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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數學課程指引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 中，有不少內容是關於分數的

概念、計算方法和應用，可見分數是小學數學一個重要的課題。學生要學好分數，

除了要明白分數的意義，也要掌握計算程序。在學習異分母加減法時，複雜的計

算步驟，往往難倒不少學生。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辦學廿載，教師努力不懈，以照顧非華語生學習為主。學

生主要學習語言是英文，他們學習分數，除了要理解分數概念和掌握計算技巧，

還要克服語言困難。本環節會探討非華語學生學習異分母分數加、減法所遇到的

困難，並講述學校老師怎樣幫助學生學習，減輕他們的運算負擔，令學習較為有

成效。 

 

學生學習異分母分數加減法的重點學生學習異分母分數加減法的重點學生學習異分母分數加減法的重點學生學習異分母分數加減法的重點 

 

學習異分母分數加減法，涉及理解概念、掌握運算程序和解應用題三方面，現簡

述如下。 

 

(一一一一) 通分的概念通分的概念通分的概念通分的概念 

老師問學生 
1

2
 + 

1

3
  是多少，有學生會誤以為是 

2

5
 ，這些學生忽略了通分的原

理，兩分數應分成相等的部分，方能進行加減運算。由此，帶出了計算分數加減



法，需要先把兩分數擴分至分母相同，才可比較兩數大小，或進行加減運算。 

 

(二) 計算涉及多個步驟計算涉及多個步驟計算涉及多個步驟計算涉及多個步驟 

計算異分母分數的加法，一般如下計算。 

 

1
9

10
 + 3

1

4
  

= 1
18

20
 + 3

5

20
            （例一） 

= 4
23

20
  

= 5
3

20
  

如例一所示，計算過程涉及的技巧，包括用最小公倍數通分、同分母分數加法和

假分數化帶分數；有些計算題，還需要把答案約至最簡。 

 

當計算涉及三個分數的加減時，則更加困難。 

1
9

10
 + 3

1

4
 − 2

2

5
  

= 1
18

20
 + 3

5

20
 − 2

8

20
          （例二） 

= 2
15

20
  

= 2
3

4
  

例二雖然只有三步運算，但要找出三個分母 10、4和 5的最小公倍數，實在不容

易，學生基礎不穩，便容易算錯。 

 

 

(三) 解應用題解應用題解應用題解應用題 



學生若能理解題目意思，解分數加減應用題，與解一般自然數的加減應用題相似。 

不過，學生對涉及分數的情境，始終較為陌生，例如把 2
1

2
 升水和 1

2

3
 升濃縮果

汁混合，共有果汁多少升﹖比起混合 2升水和 1升濃縮果汁的問題，學生較難想

像前者涉及分數問題的結果。 

除審題外，分數計算的步驟複雜，需要頗長時間，解多道應用題，便花不少時間，

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習策略學習策略學習策略學習策略 

支援人員和學校教師商討策略，幫助學生學習。由於學生可能遺忘了四年級分數

的知識，而且他們的計算能力稍遜，我們認為教學過程應著眼於先重溫已有知

識，讓學生有好的基礎學習新知識，然後教授較簡單的分數計算方法，目的是減

輕學生的記憶負擔。學校推行的學習策略如下。 

 

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為確保學生有穩健的基礎，教師仔細分析同分母加減的教學步驟，設計校本課

業，幫助學生重溫四年級分數的基本計算技巧，當中包括以下幾項： 

� 分數的意義 

� 複習 2、3和 5的整除性 

� 擴分和約分 

� 帶分數和假分數的互化 



� 同分母分數的加減運算 

重溫後，學生基礎較穩，容易學習新知識。 

 

建立概念建立概念建立概念建立概念 

計算異分母分數加減的重要一步，是把兩分數通分。若只用算式解釋這步驟，學

生可能只明白計算的程序，而不理解程序背後的數學原理。在本年的教學，教師

用了分數卡的圖示，向學生解釋異分母分數相加前，為何要通分。舉例，教師指

出圖一和圖二分別代表分數 
1

4
 和 

1

2
 ，然後要求學生想想兩數相加的結果，有學

生能說出，把 
1

2
 看成 

2

4
 ，便得出兩數相加的答案是 

3

4
 。由此，教師指出了通

分的重要。 

 

