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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乘法教學 1 
 

鄧佩玉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摘要 
課程發展議會（2000）發表的《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數學課程指引（小

一至小六）》中建議，在每個學習階段都應預留約 10%至 16%作為「備用教

節」。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善用這些「備用教節」，並對某學習單

位作進一步的探究。筆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與同工分享在教授小三乘法

時如何落實及體驗課程的建議，並作教學的反思。 

引言 
早於九年前，黃家鳴先生及馮振業博士已分別提出「數學化」的理念。

黃家鳴（2000）引述荷蘭數學教育家 Hans Freudenthal的見解，認為我們應

將數學教學視為一種透過「數學化」過程的學習活動。「數學化」是指運用

數學的方法、手段去認識和組織現實經驗的過程。 

本教學設計的理念是源自「數學化教學」。馮振業（2000）指出，「數

學化教學」是讓學生有較完整的數學學習經驗，令他們明白數學產物是由

無到有，由粗疏到精密的演變過程的教學手法。透過這種學習方法，學生

能掌握數學的獨特思考模式、明白數學產物的來歷、循序漸進地深化數學

語言及符號的運用，繼而有助學生增加自信心。此外，本教學設計亦參考

了Wittmann（2009）於Mathe 2000中所提倡的建議：善用有效的數學表徵

來進行教學。 

一般教科書主要透過元、角的概念入手，介紹一位數乘兩位數的直式

計算方法，這樣學生便「學會」了乘法。但筆者認為，這只能讓學生掌握

計算一位數乘兩位數的技巧，而未能真正理解一位數乘兩位數的意義及這

種計算法則的由來。故此，筆者選取此學習單位進行教學設計。 

                                           
1 筆者曾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香港數學教育會議－2009」上以「小三乘法教學」

為題發表演講。此文乃是次演講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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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科書的編排 
課程指引建議，這個學習單位（3N3乘法（一））須安排 10教節來教

授。而一般教科書則建議利用 15教節來教授這個學習單位，有關的編排如

下： 

1. 乘法複習（3教節） 

2. 學習一位數乘兩位數（個位的數不進位）的乘法及解答有關的應

用題（3教節） 

3. 學習一位數乘兩位數（一次及二次進位）的乘法及解答有關的應

用題（3教節） 

4. 學習一位數乘三位數（不進位及一次進位）的乘法及解答有關的

應用題（3教節） 

5. 學習一位數乘三位數（二次進位及三次進位，被乘數包含 0）的

乘法及解答有關的應用題（3教節） 

本教學設計的編排 
本教學設計的教學流程如下： 

1. 複習基本乘法（2教節） 

2. 通過找出遊戲咭／數粒的數量，認識一位數乘兩位數的意義（3

教節） 

3. 認識一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的由來（3教節） 

4. 認識一位數乘三位數的計算方法的由來（3教節） 

5. 解答一位數乘兩位數及三位數的應用題（2教節） 

從以上的編排可知，我們需要利用三節的「備用教節」來鞏固學生對

乘法的學習。 

概念與實踐 

1. 複習基本乘法（2 教節） 
筆者在備課時，覺得要令學生對重溫基本乘法概念時感興趣，必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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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一些具挑戰性的問題來達至。所以筆者沒有應用教科書所編訂的

