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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長除直式寫法的一點補充

蔡敏英

沙田崇真學校

引言

自從黃（ ）提出長除直式的簡潔寫法後，筆者在教授小三除法時，

總會被以下問題困擾：應介紹怎麼樣的長除直式讓學生學習？在每一步都

要退位時，算式的寫法不會出現多少差異，爭議通常只出現於沒有退位的

時候。細心閱讀一些坊間的教科書，不難發現長除式有多種不同的寫法，

大致有以下三種：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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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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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退位，

同行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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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註：這寫法由黃宇詩老師

提出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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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廿一世紀現代數

學》、《新一代數學》、

《新紀元小學數學》、

《小學數學》、《校本單

元數學學習套》

《新一代數學》、《新紀

元小學數學》、《校本單

元數學學習套》

《校本單元數學學習

套》

上列三種寫法，筆者曾選用 和 於不同學年試教，藉以找出最適

合學生學習的寫法。實踐的第一年，雖只向學生講解寫法 ，但他們卻從

等分後，

剩下的總數

等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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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分物，

只分百位

第二次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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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物，

十位退位，

連同個位一起

計算

百位無退位，

十位同行續算

十位退位，

連同個位一起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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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長除直式、不同的計算過程

圖

(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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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或補習老師的途徑認識了寫法。有見及此，筆者就對他們作了一個非

正式的訪談，結果發現他們比較喜歡寫法 ，原因是其寫法較為簡潔。

實踐的第二年，由於筆者被安排教授一班能力稍遜的學生，故決定只

向他們講解寫法。但批改習作時，在不用退位的情況下，部分學生竟把課

堂所學的寫法 拋諸腦後，列出從未學過的寫法 。雖然花了很大氣力向

他們講解寫法 的好處，更曾硬性規定他們需列出寫法 的長除式，但過了

一段時間後，寫法 卻在總結性評估重現。這現象不禁令人懷疑：是否能

力較強和能力稍遜的學生都會自然地選用 來列寫長除直式？那為什麼

寫法 不被教科書廣泛地使用？

依這兩年的經驗所見，雖然不論能力高低的學生，都會列出圖一的算

式，但他們於計算時所書寫的次序卻是截然不同的。

請看看以下兩種不同的計算過程：

（甲）

（乙）

這裏列出的計算步驟都沒有錯，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計算者的數

感。以甲步驟計算的學生，心中已知 ，再進行分步計算便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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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此一舉（馮， ）。以乙步驟計算的學生，其數感雖然不及甲的好，但

由於這題是不退位除法，十位的「 」已完全分去，再沒有把數字「拉」至

底部作分步計算的需要，在同行續算也屬一種自然的寫法。

由此可見，若單憑圖 的算式，教師的確無法有效地解讀學生的計算

過程。相對地，在批改習作的角度來看，寫法 或 卻提供較多「資料」，

讓教師偵測學生計算過程的各個步驟。

還記得有一次在批改學生習作時，看到圖 的算式，該學生畫了一分隔

線，把 看成 和 。現在細心想來，他是否以這條分隔線，告訴老師

他擁有較純熟的心算能力，能以甲的過程進行計算？

長除直式的形態受計算者的數感影響，由此衍生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

只要沒有違背除法原理，教師都不應該只接受其中一種而排斥其他，也不

應只著重長除直式的「最終形態」，而忽略了當中的計算「過程」。

儘管本文提及的只是教授小三除法時的所見所聞，並跟進黃（ ）作

一點補充，但更值得深思的，不論數感強弱的學生都有機會選用簡潔的寫

法 來列長除直式，那麼最自然的長除直式是否非寫法 莫屬？教師又

應否以方便批改凌駕數學的內在美，否決 的寫法？

一個有趣的發現

圖

結語

本文承蒙馮振業博士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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