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第二十八屆「週年會員大會」於 2024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在聖保羅書院進行，共

有 27 位會員出席。上年度會議記錄在沒有修訂

下通過。 

 

 

 

 

 

 

在週年報告中，會長潘維凱先生感謝上任會

長黃家樂先生帶領學會多年，為會務發展定

下重要的基礎。會長展望本屆能舉辦「香港

數學教育會議」，並重印龍德義校長的《七

巧圖說》，而《數學教育》第 47 期，亦預

計本年 4 月底前可以出版。 

會上提到上一屆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代

數教學:尋根與求變」研討會、「七巧圖說」

工作坊、「2023 年數學科文憑試點評」網上

研討會、「四分之一世紀的數學化積累 」講

座和「立體圖形摺

紙」工作坊 。各項

活動得以成功舉行，

全賴會員無私的貢獻

和參與。 

 

2023 年度週年會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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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繼續討論馮振業博士在去年提出關於

「終身會員」制度的建議，以免除已退休會

員不斷為記掛續會事宜而煩惱的問題。會上

各人基本上同意並接納此項建議，亦以此向

長期支持本會運作的退休會員表示謝意，並

交本屆執行委員會作出具體的安排。 

會上亦為「終身會員」的資格作出以下提議：

一、 終身會員必須達至某指定歲數，並連續為

會員多年；二、須繳交一定費用，方可確立成

為終身會員；三、終身會員須每年回覆由執

委會發出的通知。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共有九位委員，我們期望

能為會員安排合適的研討會、講座和工作坊， 

讓會員能聚首一堂，互相交流，期望會員積極

參與和支持。感謝各位同工繼續支持！ 

 

2024 年度執行委員會 

  會長：潘維凱 （聖保羅書院） 

  外務副會長：麥建偉（張祝珊英文中學） 

  內務副會長：鄭永健（香港都會大學） 

  秘書：梁子傑（退休中學教師） 

  財政：許俊江（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執行委員：黃家樂（退休大學講師） 

            李玉潔（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林倬欣（香港中大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羅俊傑（惇裕學校） 



 活動報告 

「新科技在數學教育的運用」研討會於 2024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圓滿結束。 當日的研討會分

成 3 部分：第一部分由香港真光中學的夏志雄老師主講，講題為「新科技中的數學教育 —— 探討 

ChatGPT 在教學中的實踐」；第二部分由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的賴偉良老師及關子雋老師

主講，講題為「如何運用 AI 協助數學教學」；最後一部分由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的謝敏聲老師主

講，講題為「在課堂中使用 Goodnotes 促進學與教」。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對於推動香港數學教育的

發展來說非常重要和具有前瞻性。科技的快速發展確實為教育領域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和機遇。 

