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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數學教育學會近年的活動再思其創立宗旨 
 

黃家樂 
香港數學教育學會會長 

前言 
香港數學教育學會（下簡稱「學會」）成立至今幾近十五年，當年一眾

前輩抱持發展香港數學教育的理想，努力奠下學會作為一個專業組織的基

礎，固然讓我們今天的專業發展有了據點，但要它持續發展下去，令數學

教育的理想得以逐步實現，我們還需積極開拓可能的發展空間，期間亦須

抓緊學會的宗旨。適逢學會出版的《數學教育》將要刊印整整第三十期之

際，筆者作為學會的現任會長，也就學會近年的一些活動和工作反思學會

的宗旨。其實，按會章所定，學會的宗旨只有三點 1，筆者以下短短的文字

將會環繞其中一點，但由此卻再三肯定學會對老師專業發展的重大意義。     

學會的會章列明學會的其中一個宗旨：「促進不同範疇的數學教育工作

者的互相交流」。引述創會會長黃毅英教授於創會時強調「四維共濟」之言：

「數學教育的成功，有賴四方面的貢獻。就縱向而言，乃小學、中學、大

學及師範教育；就橫向而言，乃學生、教師、數學工作者及數學教育工作

者。」2 其中強調的是各方面的溝通和協作，各方面要建立一種伙伴關係，

而非囿限於權力層構或利益關係。筆者就從「各（四？）方面」說起。 

活動的性質、內容和組織安排 
作為一個教師組織，學會的活動自然不乏一般教師專業發展研討會、

工作坊之類，議題和內容當然盡量切合各個年級數學老師的興趣和需要。

筆者在此指出學會近年這類活動的一些特色：（一）除了邀請「有份量」的

講者外，也安排老師的回應分享，期望帶動更多的交流，達致真正的研討

會而非單向的講座。（二）議題多透過一系列活動的形式作多方面的探討，

                                           

1  會章所列學會的宗旨為：（甲）推動香港數學教育的發展；（乙）促進不同範疇的數

學教育工作者的互相交流；（丙）促進數學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化。 

2  黃毅英教授於 1995 年 12 月 23 日學會成立典禮上的創會詞「共濟的橋樑」。後載於

《數學教育》，第一期，頁 35-36。此處引自該文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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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討論較能持續，更能促進多元甚或有深度的交流。（三）學會的《會員

通訊》增添了不同欄目，會員可於參與學會活動後作簡短的回應分享。（四）

學會嘗試與不同的機構合辦活動，例如今年先後有課程發展處數學教育

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即 HK PISA Centre）、香港統計學會

和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這樣的合作機會，讓訊息意念傳達到業內從屬不同

組織的不同「族群」，促進不同範疇的數學教育工作者的互相交流。 

  
研討會又或工作坊，多一點分享交流，而非單向的講座 

活動的資源 
要有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交流活動，少不免需要財政和人力的資源。

各會員繳交的會費，加上執委會成員和一些積極投入的會員的義工服務便

是學會的寶貴資源。除此以外，學會嘗試循不同的途徑獲取各類專業發展

活動的經費。早年申辦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項目，近年則借助教育局「發

展教學軟件獎勵計劃」及「新高中學科團體伙伴計劃」來發展一些數學教

學資源，藉此推動香港數學教育的發展。另外，學會還與「香港教育城」

建立伙伴關係，有效地利用電子訊息的傳遞。最後，值得一提的還有去年

籌辦「香港數學教育會議」中接受了商業機構（如教科書出版商）的贊助。

如此種種，表面是資金的來源問題，實質是與不同持分者的協作，其中亦

促進了彼此認識。 

 

香港數學教育會議 2009：三個合辦機構及八個贊助商 



數學教育第三十期 (8/2010) 

4 

活動的長遠目的 3 
一般而言，學會提供一個數學老師互相分享切磋的場地，不同的意見

得以交流，經驗得以凝聚。但我們必須認清，分享交流的目的，不單局限

於釐清課程範圍、建議教學方法或設計（收集？）教材，如此只是備課活

動（雖是頗為重要的！）。較長遠的目的，是期望促進一種教與學的文化，

對教師本身而言，這種一起學習、共同探索正是專業發展中不能或缺的。

因為通過這個過程才會更深刻地瞭解數學內容及其教學的複雜性，正是這

種經驗才能體會數學教學對一個專業老師的要求。過去十年馮振業博士及

其引導的一組小學數學老師在學會開展的「數學化教學」，該能印證這個過

程。近年學會開發「幾何放題」的網上動態幾何教學平台，也不是止於為

數學教師提供多一點網上的教學資源，背後有心的同工期望能藉此和一些

有興趣的數學老師繼續深化我們對數學教育和資訊科技的瞭解。 

時至今日，我們經已大概認定一個事實，課程改革不單是課程文件的

修訂再修訂，那怕是由課程專家再加上數學教育的專家很認真很貼近現實

地擬定的課程文件，都不足以體現課程改革所期待的目的。課程改革的落

實始終緊扣於數學老師的專業化。而專業化又不是單單提高專業知識水

平，它亦包含一種專業意識的提昇，一種對自己所從事的教學工作及所從

屬的教學團隊期望日趨完善的要求 4。換而言之，專業發展不單是個人的發

展，儘管是個人在各方面的專業知識有所增長，或是個人素養得以培養；

專業發展是一個專業群體、專業隊伍的建立。理想是通過一個相互分享交

流的群體，凝聚一股「具有專業識見的力量」5。 

作者電郵： klwong3@hkucc.hku.hk 

                                           

3  蕭文強教授於 1976 年和數學老師進行研討會時已注意到這種研討活動的「長遠目

的」，後重提於學會 1995年創立之時。見蕭文強（1995）。舊信重提：祝賀香港數學

教育學會成立。《數學教育》，第一期，頁 2-3。筆者於此借其言而不盡其意。 

4  1996年 2月 1日學會剛剛成立時，有線電視（新聞一台）訪問當時學會幾位執委，

包括黃毅英、馮振業和周偉文。他們經已公開表達這個對專業老師的期盼。訪問記

錄後載於「有線電視訪問香港數學教育學會」。《數學教育》，第三期，頁 67-69。 

5  黃毅英（1995）。同上，頁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