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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小學三年級數學科成績 

2017 年小三級學生在數學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百分率為 88.2%。 

小學三年級評估設計 

 小學三年級的數學科評估是根據《數學課程第一學習階段終結的基本能力（試

用稿）》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數學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 》(2000)兩份

文件擬訂題目。評估涵蓋小一至小三課程的「數」、「度量」、「圖形與空間」

及「數據處理」四個範疇，並在概念、知識、技能和應用四方面作重點評估。 

 根據題目情境的需要，評估採用了不同的題型，包括填充、只須填寫答案、列

式作答及多項選擇等。部分題目更設有分題，有些題目不但要求學生找出答案，

亦會評核學生展示解題方法及步驟的能力，包括寫出命題、數式和文字解說等。 

 評估涵蓋第一學習階段數學科的四個範疇，針對 49 個基本能力，共設 96 題，

總分為 134 分。這些題目組成了四張分卷，每卷答題時限為 40 分鐘，各自涵蓋

四個範疇的內容。有些題目會在多於一張分卷內使用，藉此作為分卷間的聯繫，

以便計算等值分數。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張分卷。各分卷的題數詳見表8.1，
題數已包括各分卷的重疊題目。 

表 8.1  小三題數與分數分布 

科目 
題數(分數) 

分卷一  分卷二  分卷三  分卷四 總數* 
數學      
紙筆評估      

數 16(19) 14(19) 16(19) 15(19) 41(52) 

度量 8(13) 10(14) 8(12) 9(12) 28(39) 

圖形與空間 7(10) 7(9) 7(10) 7(10) 21(29) 

數據處理 2(4) 2(4) 2(5) 2(5) 6(14) 

總數 33(46) 33(46) 33(46) 33(46) 96(134)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2017 年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小三學生表現 

 2017 年小三數學科評估的改良試卷及題目設計是根據委員會的建議而作出修訂。

修訂原則切合學生學習需要，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以及符合課程及基本能力

的要求。審題委員會採納了委員會的建議，在評估中，與 2015 年比較，題目數

量減少約 20%，每道題目圍繞一個基本能力，減少關聯題，題目配合學生的生

活經驗及心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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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範疇 

 小三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不俗。學生能掌握整數的位值概念，在整數的加

法、減法、乘法、除法和混合計算方面表現平穩。學生大致能解答四則應用題，

並能列出正確的算式和解題方法。學生明白分數的基本概念，並能比較分數的

大小。以下分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

卷號）。 

整數和分數的基本概念 

 學生在認識整數的位值（例如 Q1/M1; Q1/M3）及各數字所代表的數值（例如

Q2/M2）方面表現優異。 

 大部分學生能排列或寫出五位數（例如 Q2/M1; Q3/M3），但在 Q3/M3 中，少

數學生未能按題目要求寫出正確答案（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3/M3 

  

 

 大部分學生能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整數（例如 Q3/M1），惟部分學生誤把「二萬

零六十八」寫成「2 068」或「20 618」。 

Q3/M1 

  

 

 大部分學生能掌握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例如 Q15/M1; Q12/M2），但在 Q16/M1
中，小部分學生誤解題意而未能寫出正確答案（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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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理解分數與 1 作為整體的關係（例如 Q14(a)/M4）。然而，在

Q13(a)/M2 中，部分學生不知道 
3
3 和 

2
2 的值是相等的（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13(a)/M2 

 大部分學生能比較分數的大小（例如 Q13(b)/M2; Q14/M2; Q14(b)/M4;  
Q15/M4）。 

整數的基本計算 

 學生在整數加法計算的表現頗佳，包括進位和計算三位數連加（例如 Q4/M1; 
Q4/M3; Q3/M4）。 

 大部分學生能計算三位數減法，包括退位和連減（例如 Q5/M1; Q6/M1; 
Q5/M3）。 

 大部分學生善於計算不超過一位數乘三位數，包括進位（例如 Q7/M1; Q6/M2; 
Q6/M3; Q6/M4）。 

 學生一般能計算一位數除三位數（例如 Q8/M1; Q7/M3; Q7/M4）。但在 Q8/M1
中，個別學生誤以「212…2」當作答案。在 Q7/M4 中，小部分學生在除法的商

