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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鳥是天空的一部份」—— 上海觀課後有感 

 

葉葆誠 

英華小學 

復活節假期前全校老師有機會往上海參觀兩所小學及作交流，在這數

天中的一節數學科示範課的內容是「整體與部份」。 

此課的對象是三年級的學生，全班人數共 28 人，以合作學習的模式每

4 人一組圍桌而坐。此課是學生學習分數前的一節預備課，而此課的課眼

是：「一數既可作整體，亦能作部份。」 

這課題的設計與香港一般老師、教科書處理「分數」時的安排有異，

此地一般開始教授「分數」是透過分物活動，由「等份」及「等分」概念

入手；而此節課從沒觸及此概念，授課老師事後分享時亦聲明此是刻意之

舉： 

全節課分為以下的幾個學習活動： 

1. 讓學生觀察中國全省地圖，帶出「各個省是中國的一部份」； 

2. 讓學生動手在不同的基本圖形（長方形、正方形、等邊三角形和

圓形）上的一部份塗上顏色，帶出「著色部份是全個圖形的一部

份」（圖一）；  

 

圖一：學習活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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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察青藏鐵路圖及讓學生說出：「每一個站可看成是全條鐵路的一

部份，而其它小站也可成此站的一部份」（如「西寧至格爾木」是

整條「青藏鐵路」的一部份，而「德令哈至格爾木」則是「西寧

至格爾木」的一部份），在此引出課眼 1； 

4. 分派哈哈笑工作紙，讓學生填色，並將結果與其他同學說說（圖

二）； 

 

圖二：學習活動 4 的工作紙 

5. 觀察圖畫（上有小鳥、蝴蝶、貓和狗），讓學生說出各整體與部份

（圖三）； 

 

圖三：學習活動 5 

6. 利用不同比例的上海地圖，總結出「某些東西既可作整體，亦可

作部份」（如該小學是該區（整體）的一部份，而該區又是上海（整

體）的一部份）。 

                                           

1 青藏鐵路沿途車站：西寧、德令哈、格爾木、安多、那曲、當雄、拉薩。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4%BB%A4%E5%93%8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0%BC%E5%B0%94%E6%9C%A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9%E5%A4%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2%A3%E6%9B%B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D%93%E9%9B%8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B%89%E8%90%A8&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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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處理自然讓本地老師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而且針對了學生學習

分數的其中一個學習難點：學生未透徹認識分數及其相對的「1」的關係（如

圖四所代表的，究竟是 
4

1
1 ？還是

8

5
？學生可能會有所混淆。為甚麼？）。 

 

圖四：這是 
4

1
1 ？還是 

8

5
？ 

這學習難點的出現可能與本地的課程的設計有關：在三年級開始教授

「分數」時，不同的學習活動及討論只著重處理「小於 1」的分數，因假

分數及帶分數在四年級才開始出現，而且緊接著的學習內容還有的「擴、

約分及同分母分數加減」，在官方建議的 16 節教學節數中，較具體且學生

易於操作的「擴、約分及同分母分數加減」自然易成為教學上的著眼點（老

師較容易從學生的習作中知道學生是否掌握）；抽象的分數「整體與部份」

概念，自易被師生所忽略，老師以為學生懂了，卻要在日後學習「分數乘

除」時才浮出現問題。 

雖然此節示範課在針對以上的難點為我帶來一些啟示，但在課堂中有

兩句學生的說話卻令我難以放下：第一句是在課堂中的第 4 部份時出現，

此節活動是讓學生在 8 個哈哈笑圖中選取其中數個填色，然後說出如「3

個填了色的哈哈笑是 8 個哈哈笑的一部份」；這亦為日後學習分數的其中一

個意義 ——「作為一組物件的一部份」留下伏筆；可是活動中竟有學生拿

著未填色的工作紙說：『哈哈笑是長方形（外框）的一部份』（圖二）。 

另一句說話就是在課堂中的第 5 部份出現，此節活動是讓學生觀察圖

畫，說出如「3 隻小狗是各動物的一部份」，或「白色小狗是 3 隻小狗的一

部份」，然而有學生卻說出：『小鳥是天空的一部份』。 

思量出現以上兩句意外說話的原因，可能是整個學習過程全透過學生

利用視覺進行，如地圖、鐵路圖等，學生對具體的圖形（如面積大小、顏

色異同）的印象十分深刻，而且未能有效過渡至抽象的數學概念；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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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相信是課堂從開始就不涉及「等分」及「等份」，只提及「整體」與「部

份」，學生必然只能從圖像去理解此等概念。我們可以利用數字 1 去代表其

中 1 個「等份」，8 份去代表「整體」（圖五），而很難用數字去代表「部份」

（圖六）。雖然說出以上兩句說話的學生只佔少數，但其餘的學生是否有相

同的問題呢？且日後學習分數的「等分」及「等份」時，對圖形的深刻印

象會否成為一個「干擾」呢？ 

  

圖五：「等分」後，1 就是其中 1 個

「等份」，而 8 個「等份」就是整體。 

圖六：如何利用抽象的數字表達陰

影部份？ 

由「個體」中的分數觀念，過渡至「群體」中的分數觀念，抽象的「等

份」觀念甚為重要，否則學生就會對「小嬰兒佔全體人數的 
5

1
」（圖六）

出現疑問：「不是只有『等份』才會有分數的意義嗎？」 

         

圖七：雖然高矮肥瘦不同，但大家都是「人」。 

雖然有以上的疑慮，但我仍會將以上的活動修訂後放入學生的學習活

動中，如將圖三的背景移去，只餘下動物，那便不會出現「小鳥是天空的

一部份」般詩意的句子；而且不會安排於三年級分數教學之前進行，而是

將活動放在四年級中，完成後可讓學生討論圖四中代表的究竟是 
4

1
1 ？還

是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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