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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三個事件、一堆反思

全書緣起

期待一個答案？

別具用心的人

I. 學養教師
教（學）無止境：數學「學養教師」的成長

陳鳳潔、黃毅英、蕭文強

• …以上的改革，…須有賴教師之努力
。…這種…數學教師…本身亦須為思
索者，研究者與課程設計者，我們無
以名之，稱之為「學養教師」。

• 「處處留心皆學問」

Changing time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e need of a scholar-teacher (F. K. Siu, M. K. 

Siu, & N. 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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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問
事件：與陳葉祥博士討論：

𝟐

𝟑
算不算分數？

- 2腳 × 3？

- (2 × 3) 腳？

- (3 × 2) 腳？

天下第一問！
一隻雞兩隻腳，三隻雞有…

陸續有來…！

單位

※何以老師規定加號？ ── 1.5米 × 4= 6(米)

※有關金錢的應用題，列如︰3 + 2，可否寫
成

3 + 2 

= $5

因式無單位，答案可否有$？

= 8 +
13
12

8元 + 元 + 元 = 8 + + (元)
1
3

3
4

4
12

9
12

= 8 + 1 +
1
12

1
12= 9 (元)

5 cm

2 cm

cmcm

面積 =  5 cm  2 cm

= (5  10) (cmcm)

= 10 cm2

時間 =  10 m  2 m/s

= (10  2) (m  m/s)

= (10  2) (m  s/m)

= 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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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 240？ ※「x+y = 1」是直線嗎？
※「Plus 2」、「positive 2」

※ 3:4 是否等於
𝟑

𝟒
？

※ 50%是否等於
𝟏

𝟐
？

※
𝟐

𝟑
=

𝟒

𝟔

※我們知道5/2=10/4，而5/2 =「5除以2」，
10/4 =「10除以4」，故5/2應等於10/4。
但實際計算除法5/2=2…1，10/4=2…2，
兩個餘數並不相同，5/2又似不應等於10/4

。究竟5/2等不等於10/4呢？

等如

0、命名etc

※ 0是自然數嗎？
※ 0就不是偶數？
※ 0是有向數嗎？
※ 90屬於哪個象限？
※每個向量均有方向及大小（magnitude），
且 a與a之方向相同。0之方向如何？據上
，0之方向同時與i及j（因為0 = 0 i = 0 j）之
方向相同，那末i與j之方向相同？？？

※
𝟖

𝟒
是整數還是假分數？4

3

2
？

※ (2  x) 是不是 (2 – x)(x + 3) 和 x 2 - 4 的
g.c.d.（最大公因數／式）？

※
𝒙

𝟐
- 1又如何？

※ ( 1 –
𝒙

𝟐
)(x + 3 ) 和 x2 – 4 的 g.c.d. 又如何？

※ 48 (x2 – 1 ) 和 160 x (x – 1 )2 的 g.c.d. 是
(x - 1)還是 16 (x – 1) ？

g.c.d.

「x=52-3」是一道方程嗎？

14x + 15 = 71

2 = 2

52 – 3 = 49 

x + 52 – 3 = x + 49

x + 52 – 5 = 49 – x + 2(x -1) 

52+3 = 49

x+55 = x+49

應用題要求學生以方程式解題，學生
這樣列式，算是方程嗎？我和弟弟共
有5元，弟弟有2元，我有多少元？
x = 5 – 2

依題意列方程：k的35%是8

a.   k × 35% = 8 

b. k35% = 8 

c. 35%k = 8 

d. 35k%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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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應為 80 立方厘米，而不能寫 80 cm³

