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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兆東老師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周界是高小數學科度量範疇的課題。學生在四年級學習周界的概念、量度平面圖形的周界、

計算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界及計算由正方形和長方形拼砌成的圖形的周界；到了六年級，就

學習圓周的概念及計算方法 (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生在周界課題的學習表現是頗為參

差的。學生應付簡單的周界問題，似乎沒有多大困難，例如圖形已提供所有邊長，學生能把

各邊長總和相加求得周界。但當遇到困難的問題，學生會因為未有好好掌握概念而未能成功

解題。例如圖形沒有提供所有邊長，要求學生推測圖形中某些邊的長度，學生有時會誤以為

資料不足；又例如問題提供兩個形狀頗為相似的圖形，要求學生比較兩圖周界的長短，學生

會混淆周界與面積，而導致錯誤解題 (Livy, Muir & Maher, 2012)。    

 

科技快速發展，電子教學軟件也迅速發展，當中有兩類軟件頗重要，一是電腦代數系統 (英

語是computer algebra system)，二是動態幾何軟件 (英語是dynamic geometry software)。

電腦代數系統依據用家輸入的數學符號進行運算，例子包括 Mathematica 及 Maple。動態幾

何軟件著眼於探究點、線及圖形的關係，如： Cabri 及 Sketchpad 等。兩類軟件發展多年，

現今電腦代數系統亦會加入畫圖工具，方便用家想像抽象的數學方程。動態幾何軟件也會加

入代數運算，用以解決更廣泛的數學問題 (Hohenwarter & Jones, 2007)。GeoGebra 是近年

新發展的數學軟件，集電腦代數系統及動態幾何軟件兩者之長，用家能利用編程的方式設件

各類課件，展示點、直線、曲線等幾何物件，應用於小學及中學的數學學習。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的老師和支援人員共同備課，討論周界課題的部分教學重點，然後設計

紙筆練習及 GeoGebra 課件，以輔助學生學習。本文旨在介紹是次教學案例。有一點要留意的，

就是這篇文章並非完整講述周界課題的教學，而是選取周界課題內的四個學習點，講述這些

學習點的重要性，然後討論相關的教學活動，並講述學生學習時的表現。 

 

 

周界周界周界周界的的的的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接下來，我們將敍述備課時選取的四個教學重點，以及輔助的 GeoGebra 課件及課堂活動，這

次分享會的所有 GeoGebra 課件均存放於網頁 https://www.geogebra.org/m/mden93ex (圖

一)。教師可利用互聯網上的製作二維碼 (QR code) ，把 GeoGebra 網頁製成二維碼，再把

編碼派發給學生，學生便能利用平板電腦的二維碼掃描器掃描編碼，開啟 GeoGebra網頁進行

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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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GeoGebra 周界課件目錄 ( https://www.geogebra.org/m/mden93ex )。 

 

在備課過程中，教師和支援人員討論學生的學習難點，這些難點都是關於學生沒有清楚了解

圖形的周界而導致的。為了具體呈現圖形的周界，好讓學生克服學習的難點，支援人員編寫

了四類 GeoGebra 課件，其目的分別是幫助學生鞏固圖形周界的計算、比較兩個圖形的周界、

認識拼砌而成圖形的周界及明白遷移線段求周界的技巧，接下來會詳細介紹這些課件。 

 

一一一一、、、、    鞏固鞏固鞏固鞏固圖形圖形圖形圖形周界周界周界周界的計算方法的計算方法的計算方法的計算方法    

 

教學初段，學生剛明白圖形周界的計算方法。為了幫助學生熟習周界的計算，教師讓學生製

作各類閉合圖形，並計算周界的長度。教師也要求學生製作指定周界的圖案，以鞏固學生對

周界的認識。在這部分的教學，重點是讓學生經由製作圖形加深對周界的認識。 

 

為輔助學生繪畫圖形，支援人員編寫了一個 GeoGebra 課件：製作圖形—周界，學生可以用課

件的線段製作多邊形 (圖二)，如果學生想知道各線段的長度，可以自行數出線段的長度，也

可以按下課件中顯示長度的按鈕，課件便會顯示各線段的長度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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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用 GeoGebra 課件製作圖形 圖三：可用「顯示長度」按鈕顯示線段的長度 

 

