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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折扣」添一點趣味 

陳麗萍 

英華小學 

引言 
根據課程指引，「折扣」是小學六年級的其中一個學習重點，是「百分

數」的生活應用例子（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一般學生經歷計算百分

數應用題之後，對有關折扣的應用題都會感到缺乏挑戰性，有時甚至抱著

輕視的態度。有見及此，為了不想課堂只有沉悶的計算，筆者嘗試在學生

掌握了簡單折扣應用題的計算後，加插以下兩個前後呼應的折扣應用處

境，以工作紙的形式讓學生完成，期望學生能在呆板計算之中，找到學習

數學的樂趣。 

工作紙一： 
服裝店有上衣 30件及長褲 30條，並打算以下面價格出售： 

上衣每件 260元，八折出售 
長褲每條 140元，九折出售 

1. 如果所有上衣及長褲都全部售出，可得多少元？ 

2. 最後，店主為方便計算，把上衣及長褲以「每套 400元，八五折出售」。

這樣，如果所有上衣及長褲都全部售出，可得多少元？ 

3. 比較兩種算法的結果。如果你是店主，你喜歡哪一種銷售方式？ 

為什麼？ 

工作紙二： 
服裝店來了一批新貨，分別有上衣 30件及長褲 30條，並打算以

下面價格出售： 

上衣每件 470元，九折出售 
長褲每條 130元，八折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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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以上所有上衣及長褲都全部售出，可得多少元？ 

2. 有顧客提議把上衣及長褲以「每套 600元，八五折出售」，店主也欣然

接受有關的建議。 

這樣，如果所有上衣及長褲都全部售出，可得多少元？ 

3. 如果你是店主，你會接納顧客的提議嗎？為什麼？ 

學生表現 
兩張工作紙的第一、二題，跟一般折扣應用題中求售價的問題沒有太

大分別，學生均能輕易計算出正確答案，這也是筆者預計之內。最有趣的

是，當學生面對〈工作紙一〉的第三題時，他們都能認真地比較兩種計算

方法，並作出結論：第二種計算方法較第一種計算方法多賺一點。因此，

當學生面對〈工作紙二〉的第三題時，大部分都會在未開始計算之前，便

認定店主會接納顧客的提議，因為這是可以增加收入的。可是，經一輪計

算之後，他們面上均流露疑惑的神色。接著，部分學生又重新計算，並與

同學互相核對答案，有的甚至說：「莫非我們集體算錯了？」幾經折騰，學

生開始相信自己沒有算錯，但問題出現在哪兒呢？這才是學生要面對的挑

戰。 

經過之前的反覆計算及分組討論後，學生逐漸發現問題在於原價及折

扣上，但要一下子解釋問題的關鍵，仍然有些困難。接著，他們開始考慮

兩張工作紙中，第 2 題的處境下，那些貨品的售價所帶來的額外損益。經

一輪師生多向互動後，得出一些結論來。筆者把學生的想法總結成以下計

算︰ 

〈工作紙一〉第 2題的算法與原算法比較， 

每一件上衣多收了︰260元 × (85% – 80%) = 13元 

每一條長褲少收了︰140元 × (90% – 85%) = 7元 

即每套多收了︰13元 – 7元 = 6元 

〈工作紙二〉第 2題的算法與原算法比較， 

每一件上衣少收了︰470元 × (90% – 85%) = 23.5元 

每一條長褲多收了︰130元 × (85% – 80%) = 6.5元 

即每套少收了︰23.5元 – 6.5元 = 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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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當學生明白問題所在，並說出︰「透過〈工作紙二〉中第二種計算方

法所得可知，長褲所多收的錢未能補貼上衣所少收的錢。」筆者不禁從心

裡為他們歡呼，因為由此可知，學生已完全解決了問題。原本預算利用一

節課進行有關的活動，由於學生激烈的討論，最後花了約五十分鐘才完成。

縱然超時，筆者仍覺得值得。況且經過這樣的討論，學生不但對折扣有更

充分的掌握，而且會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應用上變得更加小心。若下次時

間許可，甚至可著學生進一步探討以下問題： 

服裝店有上衣 30件及長褲 60條，並打算以下面價格出售： 

上衣每件 400元，八折出售 
長褲每條 300元，九折出售 

若買一套（上衣一件和長褲一條），

可得八五折 

有顧客提議：「既然買一套有八五折，那我就全部上衣和長褲都以

八五折買下，省了瑣碎計算。」如果你是店主，你會接受這個建

議嗎？為什麼？ 

本文承蒙馮振業博士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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