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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8以內基本加減組合」是小一「數」範疇學習重點之一，也是學生認識加法及減法的基礎

知識，對他們將來計算二位數至四位數的加法及減法起着關鍵性的作用。例如：題目屬兩個

四位數相加，學生在計算每一位值的加法過程中，都屬「18以內基本加法組合」；又如題目

屬兩個四位數相減，每一位值的減法都屬「18 以內基本減法組合」。學生如能熟練「18 以

內基本加減組合」，能提升他們將來學習整數及小數加法及減法的速度與準確性。相反，如

學生計算緩慢，或需要利用手指或畫圖數算，當他們計算三、四位數的加減時，會否感到困

難、麻煩或厭倦，從而使他們失去學習興趣呢？ 

 

普遍學生的學習情況普遍學生的學習情況普遍學生的學習情況普遍學生的學習情況    

 

在多年支援學校發展數學科校本課程的經驗，很多學校的老師都表示普遍小二學生在運算加

法及減法時，需依靠手指或畫圖計算，甚至部分小三及小四學生，仍需依靠手指計算。 

 

為進一步了解學生對「18以內基本加減組合」的掌握，我們曾與不同學校的老師合作，推展

「一分鐘大比併」課堂比賽活動，目的是透過比賽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測試他

們在限時一分鐘內能答對多少題―18以內基本加法或減法的算式題。經測試後，普遍結果都

令我們感到實際的情況與預期相差很遠，我們曾經在初小不同的年級及階段進行測試，以小

一全年學期終結前的測試結果為例子，大部分學生在一分鐘內只能答對少於十題，部分學校

約半數學生只能答對少於五題。普遍測試的結果都令老師感到失望，他們希望能盡快提升學

生對「18 以內基本加減組合」的掌握，認同需要發展學生的心算技巧。 

 

老師常用的教學策略老師常用的教學策略老師常用的教學策略老師常用的教學策略    

 

就過往支援學校的經驗中，了解到普遍老師在教授「18以內基本加減組合」時，會先讓學生

透過認識書本內容的「18以內的基本組合」，進而認識加法及減法，然後再利用數粒、畫圖

及數手指的策略，幫助計算結果。他們主要依據教科書的學習內容施教，在上學期完成此課

題後，會按照書本的學習單元施教，教授其他範疇的知識，待下學期教授「兩位數」加法及

減法時，再重溫「18以內基本加減組合」。大部分學生主要以數手指方法計算加法及減法，

能力較高的學生能運用對組合的記憶或心算技巧計算。大部分老師表示未有在小一階段引入

心算技巧，部分原因是教科書缺乏教授心算技巧的內容，亦有老師表示過往曾自行設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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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湊十法」心算技巧，然而只有小部分能力較高的學生才能掌握，對整體學生未有顯著

成效。 

 

「湊十法」能協助學生計算「18 以內基本加法組合」內兩數之和大於 10 的加法，例如：

「8+7=？」，學生可思考「8 + 2= 10」，然後把7拆成 2和 5，所以「8+7=8+2+5=10+5=15」。

在這題目中，學生需熟練10與 7的組合，才能有效地運用「湊十法」幫助計算。整體而言，

學生熟練 2至 10的組合（共有 45個組合），可說是認識「湊十法」的先備知識，然而普遍

學生難以在短時間內熟練 45 個組合，對運用「湊十法」感到困難。除了「湊十法」心算技

巧外，還有其他心算技巧嗎？這些心算技巧會比「湊十法」較為簡單，適合不同能力的學生，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學者建議學者建議學者建議學者建議    

 

Fuson、Kalchman 和 Bransford (2005) 就世界各地的兒童學習數學做了很多廣泛又深入的

研究，他們發現很多國家的兒童在學習基礎的加法及減法過程中，都是透過三個層次階段學

習的（數全部、往上數及心算技巧）。例如：學生在認識兩個一位數加法時，首階段先利用

「數全部」的方法計算結果，例如：「2+3=?」，學生可利用實物，數出「5」來。他們之後

會進入第二階段的「往上數」方法，例如：「5+3=?」，學生從「5」開始數，數出「8」。

第三階段是認識心算技巧「湊十法」及 “Doubles Strategy”（ 學生先熟練「1+1=2」、

「2+2=4」、「3+3=6」……然後計算兩個相差一的一位數之和，例如：「6+7=?」可利用

「6+7=6+6+1=12+1=13」）。 

 