漏補「0」而錯誤地選擇了 B 項。 

 大部分學生在計算包含小括號的加減混合算式題表現良好（例如 Q8/M3），也

能正確計算乘減混合算式題（例如 Q8/M4）。但在 Q9/M1 中，部分學生忽略了

「先乘、後加」的運算法則，因而錯誤地選擇了 D 項。 

解答應用題 

 學生大致能解答涉及加、減、乘、除或四則混合計算的簡易應用題（例如 Q10/M1; 
Q11/M1; Q12/M1; Q9/M2; Q9/M3; Q11/M3），並能列出算式和解題方法（例如

Q14/M1; Q10/M2; Q11/M2; Q12/M3）。 

 在 Q9/M2 和 Q11/M2 中，部分學生在解答應用題時混淆了乘法和除法（參閱下

列的學生答案）。 

Q9/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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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M2 

 

 

 在 Q12/M3 中，部分學生雖然能得出正確答案，但在列寫算式時，卻混淆了「被

減數」和「減數」（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12/M3 

 

 在 Q10/M2 中，個別學生雖然答案正確，但算式遺漏括號（參閱下列的學生答

案）。 

Q10/M2 
 

 

 少數學生雖然列式正確，但運算錯誤引致答案不正確（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14/M1 

   

 大部分學生能解答涉及加法或乘法的貨幣應用題（例如 Q13/M1; Q1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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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度量」範疇 

 小三學生在「度量」範疇的表現良好。學生能讀出商品的標價牌，辨認及使用

香港的流通貨幣。大部分學生能認識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也能閱讀鐘

面或數字鐘以報時，並找出活動所用的時間。他們能量度和比較不同物件的長

度和重量，以及選擇合適的工具量度及記錄物件的長度和重量。 

 然而，部分學生未能正確讀取容器的容量。在貨幣找換方面，則有待改進。以

下分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香港通用的貨幣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及使用香港的流通貨幣（例如 Q18/M1; Q15(b)/M2），絕大部

分學生能讀出商品的標價牌（例如 Q17(a)/M1; Q15(a)/M2）。 

 學生對簡單直接的貨幣換算，表現不俗（例如 Q17/M4）。但在 Q17(b)/M1 中，

部分學生未能掌握貨幣的找換，個別學生更混淆了「7 角」和「7 元」（參閱下

列的學生答案）。 

 

  

Q17(b)/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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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認識 

 絕大部分學生能從月曆中閱讀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例如 Q21/M1; 
Q19/M2）。在 Q19(a)/M2 中，小部分學生未能按特定條件寫出正確的日期（參

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絕大部分學生能閱讀鐘面或數字鐘以報時（例如 Q22(a)/M1; Q21(a)/M4）。在

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方面，學生表現理想（例如 Q22(b)/M1; Q21(b)/M4）（參

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19(a)/M2 

 

 

Q2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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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認識和應用「24 小時報時制」(例如 Q23/M3)，只有個別學生

未能把 24 小時報時制轉換成下午時間。部分學生誤解題意，未能找出活動所用

的時間（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長度/距離、重量和容量的量度 

 絕大部分學生能直接比較物件間的距離（例如 Q16/M2）。大部分學生能以自訂

單位比較物件的長度（例如 Q18/M4）。 

 大部分學生能用直尺量度物件的長度（例如 Q19/M3）。但在選擇「永備尺」（例

如指距）量度物件的高度方面，表現則稍遜（例如 Q20/M1）（參閱下列的學生

答案）。 

  

Q23/M3 

 

 

 

Q20/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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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以「公里」(km)為單位，表示物件間的距離（例如 Q18(a)/M3），
惟少數學生未能找出兩地之間的最短路程（例如 Q18(b)/M3）（參閱下列的學

生答案）。 

 學生一般能直接比較物件的重量（例如 Q21/M2），又能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

物件的重量（例如 Q22/M4）。 

 大部分學生能以「公斤」(kg) 或「克」(g)為單位，表示物件的重量 （例如

Q23(a)/M1; Q22/M2）。在比較物件的重量方面，學生的表現有明顯進步（例如

Q23(b)/M1）。 

 在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例如 Q24/M1）和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例

如 Q23/M4）方面，學生表現優異。 

  

Q18(b)/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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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認識和應用「24 小時報時制」(例如 Q23/M3)，只有個別學生

未能把 24 小時報時制轉換成下午時間。部分學生誤解題意，未能找出活動所用

的時間（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長度/距離、重量和容量的量度 

 絕大部分學生能直接比較物件間的距離（例如 Q16/M2）。大部分學生能以自訂

單位比較物件的長度（例如 Q18/M4）。 

 大部分學生能用直尺量度物件的長度（例如 Q19/M3）。但在選擇「永備尺」（例

如指距）量度物件的高度方面，表現則稍遜（例如 Q20/M1）（參閱下列的學生

答案）。 

  