 

 

 

 

  圖一   圖二 

 

 

掌握計算技巧掌握計算技巧掌握計算技巧掌握計算技巧 

學習概念後，便要掌握計算技巧。支援人員相信，學生學習分數加減，最難掌握

的是計算技巧。 

 

（（（（一一一一）））） 通分通分通分通分 



回顧例一，學生計算 1
9

10
 + 3

1

4
 ，要先通分，而教師一般會教授學生以兩分母的

最小公倍數通分，學生可能採用以下兩個方法的其中一個： 

 

方法一：列舉法 

學生在四年級時曾學習用列舉法求最小公倍數。求 4 和 10 的最小公倍數，會先

列出 4 的倍數，再列出 10 的倍數，找出兩數第一個相同的倍數，便是答案。詳

細步驟如下： 

 

4的倍數：4、8、12、16、20、24 …… 

10的倍數：10、20、30 …… 

4和 10的最小公倍數是 20。 

 

這方法的概念簡單，學生容易明白。但由於步驟較多，學生較容易出錯。此外，

找出最小公倍數只是解題的第一個步驟，學生還要計算同分母分數加法，才能完

成此題。由於計算步驟繁複，做一道題，可能已令學生懼怕，影響學習動機。 

 

方法二：短除法 

另一個方法，是用短除法求最小公倍數，舉例如下： 

 

 

 

 

 

_4  10  

 2    5 

2 



4和 10的最小公倍數 = 2 × 2 × 5 = 20 

 

這方法的好處，是步驟較少；缺點則是計算的原理複雜，學生很難明白，只能強

記計算程序。時間久了，便容易忘掉。 

 

那麼，對於基礎較弱的學生，什麼方法較合適呢﹖ 

其實要計算異分母分數的加減，只要擴分，令兩數分母相同，便能進行加減運算。

故此，在本年的教學中，教師捨棄了列舉法和短除法，只要求學生將兩分母互乘

通分便可。例如，計算 
1

4
 + 

1

6
 的步驟為： 

1

4
 + 

1

6
 = 

1×6

4×6
 + 

1×4

6×4
 = 

6

24
 + 

4

24
 = 

10

24
 = 

5

12
  

 

以往學生用列舉法和短除，往往要很長時間，才完成通分，甚至在這步便停了下

來。本學年學生學習以兩分母相乘的方法通分，覺得較為容易，當學生相信自己

能掌握時，便願意進行通分和繼續計算。 

 

另外，教師節省了重溫列舉法或教授短除法的課時，可用更多課時和學生做練

習，令學生掌握好兩分母相乘的通分方法。 

 

這方法的缺點，是找出答案前，要多做約簡的步驟。學生數感弱，可能找不到分

子和分母合適的公因數約簡，或約簡時計算錯誤。但無論如何，學生只是運用已

有知識解題，並反覆練習基礎運算，計算比起用列舉法或短除法準確。 



 

上述計算的另一重點，是建議學生寫下步驟 
1×6

4×6
 + 

1×4

6×4
 。對於計算能力較強的

學生，往往會省下這步。但對計算能力弱的學生來說，這做法能幫助他們明瞭整

個運算過程。以上式為例，擴第一個分數的數字 6，是第二個分數的分母；擴第

二個分數的數字 4，是第一個分數的分母。學生清清楚楚寫下每一步，便能省下

記憶負擔，減少運算錯誤。 

 

就算兩分母有倍數關係，也可用分母相乘的方法通分。雖然如此，但也有學生觀

察得兩個分母的特殊關係，便會用較簡便的方法通分，教師也容許學生這樣做，

例如： 

1

4
 + 

3

8
 = 

1×2

4×2
 + 

3

8
 = 

2

8
 + 

3

8
 = 

5

8
  

 

計算涉及三個分數相加減的問題時，又如何處理呢﹖若能找出三個分母的最小公

倍數，計算起來固然快捷，但是求三數的公倍數很難，教師寧願學生慢慢來，由

左至右按次序計算首兩數的和或差，再計算其結果和第三個數的和或差，現舉例

供讀者比較。 

 

 

 

 

 

 

 

 



