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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枝山巧遇布商 

何匯姿 

教學設計簡述 

《小學數學科輔導教學》報告書指出，不少學生學習數學時，過於著重強記算法，而

忽略對數學概念的理解（教育署數學組，2001）。筆者過往亦發現不少高年級學生對周界及

面積的概念混淆不清，只懂強記公式。因此，筆者嘗試設計一系列的教學活動，讓學生了

解矩形周界與面積的分別，鞏固數學概念之建立。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要學生學好數學，就必須培養他們對數學的興趣。因此，本教學

計劃著重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如：數學故事、探究活動、遊戲和自擬題目活動等。透過

學生主動參與活動，提升其學習數學的興趣。 

 

數理知識 

這個教學計劃其中一部分是想讓學生了解矩形旳長、闊和面積的關係。從探究等周矩

形的過程中，讓他們發現矩形的長闊差愈小，其面積就愈大，所以矩形的長和闊是相等時，

所得的面積是最大的；相反，當矩形的長闊差愈大，面積就愈小。我們可以從以下的證明

得知： 

  設 x 和 y 分別為矩形的長和闊 

  矩形的面積 A = xy 

  矩形的周界 = 2 (x + y)，答案為一常數，假設為 2p 

  即 2p = 2 (x + y)  

     p =  x + y 

     x =  p – y  --- (1) 

  將 (1) 的公式代入矩形面積的公式內： 

  A = xy 

  A = (p – y) y 

  即 A (y)= (p – y) y 

  求導數 

  dA    d   

  dy    dy 

    = p – 2y 

 

x 

= (py – y2) 

要求最大值，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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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p – 2y = 0 

      p = 2y  --- (2) 

將 (2) 的公式代入 (1) 公式內 

       x =  2y – y 

       x =  y 

因此，當矩形的長和闊是相等時，

所得的面積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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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 

課  題：矩形面積 

年  級：四年級 (30 人) 

時  間：60 分鐘 (兩教節) 

已有知識：1. 學生已認識周界的概念，並能計算長方形及正方形的周界。 

2. 學生已認識面積的概念，並能計算長方形及正方形的面積。 

學習目標：1. 學生能分辨物件的面積和周界。 

2. 學生能說出矩形的長、闊與面積的關係。 

教學資源：數學課本、繩、教學簡報、工作紙、遊戲咭、正方形方塊及課後工作紙。 

教學流程簡述： 

程序／活動 備註 

（一）引起動機 

【活動一：摸一摸】 

1. 老師先讓學生了解周界和面積之分別：以一本數學課本為

例，先用繩圍著課本的邊界，或在黑板上畫出課本的外框，

指出此為「周界」（平面圖形周圍的邊界）；再用手摸一摸課

本的封面，或用粉筆填滿課本的範圍，指出此為「面積」（平

面圖形所佔的範圍）。 

2. 老師宣佈遊戲規則，在學生聽到老師的指示後，便要盡快

觸摸指定物件的周界或面積，如：「書桌面的周界」，學生便

要觸摸書桌的四邊；「書桌面的面積」，學生便要觸摸整張書

桌的表面。老師可著學生分辨椅子、學生手冊、間尺、課本、

圖書咭的周界和面積，讓學生透過親身參與活動，加深其印

象及認識。 

 

 

透過遊戲，讓學生分

辨物件的周界和面

積。 

（二）發展 

【活動二：祝枝山巧遇布商】 

1. 老師利用教學簡報講述《祝枝山巧遇布商》的故事，讓學

生想想布莊老闆如何欺騙朱二。 

2. 派發工作紙，引導學生解決故事中的難題，刺激他們深入

思考，從而找出矩形的長、闊和面積的關係。 

3. 老師講述故事的結局，指出祝枝山如何用妙計懲罰布莊老

闆。 

 

 

透過故事引出數學難

題，讓學生探究解決

方法，並找出矩形的

長、闊和面積的關係。 

【活動三：砌一砌】 

1. 老師出示遊戲咭及正方形方塊，並示範遊戲的玩法：兩人

一組，每組有遊戲咭一叠及正方形方塊十片。其中一人拿遊

透過遊戲，鞏固學生

的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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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活動 備註 

戲咭發問問題，另一人用正方形方塊盡快砌出相關的矩形。

例如：拼砌一個面積是 10cm2，而周界是最短的矩形。 

 