Q23/M3 

 

 

 

Q20/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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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以「公里」(km)為單位，表示物件間的距離（例如 Q18(a)/M3），
惟少數學生未能找出兩地之間的最短路程（例如 Q18(b)/M3）（參閱下列的學

生答案）。 

 學生一般能直接比較物件的重量（例如 Q21/M2），又能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

物件的重量（例如 Q22/M4）。 

 大部分學生能以「公斤」(kg) 或「克」(g)為單位，表示物件的重量 （例如

Q23(a)/M1; Q22/M2）。在比較物件的重量方面，學生的表現有明顯進步（例如

Q23(b)/M1）。 

 在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例如 Q24/M1）和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例

如 Q23/M4）方面，學生表現優異。 

  

Q18(b)/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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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以「毫升」(mL)為單位，量度容器的容量（例如 Q24/M4）。可

是，在 Q23/M2 中，部分學生以「升」(L)或「毫升」(mL)為單位來量度容器的

容量時，表現則欠理想。他們未能直觀地讀取 1 升的一半為 500 毫升（參閱下

列的學生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選擇合適的工具來量度物件的長度、重量和容器的容量（例如

Q24/M2; Q21/M3; Q20/M3）。他們一般能選擇合適的單位來記錄物件的長度和

重量（例如 Q19/M1; Q22/M3; Q19/M4），惟少數學生混淆和誤用各度量單位（參

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23/M2 

 

 

 
 

 
 

Q19/M1 

 

 

 

Q22/M3 

 
 

Q19/M4 

 

小三數學科 

10 

小三「圖形與空間」範疇 

 小三學生在「圖形與空間」範疇的表現良好。大部分學生能辨認立體圖形、平

面圖形、直線、曲線、平行線、垂直線和直角，也能解答涉及四個主要方向的

問題。但部分學生對掌握一些基本概念較弱，如混淆角柱和角錐;圓柱和圓錐。

以下分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立體圖形 

 學生能辨認立體圖形（例如 Q25/M1; Q25/M2）。小部分學生混淆角錐和角柱，

因而在 Q25/M2 中錯誤地選擇了 B 項。 

 學生一般能把立體圖形分類（例如 Q26/M1; Q26/M2），但部分學生未能辨別角

柱和角錐;圓柱和圓錐（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直觀地比較物件的厚薄（例如 Q27/M2）。 

平面圖形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平面圖形，包括六邊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菱形、

圓形和正方形（例如 Q27/M1; Q28/M2; Q27/M3; Q28/M4）。只有個別學生混淆

了長方形和平行四邊形。在辨認梯形方面，學生表現稍遜。 

 絕大部分學生能辨認等邊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例如 Q29/M1; 
Q29/M2; Q28/M3）。 

 絕大部分學生能找出兩個平面圖形的相互位置（例如 Q29/M3）。 

  

Q26/M1 Q2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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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以「毫升」(mL)為單位，量度容器的容量（例如 Q24/M4）。可

是，在 Q23/M2 中，部分學生以「升」(L)或「毫升」(mL)為單位來量度容器的

容量時，表現則欠理想。他們未能直觀地讀取 1 升的一半為 500 毫升（參閱下

列的學生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選擇合適的工具來量度物件的長度、重量和容器的容量（例如

Q24/M2; Q21/M3; Q20/M3）。他們一般能選擇合適的單位來記錄物件的長度和

重量（例如 Q19/M1; Q22/M3; Q19/M4），惟少數學生混淆和誤用各度量單位（參

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23/M2 

 

 

 
 

 
 

Q19/M1 

 

 

 

Q22/M3 

 
 

Q19/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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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圖形與空間」範疇 

 小三學生在「圖形與空間」範疇的表現良好。大部分學生能辨認立體圖形、平

面圖形、直線、曲線、平行線、垂直線和直角，也能解答涉及四個主要方向的

問題。但部分學生對掌握一些基本概念較弱，如混淆角柱和角錐;圓柱和圓錐。

以下分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立體圖形 

 學生能辨認立體圖形（例如 Q25/M1; Q25/M2）。小部分學生混淆角錐和角柱，

因而在 Q25/M2 中錯誤地選擇了 B 項。 

 學生一般能把立體圖形分類（例如 Q26/M1; Q26/M2），但部分學生未能辨別角

柱和角錐;圓柱和圓錐（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直觀地比較物件的厚薄（例如 Q27/M2）。 

