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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利用資訊科技配合教育已不是一個新的概念。香港政府早於 1998

年已推出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希望透過推動電子學習培

養學生的高階思維技巧，以及掌握處理資訊的能力，並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不

少學者都紛紛研究、討論資訊科技於改善數學教學上的成效及其利弊，而當中不少學者都認為利用資

訊科技多元化的特點，能改善學生的學習效能，例如 Kwok（1998）指利用資訊科技把數學概念圖像

化，能促進學生理解數學概念；楊澤忠（2006）則認為利用電腦輔助學習能培養學生的空間想像力；

趙美蘭（ 1998）的研究說明多媒體動畫有有助於學習等。研究者作為施教者之一，希望能找出合適

的教學方法和工具幫助學生更容易理解數學概念、突破各課題的學習難點，從而提高個人的教學成

效。 

 

  基於上述動機，研究者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一、了解資訊科技工具對減低學生學習數學時所遇到的困難之成效； 

二、分析資訊科技工具影響小學生面對數學難點之原因； 

 

並探討以下問題: 

 

一、資訊科技作為教學工具、素材，能否有效地減低學生學習數學時所遇到的困難？ 

二、資訊科技作為教學工具、素材，如何減低學生學習數學時所遇到的困難？ 

 

  由於受時間及環境的因素所限制，研究者選取了小二的時間課題(分的認識)作為本研究的教學實

施課題，旨在探討於該課題的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教學工具協助教學能否有效地改善學生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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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何謂「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所涉及的範疇很廣泛，因此在進行研究時必須先將其定義為合適的範圍。江紹祥（1999）

把可以應用於數學教育的資訊科技分為三大類別：計算機、獨立軟件和網上資源。計算機包括獨立的

計算機或軟件計算機；獨立軟件包括一般辦公室的軟件系統（如 Microsoft Office 系列軟件）以及一些

特別為數學而設計的數學軟件（如 Geogrbra)；而網上資源則包括透過搜尋器在網上獲取的各教材、

線上工具、教學平台和論壇等。然而，近年來資訊科技加入了不少能協助教學的硬件工具，如平版電

腦及電子互動白板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老師已利用電子書協助教學。為此，我認為可把這些應用

於數學教學的資訊科技工具重新分類為：硬件工具（包括計算機和平版電腦等）、獨立軟件、電子書

和多媒體資源(如線上工具、影片等)四類。而由於資源和時間的限制，是次研究將會集中考慮獨立軟

件於教學上的應用能否幫助學生解決學習難點。 

 

二、何謂「學習難點」? 

因暫未能找出有明確定義「學習難點」的相關文獻，所以只能以普及的認知將其暫界定為：普遍

學習者於一課題上所遇到的困難、難以理解的概念及常犯錯誤。「學習難點」會因應不同範疇的內容

及課題而改變，而各學習者所面對的難點亦不盡相同。一般而言，施教者只能盡可能釐定出大部分學

生的會面對的困難，並由經驗豐富的施教者或編寫教科書之學者或編輯所釐定的「學習難點」相對有

較高的信服力。例如林香(2002)指出學生在學習分數時，常常忘了把最後答案化成最簡分數；馮振業

等人(2000)指學生在學習量度範疇時經常出現量度的誤差；鍾保珠及馮振業(2013)提出學生在學習乘法

時經常混淆乘數和被乘數的概念；陳麗萍(2007)指出學生學習四邊形特性時，對各幾何圖形的特性容

易出現混亂，也難以理解各類圖形的從屬關係。在進行是次研究時，必須先釐定有關課題的學習難點，

再選擇合適的資訊科技工具協助教學。 

 

另一方面，由於「學習難點」於各課題都不盡相同，也暫未找到有關其分類方法的文獻，因此暫

只能利用課題的範疇作分類。例子如下表: 

範疇 課題 學習難點 

數 3N1 五位數 1. 含 零 的 部 分 / 數 ， 寫 法 讀 法 出 現 困 難 ( 如

12005,10040 等) 

3N2 加與減(四) 1. 學生計算兩個三位數相加，答案是四位數時，可

能不懂得/忘了進位至千位 

2. 看見「少售出」和「比較少」等字句就以為是減

法 

3. 連減的應用題未能了解複雜的文字 

3N3 乘法(一) 1. 把乘數和被乘數混淆 

2. 不了解一位數乘兩位數的乘法的概念 

3. 直式上，寫錯數目的位置 

4. 忘記進位或「補 0」 

5. 被乘數含「0」時，把「0」的加法和「0」的乘法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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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4 倍數和因數 1. 學生難以發現倍數的特質 

2. 容易忽略一個數本身就是該數的倍數 

3. 容易忽略「1」和一個數本身就是該數的因數 

4. 利用列舉法求兩個數的最小公倍數時，如兩數本

身有因數和倍數的關係，則容易出錯 

量度 3M2 時間(三) 1. 時針的位置和上下午的描述出錯 

圖 形

與 空

間 

3S1 平行和垂直 1. 難以理解平行的概念(太抽象)，涉及直線可無限

延長的觀念 

2. 難以辨認出平行線，如斜放的平行線、相距較遠

的平行線、長度不同的平行線等。 

3S2 平行四邊形 1. 不懂分辨四邊形中的對邊是不是平行，如梯形和

菱形的對邊 

4S1 四邊形(三) 1. 容易混淆對邊和鄰邊 

2. 把斜放的正方形辨認為菱形，但否定是正方形 

3. 因直角梯形有直角而對梯形應否有直角出現迷思 

表 1_學習難點的例子 

(資料來源:林秉明及陳卓堅(2006):廿一世紀現代數學教師用書 3 上 A、B 及 4 上 A) 

 

三、時間課題的教學內容及重點 

本研究以二年級上學期的量度範疇時間(分的認識)作為為研究課題，旨在探討於該課題的教學上，

使用資訊科技教學工具協助教學能否有效地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根據小學數學課程指引(2000)，有關課題的學習重點如下： 

 

課題 學習重點 

2M2 時間(二) 1. 認識「分」。  

2. 以「時」和「分」報時。  

3. 以「分」為單位，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 

4. 以「小時」(h) 和「分」(min) 報告活動所用的時間。 

5. 認識一天有24小時。 

6. 認識「上午」(a.m.)和「下午」(p.m.)的概念。 

7. 以「上午」、「下午」、「正午」和「午夜」報時。  

8. 認識每月的日數。  

9. 認識「平年」及「閏年」的日數。  

 

表 2 小二時間課題學習重點 (資料來源: 小學數學課程指引(2000)) 

本研究只涉獵以下學習重點: 

1. 認識「分」 

2. 以「時」和「分」報時 

3. 以「小時」(h) 和 「分」(min) 報告活動所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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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間主題(學習難點)相關研究 

根據各學者對有關學童學習時間概念的研究，研究者根據陳雪枝、鍾靜(民 92)、吳柱龍(民 100)

及黃鶯枝(民 101)所整理的資料歸納出有關課題的學習難點如下:  

 

概念 描述 

時刻報讀  受鐘面結構的影響，學生會認為一小時等於 12 分，或

分針指向 1 等於 1 分。例如：把 3 時 10 分會讀為 3 時

2 分 

 以短針靠近的大刻度決定時數，例如：把 3 時 50 分

讀為 4 時 50 分 

 五分鐘刻度及其前後一分鐘判斷錯誤，例如把 3 時 44

分讀為 3 時 43 分 

 不了解簡化鐘面的分鐘時刻  

時間量感  受心理時鐘影響，認為不同的時間有快慢差別，例如:

認為周日的時間過得比較快 

時間量之連續性  認為時間會停止或因被區分為不同時段故無法連續，

如認為睡覺時時間會停止 

時刻之順序性  認為時鐘上早上七點和晚上七點是指同一個時刻。 

計算時距  使用十進位系統，忽略了時分的進位是六十進位，在

時間系統的計算與換算出現困難 

 時間與時刻概念混淆不清 

 不了解時間變化量的意義，無法理解及計算從幾時幾

分到某時某分共有多少時間 

 不理解對時間單位的高低階關係，會以看到的數字大

小來判斷時間的長短，例如認為 9 小時又 12 分比 1 

天又 2 小時長  

表 3 有關時間課題的學習難點  

 

