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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就學生之教導：以毅進文憑數學科為例 

 

蕭安智 

香港教育大學 

前言 

香港自 2009/10 學年推行新高中課程，並於 2011/12 學年舉行首屆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下稱：文憑試）後，教育局又於 2012 年 9 月推出毅進文憑

課程（下稱：毅進）。毅進的宗旨是為中六離校生和已年滿 21 歲的成年人

士，提供另一個學習途徑，以取得就業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學歷，即相當於

文憑試 5 科（包括中文和英文科） 第 2 級同等程度（香港教育局，2012；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2016），通常稱為「文憑試及格」的資歷。 

於是，歷屆毅進都吸引了不少主要未能取得「文憑試及格」的人士報

讀，令毅進雲集了很多社會上認為「學業成就低」的學生，連他們亦覺得自

己「讀不到書」；正如胡永崇（2015）形容這些學生的特質，他們大多於文

憑試中的中文、英文或數學等主要學科，最少一科甚至兩至三科主科不及

格，其他學業成績也偏低。他們甚少是一次性文憑考試失手，相反很多人

的學業成績低落問題由來已久，部份學生於初中甚至小學階段已被界定為

學業成就低，只是問題沒有隨着他們年紀增長而消失，卻衍生所謂「貧者

越貧，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謝進昌等人，2018）。

他們大多仍歸因自己失敗只是「不夠努力」，但他們心底裡更害怕「縱使自

己多努力也未必有成就」（彭純子、戴耀先，2006），對自己的「學業自我效

能感」十分低（Bandura, 1977, 1986；引自邱仕凱，2018），採取「自阻策略」

（Self-handicapping strategies）來保護自我概念，缺乏或刻意忽略運用有效

學習策略的重要性，對自己能毅進畢業的期望甚低，也影響了他們對完成

課程學習任務的堅持、容易因為分心而放棄學業，令他們很可能於毅進中

重複失敗的經歷，再次打擊對未來的職志和發展的信心和希望（蘇家莉，

2009；引自吳善揮，2016）；這與毅進的宗旨相違。 

有見及此，筆者曾為毅進數學教師，希望在自己熟悉的數學課程、相關

教學安排、課堂設計和學生輔導等方面，藉從學理中反思，分享一些意見

和經驗，供大家參考和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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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數學課程和教學安排 

在毅進學生中，不少經驗中學時甚至更早於小學時數學成就低落，且

衍生之「馬太效應」負面影響下（Stanovich, 1986; Walberg & Tsai, 1983；引

自劉玉玲、薛岳，2013），他們普遍對數學明顯已失去興趣，對數學學習感

到焦慮，學數的自我概念亦很低落，總覺得自己不會明白、不會學懂數學，

感覺數學課度日如年（劉玉玲、薛岳，2013）。 

所以，毅進數學課程摒棄了傳統教科書一開始便給予定義和公式，再

以若干例子說明公式之運用，並以類近練習的題目去操練熟習等編寫模式。

相反，初期毅進數學改以現實情境開頭，例如：數學家和數學史，引領學生

探索某個定理和公式的歷史發展，冀望從情境中產生對抽象定理和觀念的

了解，並因此形成跨情境的問題解決模式（model for），建立和發展相關的

知識和技能（鄭章華，2018）。可是，在實際教學上，數學家和數學史對毅

進學生來說既陌生又距離甚遠；數學家們的歷史和他們相關的學說發展也

十分深奧和抽象，弄巧成拙地不能提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又難於在歷史故

事中學習數學的抽象定理，更不用說建立什麼跨情境的問題解決模式、知

識和技能。 

無可否認，以現實情境的確能有效帶動數學學習，但是那些現實情境

必定是與學生生活相關，能激發他們興趣，感到能學以致用。在毅進數學

「財務數學」單元中的樓宇按揭、投資回報中股票投資、薪俸稅等課題，較

容易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因為他們能運用所學的數學意識及概念，去解釋

他們在日常生活的現象和解決問題（全面檢討數學課程專責委員會，2000，

頁 24，引自黃毅英，2007）。至於，代數學中的指數與對數、幾何學與三角

學等涉及相對抽象的數學概念，並較深奧的工程學的生活應用，的確較難

去引發數學弱的毅進學生的興趣去學習；然而，我們卻可以在教學安排中

作調動，讓好像「財務數學」較生活性、計算技巧較簡單的單元先教，讓他

們在學期初感受到數學學習非難事，又能建立一定成功經驗和滿足感，相

信更有效激發他們學習動機和堅持，之後去學習較抽象和艱難的課題（蕭

佳純，2017）。 

此外，為了避免犯下傳統課程重複練習、機械式記憶等低學習效果（劉

玉玲、薛岳，2013），起初的毅進數學將某些課題，例如：數、指數與對數、

幾何學與三角學等，列為「數學欣賞」的單元，取消或減少了單元中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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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題和練習題。但是，在實際上，由於這些被列為「數學欣賞」的單元也

要評估其教學成效，即仍要包含在考試或測驗的題目中，於是引起學生對

這些課題產生「未教又考」的訴怨，老師亦難以拿獵應考範圍；對老師和學

生產生極大的反感。 

因此，筆者和當時的數學老師團隊為課程補充了一些例題和練習。這

些例題嘗試設計成分層次式，即第一題例題以完整的問題和解去說明某定

理和公式應用，第二題例題問題與第一題相似，卻留空部分的解給學生模

仿第一題自行思考填寫，並在題目側提示或老師課堂上的指導下，一步步

寫出例題的解；第三題跟第一、二例題也類似，卻是練習題由學生按以前

學習經驗獨立寫出問題的解。練習題的擬定亦採取分層式，基礎題類跟例

題相似，較簡單直接地運用相關定理和技巧，然後是一些進深題目或生活

相關的文字題。題目的分層式設計讓學生思考建構關係、訓練精緻化、組

織與批判思考策略（劉玉玲、薛岳，2013）；又方便老師因應用於學生的不

同能力和反應，採取不同程度的題目作「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黃于真、陳美如，2018）14。 