平面圖形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平面圖形，包括六邊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菱形、

圓形和正方形（例如 Q27/M1; Q28/M2; Q27/M3; Q28/M4）。只有個別學生混淆

了長方形和平行四邊形。在辨認梯形方面，學生表現稍遜。 

 絕大部分學生能辨認等邊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例如 Q29/M1; 
Q29/M2; Q28/M3）。 

 絕大部分學生能找出兩個平面圖形的相互位置（例如 Q29/M3）。 

  

Q26/M1 Q2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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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和曲線 

 絕大部分學生善於辨別直線和曲線（例如 Q30/M3）。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平行線（例如 Q30/M1），但部分學生未能找出垂直線（例如

Q30/M2）。在 Q30/M4 中，少數學生混淆了平行線和垂直線（參閱下列的學生

答案）。 

角 

 絕大部分學生能辨認直角（例如 Q28/M1）及比較角的大小（例如 Q31/M2）（參

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30/M2 Q30/M4 

 

Q28/M1 

 

Q31/M2 

 

小三數學科 

12 

方向 

 學生對東、南、西、北四個主要方向的認識頗佳（例如 Q31/M1; Q31(a)/M3），

惟部分學生未能找出相對於指定參考點的正確方向（例如 Q31(b)/M3）（參閱下

列學生答案）。 

小三「數據處理」範疇 

 小三學生在「數據處理」範疇的表現優異。他們能閱讀象形圖，並利用圖中的

數據解答簡單的問題。絕大部分學生善於按表列的資料製作象形圖。以下分述

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閱讀及解釋象形圖 

 絕大部分學生精於閱讀「一個圖形代表 1 個單位」的象形圖。他們能直接從象

形圖中找出數據（例如 Q32(a)/M1; Q32(a)/M2; Q32(a)/M3)，並利用這些數據進

行比較或簡單計算，以解答問題（例如 Q32(b)/M1; Q32(b)/M2; Q32(b)/M3）。 

  

Q31(b)/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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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和曲線 

 絕大部分學生善於辨別直線和曲線（例如 Q30/M3）。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平行線（例如 Q30/M1），但部分學生未能找出垂直線（例如

Q30/M2）。在 Q30/M4 中，少數學生混淆了平行線和垂直線（參閱下列的學生

答案）。 

角 

 絕大部分學生能辨認直角（例如 Q28/M1）及比較角的大小（例如 Q31/M2）（參

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30/M2 Q30/M4 

 

Q28/M1 

 

Q3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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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學生對東、南、西、北四個主要方向的認識頗佳（例如 Q31/M1; Q31(a)/M3），

惟部分學生未能找出相對於指定參考點的正確方向（例如 Q31(b)/M3）（參閱下

列學生答案）。 

小三「數據處理」範疇 

 小三學生在「數據處理」範疇的表現優異。他們能閱讀象形圖，並利用圖中的

數據解答簡單的問題。絕大部分學生善於按表列的資料製作象形圖。以下分述

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閱讀及解釋象形圖 

 絕大部分學生精於閱讀「一個圖形代表 1 個單位」的象形圖。他們能直接從象

形圖中找出數據（例如 Q32(a)/M1; Q32(a)/M2; Q32(a)/M3)，並利用這些數據進

行比較或簡單計算，以解答問題（例如 Q32(b)/M1; Q32(b)/M2; Q32(b)/M3）。 

  

Q31(b)/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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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Q32(a)/M1 中，少數學生不小心閱題，誤以玩具的總盒數當作答案（參閱下

列的學生答案）。 

Q32(a)/M1 

 

 

製作象形圖 

 絕大部分學生能按表列的資料製作象形圖，並在象形圖加上適當的標題（例如

Q33/M1; Q33/M3; Q33/M4)。  

 在Q33(1)/M1和Q33(b)(1)/M3中，少數學生未能準確及扼要地寫出合適的標題，

以表達該統計的目的。（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33(1)/M1 

 

Q33(b)(1)/M3 

 

 

小三數學科 

14 

 個別學生在象形圖中誤畫方塊或不必地要加上「頻數軸」表示數據（參閱下列

的學生答案）。 

Q33(2)/M1 

一般評論 

 小三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頗佳。他們多能掌握在第一學習階段所學的整數

和分數的基本概念及四則運算技巧。大部分學生能解答簡易應用題，也能列出

正確的算式和解題方法。可是，個別學生混淆了乘法和除法，與及「被減數」

和「減數」。 

 小三學生在「度量」範疇的表現良好。他們能辨認及使用香港的流通貨幣，正

確地讀出商品的標價牌，認識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閱讀鐘面或數字鐘

以報時及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他們能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長度、重量和容器的