由於時間等限制，是次研究將主要探討資訊科技工具能否及如何解決有關「時刻報讀」及「計算

時距」的學習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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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實驗設計採方便抽樣的方式，以研究者所任教一間香港某主流小學中，取兩個班級作為

實驗組和控制組。實驗組學生及控制組學生，分別來自兩班小二的學生，人數分別為二十三人及二十

二人。實驗組會於五節四十分鐘的數學課堂中，利用研究者製作的資訊科技工具協助學習；控制組則

利用傳統的方式學習，並不會使用有關工具。 

 

是次研究包括前後測和訪談。所有實驗參與者均需於課堂上完成前後測，限時為十分鐘；而訪談

則於課堂外的時間(如小息、班主任課及午膳後等)進行，研究者將於實驗組及控制組隨機抽取各六位

學生作為訪談對象，並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碼作為代號(E1-E6 為實驗組學生；C1-C6 為控制組學生)，

時間約為每人五分鐘。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會採用量性及質性方法收集數據資料，以前測、後測及訪問的形式進行。前測將用以了解

研究對象對於相關課題的先備知識以及將學習的時間概念之認知；而後測則用以比較前測結果進行從

而分析該資訊科技工具的成效；訪問則作為質性數據探討學生對教材內容所感受到的難易程度，並了

解學生對有關概念的理解程度，而訪談期間或會進行錄音以協助記錄資。兩組學生的前、後測工具一

致，而訪問的內容則大致相同，唯實驗組學生需被問及對是次資訊科技工具的感想(如難易度、趣味

性等)。 

 

 
圖１ 研究流程（詳見附錄四） 

 

 

二、課堂實施設計 

研究中的課堂實施為五節課，實驗組學生由研究者以三個資訊科技工具進行教學，教授有關時間

(分的認識)的教學；控制組學生則由另一位數學教師以傳統方式施教(如實物時鐘工具)。除了教學的

工具不同之外，課堂的內容、流程和節數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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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 日期 (D/M/Y) 教學內容 

一、二 

(連堂) 

07/12/2015 認識鐘面 

三 08/12/2015 調撥鐘面 

四 09/12/2015 算出完結時間 

五 10/12/2015 計算時距 

                表 5  教學實施內容及日期 

 

第一、二節課為連堂，主要教授學生認識鐘面結構及分的概念。首先，老師會引導學生重溫已有

的知識，讀出正時與半時的鐘面。然後，老師會利用電子工具「時鐘小幫手」以及合適提問讓學生認

識鐘面結構(有十二大格、六十小格)，從而希望解決因受鐘面結構的影響而錯讀時刻的問題。再而，

老師會利用工具上的按鈕移動鐘面的分針，讓學生觀察出：(1)分針走一小格，時間過了一分鐘；(2)

分針走一大格，時間過了五分鐘；(3) 一小時有六十分鐘。之後，老師會教授如何利用加或減法計算

出分針所示的時間，以針對錯誤判斷五分鐘刻度及其前後一分鐘的學習難點。最後，老師會利用動畫，

讓學生觀察出時分針的聯動關係，以解決學生把短針靠近的大刻度決定時數的常犯錯誤。 

 

於第三節課中，老師會利用電子工具「時鐘小幫手」的動畫協助重溫第一、二所學的知識，然後

讓學生利用「時鐘小幫手」中的「手動小時鐘」及互動電子白板學習撥出正確鐘面(尤其接近正時的

時間，如 11 時 58 分)，以解決時刻報讀的學習難點。 

 

第四節課主要是教授如何計算出活動完結的時間，為下一節課學習計算時距作舖排。老師會先以

故事引入計算完結時間的日常問題，再利用電子工具「何時完結?」中的動畫具體地展示出時分針的

移動，並展示出時間過去後的鐘面，以解決學生時間與時刻概念把混淆的問題，及計算時間系統與換

算的困難。最後，老師會教授學生以鐘面協助數出活動完結的時刻。 

 

第五節課主要是教授時距計算的問題。老師會先以以故事引入計算時距的日常例子，再利用電子

工具「時間計算機」中的動畫，展示出時分針的移動，並計算出兩個時刻之間的時距，以針對有關的

學習難點。最後，老師會教授如何用鐘面協助數出活動所需的時間。 

 

在實驗組的教學過程中所使用的三個電子工具均由研究者本人設計及製作。在設計及製作的過程

參考資深數學科老師及監督員的意見，並以前測結果來協助調整，從而針對有關課題之難點並使該資

訊科技工具更切合實驗組學生的學習需要。 

 

 

在保障研究對象私隱方面，參與計劃的學生、教師及學校的名字均不會出現在研究論文中，只會

以代號來表示。所有研究資料和數據將被保密，並會在研究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整地消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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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一) 前測及後測工具 

本研究中的前測及後測的內容不盡相同，主要原因是兩個測試所探究的資料及目的不同：前測主

要是用以了解學生對時間概念的認識程度；後測主要分析實驗組的學生透過資訊科技工具學習後，對

時間課題的學習內容之理解程度會否與控制組的學生有所分別。兩組學生所使用的前、後測工具是完

全相同的，在收集數據後，研究者會根據兩組學生於前後測的成績平均分進行比較分析，如實驗組於

後測的平均分升幅大於控制組於後測的平均分升幅 ，並能成功通過差異信度分析則說明是次的教學

介入能有效地減低學生學習有關課題時所遇到的困難。 

 

前測和後測的數據以三種方面進行比較分析：(1)成績總分比較；(2)以概念分類的總分比較，有

關是次研究的概念分為「一般時刻報讀」、「接近正時的報讀」、「時距計算」及「畫鐘面」；(3)以難度

分類的總分比較，並根據 Webb(2007)提出的數學學習成效程度表進行分類，分別為回憶和再現(DOK 1)、

技能和概念(DOK 2)、策略思維(DOK 3)及推理(DOK 4)。 

 

前測中，題 1 至題 5 主要是用以了解學生對有關課題之先備知識的認知程度，當中涉及不同的概

念題型，難易度主要為 DOK 1-2。而題 1 及題 3 著學生需說明選擇其答案的原因，用以協助研究者了

解研究對象的思考模式。題 6至題 7主要是用以分析學生對時間概念的問題有否高階的解難思考模式。

而題 8 及題 9 則用以分析學生對將學習內容的認知程度。(詳細可見附錄一及附錄六) 

題目 知識類型 概念分類 難度分類 

1 先備知識 一般時刻報讀 DOK 1 

2 先備知識 一般時刻報讀 DOK 1 

3 先備知識 接近正時的報讀 DOK 1 

4 先備知識 時距計算 DOK 2 

5 先備知識 畫鐘面 DOK 2 

6 將學知識 一般時刻報讀 DOK 3 

7 先備知識 一般時刻報讀 DOK 4 

8a 將學知識 一般時刻報讀 DOK 3 

8b 將學知識 接近正時的報讀 DOK 3 

9 將學知識 時距計算 DOK 4 

表 6 前測問題內容分佈 

 

後測的內容主要為有關研究課堂中的學習內容，用以分析學生學習完有關課題後對其內容的理解

程度。當中有六題與前測內容相同，是用以比較學生於相同概念的學習成效之改變。後測的題 5、題

8、題 10 及題 11 是用以了解學生有否發展高階的解難思考模式。(詳細可見附錄二及附錄六) 

題目 概念分類 難度分類 與前測相同的題目 

1 接近正時的報讀 DOK 1  

2a 一般時刻報讀 DOK 1  

2b 一般時刻報讀 DOK 1 前測題 8a 

2c 接近正時的報讀 DOK 1 前測題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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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後測問題內容分佈 

 

 

(二) 資訊科技教學工具 

是次研究中所使用的資訊科技教學工具為三個由研究者製作而成的 Geogebra 軟件工具：「時鐘小

幫手」、「何時完結?」及「時間計算機」。三個工具分別於不同的課節中使用，以下部分將簡單介紹各

工具的使用方法及特色。 

課節 日期 (D/M/Y) 教學內容 使用的資訊科技 

教學工具 

一、二 

(連堂) 

07/12/2015 認識鐘面 時鐘小幫手 

(調教時間)  

三 08/12/2015 調撥鐘面 時鐘小幫手 

(轉入時間)  

四 09/12/2015 算出完結時間 何時完結?  

