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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體展開圖的另一課 
 

陳麗萍 

英華小學 

引言 
筆者於上年度任教五年級，面對「正方體展開圖」時，參考了馮振業、

葉嘉慧（2004）的設計，與學生進行活動及討論，效果十分理想，惟因課

時的不足，未能進行更深層的討論︰將展開圖摺成一個正方體時，邊與邊

如何配對接合。這對筆者來說，一直耿耿於懷。 

幸好，到今年學生升上六年級，筆者仍可繼續任教上年度的那一班，

能與學生一起再「探究及設計柱體的摺紙圖樣」（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0，44頁）。既然要探究其他柱體的摺紙圖樣，不妨承接上年度的進度，

完成上述未了的心願。因此，筆者準備了一張有九個正方體展開圖的工作

紙（附件），著學生把展開圖摺成一個正方體時，以相同的顏色或字母標示

將配對接合的邊。這項活動對不少成年人而言亦有一定困難，筆者期望這

種具挑戰性的活動，能有助提升學生的空間感，間接地幫助探究其他立體

圖形的摺紙圖樣。為此，筆者只是隨意選取八種正方體展開圖，並將其中

一個旋轉一個直角後再重置，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完成。 

學生表現 
為了掌握學生已有知識的狀況，筆者先行向學生提問正方體展開圖有

多少個的問題。學生都能將約半年前的學習內容重新演示一次，而且這次

解說者是學生自己，表現令人放心。 

學生接過工作紙時，均能輕易發現在展開圖中的「L」位（其中一名學

生提出，他指的是凹陷的「L」位，其他很快便能明白並接續討論），邊與

邊是必然接合的（圖一）。 

 

 



數學教育第二十九期 (4/2010) 

26 

 

 

 

圖 一 

完成工作紙後，學生以不同的顏色粉筆將其結果畫在黑板上。經互相

核對證實，學生的答案大都是全對的。接著，學生提出以下的發現︰ 

� 找出一個「L」位，「L」位的邊與邊會互相接合在一起，然後由「L」

位的兩邊分別出發向外移動，兩端連接的第一邊必定互相接合，接下

去兩端再向外移的一邊又必定是互相接合，如此類推，如圖二中，相

同英文字母表示接合的邊。 

 

 

 

 

圖 二 

雖然學生並未在意指出分別從圖二的兩個「L」位開始推論，結果都是

一樣，算是有欠周詳，但這個發現已令全班為之振奮，各人立即以工作紙

上其他的展開圖上進行檢驗。不久，有學生發現上述說法並不適用於全部

展開圖。正當大家七嘴八舌地數說不適用的那幾個展開圖的時候，又有學

生將發現修正如下︰ 

� 如果展開圖當中多於兩個「L」位，當遇到另一「L」位時，可以跳過

不理（而「L」位兩邊必須接合）。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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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對於這個修正，各人自然不敢怠慢，馬上進行檢驗，隨即發現在圖三

的展開圖中，如由「L2」位出發，是不能依照上述方法完成的。就在此時，

另一個學生又作出進一步的修正︰要選擇作為開始的「L」位時，不能選擇

一開始兩端立即轉一個直角的。換言之，可以選擇「L1」位或「L3」位，

但不可選「L2」位。在這緊張關頭，各人都小心翼翼地進行檢驗，當發現

這是一個適用於工作紙上全部展開圖的修正，大家都欣喜若狂。 

結語 
雖然由原本預算一節課的課時，變成最後花了約五十分鐘，但想到學生

激辯至下課時，還意猶未盡地討論着，心情難免激動不已。縱然超時，也

覺值得。當學生不停地假設、檢驗及修正，正好反映他們對正方體展開圖

的掌握。不過，若不是課時所限，學生應將全數十一種正方體展開圖進行

檢驗，屆時他們不難發現有關結論是不符合圖四的，圖中「C」邊不能與「D」

邊接合。 

 

 

 

 
圖 四 

如果對正方體小心檢視，就會發現應這樣表達：從一對相鄰而接合的

邊開始分別往外移，只要一邊在直線上走，而另一邊轉一直角，我們便可

確定此兩邊接合。同理適用於其後的每一對邊。這條件使我們能從圖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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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位推論 A接合（右邊走直，左邊拐彎）、B接合（右邊拐彎，左邊走

直），卻不能推論 C與 D接合（因兩邊拐彎）。 

在整個探究過程之中，學生不停觀察，提出猜想，然後細心驗證。這

些都是全世界教育改革務求培育學生的高層次能力。美中不足的地方，就

是工作紙並未把全數十一個正方體展開圖列出，令學生被不完整的資料或

情景導致走了岔路。正如學生的卓越表現一樣，都是始料不及的。 

本文承蒙馮振業博士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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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立體圖形》課堂活動工作紙 

如果把以下的展開圖摺成一個正方體，哪些邊要連接在一起呢？把相連的

邊填上相同的記號（顏色或符號）。 

1 2 3 

4 5 6 

7 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