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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學習的重要性
根據數學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 )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生在「數」範疇的學習，首先需要學習

整數 (Integer)的表達和運算，包括自然數、數數、整數的四則運算等。小三開始接觸分數，當中的學

習重點包括分數的概念、表達、運算和應用。分數的學習對學生理解數學系統 (Number System)是非

常重要的，是幫助他們認識有理數 (Rational Number)的基礎知識。

分數和許多課題有密切的聯繫，例如在「數」範疇中的除法、比例等，以及在「度量」範疇中的長度、

容量、重量和時間等課題。因此，學生對分數的掌握，均影響他們在相關課題上的學習。另外，學生

的日常生活經驗亦離不開分數的應用，例如，將生果切為兩半，一半就是二分之一。

在小學數學課程中，分數概念有不同的表達形式，包括：

分數概念 表達形式

(1) 整體與其部分的關係 3
4  理解為 1個圖形平均分成 4等份， 

着色部分佔整個圖形的 
3
4

 。

(2) 一組物件的部分 黑色棋子佔全部棋子的 
3
4

  

(3) 除法 : 兩個整數的商 6
3

 等於 2

(4) 倍數 12的 
3
4

 倍等於 9

為何探討分數課題
在分數的學習過程中，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海帆道 )的教師發現學生較能掌握分數的基礎概念，例如：

分數作為整體與其部分的關係，惟對於分數的其他表達，例如：分數作為除法的商和倍數等概念，則

掌握尚欠透徹。為此，教師期望透過共同備課，制訂有效的學習策略，幫助學生建構分數概念，以及

掌握分數的運算技巧和運用。

為提升學生對分數的理解，教學設計著重實作活動的運用和數學語言的發展。實作活動能加強學生對

分數的「數字感」；數學語言除了幫助學生建構和表達數學概念外，並能發展學生的數學思維。因此，

我們希望理順學習分數的方法，使學生能夠有系統地掌握分數的概念和運算技巧，從而提升學習效能。

羅漢輝先生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陸嘉明老師、周子傑老師、吳小娟老師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海帆道 ))

探究分數的縱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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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會制定改善策略
(1) 運用「前測和後測」，評估分數概念的掌握

根據研究顯示，學生進入課堂學習前，已經對數學知識有先入為主的概念 (Preconceptions)。這些先

入為主的概念，不純是從教科書而來，而是他們從生活中所經驗的，而當中的知識未必與數學知識一

致。為提升教學效能，教師需要掌握學生的已有知識 (Prior Knowledge)，藉以作為橋樑引入需要教

授的數學知識，並釐清學生的謬誤，進而提升他們對學科知識的掌握 (Bransford, Brown, & Cocking, 

2000; Suzanne & Bransford, 2005)。在備課會中，教師從學生的角度制訂教學策略，先考慮他們的已

有知識，例如：學生的「數數」和除法的運算如何影響分數的學習。因此，教師採用「前測和後測」，

以評估學生在分數上的難點。透過前測，教師可準確地掌握學生對分數概念的理解，例如：

(i) 我們想掌握學生如何理解 3
4

 的意思？前測設置以下題目：

 以下哪些情況表示 
3
4  ？在  內加 。

 情況一：一個圓形等分成4份，其中3份填上顏色。  

 

 情況二：一組棋子，黑色棋子佔全部棋子的幾分之幾？ 

 

 

 情況三：3 ÷ 4  

前測結果：大部分學生能指出 3
4

 可以表示情況一和情況二，只有少部分能指出這數值亦適用於情況

三。這顯示學生已經掌握分數作為整體與其部分的關係，以及作為一組物件的部分的意義，惟將分數

聯繫除法的意義，卻未有充份掌握。

(ii) 為評估學生對「等分」的觀念，前測設置以下題目：

在以下圖形中，陰影部份佔了圖形的幾分之幾？在 (   )內填
上適當的答案。

a)  (   )

b)  (   )

前測結果：大部分學生未能準確表達陰影部分的數值。這顯示學生對「等分」概念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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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測的結果，教師能夠清晰掌握學生對分數的理解和學習難點，例如：分數作為除法的表達、作

為部分與一組物件的關係，以及等分的意義。基於這些學習數據，教師重整教學內容和調整教學策

略，針對學習難點。在完成分數教學後，我們透過後測，發現學生在前測中未能掌握的分數概念和表

達，已見明顯進步。

「前測和後測」為教師提供有效的評估數據，除了協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已有知識如何影響他們對分數概

念的認知和建構，亦幫助學生提升對分數概念的理解。

(2) 加強實作活動，深化概念掌握

利碧嘉 (Liebeck, 1990)認為兒童對數學知識的認知，與他們的生活經驗有密切的關係，故提出ELPS

作為學習數學的策略。ELPS指出兒童學習數學，是需要對所認識的物件產生實作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的認知。這經驗可由兒童的親身體驗和具體操作所產生，並運用語言 (Language)描述相關

的認知經驗，然後，學生能運用圖象 (Pictures)和數學符號 (Symbols)表達整個數學概念，以豐富對數

學概念的認識。

我們運用ELPS發展學生的分數概念，在小三的分數課程增加實物操作的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參與具

體操作的學習活動，加深對數學概念的掌握，經歷由具體至抽象，循序漸進地理解箇中的數學概念，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我們首年較為着重加強學生的實作經驗和數學語言的聯

繫，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加強對分數的「數字感」，從而建構數學知識。

前測有以下題目：

依分數把下列各圖填上顏色。

a)  
1
3

b)  
1
4

c)  
1
8

d)  
1
4

前測結果：大部分學生能按所定的分數在圖 (c)和 (d) 的方格填上顏色，只有約半數學生能準確在圖 (a)

