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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學階段，不論是整數的加、減、乘或除，一開始都是用直式來輔

助計算。然而，在分數加減法的教學上，卻鮮有教授直式的做法，不禁令

人疑惑。事實上，學生學習分數的運算，要比學習整數的運算困難得多！

尤其涉及退位的分數減法，在橫式上計算，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預知能力

和解難能力，否則根本不知道甚麼時候需要退位，及退多少次。 

現時數學化社群，已廣泛地運用分數直式來教授分數的加減運算，卻

不曾把它的用法完整地記錄下來。分數直式背後的理念是把整數的位值記

數系統，延展至分數運算之上，讓學生容易跟從。採用學生熟悉的直式來

協助計算，進行同分母分數加減法計算時便可化繁為簡，即使學生沒有良

好的預知能力和解難能力，亦能在直式上逐步完成計算。 

本文先說明在教授同分母分數加減法時，運用橫式計算的慣常做法和

寫法，及期間的思考過程。接著介紹直式的用法，如何由整數加減推廣至

分數加減，及探討分數直式是否有助分數乘法和除法的計算。最後報告在

不同班子上運用分數直式施教，學生的反應和表現。 

分數加減的橫式計算 

進行同分母分數加減混合計算，最常聽見教師介紹口訣：「整數加（減）

整數，分數加（減）分數」。如果是連加法算題，例如［算題 1］9 
1

7
 + 3 

4

7
 

+ 2 
5

7
 ，就會依口訣分別計算 9 + 3 + 2 和 

1

7
 +  

4

7
 +  

5

7
 ，然後把分數部分

衍生的進位，加進整數部分，得出要求的帶分數。純用橫式表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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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7
 + 3 

4

7
 + 2 

5

7
  

 = ( 9 + 3 + 2 ) + (  
1

7
 +  

4

7
 + 

5

7
 ) 

 = 14 + 
10

7
  

 = 14 + 1 
3

7
  

 = 15  
3

7
  

在加減混合的情況，或會出現退位的需要。例如要計算［算題 2］ 

9 
1

7
 – 3 

4

7
 + 2 

5

7
 ，按左至右順序，就得先算［算題 3］9 

1

7
 – 3 

4

7
 。橫式上就

要寫出 ( 8 + 
8

7
 ) – ( 3 + 

4

7
 )

7，然後依口訣分別計算 8 – 3 和 
8

7
 – 

4

7
 ，得出

帶分數 5 
4

7
 之後，再一次依口訣分別計算 5 + 2 和 

4

7
 + 

5

7
 。純用橫式表達，

就是： 

  9 
1

7
 – 3 

4

7
 + 2  

5

7
  

 = ( 8 + 
8

7
 ) – ( 3 + 

4

7
 ) + 2 

5

7
  

 = ( 8 – 3 ) + ( 
8

7
 – 

4

7
 ) + 2 

5

7
  

 = 5 + 
4

7
 + 2 

5

7
  

 = ( 5 + 2 ) + ( 
4

7
 +  

5

7
 ) 

 = 7 + 
9

7
  

 = 8 
2

7
  

如果不想從整數部分退位至分數部分，就得調整運算次序，把算題當

                                           

7  計算 9 
1

7
 – 3 

4

7
 ，不少教科書在退位時，會寫成 8 

8

7
 – 3 

4

7
 ，當中 8 

8

7
 不是一個帶分數

（整數與假分數之和），因此本文不會採用以上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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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算題 4］9 
1

7
 + 2 

5

7
 – 3 

4

7
 計算，先算得 9 

1

7
 + 2 

5

7
 = 11 

6

7
 ，然後依口訣

進行不必退位的減法計算 11 
6

7
   3 

4

7
 。純用橫式表達，就是： 

  9 
1

7
 + 2 

5

7
 – 3 

4

7
  

 = ( 9 + 2 ) + ( 
1

7
 + 

5

7
 ) – 3 

4

7
  

 = 11 + 
6

7
 – 3 

4

7
  

 = ( 11 – 3 ) + ( 
6

7
 – 

4

7
 ) 

