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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很大程度是梁貫成
教授於過去數年，曾到訪國內部分少數民族學
童的居住地，透過接觸，了解他們的生活文化
和學習模式，發掘少數族裔文化優勢，藉以改
善數學課程和教學法，協助他們融入主流數學
教育，長遠盼能收窄與漢族孩子分數上的差
距，並建構數學教育的理論框架，帶動中國數
學教學研究氛圍和發展。

「中國少數民族學童的數學成績比漢族差，
往往被誤會因為學習障礙所致，其實原因在於文
化差異多於能力不及。」梁貫成教授以中國少數
民族如苗族、侗族和布依族的小學生為研究對
象。他發現指，布依族人的「符號感知能力」較
漢族人強，但因為學校試題不特別使用他們熟悉
的符號，影響了布依族學童的表現；苗族服飾的
幾何圖案內藏數學元素，而侗族的建築亦涉及數
學計算。當中，梁貫成教授發現，不論是苗族衣
飾、布依族的符號，還是侗族的建築均蘊含數學
概念，故認為少數民族學童面對的學習困難是由
文化差異引起，而非能力不足。
為了拉近差異的距離，梁貫成計劃與重慶西

南大學合作展開為期二年，以三個少數民族的小
學生為對象的研究，冀從少數族裔學童從小學習
數學的困難與其文化的相互關係和影響，從文化
入手探索改善數學課程和教學的方法，協助他們
融入主流數學教育，未來有關研究將擴展至四
川、雲南、貴州和甘肅等地的少數民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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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貫成博士到訪印尼測試和觀課，了解東亞學生
數學表現。

梁梁貫成貫成

梁貫成教授於2013年獲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頒授全
球數學教育界最高榮譽的「費萊登特爾獎」，他是首
位獲頒此項國際殊榮的亞洲學者。該獎項是國際數學
教育界最高榮譽；他以解釋東亞學生數學表現較佳而
作出的開創性研究獲全球讚賞，並為多項國際性研究
所引用，包括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的國際數學與科
學趨勢研究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學生能力國際評
估計劃（簡稱PISA）。在他看來，獲此獎項不僅是個
人的榮譽，更是對香港、中國內地和亞洲學者的教育
研究成果的肯定。
2014年，香港大學的梁貫成教授獲國家教育部「長

江學者獎勵計劃」嘉許為年度其中一位長江學者講座教
授，成為全國首位在數學教育範疇得獎人，以往長江學
者多來自醫學和科技等領域，鮮有來自人文學科的學
者，梁貫成教授認為，「國家不能只有科技發達而人文
一片空白」，是次獲獎代表國家開始重視人文學科的研
究。「我起初是審視中國文化有甚麼可以發揚的地方，
傳統思想不止於考試合格，亦要光宗耀祖，成為一個學
業進步的動機，特別有一次感受和體會很深，我的一個
韓國朋友分享指，其岳母病重時，作為外孫的兒子在學

業上卻突然用功了，兒子向他解釋指想以用心在功課上
令外婆開心，這例子反映儒家思想存在於亞洲，這方面
在西方國家則比較少見。」梁貫成教授又指，研究的關
鍵在於能否喚起足夠的中國學者對數學教育的關注。
繼數學與文化的研究後，梁貫成未來打算探索文字與

數學的關係。他表示，根據研究，人腦用不同語言處理
同一概念時，所使用的腦部位和腦部活躍程度有分別，
現正計劃探究以中文學數和以英文學數的差異和影響。

■梁貫成博士到訪內地少數民族學童的居住地，發掘少
數族裔學習模式的優勢，圖為他到訪貴州。

■2013年，梁貫成教授獲頒「費萊登特爾獎」，學生們共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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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貫成教授升讀聖保羅
男女中學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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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五十多歲的梁貫成教授，成長於十兄弟姐
妹的大家庭，家中排行第八，自小他的數學

天分已較兄弟姊妹出色；雖然家住荃灣區公屋，就
讀的是普通小學，但父母卻十分注重他的學業，為
了他得到更好的教育，安排他轉讀學費昂貴的名牌
私校－港島名校赤柱聖士提反小學，為的是希望
他打好學業根基。

恩師啟蒙數學天分
梁貫成教授憶述年少求學時的往事指，連續兩年

在小學校內數學競賽奪冠，分別獲發一本相簿和一
套圓規獎品表揚，是很大的鼓舞；小學畢業之後，
梁貫成順利升讀聖保羅男女中學，遇上充滿教學熱
誠的數學老師，令他對數學更添濃厚興趣。醉心數
學加上指導有方，梁貫成教授在中學時名列前茅。
「這位老師的教導方式專注又用心，其中一年更擔
任班主任，這對我自己的影響很大，課餘時間，我
會主動與老師討論數學難題。」
愛思考的梁貫成教授，年少時早知曉教育對自己