容量，又能以合適的工具量度及記錄物件的長度和重量。但少數學生須加強對

貨幣找換和度量單位的認識。 

 小三學生在「圖形與空間」範疇的表現良好。他們能辨認立體圖形、平面圖形、

直線、曲線、平行線、垂直線、直角和四個主要方向。部分學生宜鞏固對錐體

和柱體、梯形和平行四邊形的基本概念。 

 小三學生在「數據處理」範疇的表現優異。他們能閱讀「一個圖形代表 1 個單

位」的象形圖，並利用圖中的數據解答簡單的問題。絕大部分學生能利用表列

的資料製作象形圖，只有少數學生未能準確及扼要地寫出合適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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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Q32(a)/M1 中，少數學生不小心閱題，誤以玩具的總盒數當作答案（參閱下

列的學生答案）。 

Q32(a)/M1 

 

 

製作象形圖 

 絕大部分學生能按表列的資料製作象形圖，並在象形圖加上適當的標題（例如

Q33/M1; Q33/M3; Q33/M4)。  

 在Q33(1)/M1和Q33(b)(1)/M3中，少數學生未能準確及扼要地寫出合適的標題，

以表達該統計的目的。（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33(1)/M1 

 

Q33(b)(1)/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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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學生在象形圖中誤畫方塊或不必地要加上「頻數軸」表示數據（參閱下列

的學生答案）。 

Q33(2)/M1 

一般評論 

 小三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頗佳。他們多能掌握在第一學習階段所學的整數

和分數的基本概念及四則運算技巧。大部分學生能解答簡易應用題，也能列出

正確的算式和解題方法。可是，個別學生混淆了乘法和除法，與及「被減數」

和「減數」。 

 小三學生在「度量」範疇的表現良好。他們能辨認及使用香港的流通貨幣，正

確地讀出商品的標價牌，認識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閱讀鐘面或數字鐘

以報時及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他們能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長度、重量和容器的

容量，又能以合適的工具量度及記錄物件的長度和重量。但少數學生須加強對

貨幣找換和度量單位的認識。 

 小三學生在「圖形與空間」範疇的表現良好。他們能辨認立體圖形、平面圖形、

直線、曲線、平行線、垂直線、直角和四個主要方向。部分學生宜鞏固對錐體

和柱體、梯形和平行四邊形的基本概念。 

 小三學生在「數據處理」範疇的表現優異。他們能閱讀「一個圖形代表 1 個單

位」的象形圖，並利用圖中的數據解答簡單的問題。絕大部分學生能利用表列

的資料製作象形圖，只有少數學生未能準確及扼要地寫出合適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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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小三學生的良好表現 

 表現良好的小三學生能掌握各分卷所考核的概念和技巧。他們的算術運算能力

較強，能解答涉及不同情境的應用題，而且能清楚展示解題方法（參閱下列的

學生答案）。 

Q10/M2 Q12/M3 

 
 

 表現良好的學生對分數概念有透徹的理解。他們認識分數與 1作為整體的關係，

亦能比較分數的大小。 

 表現良好的學生不但能辨認及使用貨幣，讀出商品的標價牌，而且能準確地進

行貨幣的找換。他們認識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能閱讀鐘面及數字鐘，

認識和應用「24 小時報時制」，以及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對於物件的長度、

重量和容器的容量，他們能作比較、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量度和以合適的單位

作記錄（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23/M1 Q23/M2 

 

 

 

  

小三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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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良好的學生精於辨別各種立體圖形和平面圖形。他們對直線和曲線、平行

線和垂直線、角和直角的認識甚佳。他們亦能解答涉及四個主要方向不同情境

的問題（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28/M2 Q31/M3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閱讀和分析象形圖，善於利用圖中的資料作比較或進行簡單

運算，以解答問題。他們可依提供的原始數據製作象形圖，並加上適當的標題

（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3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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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小三學生的良好表現 

 表現良好的小三學生能掌握各分卷所考核的概念和技巧。他們的算術運算能力

較強，能解答涉及不同情境的應用題，而且能清楚展示解題方法（參閱下列的

學生答案）。 

Q10/M2 Q12/M3 

 
 