 = 8 + 
2

7
  

 = 8 
2

7
  

較難處理的情況，是連減法算題。例如要計算［算題 5］ 

9 
1

7
 – 3 

4

7
 – 2 

5

7
 ，在課本中容易找到以下兩種方法：（一）兩次減法一口氣

完成，像前述連加法一樣，不過要在未正式進行減法計算之前，覷準退位

的實際需要，從 9 退 2，然後依口訣分別計算 7 – 3 – 2 和 
15

7
 – 

4

7
 – 

5

7
 ，

最後得出帶分數 2 
6

7
 。這方法較多課本採用，純用橫式表達，就是： 

  9 
1

7
  – 3 

4

7
 – 2 

5

7
  

 = ( 7 +  
15

7
 ) – ( 3 +  

4

7
 ) – (2 +  

5

7
 ) 

 = ( 7 – 3 – 2 ) + ( 
15

7
 – 

4

7
 – 

5

7
 ) 

 = 2 +  
6

7
  

 =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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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左至右分步計算，先從 9 退 1，即可完成 9  
1

7
 – 3 

4

7
 = 5 

4

7
 的

計算，接著要從 5 再退 1，才可完成 5 
4

7
 – 2 

5

7
 =2 

6

7
 的計算。換言之，退位

工作分兩次完成。純用橫式表達，就是： 

  9 
1

7
 – 3 

4

7
  – 2 

5

7
  

 = ( 8 + 
8

7
 ) – ( 3 + 

4

7
 )  – 2 

5

7
   

 = ( 8 – 3 ) + ( 
8

7
 – 

4

7
 ) – 2 

5

7
  

 = 5 + 
4

7
 – 2 

5

7
  

 = ( 4 + 
11

7
 ) – ( 2 + 

5

7
 ) 

 = ( 4 – 2 ) + ( 
11

7
 – 

5

7
 ) 

 = 2 + 
6

7
  

 = 2 
6

7
  

這樣的計算，建基於某程度的預見能力，要知道算式應要退 1（例如 

9 
1

7
 – 3 

4

7
 – 2 

3

7
 ）、退 2（例如 9 

1

7
 – 3 

4

7
 – 2 

5

7
 ），抑或根本不必退位（例如

9 
6

7
 – 3 

2

7
 – 2 

3

7
 ）。心算能力欠佳的，自然無力在計算之前，就預知結果；

對其中數理一知半解的，甚至不知道何時會出現退 3 或以上的需要。這種

要求計算者可以綜觀全局，靈活調整算式的計算方法，應被視為一個解難

過程，因它涉及按算題特質作出計算的決策，不能機械化地完成。 

如果不想糾纏於退多少的決策，又不介意計算較為繁複，可以用方法

（三）全部化為假分數計算。純用橫式表達，就是： 

  9 
1

7
 – 3 

4

7
 –  2 

5

7
  

 = 
64

7
 – 

25

7
 – 

19

7
  

 = 
64 – 25 – 1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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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7
  