有多重要，他坦言當年考入大學時，母親本來希望
他就讀醫科，但他認清自己對解剖無興趣，始終專
注數學。後來於港大數學系畢業後成為中學教師，
再繼續進修投身數學教育界，在國際數學及科學趨
勢研究(TIMSS)擔任研究員，至今已近20年。

研究數學教育比較
梁貫成教授致力研究數學教育比較，研究範疇還

包括如何培養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提升數學水平
和素養等。他對不同地區學生的數學成績進行追蹤
研究並探索成因，開始發現中國儒家思想對數學學
習的影響尤其正面，這部分解釋了為何東亞學生的
數學成績一直優於西方。
「我觀察到，由1995年至今，東亞國家及地區

中的新加坡、韓國、日本、香港及台灣的學生在
(TIMSS)的成績總是排前五名，此國家的共同點乃
均受到儒家文化思想影響，但反觀東亞地區內其他
國家如印尼和泰國則表現一般。」梁貫成教授留意
到，近年國際性的數學測試及比賽中，東亞學生表
現突出，整體水平明顯優於西方同輩，在他看來，
此現象原來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有密切
關係。
他為解釋東亞學生數學表現較佳而作出的開創性研

究獲全球讚賞，並為多項國際性研究所引用，包括國
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的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及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簡稱
PISA）；「不少人認為華人學習數學的能力比西方
人強，在基礎數學方面，華人學生的表現確實不錯。
於是，我便透過研究中西文化與數學學習的相互影
響，發現儒家思想對數學教育的正面作用，並成功解
釋東亞學生數學較佳的部分原因，在於文化中刻苦和
重視教育的元素。」梁貫成教授開拓了新的研究領
域：儒家文化思想怎樣影響學與教。

多方面測試觀課引證
為了引證研究成果，梁貫成教授透過多方面的測

試和觀課，先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出發，比較北京、
香港和倫敦三地數學教學模式，發現地方傳統文化
潛移默化地影響教與學。研究並解釋到東亞學生數
學表現較西方理想，主因在於儒家文化重視教育和
刻苦學習的態度。
「既然文化對學與教有正面影響，因此進行教育

改革時更應將文化因素計算在內，我們也不應放棄
自己的傳統文化優勢，在引入外地做法時要小心處
理，否則變成惡果。」梁貫成教授強調指「文化只

有差異，沒有優劣」，而香港的教改不時參考外地
經驗，提醒學界「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不一定有成
效」。他進一步說明指，來自西方的「愉快學習」
理論一直影響香港教育改革文化；「西方的個人主
義太早將孩子定位，過早扼殺他的天分，但其實往
往外國以學生發展個人優勢為主，太重視學生的興
趣，但中國對學生期望和要求很高，當然中國學生
的學習會辛苦，考試壓力很大，但得到的成績會更
好。」梁貫成教授又以自己當學生的年代比較指，
以前解答老師的數學難題，一做就做十多天；現今
的學生用不上15秒解不出難題，已經選擇放棄，
引證了香港教育受西方影響的例證。
一直呼籲學界以苦學態度求學問的梁貫成教授強
調，「愉快學習」應該是建基於刻苦努力後所獲得
的成果，而非單純上課開心即可。「中國不同地方
的差異，例如上海、貴州，兩個地方存在一定的差
異，但也不及英美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差異。」他分
析指，中西方對練習和背誦的看法也存在差異，西
方的學習很強調從興趣中發展，但中國卻鼓吹背
誦，兩者存在分別但不一定就是高低，「在數學教
育上，有些知識是需要熟練掌握後才可以慢慢明白
的，故此，我認為，學生除了單靠數學天分，更
重要還需靠下苦功的底蘊才可成材。我更建議讓小
學二、三年級的學生及早唸乘數表，以增強基礎發
揮天賦。」

香港大學健泰基金教授（數學教育）

聖公會教育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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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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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的數學教育學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梁貫成教授，多年來一直從

事數學教育比較、東西方文化對數學教與學的影響等多方面的研究，成就傑

出，2013年，梁貫成教授成為首位亞洲學者獲得有數學教育「諾貝爾」稱

號的「費萊登特爾獎」，印證了他傑出的學術成就，為港人增光，對促進東

亞國家與西方國家數學教育群體之間的交流了解方面建樹良多。他提出儒家

思想有利學生學習數學，從文化角度看數學成就與課堂教學的差異，提升內

地對數學教育研究的重視，及開拓出研究新領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