和 (b)填上顏色。顯示學生較能掌握當圖形的「等分」數目與分母相同時，分數數值的表達；惟當「等

分」數目與分母不相同時，較難明白分數數值的意義。究其原因，教科書多以圓形表達分數的整體，

惟分數的表達是多樣性，還可以用其他的圖形，如長方形來表達。

透過前測結果，教師能夠掌握學生對分數的理解和難點。因此，我們的教學設計著重分數概念多元化

的表達，以幫助學生建構分數概念。根據經驗，教學中若只給予學生單一類型的例子，並不能幫助學

生透徹明白當中的數學概念。因為數學題目是多樣性，當分數以不同形狀的圖形出現時，學生未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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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學的知識，應用在新的數學問題上。所以，在教授分數概念時，如「等分」，我們利用不同形狀的手

工紙，如正方形和長方形等，進行實作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從而提升他們對部分與整體概念

的理解。

(3) 強化數學語言，引入單位分數

數學語言是思考數學的載體；有系統地訓練學生的數學語言，有助他們清晰表達數學概念及發展數學

思維。

我們在教授小三分數時，著意加強學生數學語言的訓練，使他們能準確表達分數概念。學生會以「等

分」來表達圖形平均分成的份數。例如：這圖形  以數學語言表達：把圖形等分成 (   )份，着色

部分佔了 (   )份，是整個圖形的 (   )。教學設計如下：

寫法與讀法

把圖形等分成 (   )份，

着色部份佔了 (   )份，

是整個圖形的 (    )。

把圖形等分成 (   )份，

着色部份佔了 (   )份，

是整個圖形的 (    )。

把圖形等分成 (   )份，

着色部份佔了 (   )份，

是整個圖形的 (    )。

寫作： 
分子
分線
分母

1
2

(     ) (     )

讀作： 二分之一             

小四的分數課程承接小三分數的教學策略。在教授小四分數前，我們亦進行前測，發現學生對整

體作為「可變的1」的概念尚未清晰。為提升學生對「可變的1」的掌握，我們引入「單位分數」(Unit 

Fraction)，使學生對每一個圖形所表達的分數值有準確的掌握。單位分數能夠組成所有的分數，可以

作為分數運算的基本單位，例如： 3
5

 就是3個 1
5
。單位分數除了幫助學生掌握真分數的概念和表達，

亦能幫助學生學習真分數、假分數和帶分數的互化，以及分數的加法和減法。另外，學生透過圖示，

能夠清楚理解單位分數的圖像意義；我們亦利用分數磁石板及圖示等教學工具，幫助學生學習分數的

加法及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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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部分數學語言在分數課題的表達：

分數課題 算式 數學語言

分數加法
3
5  ＋ 

1
5 3個 

1
5  加上 1個 

1
5，等於 4個 

1
5。

分數減法
3
5  — 

1
5 3個 

1
5  減少 1個 

1
5，等於 2個 

1
5。

分數乘法
1
4  × 3 3個 

1
4，即 

1
4  的 3倍。

分數乘法 1
1
8  × 3 3個 

9
8，即 

9
8  的 3倍，即 

27
8 。

(4) 連貫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為使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分數，我們在校本課程上加強課程規劃和教學策略的連貫性，特別是實作活

動的運用和數學語言的訓練，以加強學生對分數概念的掌握和數學思維的發展。

數粒能幫助學生掌握除法和分數的概念。小二在學習除法的課題時，學生在課堂上已經運用數粒，理

解除法的均分和包含概念；在小三分數的教學設計中，由於學生已經能夠運用數粒發展數學概念，所

以，學生能夠透過數粒等學習活動，理解分數中的概念。

摺紙和塗色等實作活動是掌握分數的重要學習策略。在教授小三分數時，實作活動幫助學生清晰理解

「等分」概念；在小四分數加減的課題，實作活動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分數加減的圖像意義、亦運用摺紙

幫助學生比較分數的大小；在小五的分數除法，學生透過摺紙的學習活動，理解分數除法的包含意義。

數學語言能發展學生的數學思維。教學中著重發展學生的數學語言，「單位分數」除了幫助學生掌握小

四的分數運算外，亦可以協助他們理解小五的分數除法，例如：3 ÷ 1
4

 ＝ 12可以表達為3 包含12 個 
1
4
。

經驗總結和反思
分數概念如何建構？如何為學生發展有效的學習策略，加強對分數的理解？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海帆

道 )的教師透過這次經驗分享會，分享如何善用備課會帶動校本課程的發展，提升學生對分數的理解和

掌握。是次分享會的分享重點包括：

(1) 學生的已有知識對分數學習的影響 ── 我們透過「前測和後測」得悉學生對分數的先入為主的概

念，並藉此修訂教學內容和策略，從而針對學生的需要，幫助他們建構分數概念。

(2) 教學範式的轉移——我們過往較多關注如何教授課題內容，較少關注學生在學習中的概念建構和

思維發展。透過共同備課，我們重新思考學生的學習過程，探究他們是如何學習數學，並加強他

們掌握數學知識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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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學策略的連貫性——學生在學習上需要有系統和連貫性的學習策略，理解和建構數學

概念，發展數學思維。我們在分數縱向課程的發展已見成效，學生普遍能夠運用數學語

言表達分數，在未來發展，我們持續深化分數課程的縱向發展，並優化教學策略。

(4) 運用學習數據、回饋教學——我們透過分析課堂教學情況、課業表現和測考表現，持續

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我們除了發現到學生能運用數學語言表達數學概念和發展數學思

維外，還能應用在其他的數學課題上。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不但能豐富他們

的學習經歷，亦能提升他們學習的參與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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