 表現良好的學生對分數概念有透徹的理解。他們認識分數與 1作為整體的關係，

亦能比較分數的大小。 

 表現良好的學生不但能辨認及使用貨幣，讀出商品的標價牌，而且能準確地進

行貨幣的找換。他們認識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及日期，能閱讀鐘面及數字鐘，

認識和應用「24 小時報時制」，以及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對於物件的長度、

重量和容器的容量，他們能作比較、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量度和以合適的單位

作記錄（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23/M1 Q2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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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良好的學生精於辨別各種立體圖形和平面圖形。他們對直線和曲線、平行

線和垂直線、角和直角的認識甚佳。他們亦能解答涉及四個主要方向不同情境

的問題（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28/M2 Q31/M3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閱讀和分析象形圖，善於利用圖中的資料作比較或進行簡單

運算，以解答問題。他們可依提供的原始數據製作象形圖，並加上適當的標題

（參閱下列的學生答案）。 

Q3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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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數學科 

17 

2015年至 2017年數學科小三學生表現一覽表 

小三學生在 2015 年至 2017 年數學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百分率表列如下： 

表 8.2  2015年至 2017年數學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小三學生百分率 

年份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15 87.6 

2016 89.9 

2017 88.2 

根據小三學生在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數學科的表現，比較各學習範疇

的強弱項，能為教師提供有用的資料，促進學生的學習。以下概述這三年學生在

四個學習範疇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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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 2017年數學科小三學生表現一覽表 

小三學生在 2015 年至 2017 年數學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百分率表列如下： 

表 8.2  2015年至 2017年數學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小三學生百分率 

年份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15 87.6 

2016 89.9 

2017 88.2 

根據小三學生在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數學科的表現，比較各學習範疇

的強弱項，能為教師提供有用的資料，促進學生的學習。以下概述這三年學生在

四個學習範疇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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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 
 

表
8.

3 
 

20
15

年
至

20
17

年
數

學
科

小
三

學
生

表
現

一
覽

表
 

年
份

「
數
」
 

20
15

年
 

20
16

年
 

20
17

年
 

備
註

 

強
項

 

 學

生
認

識
整

數
的

位
值

及
各

數
字

所
代

表
的

值
。

 


 在

四
則

運
算

方
面
，
學

生
的

表

現
良

好
。

 


 學

生
列

式
計

算
簡

易
應

用
題

的
表

現
穩

定
。

 


 學

生
在

理
解

分
數

的
概

念
及

比
較

分
數

方
面
，
表

現
不

俗
。


 學

生
能

認
識

整
數

的
位

值
及

各
數

字
所

代
表

的
值

。
 


 學

生
在

四
則

運
算

和
解

答
應

用
題

的
表

現
良

好
。

 


 學

生
可

列
式

展
示

解
題

方
法

和
計

算
步

驟
。

 


 學

生
能

理
解

分
數

的
概

念
及

比
較

分
數

的
大

小
。

 

 
學

生
能

掌
握

整
數

的
位

值
概

念
。

 

 
在

四
則

運
算

和
解

答
應

用
題

方
面

，
學

生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在

列
式

計
算

應
用

題

時
，
能

清
楚

列
出

算
式

和
解

題

方
法

。
 

 
學

生
在

理
解

分
數

的
概

念
及

比
較

分
數

方
面
，
表

現
頗

佳
。


 學

生
在

解
答

應
用

題
時

應

細
心

閱
讀

及
理

解
題

目
內

容
。

 


 學

生
在

答
題

後
，

宜
檢

測

答
案

的
合

理
性

。
 

 

 

弱
項

 

 近

半
學

生
未

能
按

特
定

準
則

排
列

不
超

過
五

位
的

數
。

 


 少

數
學

生
有

審
題

不
小

心
和

表
達

欠
佳

的
毛

病
。

 


 個

別
學

生
在

解
答

應
用

題
時

混
淆

了
減

數
和

被
減

數
或

除

數
和

被
除

數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理

解
題

目
的

要
求
，
並

且
計

算
答

案
時

粗
心

大
意

。
 


 部

分
學

生
解

答
應

用
題

時
，
未

能
列

出
正

確
的

算
式

或
寫

上

合
理

的
的

單
位

和
結

論
。

 

 
少

數
學

生
在

解
答

應
用

題

時
，

混
淆

了
乘

法
和

除
法

。
 

 
個

別
學

生
在

列
式

計
算

應
用

題
時

，
混

淆
了

被
減

數
和

減

數
。

 

 
小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
先

乘
、

後
加

」
的

運
算

法
則

。
 



小三 數學科

308

小
三

數
學

科
 

19
 

 