五 10/12/2015 計算時距 時間計算機  

表 8 資訊科技教學工具使用流程 

 

I.「時鐘小幫手」(網址：http://ggbm.at/XWbWJZBN) 

工具「時鐘小幫手」的功能主要分為「調教時間」及「輸入時間」兩個部分，主要針對學生有關「時

刻報讀」的學習難點，並協助施教者教授鐘面的結構。 

開啟「調教時間」功能時，老師（或使用者）可以任意操控按鈕以改變鐘面所顯示的時間。老師

可配合教學設計，著學生觀察出 1 小時有 60 分鐘以及時分針行走的「速度」等，從而讓學生理解鐘

面的結構。根據不同的教學需要和程序，教師可顯示協助線和小格數字以幫助學生更透徹明白小格及

大格的意義，避免出現有關「分針指著大格 1，即代表 1 分」的迷思。而「調教時間」這個介面也能

顯示動畫(可自行調教速度)及時間，幫助學生更容易了解時鐘的運作。 

3 一般時刻報讀 DOK 1 前測題 2 

4 畫鐘面 DOK 2 前測題 5 

5 一般時刻報讀 DOK 3 前測題 7 

6 時距計算 DOK 2 前測題 9 

7 時距計算 DOK 4  

8 一般時刻報讀 DOK 3  

9 畫鐘面 DOK 2  

10 時距計算 DOK 4  

11 一般時刻報讀 DOK 4  

http://ggbm.at/XWbWJZ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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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時鐘小幫手」的「調教時間」功能版面 

 

開啟「輸入時間」功能時，老師（或使用者）可以輸入希望鐘面顯示的時間，配合教學活動，讓

學生觀察不同時間的鐘面，這個功能亦可顯示協助線幫助學生更容易讀出所示時刻。 

 
圖 3 「時鐘小幫手」的「輸入時間」功能版面 

為配合課堂的設計及增加教學的互動性，老師(使用者)可以先輸入一個時間，然後開啟「手動小

時鐘」的功能，著學生利用電子白板，於工具上的小時鐘轉出該時間的鐘面，再顯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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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時鐘小幫手」的「手動小時鐘」功能版面 

 

II.「何時完結?」(網址：http://ggbm.at/jhupm7kM) 

工具「何時完結?」主要功能是以動畫的形式展示鐘面轉動的過程，具體地展示某段時間經過後，

時鐘所示的時刻。老師（使用者）可輸入開始的時間以及經過的時間，再以動畫展示出事件或活動結

束的時間，再讓學生說出鍾面所示為幾時幾分。透過動畫的展示，學生或能更容易掌握「計算時距」

的概念。 

 

圖 5 「何時完結?」工具版面 

 

III.「時間計算機」(網址：http://ggbm.at/DoPuKeym) 

工具「時間計算機」主要功能為顯示鐘面轉動的過程並計算時距。老師（或使用者）可以任意輸

入開始及結束的時間，工具上的小時鐘會以鐘面顯示該兩個時刻。 

http://ggbm.at/jhupm7kM
http://ggbm.at/DoPuKe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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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時間計算機」工具版面 

 

按「開始計算」後，小功具就會以動畫的形式表示兩個時刻之間的時距。配合不同的教學方式，

老師（或使用者）可以隨意暫停動畫及調教動畫速度。學生透過觀察動畫，更容易明白時距的計算方

法，或有助解決「計算時距」上的學習難點。 

 

圖 7 「時間計算機」動畫功能版面 

 

(三) 訪問工具 

訪問的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題１至２，主要是用以了解兩組學生對於解答時刻報

讀問題時的思考和解決方法，並測試他們對有關概念的理解程度。當中題２為用以了解學生面對簡化

鐘面的問題，能否以高階思維解難。第二部分包括題３及４，主要是了解學生對計算時距的概念的理

解程序，並測試他們能否利用課堂上學習的技巧，作答有關問題。當中題４涉及進位的問題，用以了

解學生能否掌握有關概念。第三部分為題５至７，目的是探討學生於有關課題所遇的困難之處(即學

習難點)，並了解實驗組學生對有關資訊科技教學工具的感想，如喜愛度及成效等。（詳見附錄三） 

肆、結果與討論 

是次研究結果分成量性資料及質性資料兩個部分。量性資料來自前測及後測的結果分析，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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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生透過電子工具學習後所得的成效；質性資料來自訪問的內容，主要目的為了解學生對於有關

課題及學習過程的感想，以檢討是次電子教學工具及課堂設計。 

 

一、量性資料結果分析 

經統計後，兩組的前後測結果如下： 

 前測  

平均分 

(滿分為 100) 

前測 

標準差 

後測 

平均分 

(滿分為 100) 

後測 

標準差 

增加 

百分比 

實驗組 39.7 21.5 54.9 28.2 38.3% 

控制組 54 26.8 67.1 21.3 24.3% 

表 9 前後測總分結果 

 

表 9 中可見，控制組於前測的平均分為 54 分，而實驗組的平均分為 39.7 分，這個數據或顯示控

制組學生對有關課題的已有知識、學習水平相對較實驗組學生高。為免因學生原本的學習水平不同，

而干擾實驗結果的解讀，故量性資料分析的部分會採用共變數分析，以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教學法為自

變項、前測的成績作為共變數、後測的成績作為依變數，探討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之下，不同教學方

法對於後測成績是否有顯著性影響及差異，並以成績總分、概念分類的總分和難度分類的總分三種方

面進行比較分析。 

 

(一)成績總分比較分析 

表 10 為成績總分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的考驗結果，前測總分的 F(1,41) = 2.526, p = 0.12 > 0.05，

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應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組內迴歸係數沒有顯著差異，符合共變

數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設，可以進行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別 *前測總分 753.829 1 753.829 2.526 0.120 

誤差 12236.144 41 298.443   

表 10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成績總分) 

 

表 11 為共變數分析的結果，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的成績的 F(1,42) = 

0.083, p=0.775 > 0.05，未達顯著水準，應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試題答題情況沒

有顯著差異，即以有關電子工具進行教學的對學生的後測成績影響未達顯著。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共變項：前測總分 13945.765 1 13945.765 45.090 0.000 

組間(教學方法) 25.642 1 25.642 0.083 0.775 

誤差 12989.973 42 309.285   

表 11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成績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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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後測平均數摘要表。實驗組於後測的分

數雖有升幅，並比控制組的升幅高，但經過共變數分析後，兩者的分數改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組別 人數 前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 

原始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升幅 

百分比 

後測 

調整後平均數 

（標準誤） 

實驗組 23 39.7(21.5) 54.9 (28.2) 38.3% 60.1(4.24) 

控制組 22 54(26.8) 67.1(21.3) 24.3% 61.1(4.06) 

表 12 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成績總分) 

 

(二)概念分類的總分比較分析 

表 13 為各概念題目的前測總分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的考驗結果。「一般時刻報讀」題目的

前測總分的 F(1,41) = 1.043, p = 0.313 > 0.05；「接近正時的報讀」題目的前測總分的 F(1,41) = 0.000, p = 

0.996 > 0.05；「時距計算」題目的前測總分的 F(1,41) = 0.445, p = 0.508 > 0.05；「畫鐘面」題目的前測總

分的 F(1,41) = 0.152, p = 0.699 > 0.05，四個概念均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應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實驗組與

控制組的組內迴歸係數沒有顯著差異，符合共變數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設，可以進行共變數分

析。 

 

概念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一般 

時刻報讀 

組別 *前測總分 486.767 1 486.767 1.043 0.313 

誤差 19137.319 41 336.764   

接近正時的

報讀 

組別 *前測總分 0.022 1 0.22 0.000 0.996 

誤差 43810.796 41 1068.556   

時距計算 組別 *前測總分 254.471 1 254.471 0.445 0.508 

誤差 23419.834 41 571.212   

畫鐘面 組別 *前測總分 114.240 1 114.240 0.152 0.699 

誤差 30803.245 41 751.299   

表 13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概念分類的總分) 

 