Fuson、Kalchman 和 Bransford (2005)提出的三個層次階段明顯較本地教科書的策略變化較

多，清晰地描述兒童認識加法及減法的學習過程，從最基礎的策略，分三個階段逐步提升兒

童的能力，最後掌握心算技巧。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目的及內容目的及內容目的及內容目的及內容    

本分享會主要分享與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老師共同發展的經驗，探討如何在小一加強學

生的加、減概念與運算技巧。我們除了應用 Fuson、Kalchman 和 Bransford (2005)提出的三

個層次的學習方案外，亦嘗試引入不同的心算技巧以促進學生的學習。學生具體的學習經歷

如下： 

 

我們先讓學生在上學期經歷具體運算階段，先利用數粒進行操作活動，讓學生具體地認識加

法是合起來的意思，以及減法是從整體取去部分後，餘下多少的意思。早期的操作活動都以

「數全部」的方法，數出結果。例如：「3+2=?」，學生先拿出三粒數粒，再拿出兩粒，然

後數出合共的結果。在加法活動中，我們隨後便利用數手指的協助，引入「往上數」的策略，

加快數出結果。例如：「3+2=?」，學生先舉起兩隻手指，再數「3,4,5」，這樣便能較快捷

地數出兩數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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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以內基本加減組合」的課題集中在小一的上學期，在下學期的教學內容中，我們定期引

入一系列的心算策略、遊戲、比賽等，以及利用電子學習工具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逐步發

展他們的心算能力。我們最先引入最淺易的心算技巧「10 的加法」及「9 的加法」，相隔數

天後，再引入「同數相加」、「兩數相差 1 的加法」。當學生熟練這些心算技巧後，我們才

引入較艱深的「湊十法」及「利用加法計算減法」，逐步提升學生的心算能力。 

 

一一一一、、、、    「「「「10101010 的加法的加法的加法的加法」」」」及及及及「「「「9999 的加法的加法的加法的加法」」」」    

 

「10 的加法」是指 10 加一個一位數的加法，例如：「10+1=11」, 「10+2=12」……等。這

些組合不屬「18 以內基本加法組合」，因此小一上學期的教科書不會包含「10 的加法」這

類題目。習慣數手指的學生在首次計算這類題目時也會利用手指計算，而要讓學生發現計算

的規律並不困難，老師著學生數算三至四題後，很多學生已能說出加法的規律，無需使用手

指數算。 

 

「9 的加法」是指 9 加一個一位數的加法，例如：「 9+1=10」, 「9+2=11」……等。然而當

兩個較大的一位數相加時，例如：「9+8=?」，利用手指數算的學生會感到費時或擔心容易

數錯。教授「10 的加法」目的是協助學生計算「9 的加法」，他們先把「9+8」看成

「10+8」，然後很快就得出結果是「18」，再把結果減 1，就得出「18−1=17」，所以

「9+8=17」。在課堂工作紙設計中，我們把「10 的加法」與「9 的加法」並排放在一起（圖

一），老師先讓學生用自己的方法完成計算後，引導他們比較「10+1=11」 及 「9+1=10」、

再比較 「10+2=12」 及 「9+2=11」……等，從而發現每行兩道算式的相同與不相同之處，

然後思考如何利用「10 的加法」幫助計算「9 的加法」。大部分學生在觀察了三至五題後，

便能說出：「9 加 3 是 10 加 3 等於 13，再減 1，等於 12，所以 9 加 3 等於 12。」 

 

 

 

 

 

 

 

 

 

 

 

 

 

 

 

 

圖一：「10 的加法」及「9 的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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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同數相加同數相加同數相加同數相加」」」」及及及及「「「「兩數相差兩數相差兩數相差兩數相差 1111 的加法的加法的加法的加法」」」」    

 

「同數相加」是指兩個相同的一位數加法，例如：「1+1=2」，「2+2=4」……等，共有九道

算式（圖二），老師先著學生利用自己的方法完成計算，然後一起誦讀算式兩次，著他們緊

記這類算式的結果，這有助學生計算「兩數相差 1 的加法」。普遍學生很快便能掌握「同數

相加」，原因可能是答案全是雙數（2，4，6，……18），再加上最初的幾道算式數值小

（「1+1=2」，「2+2=4」，「3+3=6」），學生一看便想出答案，無需用手指數算，所以實

際需要記的算式，只有大約六道。 

 

