造成標籤效應，實際並不可行。消息人士強調，把數學科「非基礎部

分」列為選修，並非變相推行「半科制」，課程大綱及考核方式均不

會改變，不構成標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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