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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多項式的加法和減法  

 
 
 

 
目標：   學生能夠進行簡易多項式的加法和減法 
 
學習範疇：  數與代數 
 
學習單位： 簡易多項式的運算 
 
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所需教材： 瓷磚(若沒有瓷磚，可用咭紙代替) 
 
預備知識： (1) 有向數四則運算 
 (2) 代數基本概念 
 
有關的高層次思維能力：構思能力、傳意能力 
 
活動內容： 

 
活動 7.1：簡易多項式的加法 

 

1. 課堂前，教師預備足夠數量的瓷磚，大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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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向學生展示瓷磚並說明每一塊瓷磚的代表意義 (即多項式的項可由特定的

瓷磚所表示) 。 
學生應注意到一塊白瓷磚與一塊大小相同的黑瓷磚互相消去，並得出零。 

例如：        

 
 

+ x 

1 1

x = 0 (零)。 
 
 
3. 教師將學生分為每二人一組，並要求學生區別代表瓷磚 x2及 x之不同。 

 
 

 (答：x2：            與  2x：                 ) 

 

x 

x 

1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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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兩組瓷磚圖像有什麼差異？ 

2. 若瓷磚圖中的 x由 2x所取代
  

4. 教師派發足夠數量的瓷磚給學生，並著他們用

和  x2 + 4x + 1。 
 
5. 教師在每組內選取一位學生負責於紙張上擬訂

員則負責拼湊適當的瓷磚去代表這些多項式。

交換角色。 
 
6. 教師可於此時示範怎樣把兩個代表著不同的三

狀及大小拼在一起，用以解釋多項式的加法，

 
7. 為使學生在學習怎樣透過拼湊瓷磚去學習多項

併，並著其中一組同學負責擬訂不同的三項式

適當的瓷磚去計算答案。經過數次成功的嘗試

 
8. 當學生完成了足夠的練習後，教師可著學生完

 
9. 鼓勵學生作小組討論並將答案填寫在工作紙中

 
10. 完成後，教師可與學生核對答案。 
 
11. 挑戰問題：這些瓷磚都能適當地代表著二次的

類似方法去表示三次的多項式？ 

7.2  
+

，圖形將會有什麼變化？ 

適當的瓷磚去代表多項式 3x + 2 

不同的二次多項式，而另一位組

經過數次成功的嘗試後，組員可

項式的瓷磚組合，根據它們的形

並計算出答案。 

式的加法，教師可把兩組同學合

加數，而另一組同學則負責拼湊

後，兩組同學可交換角色。 

成工作紙 7.1。 

。 

多項式。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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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7.1 
 
1. 在表 7.1的問題(a)中，選用瓷磚代表方格 中的代數式，並將對應的瓷磚代表

圖像畫於方格 內。 
 
2. 簡化答案及將其瓷磚圖像畫於方格 ，並將對應的代數式寫在方格 中。 
 
3. 完成問題(b)至(d)。 
 
4. 組員可互相討論。 

 
表 7.1 

問題 
 
 

原來 結果 

(a) 代數式  (3x + 2) + (2x + 1)  
 

 
 
 
 
 
 
 
 

瓷磚圖像 

 
 

 

(b) 
代數式    (3x + 2) + (2x – 5)  

 

 
 
 
 
 
 
 
 

瓷磚圖像 

 
 

 

(待續，轉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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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續) 

問題 
 
 

原來 結果 

(c) 代數式    (3x + 2) + (–x + 1)  
 

 
 
 
 
 
 
 
 

瓷磚圖像 

 
 

 

(d) 代數式    (3x + 2) + (–x – 3)  
 

 
 
 
 
 
 
 
 

瓷磚圖像 

 
 

 

 
5. 與其他組的組員討論如何簡化代數式 (ax + b) + (cx + d)。 

 
6. 簡化下列數式。只須寫下最後答案。 

(a) (2x + 1) + (–3x –3)  
(b) (x2 + 2x + 3) + (2x2 – x + 1)  
(c) (2x2 – 1) + (x + 1)  
(d) (2 – x + x2) + (x – x2)  
(e) (2x2 + x –3) + (–2x2 – x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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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7.2：簡易多項式的減法 

 
1. 將不同類型的瓷磚分派給每組學生。 

 
2. 分派工作紙 7.2。 

 
3. 讓學生討論及完成工作紙 7.2問題 1。教師可與學生討論問題 1(a)。 

 
4. (a) 教師在黑板上寫下數式(3x + 2) – (2x + 3)。 

(b) 要求學生利用瓷磚簡化數式。 
(c) 學生可能發現沒有足夠的 1×1 的瓷磚進行減數。教師可要求各組進行討

論，並向全班匯報解決問題的方法。教師及其他學生均可對匯報的內容

作出評語。 

 
5. 要求學生利用瓷磚完成工作紙 7.2中的問題 2至 4。學生可進行小組討論。 

 
6. 各小組須將他們在工作紙 7.2中的問題 4的發現向全班匯報。 

 
7. 教師及其他學生給予評語。 

 
8. 要求學生獨立地完成第 5題。 

 
9. 教師與學生核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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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7.2 