新科技中的數學教育 —— 探討 ChatGPT 在教學中的實踐 

ChatGPT 是一個基於人工智能的對話模型，它可以作為一個數

學教育中的實踐工具，提供學生們以對話形式探索和學習數學

概念的機會。以下摘錄了部分在教學中運用 ChatGPT 的實踐方

式： 

1. 解答學生疑問：學生在學習數學時經常會遇到疑問和困難。

ChatGPT 可以作為一個即時回答問題的工具，學生可以通過與

ChatGPT 進行對話，快速獲得對數學問題的解答和解釋。這可以

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解決問題，提高學習效率。 

2. 提供示範和實例： ChatGPT 可以通過對話的方式提供數學問題的解題示範和實例，幫助學生理

解和應用數學概念。學生可以提出特定的問題，ChatGPT 可以根據問

題提供相應的示範步驟和方法，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數學技巧。 

然而，運用 ChatGPT 進行數學教學也存在一些挑戰和限制。首先，

ChatGPT 是基於大量的訓練數據生成的，可能存在一些錯誤或不準

確的答案。教育工作者需要對 ChatGPT 提供的回答進行審核和確

認，並引導學生正確理解和應用數學知識。此外，ChatGPT 雖然可以

提供即時的回答和解釋，但與教師

的互動和指導相比，它缺乏人性化和情感連結，無法提供與學生

之間的情感互動和實時反饋。 

因此，在運用 ChatGPT 進行數學教學時，教育工作者需要謹慎使

用，並在適當的情況下結合教師的指導和監督，以確保學生獲得

有效的教學和支援。同時，持續的專業發展和學習，以瞭解和掌

握科技在數學教育中的最佳應用方式，也是教育工作者應該重視

的一個方面。透過適度且有目的性地運用 ChatGPT，可以豐富數

學教學的方法和工具，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體驗，並激發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和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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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中使用 Goodnotes 促進學與教 

GoodNotes 是一個功能強大的筆記應用程式，可以在課堂中

促進學與教的互動和效果。 在研討會中，謝老師提出了一些

在課堂中使用 GoodNotes 的方法： 

1. 數位筆記：使用 GoodNotes 可以在數位平板上創建筆記，

這樣可以方便地記錄課堂內容、筆記和思考。教師可以在課堂

上使用 GoodNotes 展示教學內容，並即時記錄學生的問題和

回答。學生也可以使用 GoodNotes 進行筆記，並與教師和其他

同學分享筆記。 

2. 互動性白板： GoodNotes 提供一個空白的數位白板，可以

在上面書寫、繪圖和標記。教師可以在白板上解釋數學問題、進行示範和討論，同時學生可

以在自己的設備上觀看和跟隨。這樣可以提高課堂的互動性和學生的參與度。 

3. 批註和標記： GoodNotes 允許教師和學生對文本、圖表和圖片進行批註和標記。這可以用

於強調重點、解釋概念、指導學生、指出錯誤等。教師可以在教學材料上進行批註，並與學

生分享。學生可以對教材進行個人的批註和理解，這有助於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和記憶。 

4. 數學工具： GoodNotes 提供了一系列數學工具，如直尺、圓規、三角尺等，可以在數學課

堂上使用。教師和學生可以使用這些工具在數位平板上進行幾何圖形的繪製、測量和計算，

這樣可以更直觀地理解數學概念和解題方法。 

5. 課後複習： GoodNotes 允許將筆記和教學內容以 PDF 或圖片的形式匯出，  這樣學生可以在

課後複習和回顧。同時，學生也可以將自己的筆記匯出並與其他同學分享，進行合作學習和

討論。 

使用 GoodNotes 可以提升課堂的互動性、學生的參與度和學習效果。然而，教師在使用

GoodNotes 時應該確保學生有相應的設備和技術支持，並適應學生的學習風格和需求。同時，

教師也應該熟悉 GoodNotes 的功能和操作，以充分利用這個工具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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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告 



 活動報告 

如何運用 AI 協助數學教學 

運用人工智能（AI）協助數學教學可以提供更個性化、互動性和有效的學習體驗。 其中關老師和

賴老師提到： 

1. 提供個性化指導： AI 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需求和水平，提供個性

化的數學指導。通過與學生的對話互動，AI 可以了解學生的弱點和

需求，並給予相應的數學練習和指導建議。這種個性化的指導可以幫

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應用數學概念。 

2. 啟發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 AI 可以與學生進行交互式對話，引導

他們思考和解決數學問題。通過提出引導性的問題和討論，AI 可以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培養他

們的邏輯推理和問題解決能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AI 在數學教學中的應用還處於發展階段，仍

然需要教師的指導和監督。教師在運用 AI 時應該具備相應的技術

知識和能力，並適度地結合人工智能和傳統的教學方法，以確保教

學的有效性和學生的學習成效。同時，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教師

應該持續學習和更新知識，以跟上教育領域中 AI 應用的最新趨勢

和最佳實踐。 

 

從以上的 3 個主題講座，可以讓數學教育工作者深入瞭解

科技在數學學習中的應用和影響，並啟發他們將科技元素

融入教學實踐中。同時，這個研討會也可以提供一個交流

平台，讓教育工作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和見解，共同探討如

何克服可能出現的挑戰，例如科技使用的平衡性、學生數位素養的培養等。透過這樣的研討會，可

以促進數學教育與科技的融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動機，並推動香港數學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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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造中學」(learning as making)是良好 STEAM 活動中的自然產物，人們在探究的過程，常會有