表 14 為共變數分析的結果，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一般時刻報讀」題目於

後測成績的 F(1,42) = １.468, p=0.232 > 0.05；在「接近正時的報讀」題目於後測成績的 F(1,42) = 0.208, 

p=0.651 > 0.05；在「時距計算」題目於後測成績的 F(1,42) = 0.333, p=0.567 > 0.05；在「畫鐘面」題目

於後測成績的 F(1,42) = 0.074, p=0.786 > 0.05，均未達顯著水準，應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實驗組與控制

組在各概念的後測試題答題情況均沒有顯著差異，即以有關電子工具進行教學的對學生於各概念的後

測成績影響未達顯著。 

概念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一般 

時刻報讀 

共變項：前測總分 6662.673 1 6662.673 14.260 0.000 

組間(教學方法) 685.713 1 685.713 1.468 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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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 19624.086 42    

接近正時

的報讀 

共變項：前測總分 10638.019 1 10638.019 10.198 0.003 

組間(教學方法) 217.129 1 217.129 0.208 0.651 

誤差 43810.817 42 1043.115   

時距計算 共變項：前測總分 27218.186 1 27218.186 48.287 0.000 

組間(教學方法) 187.809 1 187.809 0.333 0.567 

誤差 23674.304 42 563.674   

畫鐘面 共變項：前測總分 9313.493 1 9313.493 12.652 0.001 

組間(教學方法) 54.737 1 54.737 0.074 0.786 

誤差 30917.486 42 736.131   

表 14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概念分類的總分) 

 

表 15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於各概念題目的前、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後測平均數摘要表。在四

個概念方面，實驗組於後測的分數雖有升幅，並比控制組的升幅高，但經過共變數分析後，兩者的分

數改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概念 組別 人數 前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原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升幅 

百分比 

後測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誤） 

一般 

時刻報讀 

實驗組 23 46.6(25.2) 67.8(30.1) 45.5% 70.1(4.54) 

控制組 22 57.1(30.9) 80.5(17.3) 41.0% 78.1(4.65) 

接近正時 

的報讀 

實驗組 23 18.8(22.1) 40.6(36.2) 116% 45.2(6.89) 

控制組 22 36.4(35.5) 54.5(35.0) 49.7% 49.8(7.05) 

時距計算 實驗組 23 27.5(31.2) 35.7(33.0) 29.8% 41.5(5.02) 

控制組 22 43.9(37.6) 51.8(35.8) 18.0% 45.7(5.14) 

畫鐘面 實驗組 23 47.8(38.4) 57.6(32.4) 20.5% 61.1(5.74) 

控制組 22 65.9(35.8) 62.5(28.6) -5.16% 58.8(5.88) 

表 15 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概念分類的總分) 

 

(三)難度分類的總分比較分析 

 

表 16 為各難度分類題目的前測總分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的考驗結果。「DOK 1」題目的前測

總分的 F(1,41) = 0.058, p = 0.811 > 0.05；「DOK 2」題目的前測總分的 F(1,41) = 0.348, p = 0.558 > 0.05；

「DOK 3」題目的前測總分的 F(1,41) = 0.639, p = 0.429 > 0.05；「DOK 4」題目的前測總分的 F(1,41) = 0.184, 

p = 0.670 > 0.05，四個難度分類均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應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組內

迴歸係數沒有顯著差異，符合共變數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設，可以進行共變數分析。 

 

難度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DOK 1 組別 *前測總分 35.314 1 35.314 0.058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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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 25107.776 41 612.385   

DOK 2 組別 *前測總分 212.932 1 212.932 0.348 0.558 

誤差 25069.522 41 611.452   

DOK 3 

 

組別 *前測總分 711.655 1 711.655 0.639 0.429 

誤差 45676.236 41 1114.055   

DOK 4 

 

組別 *前測總分 139.403 1 139.403 0.184 0.670 

誤差 31096.796 41 758.458   

表 16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難度分類的總分) 

 

表 17 為共變數分析的結果，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DOK 1」題目於後測成

績的 F(1,42) = １.337, p=0.254 > 0.05；在「DOK 2」題目於後測成績的 F(1,42) = 0.081, p=0.777 > 0.05；

在「DOK 3」題目於後測成績的 F(1,42) = 0.913, p=0.345 > 0.05；在「DOK 4」題目於後測成績的 F(1,42) 

= 0.074, p=0.786 > 0.05，均未達顯著水準，應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各難度級別的後

測試題答題情況均沒有顯著差異，即以有關電子工具進行教學對學生於各難度級別的後測成績影響未

達顯著。 

 

難度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DOK 1 共變項：前測總分 3488.024 1 3488.024 5.827 0.20 

組間(教學方法) 800.595 1 800.595 1.337 0.254 

誤差 25143.090 42 598.645   

DOK 2 共變項：前測總分 12194.489 1 12194.489 20.258 0.000 

組間(教學方法) 48.911 1 48.911 0.081 0.777 

誤差 25282.454 42 601.963   

DOK 3 共變項：前測總分 3923.923 1 3923.923 3.553 0.066 

組間(教學方法) 1008.499 1 1008.499 0.913 0.345 

誤差 46387.891 42 1104.474   

DOK 4 共變項：前測總分 14733.761 1 14733.761 19.811 0.000 

組間(教學方法) 31.090 1 31.090 0.042 0.839 

誤差 31236.200 42 743.719   

表 17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難度分類的總分) 

 

表 18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於各難度級別題目的前、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後測平均數摘要表。

在四個難度分類方面，實驗組於後測的分數雖有升幅，並比控制組的升幅高，但經過共變數分析後，

兩者的分數改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難度 組別 人數 前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原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升幅 

百分比 

後測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誤） 

DOK1 實驗組 23 49.3(34.6) 56.5(30.1) 14.6% 58.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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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 22 63.6(37.0) 68.8(20.3) 8.18% 66.9(5.27) 

DOK 2 實驗組 23 47.8(36.0) 48.6(30.5) 1.67% 53.4(5.23) 

控制組 22 68.2(33.3) 60.6(28.4) -11.1% 55.6(5.35) 

DOK 3 

 

實驗組 23 33.0(26.7) 69.6(37.5) 111% 70.9(6.97) 

控制組 22 40.9(29.3) 81.8(30.4) 100% 80.4(7.12) 

DOK 4 

 

實驗組 23 26.1(24.4) 51.3(35.1) 96.6% 56.5(5.80) 

控制組 22 43.2(34.7) 63.6(30.0) -30.6% 58.2(5.94) 

表 18 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難度分類的總分) 

 

根據上述的統計分析結果，實驗組的學生於無論在總分、概念分類以及難度分類的後測表現均優於前測的

表現，顯示教學實驗對實驗組的學生在本測驗有良好的效果。然而，雖然實驗組的學生在三個方面的後測成績

升幅均比控制組高，但經過共變數分析後，兩組之間的成績差異並不顯著，因而未能証明以電子教學工具協助

教學比以傳統方式的教學成效更佳。 

 

二、質性資料結果分析 

訪問結果顯示大部分兩組的受訪學生都能以每 5 個一數或加減的方法，找出鐘面所示的時間，而

當中約半數受訪學生未能解決「以短針靠近的大刻度決定時間」這個學習難點，當分針快指向 12 時

會讀錯鐘面，把 2 時 55 分數讀成 3 時 55 分。在簡化鐘面方面，半數訪學生(分別來自實驗組和控制

組)均能以推理的方式讀出正確的鐘面，展示出高階思維的能力。 

 

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受訪學生均未能計算出正確的時距，當中只有三位實驗組學生(E1、E6 和 E7)

能正確計算出題 3 的答案，而有兩名控制組學生(C2 和 C6)則能說出答案的數字，但單位卻出錯，推

測受「把時刻和時間概念混淆」這個學習難點影響。此外，所有受訪學生均未能計算出需進位的問題

(題 4)。 

 

在探討學生對課題的難易度方面，大部分學生表示覺得最困難的概念是計算時距。     E1: 「計

用咗幾耐時間(計算時距)就好難啦, 但唔知點解(不知道為什麼)好難」 

E5: 「計時間時諗唔明(想不通)…」 

C1: 「計時間難」 

部分學生會認為讀鐘面困難。 

E3: 「分針有時好難睇(看)…」 

C3: 「睇鐘面有少少困難…」 

也有受訪學生認為簡化鐘面難以解讀。 

C4: 「冇數字的時鐘好難睇(沒有數字的時鐘難以解讀…」 

 

