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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剪影：直線方程的教學設計

戚文鋒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前言

課件

在香港的高中數學課程中，「直線方程」被編入「直線與圓的方程」的

學習單位內，課程列明學生須理解直線方程並且能夠在不同的條件下求出

方程，例如：已知兩點坐標、已知斜率及一點坐標、已知斜率及 截距等。

大部分課本先教授「點斜式」，然後是「兩點式」和「斜截式」。根據

筆者觀察，一般學生會出現以下的學習困難：

先備知識不足：有些課本引進「點斜式」時，或明或暗用上「軌跡」

的概念（通過一動點與一定點的直線的斜率保持不變），學生是不

容易明白。

混淆以上三道公式：三道公式十分相似，學生分不清楚何時使用何

道公式，對三者的關係亦十分模糊。

未能理解直線方程的意義：學生的注意力已放在三道公式的機械運

算之上，並不在乎方程裡的 和 能代表直線上任意點的坐標，由

此不能進一步應用求得的直線方程來解決相關問題。

另外，課本的處理方式亦可能誘使教師流水帳式教授「點斜式」、「兩

點式」、「斜截式」（可能還有「截距式」和「一般式」！），而直線方程作

為線性關係的中心思想卻被輕輕帶過。

針對以上的學習困難和教學流弊，筆者利用免費軟件

（ ）設計了一個互動課件，並嘗試只用「斜截式」來組識

教學，希望化繁為簡之餘，亦令在初中階段對「二元一次方程」、「斜率」

等課題掌握不好的同學亦可踏上學習直線方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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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設計的課件（ ）包括

以下主要功能：

教師可拖拉兩個紅色控制點，以調整直線在直角坐標平面中的位

置，並按需要隱藏或顯示它們（見圖一）。

教師可隱藏或顯示直線方程（斜截式，其係數和常數項以分數形

式表示）（見圖 ）。

教師可隱藏或顯示直線上的一個藍色動點，並可顯示及以表列形

式紀錄其坐標（見圖 ）。

當兩個紅色控制點均為格點（整數點）時，教師可用「斜率提示」

顯示一連串依附在直線上的直角三角形，以便來直觀地表示直線

的斜率（見圖 ）。

「參考線」是一條平行於原有直線且通過原點的直線（見圖 ）。

若同時顯示「參考線」及藍色動點，畫面會顯示藍色動點在「參

考線」上的鉛垂投影及一箭咀，示意將「參考線」向上／向下平

移就可得到原有直線。

拖拉直線可平移它（並同時平移紅色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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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第一部分（通過原點的直線）

第二部分（引入「斜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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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先將兩個紅色控制點移到 及 ，隱藏它們後就拖拉藍色

動點，著學生觀察其 坐標和 坐標的變化，學生不難看出「 坐標永

遠等於 坐標」這關係（或規限），教師可引導學生以 （或 ）

這更簡潔的方式來表示 坐標和 坐標的關係。按「顯示直線方程」

來「核實」答案。

教師可將控制點 移到 ，引導學生猜想直線的方程。如有需

要，可紀錄動點在不同位置的坐標。最後按「顯示直線方程」來「核

實」答案。

繼續探究 、 、 、 等方程，每次均著學生猜

想直線的方程。如學生有困難，就重新觀察藍色動點的坐標，同時著

學生在方格紙上畫出各直線的略圖，方便學生觀察不同的 係數對直

線圖像的影響。

學生足夠熟練後就可探討負係數的情況。

顯示「斜率提示」，並以不同例子說明 係數代表直線傾斜的程度，即

是直線「上升」或「下降」的「速度」。將動點的 逐次增加 並紀錄

值，可幫助學生理解 係數是 值每增加 時， 相應增加或減少的

值。教師可在此處連結初中階段已學習的斜率公式。最後總結方程

表示一條通過原點的直線，其斜率為 。

顯示直線 。將它上、下平移數個單位，觀察並紀錄動點在不同位

置的坐標，引導學生猜想出直線的方程。然後顯示「參考線」，比較動

點及其鉛垂投影的坐標（同一 坐標， 坐標增加或減少了）。同時著

學生在方格紙上畫出各直線的略圖，方便學生觀察不同的平移幅度對

直線方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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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例子（例如 、 ） 說明將直線 上、

下平移所得的直線可用方程 表示。

將藍色動點移動到 截距，可看出參考線上的原點垂直平移 單位後

位於 ，故（平移幅度）亦即是 截距，最後總結方程 表

示一條通過 的直線，其斜率為 （如圖 ）。方程 就稱

為直線的「斜截式」。

教師可只用「斜截式」求直線方程：

已知斜率及 截距：直接代入「斜截式」；

已知斜率及一點坐標：用「待定係數方法」求出 的值；

已知兩點坐標：先求出斜率 ，然後用「待定係數方法」求出 的值，

或解聯立方程同時求出 和 的值。

其他公式諸如「點斜式」、「兩點式」可暫且擱下。

據筆者所知，不少香港課本將直線方程放在中五冊，而另一課題「二

次函數」則放在中四冊，以致出現學習二次函數先於直線方程（一次函數）

的奇怪現象。出版社為何如何編排呢？是否直線方程與圓方程在課程文件

中屬同一學習單位，緊接在軌跡學習單位之後，而軌跡和圓方程一般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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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不同的條件下求出方程）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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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級才教授，以致出版社不願把它們分開？還是在中四同時教授直線方程

與二次函數而怕學生吃不消？上文的教學設計只針對一道公式，相信可節

省一定課時。故筆者大膽建議編排直線方程在中四級上學期先於二次函數

教授、使學生學習二次函數時有更堅實的基礎，修讀延伸單元或其他選修

科如物理科的學生亦可受益。一些較複雜的支節（如水平線、鉛垂線的方

程）則可留待學習「二次函數」或「圓方程」時才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