新的想法、新的創造；學生在 STEAM 活動中，透過不斷的測試和優化的過程，創作出具創

意和實用的作品，而在整個過程，學生會建立到不同的共通能力，尤其是在培養學生的創作

力，特別顯著。是次工作坊，希望讓參與的同工，先經歷「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並修

改和優化自己的作品，從而體驗「造中學」(learning as making)。 

工作坊的首半小時，先介紹 4D Frame 這 STEAM 產品，另外，鄭同學會分享她的創作經驗。

其後 90 分鐘，參加者需要用 4D Frame 製作一些物件，完成指定任務；其後參加者可自由製

作任何作品，如投石器，伸縮手臂、橋等。工作坊的最後半小時，將會一起分享大家創作的

成果，討論創作過程的感受和對「造中學」(learning as making)的體會。 

 

講者簡介 

鄭永健博士，香港都會大學高級講師，畢業於香港大學，獲得教育博士。曾於本地英文中學

和國際學校任教，並於多間大專院校任職講師，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等，主要任教數學、統計學、中

學數學教學、小學數學教學等，亦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教學實習的視導導師；現擔任 The Inter-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EAM (ISAS)的海外總監。 著作包括《數學訓練營》和

《骰樂無窮——小學生骰仔學數學》。  

 

鄭芷訢同學，聖馬可中學就讀中四級。從 2019 年開始參加香港數理創意 4D 

Frame 比賽，屢獲殊榮，曾兩次奪冠，晉身國際賽事；現積極參與不同 STEM 比

賽及活動，擴闊眼界之外同時分享經驗。QR code 收藏了她一些 4D Frame 的作

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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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篇  

日期： 2024年 4月 20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30 - 正午 12:00  

地點：聖保羅書院（香港般咸道 69號）  

中學篇  

日期： 2024年 5月 2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30 - 正午 12:00  

地點：聖保羅書院（香港般咸道 69號）  

報名方法及費用 :  

 活動預告 



這次舉辦的「立體圖形摺紙」工作坊讓參與者能夠深入了解立體圖形的

特性和結構。透過模組摺紙的方式，參與者學會了製作正立方體、½個正四面體以及

⅓個正立方體。 

 

這次工作坊的舉辦不僅提供了實踐的機會，也培養了參與者

的解難能力和空間感。立體圖形的摺紙過程需要參與者思考

和分析圖形的結構，並根據指示進行摺疊和拼裝。 

 

在這個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我們需要思考學生應該掌握哪

些知識和能力，以應對未來的挑戰。講者提出了「數學解難」

和「立體感／空間感的培養」的重要性。這次工作坊的設計很

好地貼合了這個理念，參與者通過實際操作和摺紙過程，參與

者不僅學會了摺紙技巧，更重要的是理解了立體圖形的結構和

特性，並深入體驗到了數學解難和立體感的重要性。 

 

這次工作坊的成功舉辦是多方努力的成果，感謝講

者龍德義校長的精心準備和引導，也感謝參與者的

參與和積極反饋。這次經驗將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啟

示和反思，更了解學生的需求和教學的方向。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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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師弗賴登塔爾（Freudenthal）的數學化觀念啟發之

下，一群來自不同崗位的數學教育工作者開始了對數學

化的學習和演練，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紀。藉這個系列

講座，他們分享多年來積累的經驗和成果，當中包括在

主流學校及特殊學校的改革和創新，透過探討和分享，

一起推動數學教育的發展。 

「四分之一世紀的數學化積累」 

                                          講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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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黛瑜老師 

 