另外，在探討學生對以電子工具進行教學的感想方面，大部分實驗組的受訪學生認為利用有關工

具學習能幫助他們理解時間課題的概念。 

E2: 「容易啲記住(較易記緊有關概念), 幫到學習」 

E4: 「有幫助, 容易啲(較容易)明白點樣(如何)畫鐘面」 

E5:「有幫助, 唔識(不明白時)可以睇下(看一看)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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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啱啱開始既時候(剛剛開始學習時)會有幫助, 因為開頭冇咁熟悉(一開始時不熟悉)…」 

大部分實驗組的受訪學生都表示喜歡利用電子工具學習有關概念。 

E6:「鍾意(喜歡)，因為很有趣!」 

E7: 「動畫很有趣!」 

但有一受訪者認為工具太複雜，不方便使用。 

E1:「…要撳嚟撳去有啲麻煩(要按來按去，有點麻煩)」 

 

總括而言，兩組受訪學生於解決有關概念的題目之能力和策略上沒有明顯的分別，而大部分受訪

學生認為困難的地方亦與學者所指出時間課題的學習難點相同。另一方面，大部分實驗組的受訪學生

都表示喜歡使用電子工具學習有關課題，亦認為有關電子教學工具能幫助他們更容易理解有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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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部分的分析，本研究的量性資料(前測後測數據)顯示利用資訊科技工具進行教學與傳統的方

式進行教學均有利於學生學習有關時間的課題概念，但結果未能有效顯示以資訊科技工具進行教學比

較有成效，也未能顯示出有關教學工具能幫助學生解決學習難點，原因推測為受多個限制影響。 

 

首先，本研究母體人數不足，實驗組只有 23 人，而且研究對象只有小二學生，未能有效代表所有學

生使用電子工具教學的學習以及解決學習難點的成效，建議增加研究對象的人數、年級以增加研究結

果的可信性。此外，由於環境限制的關係，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施教者不同，而老師的年資、教學經驗

等因素卻會對教學和學習的質素造成影響，建議兩組均以同一名老師進行教學，以減少研究結果的誤

差。另一方面，是次研究只考慮了「時間」這一課題並只介入了五節課，未能有效表示電子教學工具

對於學生學習數學、改善學習難點的成效，宜以多個課題涉及不同範疇的教學內容進行研究，以及增

加電子教學工具介入的課節，使研究結果更全面。除此之外，課堂實施以及電子教學工具都是由研究

者本人設計，或未能有效解決學生的學習難點，宜建立一團隊，包括學者、資深的老師等，以改善及

提升電子教學工具的效用。 

 

總括而言，雖然是次研究的量性分析結果未能展示出電子教學工具對改善學生解決學習難點的成效，

但根據訪問結果，可見學生喜歡利用資訊科技工具進行教學，也認為這些工具能使他們更容易理解數

學概念，這結果是一啟示，值得各學者再深入了解及探討資訊科技教學工具對學生學習數學的影響及

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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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清單 

圖１ 研究流程（詳見附錄四） 

圖 2 「時鐘小幫手」的「調教時間」功能版面 

圖 3 「時鐘小幫手」的「輸入時間」功能版面 

圖 4 「時鐘小幫手」的「手動小時鐘」功能版面 

圖 5 「何時完結?」工具版面 

圖 6 「時間計算機」工具版面 

圖 7 「時間計算機」動畫功能版面 

 

 

表格清單 

表 1 學習難點的例子 

表 2 小二時間課題學習重點 (資料來源: 小學數學課程指引(2000)) 

表 3 有關時間課題的學習難點 

表 5 教學實施內容及日期 

表 6 前測問題內容分佈 

表 7 後測問題內容分佈 

表 8 資訊科技教學工具使用流程 

表 9 前後測總分結果 

表 10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成績總分) 

表 11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成績總分) 

表 12 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成績總分) 

表 13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概念分類的總分) 

表 14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概念分類的總分) 

表 15 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概念分類的總分) 

表 16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難度分類的總分) 

表 17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難度分類的總分) 

表 18 後測原始平均數與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難度分類的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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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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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P2(   )  姓名：           (   )      日期：              

1. 圈出以下鐘面所顯示的時間。 

   

A. 11 時正      B.差不多 12 時     C. 11 時 12 時      D. 12 時 11 分  

原因：(於其中一個方格上填  ) 

 短針指 11 

 短針指 11，長針指 12 

 其他 

 不知道 

 

2. 以下哪一個鐘面表示 12 時半? 把答案圈出來。 

       

 

 

 



27 
 

 

3. 圈出以下鐘面所顯示的時間。 

     

A. 11 時多一些     B.差不多 2 時      C. 1 時多一些     D. 2 時 11 分  

原因：(於方格上填上  ) 

 短針指 2，長針指 11 

 長針差不多指到 12，短針差不多指 2 

 其他 

 不知道 

 

4. 小芬看了多久電視？把答案圈出來。 

 

A.12 小時      B. 9 小時      C. 3 小時      D.不知道  



28 
 

5. 請於以下鐘面畫出 7 時半。 

 

 

6. 圈出正確答案。 

      

           9 時 20 分                             ?     

 

A. 10 時 10 分    B. 10 時 2 分    C.10 時多一點    D. 2 時 10 分    

E.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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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寫出以下鐘面所示的時間。 

_____時_____分   

 

 

 

8. 寫出以下鐘面所示的時間。 

      

       _____時_____分            ______時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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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芬看了多久電視？於橫線上填寫答案。 

   

                 _________時___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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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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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P2(   )  姓名：           (   )      日期：              

 

1. 圈出以下鐘面所顯示的時間。 

     

 

A. 7 時 10 分    B. 7 時 50 分    C. 6 時 10 分    D. 6 時 50 分  

E. 10 時 7 分    F. 其他: ____時____分 

 

 

2. 寫出以下鐘面所顯示的時間。 

                

   ______時_____分        ______時_____分       ______時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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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哪一個鐘面表示 12 時半? 把答案圈出來。 

       

 

 

4. 請於以下鐘面畫出 7 時 30 分。 

 

 

5. 寫出以下鐘面所示的時間。 

_____時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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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芬看了多久電視？於橫線上填寫答案。 

   

                 _________小時__________分鐘 

 

 

 

 

7. 美美看了多久電視？把答案寫在橫線上。 

  

                        _________小時_________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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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圈出正確答案。 

       

          8 時 21 分                    ______時_____分 

 

A. 2 時 34 分    B. 1 時 34 分    C. 1 時 33 分    D. 2 時 7 分  

E. 1 時 7 分     F. 其他: ____時____分 

 

 

9. 請於以下鐘面畫出 10 時 5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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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明於 1 時 30 分吃完早餐，他共吃了 20 分鐘，問他開始吃早

餐的時間甚麼?  