1. 利用瓷磚簡化下列數式： 

(a) (4x + 3) – (2x + 1) 
(b) (2x2 + x + 3) – (x2 + x + 2) 
(c) (–3x + 2) – (–2x + 2) 
 

2. 利用瓷磚簡化下列數式： 

(a) (3x + 1) – (2x + 2) 
(b) (3x + 1) – (2x – 2) 
(c) (3x + 1) – (–2x + 2) 
(d) (3x + 1) – (–2x – 2) 
 

3. 利用問題 2所得的結果，試將下列數式配對。 

 
問題 2中的數式    數式 

(3x + 1) – (2x + 2) •  • 3x + 1 + 2x – 2 
(3x + 1) – (2x – 2) •  • 3x + 1 – 2x – 2 
(3x + 1) – (–2x + 2) •  • 3x + 1 + 2x + 2 
(3x + 1) – (–2x – 2) •  • 3x + 1 – 2x + 2 
     

4. 從以上配對結果中，你觀察到甚麼？ 
寫下你所觀察到的規律。 
例 ：(ax + b) – (cx + d)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簡化下列數式： 

(a) (2x + 1) – (–3x –3)  
(b)  (2x2 + 2x + 3) – (x2 – x + 1)  
(c) (2x2 – 1) – (x + 1)  
(d) (2 – x + x2) + (x – x2)  
(e) (2x2 + x –3) – (–2x2 – x + 3)  
(f) (2x2 – 3 – 2x) + (4 – 4x2 +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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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注意事項： 

 
活動 7.1： 

 
1. 活動開始部分的目標是釐清各瓷磚的意義及幫助學生掌握如何利用瓷磚代表

簡易多項式。 

 
2. 在活動 7.1的第 3點中的問題 2，假設 x被 2x所取代，則原來的正方形的面積

會變大 4倍，而 2(2x)的瓷磚圓像的面積則是 2x瓷磚圖像的兩倍。 

 
3. 為了使學生能進一步鞏固他們利用瓷磚表示多項式，教師可在黑板上貼上一系

列代表不同數式的瓷磚，並要求學生寫下對應的多項式，從而幫助學生明白瓷

磚的組合與多項式的一一對應關係。 

 
4. 當學生嘗試作答工作紙 7.1時，他們須要運用到一些傳意技巧，例如以數學語

言去表達意見及紀錄討論過程中的結果。因此工作紙的題目利用組合同類項的

方法去簡化數式，而各組的口頭匯報能促進學生之間的溝通。問題 5可簡化如
下： 
“(ax + b) + ( cx + d) = (ax + cx) + (b + d) = (a+c)x + (b+d)”。 

 
5. 工作紙 7.1的問題 6並不希望學生運用瓷磚，但希望學生能應用從問題 5中學

習到的組合同類項的技巧去簡化數式。 

 
6. 在活動 7.1的第 11點中有關活動的描述部分，其中一個可行的答案是以一個邊

長為 x 單位 的正立方體代表 x3而以一個 x單位× x 單位× 1單位 的長方體代表
x2，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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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7.2： 

 
1. 學生應能發現減法即是從代表第一個多項式的瓷磚圖中取走瓷磚。教師應注意

在問題 1中的數式均備有充足瓷磚可被取去。 

 
2. 解決問題 1的方法並不適用於解決問題 2，原因是在問題 2中，沒有足夠的瓷

磚可被取走。學生必須考慮一個新的方法去處理這問題。教師可引導學生討論

或讓學生自行討論。解決方法如下：在代表數式的瓷磚圖像中加入適量代表零

的黑白瓷磚，使進行減法時有足夠的瓷磚被取走。 

 
例： (3x + 2) – (2x + 3) 的瓷磚圖為 

+ +++++

+

– + +++

– + +++

++++
 
 
 
 
 
 
 
 
 = 
 
 
 
 
 
 
 

=  
 
答案為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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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x + 1) – (–2x – 2) = (3x+1) – [2(–x) + (–2)]   
       瓷磚圖為 

+++++++

++ +++ +++

– +++

+++

– ++++++

 
 
 
 
 
 = 
 
 
 
 
 
 
 
 = 
 
 
答案為 5x+3。 

 
3. 工作紙 7.2 中的 問 題 2 與 3 可幫 助 學生發 現 減法的 分 配律， 即 

(ax + b) – (cx + d) = ax + b – cx – d。 

 
4. 學生應該不要使用瓷磚，而應運用在工作紙 7.2 的問題 4 中所發現的方法去計

算問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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