角的概念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它會延續至往後不同的

學習單元，例如:教授方向時，會以由北方順時針轉一

個直角，便是東方、垂直與平行的教學會以直角引入

垂直線和藉著角的認識探討四邊形的特性等。因此初

小學生必須對角的概念有很好的理解，為日後建構更

高層次的幾何概念打好根基。是次分享教授角的形成

和角的大小之教學設計，如何令學生

理解數學上的角，以及角的兩臂之長

短，或標示角的弧線之長短，都不會

影響角的大小。 

楊思敏老師 

 

透過數學化教學，學生從沒有數學概念到懂一些簡陋數

學，進而懂一些精密的數學。本着同樣的教學信念，我們

如何讓學生進一步數學化，達致更高的境界呢？建設性操

練是一些結構精密的數學小任務，這些練習是結合了運算

技巧訓練與高階思維訓。透過有系統地進行建設性操練，

能夠更有效提升學生靈活運用精密數學的能力。 

陳茗茵老師 

 

繪本能提升學生的專注力，引起

學習興趣等，相信大家已經十分

清楚。但行動研究顯示原來利用

數學繪本，配以數學化的課堂設

計，比起只透過一般數學情境學習，竟能大大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只要能適切選擇繪本，透過繪本的插畫及

配合故事而製作的工作紙，將繪本中的故事線和數學線

交替呈現，便能有助學生學習數學的概念。作為一個數

學老師，讓學生學好數學故然重要，更同時如何讓學生

減低數學學習的焦慮亦是另一個需要關注的重點，有效

利用數學繪本進行教學似乎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  

朱鳳貞老師 

我們的教學是否數學化？並非時時都是非黑即白，有時

是程度上有差別而已。當我們察覺到自己的教學上存在

不夠數學化的地方，便是我們的專業水

平可以再進步的時候。 

分享提及的例子，只是我個人可以察覺

到的一些疏漏，而我提供的改善方法，

也只是我個人能力所及的建議，並非對

教學方法是否數學化的最終裁決。 

 活動報告 

    講者分享 



「四分之一世紀的數學化積累」講座系列之回顧及感想 

本會秘書 梁子傑 

本會於本年 10 月及 11 月期間，假聖保羅書院舉行了一個名為「四分之一世紀的數學化積累」的講座系列。在

4 個講座之中，一共有 20 個講題，由 23 名講者分享他們在過去 25 年在小學（包括特殊學校）推行「數學化

教學」的經驗和成果。23 位講者之中，有年資較淺的老師，有資深的老師，有科主任，有副校長和校長，亦

包括當年提出「數學化教學」的發起人，本會的前會長，馮振業博士。他們談及的內容非常廣泛而全面，小

至在數學化教學的理念下，如何教授某一課題（例如：整數除法、分數乘除、角、面積、正方體和長方體的

展開圖、等周問題、探究哪些數是兩個或以上連續正整數之和等）、如何運用繪本教授數學、如何引進建設

性操練，大至如何在規劃拔尖班的課程、怎樣教導能力稍遜的（甚至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教師團

隊之內如何進行游說和推廣數學化教學、怎樣做好科務管理和記錄等，還有探討教學設計的形成和改進方法，

與及總結小學數學老師學習與成長的專業發展道路。 

在 4 天的講座之中，眾位講者不斷地重複和強調的，當然是數學化教學的主旨：「由無到有，由粗疏至精密」。

意思就是當我們每教學生一個新的數學概念、計算方法或者數學公式時，我們不應該將最後的結果直接告訴

學生，而是在課堂上設計合適的活動，透過互動的討論和反覆的分析，在教師適當的帶領下，讓學生親身體

驗那些數學產物是如何構想出來的，從而得到最後的數學結論。 

例如：我們先讓學生以目測的方式比較圖形的大小，從而建立面積的概念。然後透過把圖形剪開和重組，更

精確地比較不同圖形的面積。接着就是選擇面積單位：學生須提出選擇以正方形為面積單位的原因。最後就

是引入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平行四邊形和梯形等的面積公式。在建立這些公式過程之中，學生亦都要