年
份

「
度
量
」
 

20
15

年
 

20
16

年
 

20
17

年
 

備
註

 

強
項

 

 學

生
能

辨
認

香
港

的
流

通
貨

幣
及

讀
出

商
品

的
標

價
。

 


 學

生
在

閱
讀

鐘
面

及
數

字
鐘

的
表

現
良

好
。

 


 學

生
在

直
接

比
較

物
件

的
長

度
、
重

量
和

容
器

的
容

量
，
表

現
良

好
。

 


 學

生
能

選
擇

合
適

的
工

具
進

行
量

度
及

合
適

的
單

位
來

記

錄
物

件
的

長
度

。
 


 學

生
能

辨
認

香
港

的
流

通
貨

幣
及

讀
出

商
品

的
標

價
。

 


 學

生
能

認
識

一
星

期
內

各
天

的
名

稱
及

日
期

。
 


 學

生
在

閱
讀

鐘
面

及
數

字
鐘

的
表

現
良

好
。

 


 學

生
能

量
度

及
比

較
物

件
的

長
度
、
重

量
和

容
器

的
容

量
。

 


 學

生
能

選
擇

合
適

的
工

具
量

度
物

件
的

高
度

和
重

量
。

 


 學

生
能

以
適

當
單

位
來

記
錄

物
件

的
長

度
和

重
量

。
 


 學

生
能

讀
出

商
品

的
標

價
及

使
用

香
港

的
流

通
貨

幣
。

 


 學

生
在

認
識

一
星

期
內

各
天

的
名

稱
及

日
期
，
和

閱
讀

鐘
面

及
數

字
鐘

方
面
，
表

現
良

好
。


 學

生
能

量
度

及
比

較
物

件
的

長
度

和
重

量
。

 


 學

生
能

選
擇

合
適

的
工

具
量

度
物

件
的

長
度
、
重

量
和

容
器

的
容

量
。

 


 學

生
能

以
合

適
的

單
位

來
記

錄
物

件
的

長
度

和
重

量
。

 


 讓

學
生

多
參

與
不

同
情

境

的
買

賣
遊

戲
，

豐
富

他
們

使
用

貨
幣

的
經

驗
。

 


 學

生
宜

多
進

行
實

作
的

量

度
活

動
，

使
能

鞏
固

在
量

度
和

記
錄

長
度

、
重

量
和

容
量

各
方

面
的

認
識

。
 

 

弱
項

 

 學

生
在

計
算

活
動

的
日

數
方

面
，

表
現

稍
遜

。
 


 學

生
不

善
於

選
擇

合
適

的
單

位
來

量
度

和
比

較
容

器
的

容

量
。

 


 當

找
換

涉
及

的
數

額
較

大

時
，
部

分
學

生
會

出
現

不
小

心

運
算

。
 


 學

生
不

善
於

選
擇

合
適

的
工

具
來

量
度

容
器

的
容

量
。

 


 少

數
學

生
在

貨
幣

的
找

換
方

面
，

表
現

略
遜

。
 


 部

分
學

生
不

善
於

讀
取

容
器

的
容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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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
圖
形
與
空
間
」
 

20
15

年
 

20
16

年
 

20
17

年
 

備
註

 

強
項

 

 學

生
辨

認
平

面
圖

形
和

立
體

圖
形

的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認

識
三

角
形

的
簡

單
特

性
。

 


 學

生
能

辨
認

直
線
、
曲

線
、
平

行
線

及
垂

直
線

。
 


 學

生
能

認
識

直
角

和
比

較
角

的
大

小
。

 


 學

生
辨

認
四

個
主

要
方

向
的

表
現

不
俗

。
 

 
學

生
辨

認
立

體
圖

形
及

平
面

圖
形

的
表

現
穩

定
。

 


 學

生
能

辨
認

直
線
、
曲

線
及

一

對
平

行
線

。
 


 學

生
辨

認
四

個
主

要
方

向
的

表
現

良
好

。
 


 學

生
能

辨
認

一
般

的
立

體
圖

形
及

平
面

圖
形

。
 


 學

生
對

三
角

形
的

簡
單

特
性

有
良

好
的

認
識

。
 


 學

生
善

於
辨

認
直

線
、
曲

線
及

平
行

線
。

 


 學

生
在

認
識

直
角

和
比

較
角

的
大

小
方

面
，

表
現

優
良

。
 


 學

生
對

四
個

主
要

方
向

的
認

識
頗

佳
。

 


 讓

學
生

接
觸

不
同

類
型

的

立
體

圖
形
，
可

把
實

物
/模

型
和

圖
像

作
配

對
。

 


