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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觀 ─ 小四面積教學設計的分享
周凌俊韶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莫美芬老師、黃健明老師、鄭宗輝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面積」是小學高年級的一個重要課題。根據《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以下簡稱「課
程指引」)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面積」共佔了四、五年級「度量」範疇約54%的建議教
節，可見「面積」概念的學習在高小數學課程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一環。相對之下，四年級的面
積教學顯得更為重要，學生在這階段如能對面積的概念掌握清楚，進而便能理解矩形面積的計
算，有助建立其他圖形面積公式的概念，為日後的學習奠定基礎。
  為什麼小四學生在初學「面積」這單元時，會感到困難？歸根究底就是學生打從小一開始所
學習的長度，以致四年級上學期的圖形周界，都是一維綫段的長度，直至四年級下學期才開始
接觸二維區域的面積，因此，我們可以理解，「面積」對學生來說是全新的概念。再者，四年級
學生在上學期學完「周界」後，在下學期又要學「面積」，由於兩個單元均涉及圖形的量度，因
此不少學生容易產生混淆。

校本課程的設計
  跟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的教師進行共同備課時，他們表示從校內評估資料反映，大
部分小四學生能運用適當的公式來計算矩形面積，但當學生遇到一些不常見的圖形時，學生表
現便較為遜色。常見的學習問題是有些學生錯誤地使用公式或單位，或混淆周界和面積的概念
等。於是，我們針對學生的學習表現，同時參考了不同學者的研究，設計了相應的教學策略，
以協助他們廓清「面積」概念。
  以下是上年度該校在小四「面積」單元的教學設計。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除了強調通
過實作活動來建構概念外，還透過不同的探究活動釐清學生對概念的掌握。此外，教師更透過
實際操作，讓學生辨析「周界」和「面積」這兩個重要的概念。

通過實作活動建構概念
  皮亞傑(Piaget, Inhelder, & Szeminska, 1981)認為，在度量方面，兒童必須對他們進行量度
的物件有「守恒」概念，學習才有意義。因此，教師編排實作活動，學生通過拼砌不同面積的矩
形，發現拼砌所得的圖形面積與各矩形面積的總和相同，從而建構面積的「守恒」概念。
  不少教科書在介紹「平方米」這概念時，所佔的篇章只有半頁至一頁多。不少教師以為只需
輕輕帶過，作簡單的講述便可，加上有些教師因要追趕進度，連量度活動也減省了。他們滿以
為學生了解1米=100厘米，那麼，1平方米有多大，學生理應掌握。可惜，大部分學生在聽過
教師的講解後，根本無法轉移上述的知識，致使他們對1平方米的概念掌握不深。
  該校教師也曾有上述的經驗，從校內的評估資料反映，不少學生未能掌握「平方米」概念，
例如在「荃灣大會堂的展覽館的面積是372     。」這題中，部分學生以「平方厘米/cm2」
作為答案，正正反映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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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深學生對「平方米」概念的掌握，教師要求學生自行利用報紙，拼貼成面積為1平方
米的量度單位，然後利用這自製單位量度黑板、壁報板等物件的面積。透過上述的操作活動，
學生對「平方米」的概念得以建構，但教師認為如果要進一步加深學生「平方米」的掌握，非要
跑出課室不可，因為課室內的物件相對太小。同時，為了配合課程指引中所倡議「在進行量度
活動時，鼓勵學生先估計後量度」，教師安排學生到操場，進行分組活動。組員先各自估計操場
上指定範圍的面積，然後再與同組同學進行量度。透過這估量活動，除加強學生利用「平方米」
估計較大物件的面積外，更期望能進一步鞏固其概念。

透過探究活動釐清概念
‧ 強記矩形面積公式？
  Simon & Blume (1994) 認為學童的學習表現稍遜，原因是他們傾向靠死記硬背學習面積公

式。當學生不明白公式的基本概念時，他們根本無法歸納所學的步驟。為了避免學生囫圇
吞棗，教師讓他們通過點數不同矩形面積，並引導學生進行觀察、比較和分析，歸納出矩
形的長、闊和面積的關係。

‧ 矩形「周界」愈長，「面積」也愈大？
  不少文獻發現，許多學生因為直觀或推理失當，對「面積」產生不正確的概念。當中，包括

學生認為若圖形的面積相等，其周界也會相等；又或若面積較大，其周界也會較長(譚寧
君、黃琡懿，2009)。教師針對學生的迷思，設計一個探究活動，學生透過繪畫面積相同，
但形狀不同的長方形，引導他們發現長方形的周界不一，從而探究出「同積異周」的概念。

‧ 邊長倍大兩倍，面積也倍大兩倍？
  譚寧君、黃琡懿(2009)的研究，同時指出學生慣以線性關係來思考，如邊長為原來的兩倍

時，其面積也是原來的兩倍等。同樣，教師也透過不同的示例，讓學生從探究中發現邊長
為原來的兩倍時，其面積便是原來的四倍。

辨析「周界」和「面積」概念
  不少學者指出，學生未能充分理解面積的意義和測量概念( Bell, Costello, & Kiichemann, 
1983)。因此，不少學生混淆了「周界」和「面積」這兩個概念。這也正正是該校學生的學習問
題，針對這點，教師在學生掌握了「面積」概念後，透過要求學生設計賀卡，以實作方式讓學生
進一步辨析「周界」和「面積」這兩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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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後的檢討
  經過課堂的實踐，教師發現學生在掌握上述面積的概念方面，有較明顯的進步。例如透過
教師所編排的探究活動，學生明白矩形面積公式的由來，又了解「同積異周」的概念，以及邊長
倍大對面積的影響。又或透過設計賀卡活動，學生已能清晰辨別「周界」和「面積」這兩個概念：
在賀卡四周圍上的花邊即賀卡的周界，而賀卡的大小即其面積。此外，在估量「平方米」活動
中，不但能鞏固學生對「平方米」概念的培養，更能培養其估量技巧。個別學生平日的數學成績
雖屬於中游，但其估計結果與量度結果完全吻合，反映他有相當的估量能力。教師表示透過上
述種種的實作活動，除加強學生對面積概念的掌握外，最感高興的是看見他們的學習更認真和
更主動，大大提升了他們的學習興趣。
  不過，在檢討過程中，教師認為除了「同積異周」，還可讓學生掌握另一概念，即「同周異
積」，但由於進度緊迫，擔心無法在課程指引所建議的教節內完成。經多番考慮後，學校本年度
決定把上述兩個概念，在「周界」這單元中滲入，以減省教師在「面積」單元教學中的負擔。此
外，教師在本學年還重新檢視去年的教學設計，因為我們深信教學策略和方法是透過不斷的積
累、檢討、改善，不斷更新，從而使學生更有效地理解及掌握數學概念，逐步提高他們的數學
能力和學習動機。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的教師期望透過是次分享會，分享他們如何針對能力一般的學
生，發展校本課程的經驗，包括他們的構思和經歷，並跟進學生的學習表現。我們希望是次分
享會能跟與會教師有所交流，促進彼此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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