剪開和重組圖形，並且透過同學之間的討論和互相比較結果，從而得到最精密的公式。在這個過程之中，亦

產生對三角形、平行四邊形和梯形中高的精確定義。 

又例如：教授分數除法時，當然不是直接告訴學生：「分數除法就是將除數顛倒，然後乘以被除數」那麼簡

單。而是與學生回顧除法中均分和包含兩個觀念，亦從這兩個情況下設計合適的情境，讓學生明白如何從整

數除以整數變換成整數除以單位分數（即分子等於 1 的分數），繼而變成除以一般的分數，再變換成一般的

分數除法。在整個過程之中，教師亦要強調，學生須以完整的句子來表達有關運算的思想。身為中學數學教

師，筆者起初對要求學生不斷重複閱讀一些固定句子的做法感到驚訝。不過當回想自己平日與學生討論問題，

學生往往都只是含含糊糊地拋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定義或算式時，便立即明白訓練學生說出正確和完整句子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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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感想 



那句「由無到有，由粗疏至精密」，不單是應用在學生的學習經歷之上，事實上，整個數學化教學團隊所面

對的工作，又何嘗不是由無到有、由粗疏至精密嗎？回想 25 年前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是抱着嘗試的心情，

憑着要教好每一課的決心，從無到有地寫出一課又一課的教案，設計出一課又一課的教材。直到今天，已經

有數以百計的教學材料，還有為數不少的老師每天都在課堂之中實踐數學化教學的理念。不單如此，團隊更

發展出一套精確地描述形成與及改進教學設計的流程（見插圖）。 

整個講座系列之中，最特別的安排，

莫過於在第三天請來 5 位老師匯報他

們在特殊學校的工作成果（原定有 6

位老師匯報的，但可惜其中一位抱恙

缺席）。相信大家都能想像，教導有

輕度甚至嚴重智障的學生學習數學

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情。然而幾位講

者按數學化教學的手法，將課題拆解得更仔細，好讓他們的學生都能循序漸進地學會一定程度的數學。 

筆者十分認同數學化教學的理念。回顧數學思想的發展歷史，基本上所有的數學知識都是由不少數學家經過

反覆驗證和汲取失敗教訓之後提煉出現來的產物，有很多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數學工具，可能過去的數學家

要花上數百年的時間才能準確地確立出來。如果我們在課堂上只花三言兩語就跳去教授「最後的成果」，雖

然感覺上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實際上學生根本未能明瞭箇中的來龍去脈，難以消化。久而久之，學生就會建

立起一個對數學的錯誤想法，以為數學就是一些來自老師的既定法則，只會依照老師指示行事，而對所學的

內容，都只是一知半解。相反，如果學生可以在課堂上體驗發現數學產物的過程，這不單可以讓他們感受發

現的樂趣，提升學習興趣，亦由於那些公式、定理和定義都是由他們自己提出來的，理應對這些事物會印象

深刻，學得牢固。 

可惜筆者亦發現，近年在數學教育界之中似乎同時出現了一陣「逆風」（如果那不算是「歪風」），那就是

有些人主張在教授數學時，必須依循嚴謹的邏輯層次來進行。例如：在教授平行四邊形和三角形面積之前，

老師應該先為學生定義清楚那些圖形的高。學生必須先明白了圖形的高是怎樣畫出來的，然後才學習計算圖

形的面積。明顯，這個處理辦法與前面提及數學化教學的進路有所矛盾！究竟在將來，我們應該按着由粗疏

至精密的想法去教導學生，還是以嚴謹的數學邏輯由定義到定理的方向來教導學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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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出版  

書名：七巧圖說：掌握拼七巧板的竅門  

作者：龍德義  

ISBN ： 978-988-12946-0-9  

定價：每本 150 元  

售價：每本 120 元（八折出售）， 

           另加行政及郵遞費用（本地平郵）20 元，合共 140 元。 

簡介：  

 

 

 

 

 

 