內容來施教，因為教材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學生透過背誦「九因歌」來學習

基本的乘法關係來擬訂的。對大部份學生而言，以這種方式來學習，未免

有點沉悶。而筆者所擬訂的工作紙是以積的個位數字的特徵來讓學生學習

基本的乘法的關係（詳見於附件一）。筆者發現，學生完成這張工作紙後，

能懂得從另一個的角度再次認識基本乘法的關係，並且對以此方式來重溫

基本乘法的關係感到十分有趣。 

2. 通過找出遊戲卡的數量，認識一位數乘兩位數的意義（3教節） 
筆者引導學生透過把遊戲卡分成兩份方式來找出全部遊戲卡的數量，

繼而推斷出可以乘法及加法來表述結果（詳見於附件二）。過程中，筆者引

導學生討論有哪些可行的分法及哪個分法較快捷方便。結果，學生一致認

為，每橫行 15張的遊戲卡分為 10張和 5張兩部份，然後分別計算出每部

份的數量，再找出兩部份的數量的總和，便是較快捷的方法。 

筆者再要求學生完成這張工作紙餘下的部份，以鞏固剛掌握的計算技

巧。雖然這種技巧能解決超過 10的乘法，但當數量越來越多的時候，便不

能只把物件分成兩部份，要分成更多的部份，才可算出答案來。學生察覺

到有必要改良這種計算技巧，否則計算會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學生擁有這

種想法，正是筆者所期待的，也是設計這張工作紙的其中一個目的。 

3. 認識一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的由來（3 教節） 
學生透過引導式的發現學習法發現：乘數不變時，被乘數擴大 10倍，

積也同時擴大 10倍；乘數不變時，被乘數擴大 100倍，積也同時擴大 100

倍。為了增加學習的趣味性，筆者鼓勵學生自擬挑戰題給其他同學回答。

此外，筆者亦鼓勵學生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乘法的運算規律：被乘數不變，

乘數換成其他的數字，會否出現類似的規律，並嘗試加以說明。當學生理

解了有關的乘法規律後，筆者才向學生介紹繪畫矩陣圖作為思考工具來解

答一位數乘兩位數的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筆者首先只要求學生繪畫矩

陣圖及書寫橫式和步驟。當學生掌握了利用矩陣圖及橫式算出答案後，才

引導學生使用直式來解答。值得一提的是，可先讓學生用自己的方法表示

直式，然後才介紹最簡潔的表達方式。因為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真正掌握

這道直式，而不是靠死記硬背而得來（詳見於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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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一位數乘三位數的計算方法的由來（3 教節） 
透過要求學生利用繪畫矩陣圖來解答一位數乘三位數的問題，有助進

一步鞏固他們掌握矩陣圖作為思考工具（詳見於附件三）。 

5. 解答一位數乘兩位數及三位數的應用題（2 教節） 
由於解答應用題的技巧是學習基本乘法時的必要重點，而解答一位數

乘兩位數及三位數的應用題的策略跟基本乘法的應用題相同，所以筆者不

花篇幅介紹。 

教學反思 
完成了一位數乘兩位數的工作紙後，學生體會到只要掌握 10以內的乘

法，便能解決超過 10的乘法問題。他們對這種威力感到十分讚嘆，亦終於

理解教授小二數學的老師們的苦心了。此外，筆者發現，有少部份仍未掌

握 10以內的乘法的學生，當完成這張工作紙後，主動地背誦乘數表。這個

意想不到的收穫，亦令筆者感到十分雀躍和興奮。 

透過本教學設計，筆者希望提供機會讓學生有條理地思考，從而有助

培養其邏輯推理能力。學生不但懂得如何應用基本乘法概念推展至一位數

乘兩位數及一位數乘三位數，甚至一位數乘多位數（詳見於附件四），這證

明學生已初步掌握邏輯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學生亦能通過本教學設計，

間接地掌握了乘加混合計算的技巧。還有，對包含 0 的乘法，學生不會感

到困難，反而覺得容易，這也是一個可貴的收穫。此外，有學生更替這種

思考工具命名為「兩腳蜘蛛怪」及「三腳蜘蛛怪」。由此可知，學生十分欣

賞這種思考工具。 

雖然上述的教學設計會花掉老師較多的備課時間，然而其回報卻是有

價值和顯著的。筆者發現，學生更投入地學習，興趣更濃厚，更願意發表

自己的見解，且更喜歡上數學課，這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嗎？ 

要追求及推動優質的教與學，筆者相信要靠各位同心合力才能成事，

以及集思廣益才能達致。而本文只是引子，希望能誘發各位對乘法教學的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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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紙：乘法複習 

1 至 10的乘數表內答案個位數字的特徵 

1. 哪些乘式答案的個位數字是「1」？ 

  (1) × (   ) = (   )     (3) × (   ) = (   )    