 

 

 

 

 

 

 

 

 

 

 

 

 

 

 

 

 

 

 

 

圖二：「同數相加」 

 

「兩數相差 1 的加法」是指兩個相差 1 的一位數相加的加法，例如：「1+2=3」，

「2+3=5」……等。教授「同數相加」目的是協助學生計算「兩數相差 1 的加法」，例如

「2+3=?」，因為「2+2=4」，而「2+3」比「2+2」多1，所以「2+3=4+1=5」。在課堂工作紙

中（圖三），我們利用數粒協助學生比較「1+1=2」與「1+2=3」；「2+2=4」與「2+3=5」；

「3+3=6」與「3+4=7」等，讓學生發現每兩道算式的相同與不相同之處，然後思考如何利用

「同數相加」幫助計算「兩數相差 1 的加法」。透過數粒配合算式的比較，學生就較容易理

解右方算式的結果比左方算式的結果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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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兩數相差 1 的加法」 

 

三三三三、、、、    「「「「湊十法湊十法湊十法湊十法」」」」    

 

「湊十法」是較普遍使用的心算技巧，有助計算兩個一位數之和大於 10 的加法。在使用

「湊十法」時，學生需思考把哪個數湊成10，然後把另一個數拆成兩數。我們可從兩個方法

分析「8+5=?」的步驟，見圖四，與學生討論「方法一」與「方法二」的不同之處，讓他們

選擇自己認為較容易的方法。 

 

 

 

 

 

 

 

 

 

 

 
圖四：「湊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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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利用加法計算減法利用加法計算減法利用加法計算減法利用加法計算減法」」」」    

 

在計算「18以內基本加減組合」時，普遍學生對減法感到較為困難，他們在加減綜合的測試

表現中，加法的表現往往較佳。在小一上學期的課程中，學生已認識了加減的關係，例如：

在 5 的組合中，「2+3=5」、「3+2=5」、「5−3=2」及「5−2=3」，學生如能靈活運用此關係，

就能運用計算加法的能力，協助找出減法的結果。在商議教授此策略時，我們擔心學生混淆

加法及減法的概念，因此我們計劃此心算技巧安排在下學期的中段教授，待學生認識減法的

概念後，經過約半年的鞏固期，當他們對減法概念有較紮實的根基後，才引入「利用加法計

算減法」的策略。另一方面，學生先掌握加法心算技巧後，才能有效地運用此策略，達事半

功倍之效。 

 

學生在上學期認識加減的關係時，常利用三個圓形圖，表示三個數的加減關係。因此，學生

在認識如何利用加法計算減法時，會先因應減法題目的兩個數字繪圖，再利用加法計算出第

三個數，這就能找出減法的答案（圖五）。 

 

 

 

 

 

 

 

 

 

 

 

 

 

 

 

 

 

 

 

 

 

 

 
圖五：「利用加法計算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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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及反思成效及反思成效及反思成效及反思    

 

經過課堂的實踐，老師發現大部分學生能逐漸掌握不同的心算技巧，我們理解到要照顧學生

的學習多樣性，引入不同的心算技巧，包括「10 的加法」、「9 的加法」、「同數相加」、

「兩數相差 1 的加法」、「湊十法」及「利用加法計算減法」等，讓學生選擇使用，學生會

因應自己的能力或喜好，選擇合適的策略運算。能力稍遜的學生需要較長時間練習，才能掌

握及熟練，因此平日恆常性的 5 分鐘心算技巧練習是照顧他們學習需要的關鍵，也是掌握心

算技巧的要訣。我們察覺到大部分學生對掌握「18以內基本加減組合」漸有進步，在「一分

鐘大比併」課堂比賽活動中，不少學生在下學期的成績比上學期有明顯的進步。 

 

總結整個學習過程，老師認同逐步引入不同的心算技巧有助提升學生運算「18以內基本加減

組合」的能力，亦能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及建立自信心。不同的心算技巧需要不同的先備知

識，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選擇使用，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另一方面，這些心算技巧能互

相輔助，學生掌握了較淺易的心算技巧，能有助他們運用較艱深的心算技巧。我們希望藉著

是次分享會與各校老師交流教學的經驗，亦歡迎與會者提出意見，促進彼此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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