在課堂上，教師可以安排周界的不同教學活動。例如，教師讓學生隨意製作由水平線及沿垂

線組成的圖形，然後求出圖形的周界，之後學生可按下顯示長度的按鈕，覆核計算圖形的周

界。又例如教師要求學生製作指定周長的圖形，課堂所見，既有學生製作簡單的圖案 (如長

方形)，也有學生製作複雜的圖案 (如圖四)，顯出學生甚有創意。 

 

圖四：學生製作周長是 14單位的圖形 

 

上述提及的活動，也可以用紙筆進行，但是用了平板電腦，學生就能快速製作圖案，即是用

相同的活動時間，學生用平板電腦，能製作更多圖案。另一個好處是學生能快速改變圖案。

舉例來說，教師要求製作周界是 14個單位的圖形，學生發現自己原來做了周長是 12 個單位

的圖形，那麼學生只要在平板電腦上改變圖案中的某些線段，就能快速修正圖案。如果學生

用紙筆繪圖，要改成另一個圖案，學生就要擦掉原本的線段，再補畫新的線段，這工序是頗

為費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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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兩個圖形的周界兩個圖形的周界兩個圖形的周界兩個圖形的周界    

 

在學習一個圖形的周界後，接下來是學習比較兩個圖形的周界。如果提供兩個頗為相似的圖

形要求學生判斷，學生有時也只是用直觀判斷，未能正確判斷兩圖周界的長短。例如圖五的

問題 (TSA 數學科 2017 年六年級卷四第 21 題)，學生要比較兩圖周界的長短，有學生會以為

兩圖不同，不能比較周界的長短，有學生受到兩圖大小的影響，而誤判圖形 X 的周界比圖形

Y 的長。 

 

 

細閱上圖，以下哪項描述是正確的﹖ 

A. X 的周界比 Y 的短。 

B. X 和 Y 的周界相等。 

C. X 的周界比 Y 的長。 

D. 無法比較 X 和 Y 的周界。 

圖五：比較兩圖周界的長短 

 

為了讓學生明白比較兩圖周界的技巧，支援人員編寫了幾個 GeoGebra 課件 (比較圖形周界 

—周界 Q1、Q2 及 Q3)，其中一個顯示於圖六，學生可以移動圖中的藍色及紅色圖形，以了解

兩圖的關係，也可以用圖中提供的線段，或工具列的筆繪畫線段，輔助了解兩圖周界的關係。

在活動中，學生可以用課件右上方工具列的筆，標記兩圖相同的部份 (圖七)，這令學生更容

易比較兩圖不同的部分，從而判斷兩圖周界的長短。 

  

圖六：比較兩圖周界的 GeoGebra 課件 圖七：用畫筆在課件上畫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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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活動初段，教師讓學生判斷兩圖周界的長短，學生仍是憑直觀印象判斷。當教師講解

了在 GeoGebra 課件加上標記，學生漸漸明白不應倚賴直觀判斷，而是要細心觀察兩圖相同

和相異的部分，才能準確分辨兩圖周界的長短。 

 

另一類涉及兩圖周界的問題，是由同一幅圖中分割兩圖，然後比較兩圖周界的長短。舉例如

下： 

 
沿着虛線將上圖的長方形剪開成 X 和 Y 兩部分，以下哪項描述是正確的﹖ 

A. X 部分的周界較短。 

B. Y 部分的周界較短。 

C. X 部分和 Y 部分的周界相等。 

D. 無法比較 X 部分和 Y 部分的周界。 

圖八：比較兩個相鄰圖形的周界(TSA 數學科 2007 年六年級卷三第 24 題) 

 

圖九顯示的 GeoGebra 課件 (比較圖形周界—探究兩相鄰圖形的周界)，能協助教師解說兩圖

周界的關係。學生移動圖中滑桿上的黑點，便能分開右方的兩個圖形 (圖十)，方便學生了解

及比較兩圖各邊的長度，從而了解兩圖周界的關係。另外，移動左圖的藍點，也會改變分割

的兩個圖形的形狀 (圖十一)，學生借助移動黑點和藍點，能更深入理解兩圖周界的關係。 

 

圖九：比較兩相鄰圖形周界的 GeoGebra 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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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移動滑桿上的黑點分開右方的圖形 圖十一：移動藍點改變兩相鄰圖形的形狀 

 

從課堂所見，學生剛觀察課件中的圖形，會認為大的圖形周界較長，直至細心觀察兩圖並且

用畫筆記錄兩圖相同長短的線段，才慢慢掌握判斷兩圖周界長短的正確方法。 

 