 = 2 
6

7
  

從以上分析可知，純用橫式進行同分母分數加減混合計算，引入口訣

「整數加（減）整數，分數加（減）分數」，只在連加或全以假分數進行運

算的情況下，可以免除決策，一次過完成計算。如果堅持使用帶分數進行

含有減法的加減混合計算，最簡單的做法是逐步由左至右計算，令每次進

位或退位的研判，可限制於進 1 或退 1 之內，減低運算出錯的機會。其他

的做法，不管是要調整運算次序，還是要覷準退位的實際需要，都要求計

算者有綜觀全局，預視算式變化的解難能力。再者，對不少數學能力不高

的學生而言，9 
1

7
 – 3 

4

7
 – 2 

5

7
 既然是一道全為減法的算題，為何又會在計算

中段出現算式( 7 – 3 – 2 ) + ( 
15

7
 – 

4

7
 – 

5

7
 )中的加號？在歸咎學生基礎不

穩，或分數本身太難之前，應先想想為何在學習整數加減混合計算時，不

曾出現類似的問題。 

直式與位值記數系統 

純用橫式進行整數加減計算時，有時候就等同只寫答案。例如 

［算題 3A］91 – 34 = 57 和［算題 1A］91 + 34 + 25 = 150，如果不寫圖 3A

和圖 1A 的直式，就無法顯示退位和進位的計算過程。又例如［算題 2A］

91 – 34 + 25 和［算題 5A］91 – 34 – 25，由左至右分步計算分別是 

91 – 34 + 25 = 57 + 25 = 82 和 91 – 34 – 25 = 57 – 25 = 32，若略去對應的直

式（分別是圖 2A 和圖 5A），縱使橫式上好像有些步驟，卻仍然看不出進位

和退位的計算是怎樣完成的。明白到先減後加與先加後減數值相等，也可

以把［算題 2A］換作［算題 4A］91 + 25 – 34，由左至右分步計算就是 

91 – 34 + 25 = 91 + 25 – 34 = 116 – 34 = 82，對應的直式就是圖 4A，可以避

過從十位退位至個位的計算，不過從百位仍要退 1 至十位。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連加計算可以用一式完成（圖 1A），其他像［算題 2A］和［算題 5A］

等含減法的加減混合計算，都只會分步進行，否則無法清晰地表達進位和

退位的過程。換言之，進行整數加減計算時，除連加可以用一條直式計算，

並且顯示進位過程之外，其他含減法的加減混合計算，都必須分步以直式

完成，否則無法清晰地表達進位和退位的過程。因此，在學生學習整數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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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裡，絕少純用橫式進行加減混合計算，一切依賴直式，而且大部分時

間都是分步計算。 

小心檢視整數直式的加減法計算，不難發現以下兩項特徵：（甲）按位

值分欄計算，每一欄之上的「1」，等同右方一欄之上的「10」，加法進位時

即把右方一欄的「10」換成左方一欄的「1」，減法退位時即把左方一欄的

「1」換成右方一欄的「10」；（乙）在分步計算時，進位或退位都是由實際

需要驅動，每次只會進 1 或退 1，無需依賴綜觀全局，預視算式變化的解

難能力。這兩項特徵，確保計算可以藉機械化的程序完成，不必按個別情

況作出決策，也不要求計算者有多少心算能力。因此，即使學生計算能力

不高、數感不強，仍然可以藉直式分步完成整數加減混合計算。 

回看前面提及的分數加減混合計算，全部用橫式進行。試想如果學生

連整數加減混合計算，也不能用橫式完成，類似的分數計算恐怕就要比登

天更難了。要克服由整數走向分數，加減混合計算的方法不能銜接的困難，

可從推廣直式用法入手。只要把特徵（甲）的限制輕微放鬆，容許不是每

一欄的位值都是右方一欄的 10 倍，就可保留特徵（乙），在分步計算時，

由實際需要驅動進位和退位，沿用直式機械化地處理帶分數整數部分的個

位，與分數部分的兌換。例如分母為 7 時，整數部分的個位一欄之上的「1」， 

可換成「7 個 
1

7
 」，進位和退位可相應地進行。比較圖 1 與圖 1A、圖 2 與

圖 2A、圖 3 與圖 3A、圖 4 與圖 4A、圖 5 與圖 5A，可以看出直式的用法，

如何由整數加減推廣至分數加減。對熟習直式的學生而言，其中道理不言

而喻。 

 

   圖 1                       圖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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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圖 2A 

 

   圖 3                       圖 3A 

 

  圖 4                     圖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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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圖 5A 

雖然整數和小數都是用著同一個十進位值記數系統，每個數位的位值

都是右方一位的 10 倍，但不表示當中存在不可越雷池半步的數學原理。事

實上，數學應用無遠弗屆，絕不可能只觸及全是十進的應用情境，位值記

數系統也可以是非十進的。在小學階段就有時間作為非十進的應用，當中

時距的計算也可以運用直式完成，不過從「分」到「時」是六十進，從「時」

到「天」卻是二十四進（馮，2010）。 

分數直式的應用 

前文已簡單介紹了分數直式的原理，這兒我們主要探討分數直式的應

用，包括分數直式的書寫疑問，如分數部分是否需要寫出分母﹖整數加減

分數時，在分數直式上，整數的分數部分是否需要補零﹖以及分數直式可

以協助計算異分母分數加減法、分數乘法和除法嗎﹖下文會一一解答以上

的問題。 

運用分數直式，要像整數一樣按位值分欄計算，當中整數部分仍然是

十進位值記數系統，而分數部分的進位方法，則要根據分數的分母（暫時

假設為同分母分數）決定。如算題 5 
4

7
 – 2 

5

7
 ，分數部分就是一個七進的系

統，只要我們在直式中清楚標示七分位，即分數部分是滿 7 即進一至整數

部分的個位，便可以略去分母進行計算，對應的直式是圖 7。然而，由於

分數部分的進位方法隨分母變化，不似整數時劃一定作逢十進一，若不把

分母寫出，學生必須能清楚掌握算題的進、退位方法，冒失的學生容易犯



EduMath 37 (12/2014) 