  (9) × (   ) = (   ) 

2. 哪些乘式答案的個位數字是「2」？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6) × (   ) = (   )     (8) × (   ) = (   )    

3. 哪些乘式答案的個位數字是「3」？ 

  (1) × (   ) = (   )     (7) × (   ) = (   )    

4. 哪些乘式答案的個位數字是「4」？ 

  (1) × (   ) = (   )     (2)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6) × (   ) = (   )    

  (8)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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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作紙：乘法（1） 

1. 小玉有以下的遊戲咭： 

 

 

 

 

 

 

 

 

 

 

 

 

以上有 ______ 行，每行有 ______ 張咭。 

所以小玉知道這兒有 ______ × ______ 張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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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 

左面 右面 

每行咭有 ______ 張 每行咭有 ______ 張 

有咭 8行 有咭 8行 

所以有咭： ______ × 8 

 = ______（張） 

所以有咭： ______ × 8 

 = ______（張） 

所以小玉有咭： ______ + ______（左 + 右）。 

方法二： 

左面 右面 

每行咭有 ______ 張 每行咭有 ______ 張 

有咭 8行 有咭 8行 

所以有咭： ______ × 8 

 = ______（張） 

所以有咭： ______ × 8 

 = ______（張） 

所以小玉有咭： ______ + ______（左 + 右）。 

總結： 

所以小玉有咭： ______ × 8 = ______（張） 

（方法一／方法二）比較快，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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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是小丸子的花園。你能算出她種了多少朵花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試利用分割的方法把花朵分成若干份，使每份中橫行花朵的數量都是

你懂得計算的數字，然後利用乘法來計算。 

方法一： 

把花朵分成 ______ 份 

左面 中間 右面 

每橫行有花 ______ 朵 每橫行有花 ______ 朵 每橫行有花 ______ 朵 

有花 6行 有花 6行 有花 6行 

所以有花： ______ × 6 

= ______（朵） 

所以有花： ______ × 6 

= ______（朵） 

所以有花： ______ × 6 

= ______（朵） 

方法二： 

把花朵分成 ______ 份 

左面 右面 

每橫行有花 ______ 朵 每橫行有花 ______ 朵 

有花 6行 有花 6行 

所以有花： ______ × 6 

 = ______（朵） 

所以有花： ______ × 6 

 = ______（朵） 

 

每橫行有花（   ）朵 

有

花

︵ 
 
︶

橫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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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工作紙：乘法（3） 

填填看 

第一直行 第二直行 第三直行 

1 × 2 =  10 × 2 =  100 × 2 = 

2 × 2 =  20 × 2 =  200 × 2 = 

3 × 2 =  30 × 2 =  300 × 2 = 

4 × 2 =  40 × 2 =  400 × 2 = 

5 × 2 =  50 × 2 =  500 × 2 = 

6 × 2 =  60 × 2 =  600 × 2 = 

7 × 2 =  70 × 2 =  700 × 2 = 

8 × 2 =  80 × 2 =  800 × 2 = 

9 × 2 =  90 × 2 =  900 × 2 = 

完成上表後有何發現？ 

1. 觀察第一直行和第二直行，我發現被乘數擴大 10 倍後，所得的答案

（積）也擴大 ______ 倍。 

2. 觀察第一直行和第二直行，我發現第二直行各題的答案（積）是相當

於在第一直行相對應的答案（積）末端加上 ___________________。 

3. 觀察第一直行和第三直行，我發現被乘數擴大 100倍後，所得的答案

（積）也擴大 ______ 倍。 

4. 觀察第一直行和第三直行，我發現第三直行各題的答案（積）是相當

於在第一直行相對應的答案（積）末端加上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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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自擬兩條挑戰題，然後讓同學作答。 

 (             ) × 2 = (             ) 

 (             ) × 2 = (             ) 

6. 若果各直行中的被乘數不變，而乘數換上其他的數字，你認為會不會

有類似的規律出現？試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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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一學生的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