 

A. 1 時 50 分    B. 1 時 20 分    C.2 時 10 分    D. 1 時 10 分    

E. 不知道 

 

11. 寫出以下鐘面所示的時間。 

  ______時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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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問問題及訪問結果總結 

 

1. 說一說以下鐘面所示的時間。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 

     

 

 

 

 

 

 

 

 

 

受訪者 答案 答案 

E1 十點又唔到一, 又過咗十二, 三分

啩 

三時五十五分；每五個一數 

E2 十時…一細格一分鐘…所以係十時

三分 

三時五十五分；時針指住三就係三 ; 分針, 三

係十五, 四係二十……十一就係五十五 ; 所以

係三時五十五 

E3 十時三分; 呢到零, 呢到一, 二, 

三, 三分 

三時五十五分; 五, 十, 十五…五十五 

E4 十時三分 ; 長針指住呢到, 一, 

二, 三, 指住三 

二時五十五分；短針指住中間 ; 長針指於五十

五, 如果長針去到十二, 佢就會變成三點 

E5 十時三分 ; 呢到指住十, 呢到指

住呢到 

三時五十五分 

E6 十時十五分……十時四分, 因為

呢到指住十, 呢到指住四, 所以十

時四分 

二時十一分, 唔係, 應該係二時五十五分；因

為呢到就嚟到個三字; 五, 十, 十五……五十五 

E7 十時…一, 二, 十時三分, 因為呢

個時針指住十 ; 分針, 十二係零

呀嘛, 指住三嗰格 

二時五十五分，因為呢個仲未完全指到十二, 

所以就唔係三時 ; 五十五分, 五, 十, ……, 五

十五 

C1 十時三分，因為分針指咗個三字, 

時針指住十字 

三點五十五分，因為時針指着三點, 分針指着

十一點 

C2 十時三分，因為分針指着三, 這裏

是三分, 時針指住十字 

 

二點五十五分，因為分針指着十一點, 即代表

五十五; 短針接近三點, 但未到十二, 所以係

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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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十時二分，一二咁樣數, 所以係十

時二分 

三點五十五分；五個一數, 知道五十五分; 時

針指着三, 所以是三 

C4 十時六十三分, 這裏是十, 這裏是

六十 

三時五十五分；五, 十, 十五, ... 五十五; 見到

短針指着三 

C5 十時三分, 長針指住第三格, 所以

係三 

二時五十五分；因為分針未指到十二 ; 時針差

唔多指住三 ; 五乘十一等於五十五 

C6 十點三分, 長針指住十二點過咗

三點(分) 

二時五十五分；因為長針未指到十二點, 時針

指到三, 但未到三 

 

2. 說一說以下鐘面所示的時間。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 

     

受訪者 答案 

E1 四點廿四分, 數呢到數出嚟既 

E2 八時二十八分；數數字 

E3 八時二十三分 ; 二十三係呢到開始, 五, 十, …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 八時

係, 一, 二, 三…八 

E4 七時二十三分；數出嚟 

E5 八時二十三分; 一, 二, 三,…十三, 八同九之間; 五, 十,…二十五減兩格 

E6 八時二十三分；數出嚟既 

E7 八時二十三分；諗番個鐘面就知 

C1 八時二十三分 (數格) 

C2 七時二十三分 ; 分針指着這裏代表二十三 ; 講錯, 八時 ; 因為短針指住八同

九中間, 所以是八時 

C3 八時四十五分 ; 五個一數知道四十五 ; 睇番大約位置, 知道是八 

C4 八時二十三,諗番個鐘面 

C5 八時廿三分, 呢到係 12, 呢到係 6, 呢到係五, 跟住移後兩格, 所以係廿三 ; 然

後呢到係八 

C6 七時二十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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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明下午 5 時正完成功課，媽媽同意讓小明看電視看到下午 7 時 15 分，請

問小明可以看電視多久?你是如何計算的? 

受訪者 答案 

E1 筆計都計唔到……兩個鐘十五分鐘 

E2 唔識做 

E3 畫個鐘出嚟先…唔識計 

E4 諗唔到 

E5 唔識計 

E6 ……兩小時十五分鐘；先計小時再計分鐘 

E7 兩小時十五分鐘, 五時加二時等於七時, 再加十五分上去 

C1 唔識做 

C2 二時十五分 ; 因為五時加兩小時等於七時, 再加多十五分, 所以是二時十五分 

C3 要減喎……一時十分 

C4 唔知 

C5 七點四十五分 

C6 兩小時十五分, 五加二係七, 零加十五係十五 

 

4. 小明下午 5 時 55 分完成功課，媽媽同意讓小明看電視看到下午 7 時 10 分，

請問小明可以看電視多久?你是如何計算的? 

受訪者 答案 

E1 唔知道 

E2 唔識做 

E3 唔識計 

E4 諗唔到 

E5 唔識計 

E6 兩小時十分 

E7 兩小時四十五分 ; 同上面一樣, 五加二等於七時呀嘛; 五十五減十等於四十五 

C1 唔識做 

C2 唔識做 

C3 又要減喎……唔識做…… 

C4 都唔知，唔係好知點計算兩個時間的距離 

C5 四十分鐘 

C6 兩小時十五分, 都係頭先咁樣計 

 

 

5. 你在學習時間這個課題時，有沒有甚麼地方覺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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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難 --> 有甚麼困難? 你如何解決? 

     B)唔難 -->追問原因 

受訪者 答案 

E1 計用咗幾耐時間就好難啦, 但唔知點解好難；問老師 

E2 長針過咗二十既時候好難睇，計時間都好難；問同學 

E3 分針有時好難睇，畫鐘面、計時間都難；畫個鐘出嚟慢慢計 

E4 睇鐘面唔難、畫鐘面有時唔知畫去邊度、計時間好難； 

問老師、同學 

E5 計時間時諗唔明；問下老師同同學 

E6 計時間有少少難；問下老師 

E7 唔難 

C1 計時間難，多嘗試 

C2 冇 ; 計時間會慢, 睇鐘面唔難, 畫鐘面唔難，遇到困難就問同學 

C3 唔知係加定係減, 即唔識計算時距 ; 睇鐘面有少少困難, 有時唔知指住邊到；

遇到困難問哥哥或者同學 

C4 冇數字的時鐘好難睇 ; 唔知分鐘係幾多(唔知分針指住邊) ; 時針就 ok；遇到困

難問同學或老師 

C5 冇, 覺得好容易 

C6 冇, 唔覺得難, 補習時學咗 

 

6. (實驗組)你喜歡利用電子工具學習時間這個課題嗎?為什麼?     

受訪者 答案 

E1 唔知鍾唔鍾意, 要撳嚟撳去有啲麻煩 

E2 鍾意 

E3 鍾意, 因為學習時可以俾我地慢慢睇 

E4 鍾意用呢啲工具, 可以幫我地計到用咗幾耐時間 

E5 鍾意，因為很有趣  

E6 鍾意，因為有趣 

E7 有趣，鐘意 

 

7. (實驗組) 你認為利用電子工具能幫助你學習嗎?為什麼?     

受訪者 答案 

E1 唔知幫唔幫到 

E2 容易啲記住, 幫到學習 

E3 計算時間時有幫助 

E4 有幫助, 容易啲明白點樣畫鐘面 

E5 有幫助, 唔識可以睇下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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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對理解有幫助，例如計呢個時間去到呢個時間會有幫助 

E7 啱啱開始既時候會有幫助, 因為開頭冇咁熟悉 

 

附錄四 

研究日程 

日期 研究相關活動 

2015 年 10 月 21 日 完成整份研究計劃書 

2015 年 10 月 26 日 提交研究計劃書予研究小學 

2015 年 10 月 26 日 研究小學簽署參與同意書 

2015 年 11 月 完成教學設計及資訊科技工具 

2015 年 12 月 4 / 7 日 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進行前測 

2015 年 12 月 4 - 7 日 分析前測結果及調整資訊科技工具 

2015 年 12 月 7 - 10 日 使用資訊科技工具於真實課堂上 (一至五節課堂) 

2015 年 12 月 16 日 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進行後測 

2015 年 12 月 16 - 17 日 分析後測結果 

2015 年 12 月 17 - 18 日 各組抽取 3-5 位學生進行訪談 

2015 年 12 月尾 -  

2016 年 5 月 

分析資料及數據、撰寫研究結果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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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課堂設計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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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 

教師： 陳佩荃  任教學校：XXXX 小學 

日期及時間： 7/12/2015 & 13:45-15:05 年級：二年級 上學期 

班別： 2B  學生程度：第一學習階段 

範疇：度量(M) 單元：2M2 時間(二)  

課題： 認識鐘面 教節：第一教節– 80 分鐘 (連堂) 

 

學生已有知識： 

1. 用「時」與「半時」報時 

2. 懂得每 5 個一數 

3. 懂得計算基本加/減法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能夠： 

1. 懂得以「時」和「分」報時 

2. 說出分針走 1 小格代表時間是 1 分鐘 

3. 說出 1 小時有 60 分鐘 

 

教學資源運用： 

朗文新一代數學 (第二版 ) 2 上 B 

電腦、投影機、簡報、電子書、前測、電子工具 

紙卡: 分鐘、小時 

 

黑板運用:  

  

 

電子白板 及 可移動白板 

分針走 1 小格， 

即時間過了 1 分鐘 

 

1 小時有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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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時間 

