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式加減題的探究設計 

楊麗琼、關樹培 

香港教育學院 

 

直式加減屬初小的數學課題，本文簡述我們設計一系列探究活動，於一至兩節數學課內施

行的過程。 

 

從常見的思考題作起點 

翻閱教本，下面兩道是最貼近我們思路的挑戰題，也是我們設計的起步點。 

 

來源：梁易天、劉應泉《新一代數學》 來源：盧樸川《小學數學》 

 

我們的探究設計 

隨后是我們運用開放題及 SOLO分類法作為擬題原則，配以情境而譜成的兩位減法直式

探究題目: 

 

一條書蟲向你提出挑戰，它把一條直式中的數字蛀掉，其中  是被它蛀掉了的數字，請

找出  的數字，並填在  內。 

 

 

此難題可稍作修改，得出多個延伸題，並可以在工作紙內以闖關的形式貫穿，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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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夠寫出另外四個可能的答案嗎?  

 



 

這一關讓學生自由組合數字，期望從學生的組合中窺見他們的思維習慣。教師也可以藉此

與學生討論兩數尾數的可能性: 

 

差的尾數 兩數尾數的可能性 

0 9-9、8-8、7-7、6-6、5-5、4-4、3-3、2-2、1-1、0-0 

1 9-8、8-7、7-6、6-5、5-4、4-3、3-2、2-1、1-0、(1)0-9 

2 9-7、8-6、7-5、6-4、5-3、4-2、3-1、2-0、(1)1-9、(1)0-8 

3 9-6、8-5、7-4、6-3、5-2、4-1、3-0、(1)2-9、(1)1-8、(1)0-7 

4 9-5、8-4、7-3、6-2、5-1、4-0、(1)3-9、(1)2-8、(1)1-7、(1)0-6 

5 9-4、8-3、7-2、6-1、5-0、(1)4-9、(1)3-8、(1)2-7、(1)1-6、(1)0-5 

6 9-3、8-2、7-1、6-0、(1)5-9、(1)4-8、(1)3-7、(1)2-6、(1)1-5、(1)0-4 

7 9-2、8-1、7-0、(1)6-9、(1)5-8、(1)4-7、(1)3-6、(1)2-5、(1)1-4、(1)0-3 

8 9-1、8-0、(1)7-9、(1)6-8、(1)5-7、(1)4-6、(1)3-5、(1)2-4、(1)1-3、(1)0-2 

9 9-0、(1)8-9、(1)7-8、(1)6-7、(1)5-6、(1)4-5、(1)3-4、(1)2-3、(1)1-2、(1)0-1 

註: (1)表示經退位後所產生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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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關學生需懂得固定被減數和減數個位的數字分別為 2 和 6，並運用退位原理，改變

被減數和減數中十位的數字，從而得出不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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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減數個位的數字是 2，你能夠寫出兩個可能的答案嗎?  

 

被減數和減數十位的數字為一個雙數，一個單數。 

你能夠寫出兩個可能的答案嗎?  

 



這一關期望學生注意到偶數和奇數的差不可能是偶數，故必須運用退位原理以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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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有別於之前的要求，填入的數字不可以重覆，而且解題時需符合題意的兩個條件。

學生要明白這道減數中沒有退位存在，並需篩選合適的數字組合以確保格中所有數字不

同。這題的答案只可以是 7953 或 5731。 

 

我們的實踐嘗試 

完成減法直式探究工作紙的二年級學生共 24人，以下是該群學生於每關的得分情況。 

減法直式數題的探究:  

 

答對的學生人數 

第一關: 寫出另外四個可能的答案 24 

第二關: 被減數個位的數字是 2 8 

第三關: 被減數和減數十位的數字為一個雙數，一個單數 5 

第四關:  的數字全部是單數，而且它們為不同的數字 6 

 

是次直式數題教學只有一位學生能成功通過工作紙裡的所有挑戰。但從學生的解題表現可

見他除了試驗法(Trial & Error)外，還懂得研究兩數之差的尾數，並自行嘗試找出兩數尾數

的可能組合。他們在探究的過程中，表現出數的排序能力(圖 1)，並懂得運用順數(圖 2&3)、

整十數(圖 4)，以固定減法直式十位中的數字或個位中的數字，再分別變動個位中的數字

或十位中的數字，從而得出不同的解。 

 圖 1 

 的數字全部是單數，而且它們為不同的數字。 

你能夠寫出兩個可能的答案嗎?  

 



 圖 2 

 圖 3 

 圖 4 

這樣的成績當然仍強差人意，但比起我們首次於加法試行時要好得多了。最令人欣慰的是

見到學生的進步。 

 

我們的一點心得 

反思多個月來的工作，我們總結了一些改善要注意的地方。 

 學生的專注能力(attention span) 

二年級學生年紀尚小，不可能長時間高度專注集中於同一數題上。瞭解學生的能力，

適當分配時間為探究成效的關鍵。 

 學生之間的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 

在課堂中實踐數學探究會突顯學生間的個別差異，故有需要增設措施舒緩差異對解題

教學所構成的壓力。同學可在相同的情況下開展解題活動，但能力稍遜的學生習作需

作一定程度的調適，例如於工作紙中每關的題目額外安排一個經調適的問題，以降低

其難度。以下是一些樣本舉隅: 



 
(第二關經輕調適的難題 )   (第二關經重調適的難題)   (第三關經調適的難題) 

 

期望經調適後的解題習作有助減低能力稍遜學生的挫敗感，保持他們對數學的信心和

好奇心。 

 實物操作輔助思維 

學生們的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各異。為學生提供一些 0-9 的數字咭，讓他們能透

過實物操作思考問題。以第四關為例，教具能不經意地在學生操作的過程中，提醒他

們不能重覆設置某一個數字於方格中，以符合題目的要求。 

 

 擬題的考慮 

究竟一道開放題有多少個解才適合(某一班學生)呢? 怎麼擬題才取得預期的效果呢? 

下面的開放題有三組不同的解嗎? 會否有第四、第五組解答? 會否與學生作跟進討論? 

你可以擬訂另一題只有兩組解的數題嗎? 

 

第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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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建議，有待將來再於教室裡實踐才能作進一步分析了。你有興趣加入我們的探究

行列嗎? 

 

被減數和減數十位的數字為一個雙數，一個單數。 

 內全部是不同的數字。 

你能夠寫出一些可能的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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