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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化教學：關於除法教具的一點補充 

 

楊詠盈、黃彩霞 

香港教育學院全日制學生 

引言 

在小學課程中，除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其學習由初小延展至高

小（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要學生學得好，除了要有好的教學設計，

也需要教具的配合，才能把學習內容教得深入淺出。有關除法學理的介紹，

可參看馮（2008）；各級除法的數學化教學構思和材料，見於鄧（2004）和

馮、王、葉、何（2000），此處從略。本文集中探討一排十粒的磁粒，如何

輔助被除數為兩位數，除數為一位數，且涉及兩步直式計算的除法教學。 

常見於除法教學的教具，包括「十進積木」、「算柱」、「數粒」及「不

同顏色或大小的磁粒」（見圖 1）等。數學化教學主要採用十進積木，取其

形像化地顯示位值及計算過程（馮，1999；馮、王、葉、何，2000）。對能

抓緊位值的學生而言，用不同（顏色或大小）的磁粒或數粒演示直式計算

過程也可接受。只有算柱無法有效演示計算過程，被認為是欠缺教學效能

的教具（馮，1999），全面棄用。有關數學化教學的教具運用，見於李（2009），

此處不贅。本文要補充說明的，正是李文並沒有提及的一種教具：「一排為

十粒的磁粒」（見圖 2）。這教具在數學化社群內已廣泛使用了好一段日子，

只是從來不曾有人把它的用法完整地記諸文字而已。 

 

 

 

 

 

 

圖 一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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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的教具用法，主要是根據馮、王、葉、何（2000）的教學設

計，當中我們修改了教具運用的部分，把原本採用「十進積木」，改為採用

「一排為十粒的磁粒」演示直式計算過程。於教學實習時，我們試用了「一

排為十粒的磁粒」，教授三年級一位數除兩位數的除法。當中涉及兩步直式

計算，學生得運用兩次乘數表，故不能直接在乘數表內找到所求的商。由

於二年級的除法，學生只需要運用一次乘數表便可以找到答案，因此無需

要使用此教具進行演示。 

教具的優點與限制 

十粒磁粒為一排，可非常有效地對應退一得十。磁粒被封成十粒整齊

地排列。當退位時，老師一「拉」，抽走封好的一排磁粒的背面白色托底紙

卡（見圖 3），並同時拿走透明膠封蓋，便使一排十粒拆成十個一粒，這一

個轉變清晰可見，相對使用「不同顏色大小的磁粒」或「算柱」更為具體，

不用顧忌學生不能聯想由一變十的意思﹔同時，亦省卻了從十粒一條的數

粒中分拆的時間。而最重要的是這一「拉」的動作與直式可配合得天衣無

縫。 

 

 

 

 

 

 

 

 

 

 

我們在教授長除式的退位計算時，特別強調「拉」的動作與長除算式

的計算步驟的對應。在教授長除算式的運算過程，當完成十位計算時，我

們加入口述及用手向下「拉」的動作，將個位的數「拉」下來，並於長除

算式對應地記錄下來。操作時，把「一排十粒的磁粒」的背面白色托底紙

卡向下「拉」，並同時拿走透明膠封蓋，使一排瞬間變為十粒，使分物活動

如何結合位值清楚地顯示出來。為了讓學生容易掌握長除算式的退位計算

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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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原理，教師在操作磁粒和填寫直式時，必須做到兩邊的過程能逐步對

應。 

雖然在教學上運用「一排十粒的磁粒」有以上的種種好處，但此教具

只限用於被除數為兩位數，除數為一位數，且涉及兩步直式計算的除法教

學。礙於工具本身的限制，被除數為三位數時，這形像化的教具馬上變得

異常複雜，失去效用。 

教具運用的過程 

我們在現場教學時，為了讓長除算式的運算過程清楚地展示學生眼

前，我們使用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數位上的數字，如使用紅色代表十位，

黑色代表個位等﹔為了方便讀者閱讀，下文在長除算式中的運算，我們以

粗黑斜體表示十位，正體表示個位。 

講述：這裡有糖  一粒，每十粒糖組成一包糖，現在有四包糖，多六

粒，共四十六粒糖。把 46 粒糖平均分給 3 位小朋友，以數學方法表示即 

46 ÷ 3 = _____  

46 是被分的數目（被除數），3 是等分份數（除數），把 46 寫在長除號

的裡面，3 寫在長除號的外面。 

  

3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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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分物活動時，先分十位。 

  

背誦乘數表，三一得三，餘下一個十，由於餘下的一個十不能再均分，

所以暫時每人分得一個十，共分去三個十，餘下一個十和六個一。 

  

老師在白板上把已包裝磁粒背後的紙卡向下「拉」。同時，直式配合圖

像，此時十位數 1 由原本粗斜黑體轉為正體，並把個位數 6「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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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把一個十分拆成十個一，加上餘下的六個一，現在就有十六個一。

同時，直式配合圖像，把個位數 6「拉」下來，組成十六個一進行第二次

分物活動，即把十六粒糖平均分給三位小朋友。 

  

背誦乘數表，三一得三、三二如六、三三歸九、三四一十二、三五一

十五，「停」，餘下的 1，不能再均分給 3 人了。在第二次分物活動中，每

人共分得五粒，共分去十五粒，餘下一粒。 

  

所以，經過兩次分物活動後，每人共分得 15 粒，餘下 1 粒。 

教學反思 

運用這套教具教授除法時，學生對「磁粒」大感興趣，當老師把一排

磁粒拆開時，學生感到非常神奇，一下子教師便把一個十拆成十個一。這

時教師沒有錯過學生的學習動機，隨即請在座的同學一起舉手模仿「拉」

的動作，一邊做一邊口述「拉個（數字）下來」，然後隨即再在紙上填寫直

式。在 36 ÷ 2 一例中，更有學生能說出餘下十六個一，可見老師在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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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運用磁粒，並以不同顏色表示個位及十位來講授，學生不但容易理解，

而且學生能夠對應圖像，一步一步地說出除法的運算過程。 

結語 

在這套教具的協助下，教師可輕易地把分物的過程在直式中展現出

來。而那一下「拉」的動作，能夠完全配合直式的運算，令各位數字的意

義一目了然。磁粒背後的紙卡一拉，直式上的數也相對地拉一拉。老師只

需這麼簡單的一套教具，便能把除法分物的意思、退位的原理帶出，比學

生純粹硬記運算步驟，來得更有意義。要學生認識數學，不正正是要由基

本入手嗎？ 

本文得馮振業博士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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