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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編制：全日制 

 班數：18班（每級3班，平均成績） 

 學生人數：約480人 

 學生學習：能力一般，成績甚為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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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架構和目標 
 

 透過課堂設計和教學策略，在小班教學

環境下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當中包括課前預習、課堂教學和課後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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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架構和目標（續） 
 
 課前預習： 

 每個課節前，學生先在家中進行預習，讓他們初

步認識有關課題及接觸相關的數學概念。  

 課堂教學： 

 學生在課堂討論預習成果，與同學分享自己的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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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架構和目標（續） 
 

 老師以預習題目為基礎，再作延伸，讓學生協作

學習，進行探究、發現，最後歸納出相關的數學

概念、原理，建構知識。 

 課後跟進： 

 學生回家完成相關課業，鞏固學習、延伸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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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難點 
 
 學生未能完全明白因數和倍數的意義 

 學生混淆因數和倍數的概念 

 學生找因數時容易出現缺漏情況 

 學生混淆找公因數和公倍數的方法 

 學生未能有系統地找出一組數的所有公因數 

 缺少把此課題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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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6MC2 

50.3% 

61.2% 

2007 6MC1 

未能理解公倍數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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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6MC3 

86.1% 

2007 6MC1 

73.1% 

 

 

61.7% 

2007 6MC2 

60.4% 

混淆因數和倍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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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6MC1 

38.5% 

2007 6MC2 

75.7% 

2007 6MC3 

81.5% 

 

 

61.7% 

未能有系統地找出一組數的所有公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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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節數 教學重點 

1 認識倍數及找出倍數。 

2 認識公倍數及找出公倍數。 

3 認識最小公倍數和其他公倍數的關系。(觀課) 

4 認識因數、利用除法找出某數的所有因數。(觀課) 

5 以乘法(口算)列出某數的所有因數。(觀課) 

6 理解因數和倍數的關係。 

7 以列舉法找出一組數（兩個或以上）的公因數。 

8 歸納出公因數和最大公因數的關係、從最大公因數找出
所有公因數。 

9 若A和B能整除某數，則（A  B）亦能整除某數、 
以短除法求最大公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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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預習課業 
分享發現 

(課題引入) 
課堂活動 鞏固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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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預習課業 
 學習重點﹕認識最小公倍數和其他公倍數的關系 

 

  
  引入 
 



(二)分享發現 
  



14 

(三) 課堂活動 
 

 

1) 故事：小白免要搬家，一群小白兔出外玩耍迷失了路，
幸好白兔媽媽都給予牠們數字牌。現在同學們都是這
群迷路的兔子，你們的班號就是兔媽媽給予的數字牌。 

 

2) 指示：著學生按照自己的班號進入適當的洞穴   

   (A：3的倍數的洞穴  或  B：4的倍數的洞穴) 

   如果兩者都不是便進入無家可歸大本營。 

 

學習重點﹕認識公倍數 
 



3) 分享(4人1組)﹕告訴同組同學自己應入哪一洞穴。 
組長小心聆聽並要協助有錯誤的組員。 
  
4) 展示：著學生把自己的班號寫在白板正確的洞穴 
  
5) 討論(2人1組)：12和24號兔子應怎麼辦?  
《牠們可以入A和B洞穴，因為牠們既是3的倍數，又是
4的倍數》 
 
6) 追問：為什麼12和24號兔子有這麼多優惠，可以有
兩個洞穴？ 



7) 提問 
1：如果要另外建一個洞穴給12和24號兔子，可否為這個
洞穴命名?《3和4的公倍數》 
 
2：如果老師是36號兔子，我應進入哪個洞穴？為什麼？ 
《3和4的公倍數，因為36是3和4的公倍數》 
 
3：如果要為12這個公倍數命名，哪個最適合? 
《3和4的最小公倍數》 



小白兔要搬屋 

    A：3的倍數             B：4的倍數 

 



小白兔要搬屋 

3和4的公倍數 

       A：3的倍數            B：4的倍數 



(四) 鞏固練習 
 

 



課堂反思 
1. 預習課業能節省老師的教學時間 

2. 以小二的乘法表帶出最小公倍數和 

    其他公倍數的關系，使學生容易掌握。 

3. 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説數，令到較弱的 

    學生多聽同學的分享，幫助弱生理解及掌握。 

 



 

 

 

 

學習成效 
1.因為有預習課業，學生對於將要學習的課題不會  

  感到陌生，較快投入課堂。 

2.教學前讓學生完成預習課業，可以讓他們先探究 

  和發現，不同程度的學生都有不同發現。 

 

 

    



 
 
 
 
學習成效 
 
3. 學生有更多機會「説數」，分享他們的發現， 
   從而改善數學語言。 
 
4. 由預習課業作為引入，學生的學習是建構於已有 
   知識，所以有助學生掌握整個課題。 
 
5. 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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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之處 
 1. 首次嘗試加入預習課業，學生需要適應，因為工作紙 

   量提升。(教師需要作出調整) 

 

2. 在預習課業中，學生的發現很廣泛。倘若期望學生的 

   發現與學習重點有關，那麼在設計問題時要更仔細； 

   但倘若訓練學生多發現，則不需要限制他們，教師要 

   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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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之處 
 3.學生的數學語言需要時間及從小培養。 

  在日常的課堂中，我們是否缺少提供機會予學生説數。 

  

4. 本校學生平日很少接觸這個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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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主學習的啟示 
 
1. 可以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導，並不是坐在課室被動地 

   學習。 

 

2. 倘若學生已有自主學習的能力與態度，課堂的時間則 

   可以更靈活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