 鼓

勵
學

生
利

用
合

適
的

工

具
如

直
尺

，
使

能
準

確
地

辨
認

垂
直

線
。

 

 

弱
項

 

 遇

到
角

柱
有

三
角

形
的

面

時
，
部

分
學

生
易

誤
為

角
錐

。


 小

部
分

學
生

把
球

體
和

表
面

圓
滑

的
物

體
混

為
一

談
。

 


 部

分
學

生
對

直
角

三
角

形
的

認
識

較
弱

。
 


 當

地
圖

的
「

北
」
方

不
是

指
向

上
，

學
生

的
表

現
下

降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找

出
垂

直
線

或
把

垂
直

線
與

平
行

線
兩

者

混
淆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判

斷
相

對
於

參
考

點
的

正
確

方
向

。
 


 個

別
學

生
未

能
分

辨
柱

體
和

錐
體

。
 


 小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辨
認

垂
直

線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判

斷
相

對
於

參
考

點
的

正
確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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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
數
據
處
理
」

 
20
15
年

 
20
16
年

 
20
17
年

 
備
註

 

強
項

 

 學

生
能

閱
讀

象
形

圖
和

比
較

象
形

圖
的

數
據

解
答

問
題

。
 


 在

解
答

開
放

式
題

目
時
，
學

生

表
現

穩
定

。
 


 學

生
能

按
表

列
的

數
據

製
作

象
形

圖
。

 


 學

生
能

閱
讀

和
解

釋
象

形
圖

中
的

數
據

或
資

料
，
並

能
加

以

運
用

來
解

答
簡

單
的

問
題

。
 


 學

生
可

依
提

供
的

原
始

數
據

製
作

象
形

圖
。

 


 學

生
能

閱
讀

象
形

圖
，
並

利
用

圖
中

的
數

據
或

資
料

解
答

簡

單
的

問
題

。
 


 學

生
能

按
提

供
的

原
始

數
據

製
作

象
形

圖
。

 


 學

生
應

選
取

適
當

的
用

詞

組
成

扼
要

的
標

題
，

以
表

達
該

統
計

的
目

的
。

 

 

弱
項

 

 小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善
用

象
形

圖
的

數
據

來
解

答
開

放
式

題

目
。

 


 部

分
學

生
在

標
題

中
用

了
錯

誤
或

含
糊

的
關

鍵
詞

。
 


 少

數
學

生
未

能
在

標
題

中
完

整
地

表
達

出
該

統
計

的
目

的
 

 少

數
學

生
未

能
扼

要
地

寫
出

象
形

圖
的

標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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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六年級數學科成績  

2017 年小六級學生在數學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84.0%，與 2013 和

2015 年相若。 

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 

小學六年級的數學科評估是根據《數學課程第二學習階段終結的基本能力

（試用稿）》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數學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 》(2000)這
兩份文件擬訂題目。評估涵蓋「數」、「度量」、「圖形與空間」、「數據處

理」及「代數」五個範疇。 

評估是假設學生已掌握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的基本能力，而針對第

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課程的基礎和重要部分，在概念、知識、技能和應用

四方面作重點評估。 

根據題目情境的需要，評估採用了不同的題型，包括多項選擇題、填空、列

式（或方程）作答及要求學生作出解釋的開放式題目。部分題目更設有分題。有

一些題目不但要求學生找出答案，而且會評核學生展示解題方法及步驟的能力，

包括寫出命題、數式、方程和文字解說等。 

評估涵蓋本科的五個範疇，共設 89 題，總分為 130 分。這些題目組成了四張

分卷，每卷答題時限為 50 分鐘，各自涵蓋五個範疇的內容。有一些題目會在多

於一張分卷同時出現，作為分卷間的聯繫。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張分卷。 

表 8.4  各分卷的組成 

科目 
題數 (分數) 

分卷一 分卷二 分卷三 分卷四 總數* 
數學 

     
紙筆評估 

數 21 (25) 21 (24) 18 (22) 17 (21) 47 (59) 
度量 6 (11) 7 (13) 7 (11) 7 (12) 17 (29) 

圖形與空間 3 (6) 3 (6) 4 (7) 5 (9) 8 (14) 
數據處理 3 (5) 3 (6) 3 (7) 3 (5) 8 (15) 

代數 3 (5) 2 (4) 4 (6) 4 (6) 9 (13) 
總數 36 (52) 36 (53) 36 (53) 36 (53) 89 (130)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