毅進數學課堂設計和學生輔導 

毅進文憑學生雖然已是成年的大專學生，但上課時不少都有對數學學

習障礙的行為表現，例如：他們對學習數學採取負面態度（邵慧綺，2011）、

難以牢記和運用教授的數學概念、數學符號、訊息及計算規則（呂美娟、施

青豐、李玉錦，2002；引自王淑惠，2008）、對閱讀題目與了解題意有困難

（邵慧綺，2011）等。於是，這些學生在運算解題往往錯漏百出，但是他們

多固執堅持中學時舊有錯誤的理解，令改善和進步添上難度。此外，自小

在學習數學上成就低落，亦令這些學生對學懂數學的自我概念極低、低自

尊並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江美娟，2001；引自王淑惠，2008）。 

因此，在毅進數學的課堂設計，我們採取「差異化教學」中強調學生是

學習主導者的概念（黃于真、陳美如，2018），代替以往教學內容和進度為

 

14 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導者，老師因應他們不

同的需求及反應，在教學中持續評估、反省，調整內容、過程及成果，以興趣、主

題或能力進行彈性分組，並且即時回饋給學生，以滿足各個學生的學習需求。(台灣

教育部，2013；引自黃于真、陳美如，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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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每一節我們會告訴學生他們可達到的學習目標，需要完成的學習任務，

並他們預計獲得的學習成果（例如：可獲平時分數）（蕭佳純，2017）；這樣

明碼實價的目標和要求，卻能夠引起縱然學習動機極低的學生勉強地動手

一試。比起花盡心力找吸引他們點子，這個方法來得簡單直接湊效。當然，

我們老師必須要比學生的態度更積極、更相信完成這一課所獲得的成果有

價值，才可令他們距離及格能走近多一步。老師的積極能感染學生學習，

爭取正面的學習成果（蔡慶霖，2016）。 

另外，課堂的學與教亦由學生主導，改變由老師先講解定理、例題然後

同學做練習的一般教學模式，我們嘗試選取一些合乎學生程度和難度的題

目要求他們解答。由於許多學生對課題總有一些的認識，他們會嘗試回答。

在學生回答和講解的過程中，老師宜藉一些追問和彷似「求教」的態度，引

導學生反思並澄清他們固有卻可能有誤的觀念，令他們續步探索和尋找解

決問題的步驟和技巧，從而成功地正確解題。這樣做法，學生彷彿被老師

邀請加入了共同分擔的學習探索活動（joint activity）；若老師在解題的過程

中，當學生遇困難時給予適時的提示和鼓勵、當他們提出亮點或作出「突

破」時予以讚賞，更肯定能大大激發學生們的學習動機（張玉茹、江芳盛，

2013）。而且，這樣做法亦營造了良好的師生互動（張玉茹、江芳盛，2013），

令學生們專注投入於學習（楊雅婷、陳奕樺，2014），有利他們改善成績。 

學生在完成了某類題目模式的若干題時，老師亦宜透過「找異同」的方

法，與學生檢視他們完成的各題的題目和解法，總結出相同與不相同之處，

甚至可進一步邀請學生嘗試創作同類題目新一條，以鞏固他們對這類題目

的數學概念、符號及計算規則的掌握和記憶。我們相信，若單純地機械式

操練題目（Hinton, 1998；引自劉玉玲、薛岳，2013）對毅進學生幫助不大，

反而老師協助他們對完成的題目嘗試分析、統整及重組，引領他們思考當

中建構的關係，更乎合數學運用較高階層的學習策略（張景琪，2001；張春

興，2002；陳彥廷，2008；Dansereau, 1989；引自劉玉玲、薛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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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在學生於課堂和課後練習題目時，宜鼓勵採取「合作學習模式」

（co-operative learning）15，讓學生分組來共同完成老師給予的練習，透過

小組內的彼此互動、提點和互補，促進相互學習並完成學習的任務。事實

上，基於個別差異，部分學生對於從大班講授中掌握的知識有限，小組式

的合作和互動討論去共同完成學習任務，反而令他們更有心機和動力去學

習，老師亦可隨時參與小組中去促進和引導同學去思考以完成學習任務，

令學習效果更佳。當然，小組人數宜限於 2 至 3 人，避免太多人一組令部

分閒置組員沒事做，又要鼓勵組員為其他人覆檢題目，除了確保題目沒有

計算錯誤，亦促進相互學習。 

結語 

教導低學業成就學生的任務並不受老師們歡迎，特別教授數學這門學

科包含了許多抽象概念理解、程序步驟和計算技巧執行、邏輯思維和推理

運用等（陳嘉皇，2021），令很多學生因反覆失敗而對學習數學信心和興趣

盡失（蘇家莉，2009；引自吳善揮，2016），去到毅進數學的班房，情況可

以是更惡劣、難教。然而，教師的使命包括傳道、解惑和授業16（韓愈，768-

824），作為數學老師就是要解學生數學之惑，如何教「好」學生數學才是我

們的「皇道」。筆者分享的方法並不創新，也不難做到，旨在激發其他同工

（包括其他學科老師）也多思考和分享不同法子，去教好這些低學業成就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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