33 

錯。保守的做法是保留分母，對應的直式是圖 6，可避過不少令學生出錯

的陷阱。 

 

圖 6                      圖 7 

在被減數是整數，減數是帶分數或真分數的情況，例如算題 5 – 2 
5

7
 ，

在直式中被減數的分數部分是 0，或許有人會問是否必須補 0。正如小數式

題 5 – 2.5，慣常做法會在十分位欄上補 0，不過不補亦無不可，對應直式

分別是圖 8 和圖 9。只要小數點對齊，計算也不會出錯。因此，在分數直

式中是否需要補上 0，純屬個人喜好，不必硬求統一。 

 

  圖 8                       圖 9 

或許有人會問，直式也可以用於計算分數乘法嗎？在揭曉答案之前，

不妨先看看計算的過程。假設我們要計算 2 
1

3
 × 3 

2

3
 ，對應的直式是圖 10，

架起直式之後，分數部分是一個三進的系統，在三分位的右方就是九分位。

計算過程大概會像 21 × 32 一樣：先算 
1

3
 × 3，把所得剔除進位放在三分

位一欄上，再算 2 × 3，把所得加上可能有的進位放在同一層的個位一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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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計算 
1

3
 × 

2

3
 ，把所得剔除進位放在下一層的九分位一欄上，再算 

2 × 
2

3
 ，把所得加上可能有的進位放在同一層的三分位一欄上，最後將整

數部分、三分位和九分位的數分別相加，並處理進位，便可算得 6 + 
7

3
 + 

2

9
 。

可惜至此仍不是所需的積，要得最後答案 8 
5

9
 ，還要進行以下計算﹕ 

  6 + 
7

3
 + 

2

9
  

 = 6 + 
21

9
 + 

2

9
  

 = 6 + 
23

9
  

 = 6 + 2 
5

9
  

 = 8 
5

9
  

 

圖 10 

相反地，在橫式上計算，可省卻處理位值的問題，只需將帶分數化為

假分數，然後分子乘以分子、分母乘以分母，有需要的話把所得的分數約

至最簡，然後化作帶分數便是答案。橫式計算步驟如下： 

  2 
1

3
 × 3 

2

3
  

 = 
7

3
 ×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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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

9
  

 = 8 
5

9
  

由於我們不要求分數部分以三進位值記數方式表達，在乘法運算時，

運用直式不只不會帶來多少方便，更會令計算變得迂迴繁複。 

雖然直式無助於計算分數乘法，但是在計算分數帶餘除法時，它仍會

提供少許幫助。例如 6 
3

5
 ÷ 1 

3

5
 ，計算方法與 63 ÷ 13 一樣，架起直式之後，

要找 1 
3

5
 的哪一個最接近，但不超過 6 

3

5
 的整數倍。若能心算帶分數乘以

整數，試商可得 4，再把乘得的 6 
2

5
 置於被除數 6 

3

5
 之下，相減即得餘數 

1

5
 

（圖 11）。當中原理與整數帶餘除法一般無異（馮，2008），此處從略。不

過在進行分數不帶餘除法計算時，直式同樣是毫無好處，篇幅所限，其中

道理只好留給讀者自行推敲。 

 

圖 11 

要知分數直式可否用於計算異分母分數加減法計算，看看同分母分數

加減法和異分母分數加減法的分別就知答案，當中其實只差一個步驟，就

是通分。由於直式無助於加快通分的工作，是否在直式上進行，純屬個人

喜好。 

教學實踐與總結 

約三年前，曾觀看一位老師教授如何運用分數直式，進行同分母分數

加減法的計算。她先教授橫式計算，然後再引入分數直式。在課堂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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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引入分數直式時，不少同學感到驚訝和好奇。老師在白板上寫了一道