（分鐘） 

教學程序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備註 

12 前測 著學生於時限內完成前測 前測 用於行動研究 

10 重溫已有知識 

 

1. 老師用簡報展示出不同的鐘面(只限「__時正」及「__時半」，讓學生報時，重溫 

以「時正」及「時半」表示時間，例如: 

 

2. 重溫鐘面上有一枝短針，稱為「時針」，一枝長針，稱為「分針」。 

(著學生背口訣：時針短，分針長) 

 

3.老師展示出一鐘面，提問學生所示的時間，著學生分享 

簡報  

 

*可著學生說

一說是如何看

出時間的，如

時針指 3，分

針指 12，所以

是 3 時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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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明「時正」及「時半」不足以日常生活中的報時，告知今日的學習目標： 

學習以「時」和「分」來報時 

25 發展： 

 

 

懂得以「時」和

「分」報時 

 

 

說出分針走1小

格代表時間是 1

分鐘 

 

 

說出 1 小時有

60 分鐘 

 

1. 老師展示出電子工具(http://www.geogebra.org/material/simple/id/2236635)，著學 

生觀察鐘面，然後提問：鐘面上有多少大格? 著學生數一數，並說出答案 

    

簡報 

電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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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說明鐘面上有 12 大格，大格在日常生活中叫：一個字，如 6 點 2 個字，或 6  

點搭 2 

3. 教師用用簡報展示出不同的鐘面，著學生以白話文報時 

    

 

 

 

4. 老師再展示出電子工具，著學生細心觀察時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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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以下問題： 

每個大格有幾多小格？(5 小格) 

是否每大格都有 5 小格？(是) 

即鐘面上共有多少小格？如何數出來的? 

然後與學生一起每 5 個一數，數出鐘面共有 60 小格，並展示出小格數字 

 

 

 

可先與學生重

溫每 5 個一

數，背誦 5 的

乘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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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著學生說出現在工具上所示之時間(12 時 0 分)，歸納出 12 時正又可名為 12 時 0 

分，然後按工具上的「+1 小格」，著學生說出新的時間(12 時 1 分)，老師說明分針走

1 小格，即時間過了 1 分鐘，並寫於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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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師先關上「顯示時間」，繼續按工具上的「+1 小格」，直到分針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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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提問學生:  

分針指 1 即走了多少小格? (5 小格) 

即過了多少分鐘?(5 分鐘) 

即時間是幾時幾分?(12 時 5 分) 

  老師先開啟「顯示時間」以作核對，並總結出分針走一大格，時間過了 5 分鐘 

 

7. 老師關上「顯示時間」，繼續按工具上的「+5 小格」，著學生以「時」和「分」報時 

8. 老師開啟「顯示時間」及「動畫」，著學生觀察分針轉動了 12 大格後，時針有甚麼 

改變 

 

 

 

 

 

 

 

 

 

 

 

 

 

 

 

 

*展示數個鐘

面並關上「小

格數字」，著學

生報時，加強

概念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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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提問學生: 

分針共走 12 大格，即走了多少小格?(60 小格) 即時間過了多少分鐘？(60 分鐘) 

分針走 60 小格，時針走了多少？(1 大格) 

時針走一大格，即過了多少久? (1 小時) 

從而著學生總結出 1 小時有 60 分鐘，老師寫於白板 

9. 老師說明分針走了一圈，時間過了 1 小時，「分」會再由 0 開始計算，所以時間顯示

1 時 0 分不是 60 分 (可按一下工具上的 60 轉成 0) 

     



52 
 

10. 老師關上「顯示時間」，繼續按工具上的「+1 小格」，提問學生知道所示時間是幾

時幾分嗎? 再示範如何利用加/減法計算出時間： 

例：1 時 8 分 

 

8 分即 1 個 5 + 3 或 2 個 5 – 2 

    (1 個大格 + 3 個小格) 或 

    (2 個大格 – 2 個小格) 

11. 老師開啟「顯示時間」及「動畫」，著學生觀察分針轉動，並暫停動畫數次著學生 

留意以下情況:  

(1) 分針於 30 分前 

例：(2 時 9 分) 時針較接近 2 時 

          (5 時 13 分)時針較接近 5 時 

(2) 分針指著 6 字，即 30 分 

      例：(2 時 30 分) 時針在 2 和 3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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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時 30 分) 時針在 5 和 6 中間 

(3) 分針於 30 分後 

      例：(2 時 51 分) 時針較接近 3 時  

          (5 時 49 分) 時針較接近 6 時 

從而帶出時針及分針的聯動關係 (分針走時，時針也在走，只是分針走得較快) 

23 鞏固練習 1. 派發工作紙(一) ，著學生完成 p.1，老師巡視及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再用提問及投影 

機核對答案 

2. 學生二人一組，老師用電子工具展示的不同上課時間鐘面，一人負責報時讀出該時 

間，另一人則查看該時間應在上甚麼課，並互相判斷是否正確。二人輪流轉換角色 

3. 著學生個人完成書 p.41-42，並以電子書核對答案。 

工作紙(一) 

投影機 

電子書 

 

10 總結 老師引導學生說出本教節所教授的重點： 

- 用「時」和「分」來報時 

- 分針走 1 小格，即時間過了 1 分鐘 

- 1 小時有 60 分鐘 

  

/ 課後延伸 家課：工作紙(一) 第二頁   

 

課後反思： 

這堂是第一堂使用電子工具，我提早於課室準備，而幸好課堂前發現未能上網，解決了問題 

但在教學過程中發現，網上工具有時會移位及出現當機問題，以致浪費時間，學生也顯得不耐煩 

動畫要調教好速度，不然太快難以於正確位置暫停，太慢學生會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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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 

教師： 陳佩荃  任教學校：XXXX 小學 

日期及時間： 8/12/2015 & 10:45-11:25 年級：二年級 上學期 

班別： 2B  學生程度：第一學習階段 

範疇：度量(M) 單元：2M2 時間(二)  

課題： 認識鐘面 教節：第二教節– 40 分鐘  

 

學生已有知識： 

1. 懂得以「時」和「分」報時 

2. 說出分針走 1 小格代表時間是 1 分鐘 

3. 說出 1 小時有 60 分鐘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能夠： 

1. 根據時間，調教出正確的鐘面 

 

教學資源運用： 

朗文新一代數學 (第二版 ) 2 上 B 

電腦、投影機、電子書、電子工具、手動鐘面 

紙卡: 分鐘、小時 

 

黑板運用

 

電子白板 及 可移動白板 

分針走 1 小格， 

即時間過了 1 分鐘 

 

1 小時有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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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時間 

（分鐘） 

教學程序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備註 

10 重溫已有知識 1. 老師展示出電子工具(http://www.geogebra.org/material/simple/id/2236635)，

 
著學生觀察動畫及說出分針走 1 小格，即時間過了 1 分鐘 以及 1 小時有 60 分鐘 

2. 關上「顯示時間」，再開始動畫，然後停止，著學生用時和分報時 (重複數次) 

    

電子工具  
 
 
 
 
 
 
 
 
 
 
 
 
*著學生注

意分針和時

針位置的關

係 

20 發展（一）： 

 
根據時間，調教

出正確的鐘面 

1. 著學生每兩人一組，每組派有一手動鐘面 

2. 老師於工具上開啟「輸入時間」轉換工具板面，然後開啟手動小時鐘功能 

手動鐘面  
 
 
 

http://www.geogebra.org/material/simple/id/223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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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老師輸入時間， 

例:  

 
再著每組學生用手上的手動鐘面調教出正確的鐘面， 

並邀請一學生於互動電子白板的手動調教出鐘面，其他學生評估 

最後，老師按 展示答案 

 
 
 
 
 
 
 
 
 
 
 
 
 
 
 
 
 
 
 
 
 
*著學生注

意分針和時

針位置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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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數次，問題由淺至深為佳，例子如下: 

