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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求知  

 經驗分享會

已有知識是促進真正理解的關鍵
英國數學教育家Skemp(1987)認為，數學理解可分為兩類：一為機械性 (instrumental)的理解，只知道

如何求取答案，例如：長方形的面積是長x寬；一為關係性 (relational)的理解，即除了知道如何求答

案外，還要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例如：為什麼長x寬可以描述長方形面積？

Piaget(1964)認為學生的認知結構能夠不斷擴大是因為「同化」與「調適」。學生藉著舊有的知識基礎來

解釋新訊息的刺激，如能適應新訊息的就被保存下來 (同化 )，反之則被修正 (調適 )，於是新概念便能

內化於學生心中。Skemp(1987)也指出，學生能真正理解學到的知識必是植基於他內在已有的心靈影

像 (schema)。光是靠記憶來學習新的東西，會令學生學習的負擔愈來愈重，到最後不能負荷，而無法

學習更多的新知識，所以應該避免純粹機械性的理解。藉著心靈影像，學生只要調適舊有認知仍未同

化的部分，便可大大減少這個負擔。故此，學生在接觸一個新概念時，常會有所疑惑，當解釋的理由

觸及到個人舊有知識或是學習經驗時，學生會有「原來如此」、「哦！我明白了」的感受，這才是真正的

理解，也就是有了關係性的理解。由此可知，學生豐富的已有知識是促進他們真正理解的關鍵。

分數除法的學習問題
《小學數學科教學資料冊 (第五輯 )》(課程發展處，2006)指出，學生在進行分數除法的運算時常犯下列

錯誤：

 兩分數相除時，只將除號改為乘號，而忽略將除數的分子及分母顛倒。

 例： 3
8
÷ 2

5
 = 3

8
× 2

5
。

 兩分數相除時，誤將被除數的分子及分母顛倒。

 例： 3
8
÷ 2

5
 = 8

3
× 2

5
。

 整數除以分數或分數除以整數時，不懂得如何處理整數部分。

 例：5÷ 1
2

 = 1
5
× 1

2
 或 3

8
÷5 = 3

8
×5

 當遇上帶分數時，不懂得先將帶分數化為假分數，然後再進行運算。

 例： 3
8
÷2 4

5
 = 3

8
×2 5

4
。

這顯示學生並未掌握分數除法的算理概念，即未達至關係性的理解，只靠牢記運算法則來學習，結果

錯漏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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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已有知識出發，建構分數除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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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分數課程橫跨小三至小

五，共分五個單位，簡單臚列如下：

年級 單位 內容

三下 分數 (一 ) 基本概念和分數比較

四下 分數 (二 ) 種類、擴分和約分、同分母分數加減計算

五上 分數 (三 ) 異分母分數加減計算

分數 (四 ) 乘法

五下 分數 (五 ) 除法

從上表可見，學生在學習分數除法之前已經學習了分數的意義、擴分、約分、分數的加減法和乘法，

同時也有了整數除法的經驗，以及均分和包含的概念。

一般教材對分數除法的處理
現行教材一般將分數除法的教學程序安排如下：

1. 分數除以整數，

2. 整數除以分數，

3. 分數除以分數。

至於教材內容，一般是從類似「分餅」的操作開始。例如： 1
2
÷2

媽媽把 
1
2  個薄餅切成兩等份，

每份有薄餅： 
1
2 ÷2 =  

1
4  (個 )

即是 
1
2  個薄餅的 

1
2 ：

1
2 ×

1
2  = 

1
4  (個 )

教材接著指出：2的倒數是 1
2
，所以 1

2
÷2= 1

2
× 1

2
 = 1

4
。然後多舉一些例子，便得出結論，也就是

分數除法的運算法則：分數除以整數 (0除外 )，等於分數乘以整數的倒數。

其實分數除法的難點就是解釋其運算法則，即為什麼「除以一個數等於乘以它的倒數」(下稱「顛倒

法」)，但現行的教材沒有清晰地解釋為什麼「除以一個數等於乘以它的倒數」這一難點，而是把重點放

在傳授如何顛倒的技巧，並應用該技巧去解題。



68

以行求知  

 經驗分享會

連結已有知識，探究分數除法的運算法則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在是次的分享中，除了展示運算上顛倒的技巧外，還嘗試把重點放在幫助學生理解

為什麼顛倒上，即除法運算為什麼能轉化為乘運算。以下是該校設計的部分探究活動。

探究一：比較整數除法與分數乘法

教師首先列出三組相類似的分物情境，每組題目均分為 (a)、(b)兩部分，讓學生以分組合作的方式進行

解題，以下是其中一組題目示例。

a) 把 6個蘋果平均分為兩份，小芬取去其中一份，小芬可得蘋果多

少個？

b) 有 6個蘋果，小芬取去其中的
1
2 ，小芬可得蘋果多少個？

由於學生已有等份的概念，加上整數除法和分數乘法是學生的已有知識，透過分組合作，學生都能夠

輕易解題。

a) 小芬可得蘋果：6÷2 = 3 (個 )

b) 小芬可得蘋果：6 ×
1
2  = 3 (個 )

解題之後，教師再讓學生比較各組情境，找出 (a)和 (b)的異同，並記錄他們的發現。通過小組及全班

討論，學生不僅能指出兩度算式的第一個數都是相同的，答案亦相同，但是 (a)的算式由「除以」變成

了 (b)的「乘以」，還有「2」變成了「 1
2
」，除此之外，學生還發現了兩組情境的分物方法基本相同，只

是文字表達方式不同而已，即是學生理解到：「把一個數平均分成兩份，每份有多少」與「取這個數的 
1
2

 」意思相同，所以6÷2 = 6× 1
2
。

為了鞏固及深化學生對分數除以整數的理解，教師提出以下的挑戰題：

有 
1
2  個西瓜，把它切成 3等份，每份有西瓜多少個？

每份有西瓜：
1
2 ÷ 3 = 

1
2 ×

1
3  = 

1
6 (個 )

學生能準確解題，顯示他們能將整數除以整數的概念遷移到分數除以整數上，也反映學生能達到關係

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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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二：透過「折紙」探究分數除法

整數除以分數和分數除以分數都難以利用等份的概念講解算理，因此在教授這兩部分的概念時，教師

需要加入「包含」的意義，並透過「折紙」操作讓學生理解其中的算理。例如：2 ÷ 1
3

2包含多少個 
1
3
？   6   

1
3

1
3

1
3

所以   2 ÷ 1
3

 =   6   
1
3

1
3

1
3

學生通過折紙操作，首先把每個「1」平均分成三等份。從上圖可見，「1」裏包含3個 1
3

 ，所以「2」裏

包含6個 1
3

 。經過多個例子的嘗試和類推，學生不難發現：

2 ÷ 1
3

 = 2 × 3
1

= 6 以至2÷ 2
3

 = 2 × 3
2

=3 。

至於分數除以分數部分，教師也設計了相類似的折紙活動，讓學生在觀察、類推和總結的過程中，推

導出分數除法的運算法則，以及其牽涉的算理概念。

教師在總結此課題的教學成效時表示，以往學生學習分數除法時只是一知半解，但求牢記了運算法

則，造成了片段、無法連結的知識，也造成了學習的負擔。通過是次的嘗試，教師以學生的舊有知識

和學習經驗為學習新概念的基礎，引導學生使用這些已有知識，達到認知結構的新平衡，建構分數除

法的新概念。在不增加學生學習的負擔下，讓學生主動統整、連結相關的概念，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校內評估結果顯示，學生混淆分數除法運算法則的問題有明顯的改善，同時他們解答相關應用題的能

力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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