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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的除法直式，怎樣才是最好？ 

 

黃宇詩 

香港教育學院全日制學生 

引言 

除法可算是初小學生最難掌握的課題之一，學生往往會在直式（長除

式）的運算過程中混淆商的位值，引至運算錯誤。尤其當商需要補「0」時， 

失誤就更多。長除式出現於整數除法、小數除法、甚至中學的多項式除法

等多個課題。學生能否正確掌握長除式的應用和原理，是一個關鍵。初小

學生新建構一種知識，不少學校會要求學生遵循某種長除式的格式。那麼，

在學理上沒有錯誤的長除式當中，哪一種表達方法才能最有效減少學生的

錯誤，並且可以減少過於冗長的書寫 ? 

運用長除式計算除數，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達方法。只要明白長除式

箇中的意義，除式的對錯並不難判斷。對於學生不同的表達方式，只要學

理上正確，教師大可接受。有關長除式的原理可參看《數學化教學：難點

選編》（馮，1999）及《數學化教學－除法》（馮、王、葉、何，2000），此

處不贅。 

比較三種不退位的長除式寫法 

以下是出現在香港小學教科書中三種常用的不退位長除式格式： 

甲)     乙)     丙) 

 

 

 

甲的寫法是傳統的長除格式，與退位除法（例如 58 ÷ 2）的格式相同，

最廣泛地被教科書採用（例如《新一代數學》、《新紀元小學數學》、《廿一

世紀現代數學》）。但對於計算不退位除法而言，這種寫法的作用似乎不大。

在學習初期，學生因未有接觸退位除法的題目，往往不明白「把數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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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位的 8）拉下分步計算」的步驟意義何在。當學生因未能掌握甲的寫法

而在家課上列出丙的格式，有些教師會不知如何批改。學理上，丙的寫法

當然沒有錯誤（見馮，2002），但教師卻總是希望能統一學生的格式。值得

我們思考的，是甲的寫法對於不退位除法而言，會否過於冗長？ 

乙的寫法與甲十分相似，部份教科書在建構知識初期會展示這種寫

法，並以虛線或不同的顏色展示被除數下方的「0」（例如《新一代數學》、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目的是先幫助學生理解除式原理，再在稍後的教

學中說明這些「0」可被省略，而轉用甲的表達方式。但若教師為釐清學生

位值上的概念，而直接使用這個表達方式，過後仍不要求學生把「0」省略，

做法並不理想。以 681 ÷ 3為例，乙的格式步驟如下： 

 

 

 

 

 

當數值很大，乙的寫法便變得冗長。試想想計算 1234567890 ÷ 2的長

除式會是怎樣？另外，由於這種方法沒有補「0」的必要，當商涉及補「0」

的情況時，學生的概念便很容易出現混淆。例如計算 60 ÷ 3時，乙的表達

方式第一個步驟便已在被除數下方寫上 60，從這個未完成的長除式中，學

生容易誤以為 60 ÷ 3 = 2（見丁例）。同理，學生計算 606 ÷ 3時，也容易忽

略了十位的處理（見戊例）。因此，建議只在教學初期使用乙的寫法。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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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丙的寫法明顯是最簡便，學生既可分步計算，亦可一步計算。然

而，香港小學除了計算整十的不退位運算（如 60 ÷ 2）外，較少教科書使

用這個方法。這個方法簡單清晰，是不退位除法的長除式的理想表達模式。

建議在初小學生新學習一種運算程序時，以丙的方式表達不退位除法，再

配合甲的方式表達退位除法。教學時，教師仍可教授除式本身的意義，只

需強調當中位值的分別便可。以 896 ÷ 4為例，在十進位制下，896以數粒

表示即 8塊 9條和 6粒。當這除式表達均分除法時，教學步驟的語言如下： 

 

 

 

 

8塊平均分成 4份 

每份有 2塊 

共分去 8塊 

8 條平均分成 4份 

每份有 2條 

共分去 8條 

還餘下 1條 

現在餘下的還有 

1條和 6粒 

即 16粒 

16粒平均分成 4份 

每份有 4粒 

共分去 16粒 

詳盡的整數除法教學及其數學語言可參考《小學帶餘除法的教學》

（馮，2008）。 

最後，多舉一例，方便大家清楚了解每種格式的做法，並比對其優劣。 

I（甲） 

 

 

 

 

 

 

II（乙） 

 

III（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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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中，III的除式中，不退位部份運用了丙的表達方式，退位的

部份則運用了甲的格式。由此例可見，III的方法顯然比其餘兩種表達方式

簡明，化簡了不必要的步驟，卻不失長除式的意義，是個較為理想的表達

方式。 

結語 

儘管本文提及的長除式書寫方法並不一定最好，但期望能給予一點啟

發，繼續加以改良。雖然目前的小學教科書甚少，甚至沒有採用 III（除式

不退位部份運用了丙的表達方式，退位的部份則運用了甲的格式）的表達

方式，但作為教師應對教材有所選擇取捨，經常以批判的角度思考，設法

突破因循的教學模式，避免將習以為常的方法視作最理想或是唯一的方法。 

本文得馮振業博士提供意見，謹此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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