(1) 3 時 0 分 (2) 4 時 15 分 (3) 7 時 35 分 (4) 9 時 12 分 (5) 11 時 58 分 

5 鞏固練習 學生分為兩人一組，一人說出時間，另一人用手動鐘面調教出正確的鐘面，老師巡視協助 手動鐘面  

5 總結 老師總結出看鐘面和調教鐘面都需注意分針和時針位置之關係   

/ 課後延伸 家課: 書 P. 43   

課後反思： 

學生有機會動手調教鐘面，加強了對有關概念的認識，也能投入課堂。由 11 時 58 分等時間為學習難點，部分學生需要老師提示小心時針位置才能

調教出正確的鐘面。著學生調教電子工具的鐘面時，發現難以移動指針，要老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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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 

教師： 陳佩荃  任教學校：XXXX 小學 

日期及時間： 9/12/2015 & 8:20-9:00 年級：二年級 上學期 

班別： 2B  學生程度：第一學習階段 

範疇：度量(M) 單元：2M2 時間(二)  

課題： 計算完結的時刻 教節：第三教節– 40 分鐘  

 
學生已有知識： 

1. 懂得以「時」和「分」報時 

2. 說出分針走 1 小格代表時間是 1 分鐘 

3. 說出 1 小時有 60 分鐘 

4. 根據時間，調教出正確的鐘面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能夠： 

1. 根據活動開始的時間計算出完結的時間 

 
教學資源運用： 

朗文新一代數學 (第二版 ) 2 上 B 

電腦、投影機、電子書、電子工具、簡報、小兔布偶、工作紙(二) 

紙卡: 分鐘、小時、分、時 

 
黑板運用:  

  

 

電子白板 及 可移動白板 

開始時間: 

___時____分 

 
~____小時___分鐘後~ 

 
完結時間: 

___時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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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時間 

（分鐘） 

教學程序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備註 

 引起動機 

 

1. 老師用簡報展示一鐘面，著學生說出鐘面所示時間 (6 時 15 分)，然後引入故事: 

   
 小兔媽媽每天都會在 6 時 15 分叫小兔起床，但今天小兔說:「我還想再睡多一會可以嗎?」小兔媽

媽說:「好吧，那我 5 分鐘後再叫你起床吧!」 

2. 提問學生: 你知道小兔媽媽幾時幾分會再叫小兔起床嗎? 帶出今天的學習目的為計算出完結的

時間 

簡報 

小兔布偶 

以故事引入 

 發展

（一）： 

 

1. 老師展示出電子工具(http://www.geogebra.org/material/simple/id/2249359)，並 

輸入資料如下:  

 
  按開始動畫，以動畫展示出 5 分鐘後的鐘面 

電子工具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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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時間過了 5 分鐘即分針走了多少小格? (5 小格) 

著學生說出時間(6 時 20 分) 

2. 繼續用簡報說故事: 小兔起床後，共用了 25 分鐘刷牙和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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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小兔出門上學的時間 

  
 老師先於白板記錄開始時間: 6 時 20 分 以及 25 分鐘後 

 再於電子工具輸入資料如下:  

 
3. 提問學生時間過了 25 分鐘即分針走了多少小格? (25 小格) 即是多少大格?與學 

生用手指每 5 個一數數出答案 (5 大格) 

4. 先著學生想一想/估計 25 分鐘後是幾時幾分，再用動畫展示答案 

 
 
 
 
 
 
 
*著學生小心有時

可能會進位到下

一個小時，如分針

經過「12」，即完

結時間中的「時」

要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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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複以上步驟，以完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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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師總結出計算完結時間的方法是: 先想一想分針走了多少大格，再於開始時間的鐘面數出完結

時間 

5 鞏固練習 著學生完成工作紙(二)P.1，老師巡視及協助學生 工作紙(二)  

3 總結 1. 著學生總結出計算完結時間的方法是: 先想一想分針走了多少大格，再於開始時間的鐘面數出完

結時間 

2. 老師提示有時可能會進位到下一個小時，如分針經過「12」，即完結時間中的「時」要加 1 

  

2 課後延伸 著學生想一想，小兔 2 時正吃完午餐，4 時正放學，還要上課幾多小時?如何計算?下堂請學生分享。 

 

簡報  

課後反思： 

透過故事引入，以及電子工具的動畫，能吸引學生的興趣，能投入課堂 

電子工具能順利使用，沒有太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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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 

教師： 陳佩荃  任教學校：XXXX 小學 

日期及時間： 10/12/2015 & 13:45-14:25 年級：二年級 上學期 

班別： 2B  學生程度：第一學習階段 

範疇：度量(M) 單元：2M2 時間(二)  

課題：計算所需時間 教節：第四教節– 40 分鐘  

學生已有知識： 

1. 懂得以「時」和「分」報時 

2. 說出分針走 1 小格代表時間是 1 分鐘 

3. 說出 1 小時有 60 分鐘 

4. 根據時間，調教出正確的鐘面 

5. 根據活動開始的時間計算出完結的時間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能夠： 

1. 根據活動開始的時間和完結的時間計算出活動所需時間 

 
教學資源運用： 

朗文新一代數學 (第二版 ) 2 上 B 

電腦、投影機、電子書、電子工具、簡報、小兔布偶、工作紙(二) 

紙卡: 分鐘、小時、分、時 

 
黑板運用:  

  

 

電子白板 及 可移動白板 

開始時間: 

___時____分 

 
~____小時___分鐘後~ 

 
完結時間: 

___時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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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時間 

（分鐘） 

教學程序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備註 

10 重溫已有知識 

 

1. 老師用一例子及電子工具，重溫計算完結時間的的方法: 先想一想分針走了多少大格，

再於開始時間的鐘面數出完結時間 

  例如: 開始時間:是 6 時 20 分，25 分鐘後是幾時幾分? 

  再於電子工具輸入資料如下:  

 
提問學生時間過了 25 分鐘即分針走了多少小格? (25 小格) 即是多少大格?與學 

生用手指每 5 個一數數出答案 (5 大格) 

先著學生想一想/估計 25 分鐘後是幾時幾分，再用動畫展示答案 

 

簡報 

小兔布偶 

電子工具 

以故事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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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簡報展示問題: 小兔 2 時正吃完午餐，4 時正放學，還要上課幾多小時? 著學生分享計

算方法 

 
3. 說明今天將學習計算出時間過了多久的方法 

20 發展（一）： 

 
根據活動開始

的時間和完結

的時間計算出

活動所需時間 

1. 老師於白板記錄開始時間(2 時 0 分)以及完結時間(4 時 0 分) 

再展示出電子工具(http://www.geogebra.org/material/simple/id/2236865)，並輸入資料: 

  
按開始計算，以動畫計算展示出時間過了多久 

電子工具 

簡報 

 

 
 
 
 
*可於工具展

示鐘面 

 
 

http://www.geogebra.org/material/simple/id/223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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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共走了多少圈? (2 圈) 

著學生說出所需時間(2 小時) (*提示單位不是「時」而是「小時」) 

2. 繼續用簡報說故事，提問小兔坐了多久校巴? 

  
 老師先於白板記錄開始時間(4 時 0 分)以及完結時間(5 時 10 分) 

 再於電子工具輸入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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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開始計算，分針走了一圈時，暫停動畫 

     
提問學生分針走了一圈，時間過了多久? (1 小時) 時間是? (5 時 0 分) 

到達完結時間了嗎?(還未)  

4. 展示完結時間鐘面 

 
提問學生分針還要走多少大格? (2 大格)即是多少分鐘?(10 分鐘) (*每 5 個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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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由開始時間(4 時 0 分)到完結時間(5 時 10 分)需要多久? (1 小時 10 分鐘) 

5. 再次開始動畫，以展示答案 

  
5. 重複以上步驟，以完成故事 

  
6. 老師總結出計算完結時間的方法是: 先計算小時，再計算分鐘的時間 

 
 
 
 
 

5 鞏固練習 著學生完成工作紙(二)P.2，老師巡視及協助學生 工作紙

(二) 

 

5 總結 1. 著學生總結出計算完結時間的方法是: 先計算小時，再計算分鐘的時間 

2. 老師提示學生需小心比較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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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延伸 家課: 書 P.44-46 

      作 P.33 

簡報  

課後反思： 

透過故事引入，以及電子工具的動畫，能吸引學生的興趣 

電子工具能順利使用，沒有太大問題 

但由於有關課題為學習難點，學生難以掌握計算技巧，尤其涉及鐘面進位時，問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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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前後測結果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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