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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後記：質數、合成數、矩形數 
 

陳葉祥 

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引言 
這是實習老師的小四數學課，教學目的是讓學生認識質數和合成數。

老師預備充足、充滿自信，且應用簡報及其他多媒體輔助教學，課堂亦充

滿師生對答；但是，當課堂完結時，學生對老師所教授的概念卻是「似明

非明」，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以下是課堂的大致流程：首先，老師列出幾個數字，要求學生分成兩

類，正如老師所料，學生以「單數」和「雙數」作分類。接著，老師問學

生：這些數字能否砌成矩形？可能由於某些學生已在補習社學過，所以很

快便說出 2 × 7之類的答案，但其他未學過的同學卻似乎跟不上。接著，老

師舉出更多例子，並利用多媒體把數字分成「可拼砌成矩形的數」和「不

可拼砌成矩形的數」，並把前者稱為合成數，後者稱為質數。接著，老師教

導學生，透過列出一個數字的因數來分辨它是合成數還是質數：若果那個

數只有 2個因數（1和自己）就是質數，否則就是合成數。 

要有效的分析課堂，我們先要問那一課學生要學到什麼，它的關鍵特

徵是什麼；然後，再思考改善的方法（盧敏玲，2009）。 

課堂分析 
學生要在這節課中學到如何分辨質數和合成數。根據這節課的課堂設

計，老師似乎是期望學生透過分析一個數可否拼砌成矩形而決定那個數是

合成數還是質數。因此，它的關鍵特徵就是合成數和矩形數的關連，換句

話說，矩形數就是合成數的幾何意義。可惜，這節課不能有效地帶出這個

關鍵特徵。以下筆者嘗試提出修改這節課的建議。 

引入課題 
老師先引導學生以「單數」和「雙數」把數字作分類；接著，再告訴

學生除了這個分類外，還可以利用能否砌成矩形作為分類。當然，這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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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做法，而且老師亦嘗試把課題建基於學生的已有知識之上；但是，「單

數」和「雙數」是很好的分類方法（至少是學生熟悉的分類），為什麼要有

另一個分類方式呢？ 

其實，我們可以先給單／雙數一個幾何意思：雙數就是能夠兩個一排

的數，而單數就是不能兩個一排的數；跟著，我們可以問學生：「那麼，有

哪些數可以三個一排？」這樣，便能自然地帶出 3 的倍數的幾何意義。接

著，我們可以繼續問哪些數是可以四個一排、五個一排、…，然後，再引

入矩形數就自然得多了。更重要的是，合成數和矩形數的關連差不多已經

自自然然地被帶出來了。 

課題的發展 
既然本節課的關鍵特徵是「矩形數是合成數的幾何意義」，我們便要把

一個數字拼砌成矩形的方法跟其對應的因數分解「平行」地處理，學生才

能明白兩者的關連所在。 

舉個例子：20可以排成四個一排，如圖一。 

 

 

 

 

圖 一 

當然，這是 20 = 4 × 5的幾何解釋。當老師把圖一和它的對應數式以「平

行」方式呈現和講解，學生才能明白兩者的關連。還有更關鍵的一點，若

果那個數只有 2 個因數（1 和自己）就是質數，否則就是合成數。如何引

導學生明白這個定義跟能否把一個數拼砌成矩形拉上關係？還有，怎樣知

道一個數是否能夠拼砌成矩形（除了拼成一排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跟著上文提出的引入課題方法，有系統地解決以上問

題。讓我們繼續以 20為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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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告訴學生：我們當然可以把 20（其實任何數也可以）拼成一排，

如圖二。 

 

圖 二 

接著，老師應著學生嘗試把 20拼成 2個一排、3個一排、4個一排。

我們會發現 20可以拼成 2個一排和 4個一排，但不能拼成 3個一排。與此

同時，老師應利用如上文圖一所描述的方法解釋這些拼砌其實分別等同於

下列的數式：20 = 2 × 10、20 = 3 × 6 + 2、20 = 4 × 5。 

 

 

 

 

 

圖 三 

接著，我們把圖三作 90度旋轉（圖四），於是我們得到：20 = 5 × 4及

20 = 10 × 2的幾何說明；由此，我們可間接地解釋到為何當檢驗一個數 n

是否合成數時，我們只要考慮 n能否拼成不大於  n  一排 ，亦即是有沒

有因數 m使 1 < m ≤  n  的。當然，若果學生能力較高，老師亦可繼續解

釋其實我們只要考慮質因數，並從而再引入「愛氏篩」。但如何適當地引入，

就留待讀者自行思考好了。 

 

 

 

 

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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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筆者嘗試透過以上的例子，說明若在設計課堂前，先弄清楚教學內容

的關鍵特徵和知識點之間的關聯，將會更自然和更有效地把課堂的預期學

習重點帶出來，讓學生更容易掌握所要學到的概念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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