方法一：同時把三個分母以最小公倍數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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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每次計算兩個分數的加或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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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看似簡單，但學生是如何通分的呢﹖無論是列舉法或短除法，學生都要在

草稿紙上另作計算，可能求得分母 12，以列舉法為例： 

 

2的倍數：2、4、6、8、10、12、14 …… 

3的倍數：3、6、9、12、15 …… 

4的倍數：4、8、12、16 …… 

2、3和 4的最小公倍數是 12。 

 

由第一個算式到第二個算式，學生其實還要完成以下的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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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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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能力較弱的學生，不明白算式中的數字 6、4和 3，是如何得來的。學生一來

不懂得運算原理，二來計算過程複雜，便容易出錯。 

 

方法二的計算步驟較多，也要多做約簡，但有兩個好處。第一，學生能掌握每個

計算步驟，清楚了解計算程序。第二，學生可反覆運用已有知識解題，不需學習

如何求三個數的最小公倍數，因而減輕了記憶負擔。 

 

 

（（（（二二二二）））） 分數直式分數直式分數直式分數直式 

計算分數加減，通分後需要做同分母計算。常用計算方法如下： 

5
2

4
 − 1

1

4
  

= （5−1） + （ 
2

4
 − 

1

4
 ） 

= 3
1

4
  

 

在第二列算式，出現了一個加號和兩個減號。不明就裏的學生，會混淆運算符號。

如果問題是 5
2

4
 − 1

3

4
 ，學生或會把算式寫成 （5−1） + （ 

2

4
 − 

3

4
 ），到發現要

退位時，便需重新計算。這些都是學生可能會犯的錯誤。 

 

在備課中，我們決定教授學生用直式輔助計算，以解決他們在同分母分數加減法

上遇到的問題。分數直式的方法，在外國的教科書已有記載 （Tussy, Gustafson, & 

Koenig, 2010），也有本地學者撰文記述直式的好處 （馮振業、黃彩霞、楊詠詩，



2014）。現舉兩例，講述分數直式，如何幫助學生計算退位減法。 

 

 

例一： 

 

 

3 
1

5
  

−   1 
4

5
  

_________ 

 

 

例二： 

 

 

 

 

6 

−   3 
1

4
  

_________ 

 

 

 

運用分數直式，學生較容易記得退位的計算程序，減少了錯誤。有興趣詳細了解

分數直式的讀者，可參閱馮振業等人 （2014） 一文。 

 

 

應用題應用題應用題應用題 

教授應用題，重點是希望學生用心審題。在教學策略上，教師一方面會教授重點

字詞的意思，協助學生容易解題；另一方面會減輕學生計算負擔，讓學生專心審

    2 
6

5
  

    3 
1

5
  

−    1 
4

5
  

____________ 

     1 
2

5
  

   5 
4

4
  

       6  

−  1 
3

4
  

___________ 

   4 
1

4
  

 



題。 

 

在教授重點字詞方面，教師提醒學生要理解字詞的意思，如 left不一定是「左方」，

而是「還餘」，together 代表共有多少。另外，學生覺得解應用題已很費神，列好

算式後，還要計算，覺得做應用題很不容易。因此，教授應用題時，教師只要求

學生專心審題和列式，讀了一道題，列好算式後，便讀下一題和列算式。由此，

學生減輕了心理負擔，有興趣解題，提升了學習表現 （Heinze, Reiss, & Franziska, 

2005）。教師也認為，這樣學生能專心審題，學習比以往用心。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教師仔細安排教學內容，細分步驟，先重溫小四同分母分數計算，教授較淺易的

通分方法，幫助學生學習異分母分數的加減計算，最後運用審題的方法，幫助學

生解應用題。整個教學編排是要鞏固學生的已有知識，讓學生反覆運用基本計算

技巧，解決新問題，而不是多學習新知識。學生學得容易，覺得自己有能力應付

計算題和應用題，便樂於嘗試解題。 

 

以往，學生做好一道分數加減題目，看到下一題，好像剛走過一座高山，又要去

攀另一座高山。望著每道題，都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很想老師幫忙。如今，學生

掌握計算方法，信心較強，學習動機較高，願意計算和解題。 

 

在分享會上，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的老師會向與會者詳細解釋教學的過程，期



望為大家帶來新的角度，了解另一套教授異分母分數加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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