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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小學數學科正逐步推行新修訂的數學課程，其中一個目標是加強數學課程之縱向銜接 

(課程發展議會，2017a)。在圖形與空間範疇，新課程加入了圖形包含關係的學習內容，例如

所有正方形皆是菱形、所有長方形皆是平行四邊形等。漢華中學(小學部)本學年參加了校本

支援計劃，四年級的教師與支援人員共同備課，探討教授這個課題的方法。本文旨在介紹四

邊形的包含關係，教師在教授此課題時所用的教學方法，及學生的相關學習表現。 

 

四邊形的包含關係四邊形的包含關係四邊形的包含關係四邊形的包含關係    

在修訂的數學課程，學生於二年級學習正方形和長方形，了解這兩個圖形的基本性質。

到了三年級，便學習平行四邊形，並學習所有正方形及長方形皆為平行四邊形。到了四年

級，便學習菱形，並學習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及平行四邊形的關係，學生要了解正方形是

長方形的一種，正方形、長方形、菱形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以及正方形是菱形的一種。我

們可以用以下圖表，歸納這四個圖形的關係。 

 

 
 

圖一：各類四邊形的關係。A → B 代表 A 是 B 的一種。 

  



引入包含關係的原因引入包含關係的原因引入包含關係的原因引入包含關係的原因    

 包含關係會影響學生在小學其它課題的學習。舉例來說，在周界的課題，教師想學生了

解，固定的周界，可以畫出不同的長方形，故請學生畫出幾個周界是 200 厘米的長方形。學

生可能有以下的畫法 (圖二)。 

 

 

 

 

 

 

 

 

 

 

 

 

圖二：幾個周界都是 200 厘米的長方形。 

 

學生可能會提問，邊長 50 厘米的圖形，是正方形還是長方形﹖這可能引來爭議。如果學

生知道正方形是長方形的一種，就會減少這類爭議。在面積的課題，教師還可以問學生，周

界長度是 200 厘米的長方形，哪一個面積最大﹖原來圖形是正方形的時候，面積最大。學生

了解包含關係，教師便更容易講解這內容。 

 

數學科的中小銜接數學科的中小銜接數學科的中小銜接數學科的中小銜接 

學生能了解四邊形的包含關係，有助他們在初中時學習數學。因為在初中，學生需要學

習更多四邊形的性質，例如平行四邊形的性質，便有對邊相等、對角相等及對角線互相平

分，學生了解長方形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便能明白長方形擁有所有平行四邊形的性質，也

有長方形本身獨有的性質：對角線相等，及對角線互相平分為四條相等的線段 (表一)。同

理，其它四邊形之間的包含關係，也有助學生了解四邊形的性質，例如菱形也有平行四邊形

的所有性質 (表二)。 

 

表一：初中數學課程有關長方形的性質 (課程發展議會，2017b) 

 



表二：初中數學課程有關菱形的性質 (課程發展議會，2017b) 

 

 

 在初中的數學課程，用包含關係理解各類四邊形，有助學生學習演繹幾何。現嘗試舉一

例子說明，給出一個菱形 ABCD (圖三)，已知角 ADC 是 60
0
，問角 ABC 是多少度﹖ 

 

 

 

 

 

 

 

 

圖三：菱形求對角的問題。 

 

 由於我們知道菱形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而平行四邊形有對角相等的性質，所以我們就

能得出角 ABC 是 60
0
 的結論。如果四邊形之間沒有包含關係，上述問題便難以輕易地解決。

初中的數學課程，著重邏輯推理，而部份論據的基礎，就是四邊形之間有包含關係，由此可

見包含關係的重要 (Clements, 2003)。在小學階段，學生不必學習圖形性質的邏輯推論，但

初步了解四邊形的包含關係，相信有助他們銜接初中的數學學習。 

 

對數學尖子的影響對數學尖子的影響對數學尖子的影響對數學尖子的影響    

 以往有一部份學生在小學階段已經學習了四邊形的包含關係。小學數學比賽題目要求的

數學知識，可能涉及中學的數學內容，學生課餘學習競賽類的數學，已經接觸到中學的數學

內容，包括四邊形的包含關係。舉例來說，圖四由 12 個小正方形組成，題目會問圖中共有多

少個長方形﹖ 

 

 

 

 

 

圖四：由 12 個小正方形組成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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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競賽題，當數算圖形中的長方形數量時，通常也會計算正方形的數量，也就是說會