三三三三、、、、    認識拼砌而成認識拼砌而成認識拼砌而成認識拼砌而成圖形的周界圖形的周界圖形的周界圖形的周界    

 

學生接下來學習解決更複雜的圖形問題。若圖形由多個不同的正方形和長方形組成，計算圖

形的周界，學生就要小心判斷圖形各部分的邊長。圖十二的例子要求學生了解複雜圖形與其

組成部分的關係。 

 

 
左圖可分割成一個長方形和三個正方形。 

(a)長方形的周界是 ____________ cm。 

(b)一個正方形的周界是 ____________ cm。 

圖十二：由多個正方形和長方形拼砌而成的圖形及其相關問題(TSA 數學科 2013 年六年級卷

三第 26題) 

 

為協助學生學習複雜圖形的周界，支援人員編寫了一個 GeoGebra 課件 (圖十三)，內有一堆

正方形，用家可以把正方形變大或縮小，也可以把正方形改為長方形，然後把圖形拼砌成不

同的圖形。學生觀察合拼後的圖形，藉此了解圖形周界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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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可用正方形及長方形組成不同圖形的 GeoGebra 課件 

 

課堂觀察所見，GeoGebra 課件有助加深學生理解複雜圖形。學生經過圖形拼砌，就能理解哪

些線段不應包括在合拼圖形的周界內，及後學生再做相關的紙筆練習，就能進一步澄清當中

的概念。 

 

四四四四、、、、    遷移遷移遷移遷移線段求線段求線段求線段求周界的技巧周界的技巧周界的技巧周界的技巧    

在周界課題中，有一個高階的解題技巧，就是運用遷移圖形線段的方法，快速計算圖形的周

界。舉例來說，有兩個方法可找到圖十四 (TSA 數學科 2016年六年級卷四第 24 題) 左方圖

形的周界。第一個方法，是依題意找出各邊的長度，然後計算總和，就能得出圖形的周界，

這是基本的方法。第二個方法，是發現左圖的周界，相等於一個邊長是 12 cm 正方形的周界，

然後用正方形公式求圖形的周界。第二個方法比較省時，但學生要理解遷移線段的技巧，才

能明白左圖的周界相等於一個正方形的周界。 

 

圖十四：左圖能分割成五個大小相同的正方形，求左圖的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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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支援人員設計課堂活動，協助學生明白此進階計算技巧。教師要求學生先估計圖十五

內兩個圖形的周界，然後再用計算的方法求周界。學生加上每條邊的長度來求出左圖的周界，

再用長方形周界公式求右圖的周界，並發現兩圖周界相同。此時，能力強的學生能解釋為什

麼兩圖周界相同，能力一般的學生認為這只是巧合。 

 

圖十五 估計及計算兩個圖形的周界 

 

教師可以讓學生使用 GeoGebra 課件遷移周界的技巧 (圖十六)，移動課件中的圖形，經由比

對來了解兩圖周界何時會相等，何時不相等，學會遷移周界的技巧，明白在什麼情況下使用

技巧。經過此教學活動，學生更清楚明白遷移線段求周界的技巧了。 

 

圖十六 協助學習遷移線段技巧的 GeoGebra 課件 

 

總結經驗總結經驗總結經驗總結經驗    

在這次教學活動，支援人員和教師挑選了四個周界課題的內容，加強了此四部分的教學，由

課堂的反應及課後的練習，發現學生在這幾方面都掌握得不錯。運用電子教具，對教師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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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省了他們在課前準備部分教材的工夫，也省卻了課後回收及存放教材的時間。對學生來說，

他們用電子教具作圖，比用紙筆作圖更快速，學生也能快速移動圖中的線段去製作新的圖形，

有助了解改變圖形線段對圖形周界的影響。 

 

最後要強調，雖然本文提及如何運用 GeoGebra 輔助學習周界，但是課堂的教學，不只用了

GeoGebra 課件，也用到紙筆的練習，教學要合理地安排紙筆活動及電子活動，並善用提問，

才能促進教學效能。另外，應如何運用電子學習工具，也值得繼續深入探討。例如，教師是

先解說，然後讓學生用電子工具做練習，還是先讓學生用電子工具進行探究活動，再一起總

結學生的發現? 如何能善用電子學習工具，相信是值得繼續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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