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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除法是小學數學科三年級的一個重要課題。學生學好長除法，才容易應付四年級兩位

數或三位數除以兩位數的除法；並在六年級時，有好的基礎學習小數除法。根據教師觀察，

學生回答除法的問題時，表現皆遜色於加法、減法及乘法的問題。除法的應用題，題型變化

較多，也比另外三類算式的應用題困難。在解一道除法應用題時，學生除了需要正確計算除

式，還要明白應用題描述的情境，方能恰當地運用商或餘數解題。本環節將探討學生在除式

計算和餘數處理應用題的學習困難，及提出解決辦法。 

 

改善長除法的教學策略 

 

在長除法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期望學生既明白長除式的計算步驟，也明白運算的原理。

畢竟，快速準確的計算程序和清晰的數學概念，都是學好數學的重要元素（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佛教中華康山學校的教師，同時運用了幾項教學策略，協助學生學習長除法。

以下我們將講述學校採用的方法，供各位參考。 

 

(一)  計算長除法的方式 

 

我們先談談長除法的計算方法，請看看以下計算除法直式的例子： 

 

 

     

 

 

例一   例二    例三 

 

在例一，算式顯示了 0和除數 4的積（直式中最後一行的零）。但在例二，卻沒有顯示同

一個算式的積。若參照例二的做法，例一又能否改寫如下？ 

 

 

 

 

學生不明白為什麼在算式中有時要寫零，有時卻可以省卻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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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比較例一和例三。例一的算式似乎較簡單，故沒有分層計算。例三似乎較複雜，

故需要分層計算。但除法直式，何時分層，何時不分層，判別的標準是什麼？學生又是否容

易掌握這標準？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課題，也有相似的情況，我們可看看以下例子。 

 

 

 

 

 

 

 

 

 

   

例四   例五    例六     例七 

 

不少學生對除法的計算方法，感到困惑。不明白省略零的標準，也不明白分層計算的標

準。五花八門的計算方法，可能是學生學不好的原因。我們認為，教師教授各類除法計算題，

都採用一致的做法，學生應該較容易學懂。 

 

其中一種一致及慣常為教師採用的直式計算方法，是每次都運用獨立的一層，計算商的

一個數字。按此做法，計算兩位數除以一位數，直式需要兩層；計算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直

式需要三層。現用此方法（稱為方法一），改寫例四為例八和例六為例九： 

 

 

 

 

 

 

 

 

 

   

例八    例九 

 

註：運用方法一，例五和例七的寫法不變。 

 

教師表示，學生運用這方法，計算較準確。但在例八，除法直式用了三層，不如例四簡

潔。況且，學生就算不用直式，也不難計得 800 ÷ 4 的商是 200。用例八的方式，完成一道

簡單的除法問題，是否化簡為繁？如何能兼顧例四的簡潔表達形式，及例八的多層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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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詩（2011）提出了改良方法一的辦法（稱為方法二）：在不退位計算時，直式不必另

開一層。現用這辦法，改寫例四、例五和例六為例十、例十一和例十二： 

 

 

 

 

 

 

 

   

例十   例十一     例十二 

 

註：例七的寫法不變。 

 

學生利用這方法書寫除法直式，免了累贅的表達，也能有助處理退位的除法。如果學校

希望運用上述方法教授除法，宜注意以下事項。 

(i.) 所有數學科教師宜商議妥當，樂意採用一致教法，讓學生由小三至小六，運用

統一的方法解題。 

(ii.) 通知家長及外聘教師（如功課輔導班教師），配合學校的教學方法。 

 

(二)  講解除法直式的原理 

 

為防學生只是死記硬背長除式的計算步驟，教師會向學生講解長除式的運作原理。以往

教師曾用貨幣講解除式，可是學生感到不夠具體，未能說出分物的原理。例如，教師顯示一

個 10元硬幣，問學生把 10元分給兩人，每人應得多少，學生看著那 10元硬幣，反而不懂如

何回答。故此，我們捨棄了以貨幣為教具解釋長除式的原理；而統一以粒、條、塊示範分物

的過程。例如，解釋 34 ÷ 2，教師會展示三條和四粒的數粒實物或圖例。 

 

  

 

 

 

 

 

 

這表示有 34件物件。教師然後一邊講解分物過程，一邊解釋長除式相對應步驟的書寫方

法。學生看後，更加明白長除式的原理。解釋三位數的除法時，則要用上以一百粒數粒砌成

的「塊」。例如，解釋 134 ÷ 2，便會用以下的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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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教學活動中，教師只是借助一些例子，讓學生明白長除式的原理。由於重點是計

算，教師只要求學生做少量的分物活動，免得學生花太多時間分拆數粒。 

 

(三)  強調典型例子 

 

教學初段，學生遇到的困難，包括：（1）不了解直式何時應該要開新的一層；（2）剛學

習兩位數除以一位數的計算，忘了基本除法的計算（如 23 ÷ 4）。總結初期教學經驗，支援人

員發現，強調了以下三例的計算方法，學生往後學習三位數除以一位數時，學習過程甚為順

利。 

 