※第12，可以嗎？

※「120 公里每小時」，非「120 公里／小時」。

※老師不接受𝟏𝟒
𝟏

𝟑
%這一答案，因為他們認為百

分數就是百分數，分數就是分數，不能夾雜。

※百分數和百分率有分別嗎？

寫法

※究竟是「三五一十五」還是「三五得一十五」
呢？甚至應為「三乘五得一十五」？

※正午12時、中午12時、下午12？

※如何讀出14:00? 是「下午2時」、「14時」、
「一四零零」？

※「100 500」的讀法是「十萬零五百」還是「十
萬五百」？

※ 73%可讀作「七成三」，73.5% 可讀作甚麼？

讀法

※圓柱體是否柱體？
※圓柱體、柱體、角柱體、圓錐體、角
／稜錐體，pyramid, cone, prism, 

cylinder, pillar, wedge

※是否叫「不等邊三角形」，還是正確叫
「任意三角形」、「不規則三角形」？

※五角形、五邊形？
※圓形只算周界還是包含內部？
※圓周率是率還是比？
※怎樣證明圓周率是 π？

圖形

闊

長

上底？下底？

菱形？

高

※△ABC ~ △BCA，ABC  BCA ?

※ x 2y = (x/2) y 還是 x / (2y)？

※ 100以內究竟有多少個偶數？

※「1至20之間」是否包括1和20？「在20以內」？

※如果4個人在排隊，誰排中間？是第二及第三個
，還是沒有有排中間？

※「1、2、3、3、4、5」的眾數是「3」，「1、2

、2、3、3、4、5」有兩個眾數2、3。但「1、
1、1、1、1」又如何？

其他
發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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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學養教
師，我可能會問：

• 扣分？扣多少分？

• 扣了又如何、不扣又如何？

• 對將來學習有多大影響？

• 數學（家）說了算？只有一類數學家？

• 課程／教科書／評核怎麼說？

• 數學界有時可容許不同定義（概念）、
同一學校不同班又如何？

• 不同學段、不同教科書、不同校？不同
地區？…

• 學習（記得）定義本身還是學它背後
的意義？

• 當初（歷史上）這些定義／概念是如
何形成的？

• 學習懂得去定義？ define something

• ……

黃毅英（1996）。 ABC  BCA ?  《數學教育》2期，22-24。
黃毅英（2006）。「老師，用『A簿』還是用『B簿』？」。《數
學教育》23期，27-36。

黃毅英（2007）。教學隨筆：500是奇數，501是偶數！。《數學
教育》24期，31-33。

黃毅英（2009）。數學、名詞、語言與傳意。《朗文教育專訊》
17期，17-22。

黃毅英（2011）。漫談（數學）教學語言。《數學教育期刊》45

期，23-30。
黃毅英（2012）。追尋定義之路。《數學教育》33期，3-11。

陳葉祥（2014）。4
3

2
是不是帶分數?。《數學教育》36期，37-39。

黃毅英、張僑平（2014）。數學教學的幾個最基本問題：做數、
概念與理解。《學校數學通訊》18期，1-18。

黃毅英（2014）。由「學養教師」到「學習社群」——從「4
3

2
是

不是帶分數」說起。《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會刊》30期，頁1-7。
陳葉祥（2015）。談談數學名詞定義的分類。《學校數學通訊》

19期，44-58。

不只要問
，還要設
法自行找
答案！

郭觀麟、黃毅英（2017）。代數式、多項式、方程
、等式、恒等式及函數：邁向「學養教師」的對話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會刊》33期，1-16。

授人以漁

II. 「人皆可談」

第三篇文章
黃毅英（1989）。人皆可談。
《信報．教育眼》，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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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熱鬧！

•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 殺到埋身先至算、見招
拆招，上有政策、下有
對策。

• 自然有「大佬」帶我們
過紅海。

• 聚焦考試。「校政專
家」：有past paper就
有辦法應付。

• 擁抱數學，漠視確有其
需要，不探討辯證關係。

百家爭鳴─

但是我們的專業voice呢？

事件：從S.T.E.M.談起
S.T.E.M. → S.T.E.A.M. → S.T.R.E.A.M. →?

