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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聯立二元一次方程的一些建議 
 

許慧貞 

1999 數學課程內容有關的部份及一般課本的教學流程 
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1999 年編訂的中學數學科課程綱要，有關聯立

二元一次方程的基礎部份課題如下： 

4.3 第三階段的學習重點 
4.3.1 數與代數範疇 
代數關係式與函數 
一元一次方程  建立及解一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  繪畫及探究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 

 以代數方法及圖解法建立及解聯立方程

 認識圖解法的近似性質 
4.3.2 度量、圖形與空間範疇 
以解析法學習幾何 
坐標簡介  明白及運用直角坐標和極坐標系統來描

述平面圖上點的位置 
 能夠利用直角坐標系統的序偶找出平面

上的點 

一般課本的教學流程包括下列章節： 

 一元一次方程 

 認識直角坐標系統 

 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 

 解聯立二元一次方程 —— (i) 代入法、(ii) 消元法、(iii) 圖解法 

 應用題 

我認為只根據教科書將內容講授並不足夠，穿插加入下列一些重點，

更能說明這五個章節之間的關係，編織出較清晰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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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建議加插的重點 
1. 單一條二元一次方程無解？ 

請學生比較以下兩題： 

解 2x + x = 12 .................................................... (1) 
和 解 2x + y = 12 .................................................... (2) 

方程 (1) 得 x = 4，沒有難度。但對於方程 (2)，學生或會認為左方的

2x + y 不能簡化，故無解！ 

老師應引導學生認識「什麼是解？」這個問題。兩個數x、y如「符合」

2x + y = 12，便是 2x + y = 12 的解；x甚至可以不等於y。從這角度看，方程 
(2) 比方程 (1) 寬鬆得多了，可以輕易計算出幾組解。它甚至有無限多個

解！(#)

在學生未學習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時，可以請學生嘗試去解單一條二

元一次方程，學生即面對一個問題 —— 如何有條理地表達這多個解？ 

將這多個解的 x 及 y 有序地表列，可以作為引伸至直線圖像的伏筆；

稍後教授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時，再引導學生欣賞在坐標系統畫得的直線

能有效地表達它眾多的解。 

2. 二元一次方程本身和它在坐標系統的化身（直線） 
經學習後，學生懂得依照下列步驟畫出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 

(i) 計算出若干個符合二元一次方程的 x、y 組，將之表列 

(ii) 用序偶 (x , y) 表示每一 x、y 組 

(iii) 將所有序偶 (x , y) 正確標示在直角坐標系統上 

(iv) 將點連成一直線 

一般學生只是將直線圖像理解為由方程繪畫而成的「產物」。 

二元一次方程本身和它在坐標系統中的化身（即直線）一化為二又二

合為一的關係，是一個較為深入的數學概念，學生熟練地畫出圖像不等於

他真正明白。對於一個初中生，真正明瞭這個概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在這裡值得討論同在直線上其他點的序偶，包括畫線初步未有涉及的

點及延長直線所得的點，與二元一次方程本身有什麼關係。 

                                           
(#) 是否引申至這點視乎學生的水平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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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聯立」的含義及「圖解法」的特點 
單一條二元一次方程有（無窮）多個解，那麼兩條「聯立」二元一次

方程有多少個解？ 

這裡有必要說明數學邏輯「及」的意義 —— 同時符合兩條方程的解

才是「聯立」二元一次方程的解。這個概念可以在應用題的實例中加以深

化。 

沿用「聯立」的含義，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將兩條方程各自求解，各

得若干個符合該單一方程的 x、y 組，從中對照尋找相同者，行得通嗎？事

實上我們甚少這樣做，就算行得通，又是否失於笨拙呢？ 

「圖解法」是基於同一個理念，但做法瀟灑得多了。 

在圖解法，兩條二元一次方程是各自為政，各自畫取直線其實是各自

求解！只要將兩條直線畫在同一個圖，如有需要，將之延長至相交，便大

功告成了。 

這裡還請學生反思：「圖解法」中的相交點為什麼便是聯立方程的解

呢？ 

4. 有靈感嗎 —— 聯立方程如何用代數方法求解？ 
在正式教授任何聯立方程的解法之前，請學生「腦震盪」一會，依次

考慮例如以下四組聯立方程，用他們認為合理的方法求解，或會有意想不

到的收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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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及第 2 題表面有點無聊，卻是不失為導入「代入法」正規步驟的

一個方法。 

5. 「代入法」和「消元法」的異同 
代入法和消元法各有千秋，有時是消元法較快，有時是代入法較佳，

有更多情形是兩者差不多；應鼓勵學生多觀察思考，有策略地選取適合的

方法（請參看下列第 6 點）。 

代入法和消元法表面的步驟不同，但都是設法將兩條方程「互動」而

產生一條一元一次方程，這個過程亦體現了「聯立」的含義；求得其中一

個未知數（x 或 y）之後，結已解開，之後便易辦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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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代入法／消元法的策略 —— 方程可以「貌相」嗎？ 
對於例如下列各題聯立二元一次方程，可引導學生討論： 

(i) 「代入法」還是「消元法」較佳？為什麼？ 

(ii) 要將整條式乘大或縮小嗎？倍數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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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有兩種方法的一手經驗之後，讓他們暫且放下筆，發表意見，

並要求他們比較及口述計算步驟，教導他們有意識地監控和表達自己的解

題過程。 

討論是開放的，各人會有不同的觀點呢！ 

7. 圖解法的優點 
學生的學習經驗尚淺，未必理解圖解法的重要性。如果目標純為求解，

較便捷的代數法（代入法或消元法）自然是首選。 

可是，當要討論聯立二元一次方程「解的性質」——「有唯一解」、「有

無限多個解」及「無解」的三種情況時，圖解法提供了有啟發性的思考方

向，「兩條直線相交時有多少種可能性？」這種思考恐怕在純代數範疇是無

法達致的。在這裡，圖像思考與純代數思考互相補足，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結語 
上述數點旨在比較單一條二元一次方程及聯立二元一次方程，以及代

入法、消元法及圖解法，並嘗試說明二元一次方程圖像的重要性。 

老師教學時，以教科書為藍本之外，加入適當的補充，或可免除學生

「只見樹木，不見森林」之弊，建立較通達穩固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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