整數加法的題目，問學生如何計算，答案當然是用直式。接著是一道帶分

數加法的題目，老師讓學生說出例題中每個分數的組成部分，並按照這分

類在直式上架設兩欄，分別是整數部分和分數部分。把分數放進直式之後，

老師不費多少唇舌，學生便已懂得計算。在課堂完結時，老師請學生舉手

示意喜歡運用橫式或直式計算分數加減算題，不少學生表示會選直式。老

師追問原因時，有選用直式的學生說可減少許多繁瑣的步驟，也有數學能

力高的學生堅持沿用橫式，說原理相同，既然習慣橫式，也不必改用直式。

現場所見，直式能成功地消除學生計算分數加減法的困難和疑慮。 

經過是次觀課，可以肯定直式有助大部分學生進行同分母分數加減的

計算。接下來的問題是：應否先教橫式，再教直式？為此，我們嘗試在 2013

年初，在兩個不同校的四年級班上，以相同的教學組織試行先教直式的做

法，希望看看學生的反應。以下報告其中一班的實踐情況，另一班所見與

之大同小異。 

在小三教授分數的認識時已說明了單位分數，單位分數是貫穿整個分

數教學的基石，有了單位分數的概念，學生容易掌握真分數加減法的計算。

在教授帶分數加法時，教師先在白板寫下一道三位數的加法算題 179 + 298

著學生完成。現場所見，除了心算能力較強的學生外，大部分學生均選用

直式計算。接著教師寫下另一道分數加法算題 17  
9

11
 + 29 

1

11
 ，提問這題也

可以用直式來協助計算嗎？學生的反應與先前觀課學生的反應一樣，對分

數直式大感驚訝！ 

經教師解釋如何把橫式上的分數放入直式之後，學生不但不感到陌

生，而且紛紛表示懂得計算！引入直式的初期，算題不涉及進、退位的分

數加法和減法，學生可按照整數直式計算的原理，輕易地運用分數直式完

成。 

當學生熟悉分數直式的操作後，就要處理直式上的進位和退位的問

題。在課堂上，教師板書例子 7 
10

11
 + 9 

8

11
 與學生一起計算，在直式上先計

算 
10

11
 + 

8

11
 ，此時涉及進位，隨即提問學生分數部份的進位應該如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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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時課堂上議論紛紛，學生知道 10個 
1

11
 與 8個 

1

11
 之和是 18個 

1

11
 

（即 
18

11
 ），亦了解每 11 個 

1

11
 便能進 1，透過學生討論與老師的引導，

一些學習能力較高的同學便說到在分數部分這邊就是逢 11 進 1。至於整數

部分的進位與慣常一樣採用十進制，學生不難明白。 

在下一教節教授分數減法時，直式更顯其威力。在一道退位減法題目 

7 
1

11
 – 3 

8

11
 上，教師又讓學生先討論，遇到不夠減的情況應怎樣處理，有

了加法進位的經驗，學生知道 11 個 
1

11
 便能進 1，即 1 能退成 11 個 

1

11
 ，

即 
11

11
 ，學生不難接受。 

不論加法或減法，分數直式的計算方法與他們慣常使用的整數加減法

直式相似，他們很容易便掌握直式的操作。施教後期，教師介紹慣常橫式

的做法，與學生討論當中的意思，但是有學生大感疑惑，為何步驟這麼繁

多，而且對於減法的題目中出現加號也不太習慣，建議依舊用直式來協助

計算。工作紙上學生亦寫出計算分數加減法時較喜歡運用直式，原因是運

用直式可以減低計算錯誤的機會（見附錄 2），而且操作直式比橫式簡單快

捷！（見附錄 1 和 2）。最後，學生已熟習了直式的操作及其原理，大部分

都能夠在腦海中算出答案。畢竟，算題所涉數值不大，只要能明白分數加

減的原理，心算亦無問題。 

整個單元，教師一直只要求學生運用直式計算，拼棄列寫橫式的繁複

運算過程。絕大部分學生都能正確地算出答案。進退位的處理在直式中一

目了然，即使數感較低的學生，出錯的機會亦減低了。數學化社群內的老

師們提及，以往教授橫式的方法計算分數加減法，要花費大量課時才能讓

學生掌握運算過程，現在同時引入直式來教授分數的運算，課堂的步伐明

顯加快，為他們省下不少課時！即使能力稍遜的學生，也有信心運用直式

進行較複雜的分數加減計算。這不正正是老師希望見到的嗎？為何仍要拘

泥於繁複的橫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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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圖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