透過這些活動是學會了裝嵌、觀
賞、原理、設計還是創新？

學會也辦過系列講座哩！ 戴著枷鎖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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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懂不要委曲求存
地在對方框架討論。

又是發問時間了！

• 本來已有S.M.,加了T.E.，這和早期「與勞動生
產結合」、工業中學、職業先修有甚麼分別？

• 如果是「STEM」，這和connections、課
程統整、專題研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全
方位學習有甚麼分別？

• 如果有雷同，又假設舊教學法沒甚麼有效，當
時為何沒效？我們有否充份汲取教訓？新教學
法是否真的針對舊教學法之不足而有所改良？

• M的角色？

• 如果說，不要只顧「subject identity」，做成
「compartmentalisation」，請告訴我，真能
做到「促進全人發展」？
黃毅英（2016）。（數學）教育工作者對教育新猷最基本的反思。《數
學教育》第39期，頁97-98。

• 何以只集中理工科？

• 在國際測試排行榜爭先？

• 為大財團企業服務的香港
競爭力？

• 創新科技─我們真的能容
納創新嗎？

• 政 府 真 的 推 行
S.T.E.M.？

• 還 是 大 家 都 在
「揣摩上意」？

• 有否專業諮詢？

• 各有各的盤算？

其他例子：新高中

• 權力關係

• 議價統能力

• 入大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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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功夫在數外

從教書而教人：

全人發展

事件：涼薄 有怎樣的社會↔有怎樣的學校

有怎樣的學校↔有怎樣的社會

點解要教書？
•成功感？
•社會改造？

• 怎樣避免「不理想」的教師當教
師？

• 怎樣令「不理想」的教師離開教
師行列（優質教育基金的「笑
話」）？

• 「寬入嚴出」？
• 怎樣避免「不理想」的學生在我
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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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好學生vs教好學生
而中學派位可能又是甚麼的玩意兒？有些家長只
不過是希望透過小學為學生帶來心儀中學的學額，
延續一生美好前途的美夢；一些學校也只不過是
希望學生派位情況理想一點，小則提高校譽、大
則避免殺校。一些學生亦是把學校當作往上爬的
踏腳石，到會考拿得「幾條A」，就會跳槽到更
有名氣的學校，把原校五年培育之功勞置之不顧。
社會上就只知大學生都是來自這些名校！我們可
以很尖酸的用「上下交征利」去批判這個現象。

黃毅英、羅浩源（2010）。《數學教學對話：反思課堂從
哪兒觀察》。香港：香港數學教育學會。

• 如果你是「不理想」的學生的
老師？

• ─ ─又如果他（e.g.事件主角）
來問你意見？

等待感悟？
謝遜道：「…跪在他的身前說道：『大師，你有什麼
心願，我一定給你了結？』他又是微微一笑，說道：
『但願你今後殺人之際，有時想起老衲。』…這位高
僧不但武功精湛，而且大智大慧，洞悉我的為人。他
知道要我絕了報仇之心，改做好人，那是決計辦不到
的，他說了也不過是白說，可是他叫我殺人之際有時
想起他。

五弟，那日在船中你跟
我比拚掌力，我所以沒
傷你性命，就是因為忽
然間想起了空見大
師。」

返回學養教師……

教（學）無止境：數學「學養教師」的成長
陳鳳潔、黃毅英、蕭文強（1994）。

• （「學養教師」）無論對數學、教育、及學
生性向均能掌握。

• 教師不必著眼於學生懂多少公式、定理，而
應關心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增強
教學內容與日常生活或以往學習經驗的關連
，激發學生的本有潛能，讓他們自我成長，
培育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批判反思能力。

• …學養教師要關心的，正是這種探本尋源，
追查來龍去脈，以高角度觀看全局的嘗試。
那不單是顧及知識結構上的嚴謹，也注意到
學生的認知心理，同時又在這番探本尋源的
工夫中欣賞到數學文化的魅力，親身體會數
學經驗。

如果我們希望數學教育是一門「學問」
discipline，我們不應排拒其他學理（如學
習心理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
而去釐清數學學習和這些學理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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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一扇門、一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