 

 

 

 

 

 

 

  例十三   例十四       例十五 

 

借助以上三個例子，學生明白了要先比較被除數的十位數字和除數，然後判斷商應是兩

位數或一位數。解例十三時，教師可要求學生想像 4人平分 23件物件。被除數的十位數字是

「2」，小於除數「4」， 所以每人不能分到 10個物件。例十四和例十五，可想像為 4人平分

43 件物件和 63 件物件，每人能分到 10 件物件（或更多），所以商是兩位數。學生弄明白這

點，便能判別何時運用三年級新學的方法（兩位數除以一位數）解題，何時用已有知識（二

年級基本除法）解題。 

 

另外，比對例十四和例十五，學生便較容易明白除式何時只得一層，何時需要兩層。在

例十四，除式的十位數字沒有餘數，便不需要分層；在例十五，除式的十位有餘數（餘數是

2），便應分層。在除法計算的課堂，教師不時抽出三分鐘，和學生重溫這三個例子，鞏固了

學生的計算技巧，減少了學生計算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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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鼓勵學生猜想 

 

當學生學好兩位數除以一位數的除法後，教師鼓勵學生，運用所學，解決三位數除以一

位數的除法問題。教學時，我們不用直接傳授的教學方法，改為讓學生先猜想、再驗證。教

師細分題目後，便先讓學生做練習，期望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由於題目都是還未教的，教

師只是鼓勵學生嘗試解題，學生做起題目來，似乎沒什麼包袱；教師邀請學生在黑板做題時，

他們也踴躍嘗試。從課堂所見，不少學生能自行猜到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計算方法，而未能

解題的學生，在聽了教師的講解後，很快便明白。 

 

(五)  對比相近的計算題 

 

我們也運用了變易理論（Marton & Booth, 1997） 細心編排教學例子，指導學生對比不同

題型，從而認識學習內容的關鍵特徵，鞏固學生對除法的理解。 

例如，計算三位數除以一位數時，我們安排了以下一組對比練習： 

 

 

 

  例十六     例十七       例十八 

 

學生算到個位時，更了解除式什麼情況下有餘數、什麼情況下有兩層。另外，這三道題

的被除數相近，除數相同，學生計算這三題，時間上少於計算一般的練習。故老師能夠安排

多組類似的練習，協助學生鞏固所學。 

 

小結 

 

我們運用了以上方法，協助學生理解長除式的原理，運用簡潔方法書寫長除式，著重講

解典型例子，於課業恰當地編排練習，並鼓勵學生勇於嘗試，利用已有知識推測未學問題的

計算方法。教師同意，著重了以上幾點，教學時甚為順利，學生也樂意做除法的計算練習。 

 

應用題的餘數處理 

 

除法應用題也是一個學習難點。在這次的分享會中，學校會講解應用題的餘數處理。學

生解答這類問題，不是完成了除法計算，便是以為商就是應用題的答案；其實他們需要明白

分物過程，才能決定最後答案是什麼。如以下這道問題： 

 

現有麵粉 16包。每 5包裝成一箱，裝運全部麵粉，最少需要箱子多少個？ 

 

學生要清楚分物的過程，並了解剩下的一包麵粉，也需要用一個箱子，才能運用正確的

除法直式解題，並了解最後答案是除式的商加上 1。這類問題，學生不易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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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本的做法相似，教師利用變易原理（Marton & Booth, 1997），安排了兩道相似情境的

問題，一題是餘數處理的應用題，一題是一般的除法應用題，期望學生細心審題後，能分辨

餘數處理應用題的關鍵特徵。兩道問題如下： 

 

1. 現有麵粉 16包。每 5包裝成一箱，裝運全部麵粉，最多可裝滿箱子多少個？ 

2. 現有麵粉 16包。每 5包裝成一箱，裝運全部麵粉，最少需要箱子多少個？ 

 

兩道應用題都是有關把麵粉裝箱的活動，不變的是應用題的情境和資料，變的是兩題所問

的資料。教師指示學生圈出這兩道問題的不同之處，並和同學討論答案，期望引起學生注意，

思考「最多可裝滿箱子」和「最少需要箱子」的意思。課堂活動方面，學生借助數粒，模擬

該兩題的分物情況，找出答案。從觀課所見，開始時，有些學生不明白兩個問題的分別，通

過教師引導和課堂活動，漸漸多了學生明白，解決這兩題，除法算式不變，變的只是答句和

最後答案。 

 

總結 

 

在這次教學實踐，支援人員和教師一同深入觀察學生的學習過程，按學生的反應，調節

教學步伐和策略，總結得出以上的教學經驗。過程中，學生漸漸明白除法的原理，並且掌握

計算技巧。難得的是，學生一直樂於學習，並沒覺得除法難學。誠然，教學方案不只一個，

這次的教學嘗試，期望引起教師更多思考，設計更多優良的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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