把正方形看成是長方形的一種。故此，一部份數學尖子已經從課外活動學習了包含關係，如

果教師在教學時不提及，甚至不接受四邊形的包含關係，也可能令這些學生感到困惑。新課

程引入了包含關係，便能減少這方面的爭議。 

 

四邊形性四邊形性四邊形性四邊形性質質質質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    

接下來，我們先談論四邊形性質的教學，然後才討論四邊形包含關係的教學。我們在教

學嘗試中，發覺學生熟習了四邊形的性質後，才能順利學習包含關係。 

 

 在小學階段，四邊形的性質，主要是兩個關於邊的性質和及一個關於角的性質。邊的第

一個性質，是對邊的平行性質，指一個四邊形，其對邊有以下三種可能：沒有對邊平行、只

有一組對邊平行及兩組對邊平行。邊的第二個性質有關長度，指一個四邊形其兩組對邊長度

相等，或四邊長度相等。四邊形角的性質，是指四邊形的四個角是否直角。教學時，教師逐

一向學生解說以上三個性質，並給予圖例，讓學生分辨圖形有哪些性質。學生在二、三年

級，學習正方形、長方形及平行四邊形時，也有學習四邊形的性質，只是以往在不同課題中

學習這內容，知識可能較為零碎，在四年級這個階段，教師為學生有系統地重溫，學生就能

整理所學。從課堂觀察，學生學習四邊形的性質時，過程頗為順利，從學生的課業(圖五)可

見學生能明白學習的內容。 

 

 上述的三個性質，適用於所有四邊形，因此教師在教學時，先著眼於讓學生熟習這三個

性質，到最後才和學生討論他們常見的五類四邊形，即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

及梯形有哪些四邊形的性質，並用一個表格總結所學 (圖六)。 

 

    

圖五：有關四邊形邊的平行性質的學生課業。  圖六：用表格歸納四邊形的性質。 



 為了鞏固學生對四邊形的認識，支援人員編寫了相關的 GeoGebra 課件。GeoGebra 是近

年常用的數學教學軟體之一，用家能利用編程的方式製作課件，展示線段及平面圖形等幾何

物件，應用廣泛，有助學生學習數學(Hohenwarter & Jones, 2007)。支援人員編寫了一個製

作四邊形的 GeoGebra 課件 (圖七)，課件提供了四條線段，讓學生製作四邊形。學生可以選

擇製作四邊形、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或梯形，而學生完成指定的四邊形後，

可以用課件提供的檢查答案功能核對答案，看看自己是否正確地製作四邊形。如果課時不

夠，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向學生簡單地介紹這課件，然後請學生回家後使用課件製作四邊形，

促進學生自學。學生鞏固好對四邊形性質的認識，便可以學習四邊形的包含關係。 

 

圖七：製作各類四邊形的 GeoGebra 課件。 

網址：https://www.geogebra.org/m/gdscspms#material/t4dttuqj 

    

四邊形四邊形四邊形四邊形包含關係包含關係包含關係包含關係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 

四邊形的包含關係，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未學習這內容前，學生一般以為各

類四邊形是沒有關連的，例如他們會認為正方形不是長方形，長方形不是平行四邊形，平行

四邊形也不會有直角。在備課的過程中，教師和支援人員討論方法，務求令學生在學習時更

為暢順。 

 

我們的教學流程如下：首先，我們先用容易明白的生活例子，向學生介紹包含關係；第

二，我們用簡單的數學例子，引導學生學習；第三，當學生明白了圖形的包含關係，我們才

正式教授四邊形的包含關係。這樣鋪展學與教，避免了在教學初期，學生還未理解包含關係

時，就直接學習四邊形的包含關係 (例如正方形是菱形的一種)。 

 

首先，教師用簡單的生活例子引入包含關係，例如顯示一幅老虎的圖片，然後問學生：

「這是不是老虎﹖」當學生回答是，就再問學生：「這是不是動物﹖」學生也會回答是，然後



教師便乘此契機向學生解釋。以往學生做練習，一張圖常常只會對應一個答案，但是這不是

必然的。在剛提及的例子，一幅圖片對應了兩個答案，一幅圖片顯示的既是老虎，也是動

物。用了生活例子來解說後，教師就轉為用數學例子，請學生討論正方形是否四邊形的一種 

(圖八)。 

 

 

 

 

 

 

 

 

 

 

 

 

 

 

圖八：討論正方形和四邊形關係的課業。 

 

 學生很容易便理解到正方形是四邊形的一種，在 C欄，學生應該在正方形和四邊形兩格

都加上剔號，同理，也應該在 E 欄的兩格都加上剔號。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份不是數學課程

