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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數學新課程將於本年九推出，於是一連串有關的研討會不斷展

開，在研討會中最為特別而又不絕於耳的就是在學習領域內提出的一項教

學宗旨：培養學生的「數字感」和「空間感」。相信老師對「數字感」這個

名詞絕不陌生，但究竟何謂「空間感」？「空間感」的概念包括甚麼？如

何培養學生的「空間感」？是否又如當年目標為本課程中五項特異功能（探

究、傳意、推理、構思、解決問題）的驚鴻一瞥，不知如何理解，亦不知

如何培養學生這方面的能力。從美國全國數學教師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1989）強調「空間感」在數學教育上的位置，指

出「空間感」是「個人直覺感觀周圍的事物」的能力，便可知它的功用絕

對不菲，但在這裏暫不作詳細闡釋何謂「空間感」及談論其價值，只希望

從教學方面作一點分享。 

五年級課程「圖形與空間」範疇其中一個教學重點是要讓學生認識八

個主要方向及用指南針測方向。深信學生從實際經驗所學到的知識會更牢

固，於是便以學生為本的理念設計這個教節。當時心想學生就算在課室內

如何移動，對認識這八個方向的感覺也不強，而把情境縮小至紙上學習更

無法將指南針的技能應用。於是靈機一觸記起一項戶外定向遊戲，便決定

將學習移離課室，到操場來一次「方向大追蹤」。 

「方向大追蹤」的玩法如下：將全班同學分為八組，每一組有一張工

作紙，學生只需根據其工作紙上的指示（見附件一）以球場的中心點為起

點，跟著利用指南針找出八個不同的方位，然後在每一個方位中找其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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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這些標記早在活動前已收藏在隱蔽的地方）。這八個指定的目標是

「成、功、到、達、八、個、方、位」的標記，完成後學生需將這八個字

排成句子，最快完成者為勝。 

雖然這個遊戲的玩法較簡單，但在設計時都有幾點需要考慮，第一，

為避免學生同時間在同一個方位找目標而發生意外，所以要設計每組到不

同方位，於是便要設計八份內容相同但方位不同的工作紙；第二，考慮到

同一個目標八組的答案相同，便容易引致「偷步」，於是便設計八個方位有

八個不同的答案，舉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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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是將標記放在各位置上，當時心想如果可以如戶外定向將答案

釘在隱蔽的地方就好了，但又行不通，唯有用貼的方法，幸好完成後的第

二天沒有下大雨，不然便前功盡廢。 

一聲號令下，學生拿著他們的指南針，根據他們的指定方向四散奔走。

學生找到合適的方位，便努力尋找目標，找到目標後又走到開始的地方再

測一個新方向，如是者經過數次後，學生似是已掌握了運用指南針的技巧，

更重要的是已鞏固了他們的方向感，漸漸他們不需重新開始已能掌握不同

的位置。看著他們私私細語，努力不懈，由未能掌握，以至完成任務，心

裏不禁地微笑，這次又成功了。雖然當年並沒有意識到甚麼是「空間感」，

但學生們卻實實在在地在愉快的氣氛下學習，我已經很滿足了！ 

10 



EduMath 14 (6/2002) 

附件一 

方向大追蹤 
姓名︰____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_________ 

根據以下的指示到指定的位置找一個中文字，然後將

找到的中文字砌成句子。 

請你以球場的中心點為起點 

你的第一個方位是東北方 （ ） 

你的第二個方位是東方 （ ） 

你的第三個方位是東南方 （ ） 

你的第四個方位是南方 （ ） 

你的第五個方位是西南方 （ ） 

你的第六個方位是西方 （ ） 

你的第七個方位是西北方 （ ） 

你的第八個方位是北方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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