備註：  

1.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數學教育學會」，連同表格逕寄：  

     「香港 郵政總局 郵政信箱 6139 號 香港數學教育學會收」。 

2. 一般而言，本會處理訂單的時間為二至三個星期。  

3. 查詢： info@hkame.org.hk  

訂購書籍表格  

新書《七巧圖說》是協助讀者認識探索拼合七巧板的技巧， 透過

有系統的練習，讓讀者掌握拼七巧板的竅門。內容主要介紹兩個拼

合平面排板遊戲的重要概念：「靜式組件」 與「替換拼板」。只

要靈活變化，這些解難策略該能更廣 泛地應用於一般的解難問題

上。故此，本書亦可作為訓練 「分析能力」、「解難能力」、「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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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重温 

蒙講者允許，各個講座內容簡報，已上載於本會網

頁。各位會員及教育界同工可到以下網址下載講

座內容。 

www.hkame.org.hk/page.php?id=62&mid= 362 

 會務報告 

續會手續 
 

經上年度「週年會員大會」議決通過，由 2020 年開

始，會員可選擇以一年或三年為期的學會會籍。會

費經調整如下： 

 

 

另外，學會開始提供網上續會服務。各會員可登入

以下網址辦理續會手續。 

(Google 用戶) 

https://forms.gle/3U5qMw5oDGSCQoDU6 

(非 Google 用戶) 

https://forms.gle/rbXxivokDn8HzYHQ9 

 

大家亦可繼續透過郵寄支票或銀行入帳服務 （戶

口號碼為「恒生銀行」383-058369-001），辦理續會

手續。只須填妥續會表格連同會費（支票抬頭請寫

「香港數學教育學會」）或銀行入數紙，郵寄至「香

港郵政總局郵政信箱 6139 號」收便可。續會表格可

於以下網址下載。 
 

http://www.hkame.org.hk/Form/
HKAME_Membership_Form_2020.pdf 

會籍類別 會費（每年） 會費（每三年） 

非在職人士 $50 $150 

在職人士 $250 $600 

《數學教育》出版 

 

 

 

 

 

《數學教育》（EduMath）第四十七期

即將出版， 屆時將以郵寄方式送遞

本年年度會員。若閣下仍未更新會

籍，請盡快辦理，以便繼續獲得本會

出版的刊物。 

電子書訂購 

 

 

 

 

 

 

 

數學化教學在香港推行逾二十年，為了

具體向學生揭示數學的衍生過程及數學

概念，一群前線老師製作及尋找了不少

具教學效能的教具及學具，並把它們按

不同範疇，拍成短片，製成電子書，以供

教學上的同道人互相切磋。有興趣的老

師可發送電郵至 info@hkame.org.hk 索取

書籍，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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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訂購 

 

 

 

 

 

 

 

 

 

 

 

 

 

小學生上數學課，總聽到老師說︰「記著要這樣

做……」。然而當學生問︰「為甚麼…（不可以）

是這樣？」，數學老師又會怎樣回應？有見及此，

本會於 2018 年以電子書形式再次出版《小學數學

教育文集 2015 ：決心與智慧的展現》。書中既列

舉一些過往碰過的例子，亦嘗試分享該如何回應

以上問題。本書的售價為每本 20 元正，有興趣訂

購的會員或老師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hkame.org.hk/publishDetails.php?

mid=&id=7 

 

下載並填妥訂書表格，把款項轉帳或把現金存入

到香港數學教育學會恒生銀行戶口（號碼： 383-

058369-001）。存款後，請把銀行收據及表格電郵

至 info@hkame.org.hk。 

 

學會 Facebook 及 Instagram 

 

本會已於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建立專頁，並會定

期更新資訊。歡迎各會員加入，以便獲得最新消

息。 

歡迎投稿 

誠邀會員就日常教學點滴及心得，與大家分享。

除教學反思，亦歡迎專業發展研討會後感、數學

遊戲及謎題推介，與書籍介紹等。來稿請連同姓

名及所屬學校或機構，以 Word 檔形式電郵至

info@hkame.org.hk。 
 

文章經編委會審定後，或會作少量修訂然後刊

登。不設稿酬。一經接納刊登，版權屬香港數學

教育學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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