要求的學習內容，但教師們想經由這個簡單的例子，令學生初步認識包含關係，明白一個物

件可以有兩個身份，及明白句式「所有 X皆是 Y」及「X是 Y的一種」的意義，這樣有助學生

稍後學習較難的包含關係。 

 

學生明白了簡單的包含關係後，就開始學習較為複雜的包含關係。教師教授正方形是菱形

的一種，先在白板貼上正方形和菱形的性質，例如菱形有兩組對邊平行及四邊長度相等。經

過簡單的重溫，教師就派發課業 (圖九)，當中顯示了三個圖形，學生要分辨它們是否菱形。 

 

學生能分辨圖形 1 不是菱形，也知道圖形 2 是菱形，到了圖形 3，學生知道圖形四邊相

等，但不確定這圖形是否菱形。這時候，教師向學生顯示一個製作四邊形的 GeoGebra 課件 

(圖十)。學生在課件中選了菱形後，可隨意移動線段，不論如何移動線段，課件都會顯示出

一個菱形。 



 
圖九：學習正方形和菱形包含關係的課業 

   

 

圖十：移動線段製作四邊形的 GeoGebra 課件。 

網址：https://www.geogebra.org/m/gdscspms#material/jnstd2rm 

 

 教師請學生嘗試移動線段，製作不同的菱形，有學生製作了正方形，會感到有點疑惑 

(圖十一)，教師就請學生思考當中的原因，當學生仔細想想正方形和菱形所擁有的性質，加

上他們之前學習正方形和四邊形的關係，漸漸地，學生就明白正方形有菱形的所有性質，故

此，正方形是菱形的一種。明白了這概念，教師就請學生繼續完成圖八的課業，學生能夠在

B欄和 E 欄的兩格，都加上剔號。至此，學生就完成了正方形是菱形的包含關係的學習。 



 

圖十一：用製作菱形的 GeoGebra 課件製作了正方形。 

 

 我們用相同的課業設計及教學方法，教授其它四邊形的包含關係。例如，在教授菱形和

平行四邊形的包含關係時，教師也請學生分辨圖形是否菱形和平行四邊形，並用 GeoGebra 課

件解說。由課堂觀察及學生課業(圖十二)所見，學生的學習也很順利。 

 

 

圖十二：菱形和平行四邊形包含關係的學生課業。 

 

學生一下子學習了幾個四邊形的包含關係，為了幫助學生鞏固所學，教師在這節課的完



結部分，設計協助學生總結所學的課業，給出了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及梯形

的圖像，請學生填寫配合圖例的名稱，並指出各圖有哪幾個不同的身份 (圖十三)，學生經此

總結，就更加明白各類四邊形的關係。 

 

圖十三：總結四邊形包含關係的課業。 

總結經驗總結經驗總結經驗總結經驗 

是次教學，教師運用了四種教學策略，包括：第一，鞏固基礎知識，重溫四邊形邊和角

的性質，認識四邊形的邊的平行性質、邊的長度性質及角是否直角的性質。第二，教師用了

由淺入深的方法介紹包含關係，教師加入了新的教學內容，讓學生認識所有老虎皆是動物，

及所有正方形皆是四邊形，令學生容易明白包含關係的意思。第三，學生面對大量描述數學

內容的文字，可能感到沉悶，或覺得難以理解，教師在教學中用了很多圖例輔助，這樣學生

就不必只是閱讀有關包含關係或四邊形性質的句子。第四，教師用了電子工具輔助教學，電

子工具能快速顯示很多例子，而學生使用電子工具學習，通常也會覺得新鮮和有趣。 

 

本個案的四年級學生在初小的時候學習舊課程，部份學生已經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

以為正方形不是長方形，平行四邊形不會有直角。當他們初初學習四邊形的包含關係時，會

感到困惑，但當他們細閱各類圖形的特性，發現正方形擁有長方形的所有特性，然後又發

現，在 GeoGebra 製作長方形的課件內，可以製作正方形，他們就漸漸明白不同圖形是有關

係的。 

 

教師有時也遇到以下情況，學生在課堂上能正確回答問題，顯示他們了解包含關係，但

學生的功課卻答錯了，待教師詢問學生原因後，才發現學生家長用舊的觀念教授學生，要學

生「改正」，因此學生反而答錯了。因此，學校也可以從家長教育著手改進學生學習。除了上

述提及的少許阻礙，由觀課所見，學生學習大致暢順，學生在課後練習的表現也理想，評估

時，學生的表現也不俗。總括而言，學生的學習表現是令人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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