（三）總結及課後延續 

【活動四：出題考考你】 

1. 著學生複述矩形的長、闊和面積的關係。 

2. 派發課後工作紙，並示範學生如何出題考考其他同學。 

3. 老師收集同學作品後，輯錄成問題集，印發給其他同學。 

 

 

透過自擬題目活動，

培養學生的思考及創

作能力，並加強他們

運用教學語言的能

力。 

 

學生表現 

整體來說，此教學計劃亦算頗成功，學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表現相當積極及投入。他

們在各項學習活動的表現如下： 

【活動一：摸一摸】 

 每位同學也積極參與遊戲。開始之前，筆者示範遊戲玩法，並預告可能會叫同學觸摸

數學書周界、間尺面積等，同學便立即將所有的物品放在書桌上。筆者見狀，便著同

學要將所有物品收拾好，才開始遊戲。在最初的數個回合中，每次也有一至兩位同學

犯錯，不知是因為未能弄清周界及面積的分別，還是因為太緊張，一時大意而犯錯。

但在數個回合後，所有同學也能正確分辨物件的周界和面積。筆者亦訪問了數位同學，

他們也覺得遊戲很好玩，亦令他們對面積和周界的概念有更清晰的了解。因此，筆者

將此經驗與同工分享，他們亦發現在遊戲後，學生對周界及面積的概念更為清晰。 

【活動二：祝枝山巧遇布商】 

 學生在聽故事的過程中非常留心，對《祝枝山巧遇布商》故事深感興趣，很想找出朱

二受騙的原因。筆者派發工作紙後，每位同學也很努力，連平日表現懶散的同學也說

要「查案」，找出箇中玄機。另外，學生一般也能完成工作紙，找出矩形的長、闊和面

積的關係： 

題目 第一個發現 (第 1 頁) 第二個發現 (第 2-3 頁) 

答對人數 29 25 

答對百分率 9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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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砌一砌】 

 學生對這遊戲深感興趣，積極參與遊戲，可惜部分時間同學實在太活躍了，令筆者難

於維持秩序，結果要與他們一起重新訂定遊戲規則，學生才自律進行活動，秩序得以

改善。筆者在小息時訪問了數名學生，他們亦表示這些學習活動很好玩和有趣，更令

他們從中獲得不少成功感，建立對數學的信心。 

【活動四：出題考考你】 

 部分同學最初對出題活動反應冷淡，有些同學更說：「唔出得唔得？」但當筆者表示同

學所出的題目，有機會輯錄成問題集，印發給其他班的同學，他們便變得肅然起敬，

立即用心創作。可惜，在收回的學生作品中，筆者發現有不少同學只能完成一部分（畫

一個矩形及計算其周界和面積），但第二部分卻只是漏空或出錯題目： 

題目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答對人數 30 12 

答對百分率 100% 40% 

 

 筆者在與學生閒談時發現他們未能掌握第二部分的出題方法，不懂將矩形的周界固

定，找出相對的最長及最短的長和闊，因此不少同學也出錯題，令成功出題的同學只

有 12 人 (40%)。筆者明白將來再做這張課後工作紙時，應再提供多些指引給學生，才

能有效培訓他們的思考及創作能力。 

 

反思及建議 

經過這次試教，筆者對數學教學有以下的體會： 

 學生透過親身參與活動，確能加強教學效果。如果遇到學生對數學概念有不明白的時

候，就算老師再說多一千次、一萬次也好，相信也不及學生透過學習活動，主動發現

數學知識的效果好。因此，老師實在無須反覆出示例子重新解說，而應找緊機會讓學

生多嘗試，多做活動。 

 合適而有趣的數學故事是非常好的教材，能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引起他們探究

的動機。因此，筆者將來會多留意有關數學故事的書籍，希望能選取合適的故事引入

課堂中，一方面可增加學生對數學歷史故事的認識，另一方面可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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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的讚賞及鼓勵是非常重要的，學生是否喜歡思考、喜歡探究，老師的鼓勵有莫大

的影響。在活動進行時，某些學生會較被動，有些則喜歡控制大局。老師需要作出協

調，一方面要對積極的同學給予適當的讚賞，另一方面要鼓勵被動之同學努力參與，

確實很考技巧。筆者覺得自己在這方面的技巧未夠純熟，以後要多加練習。 

 

總結 

這次試教令筆者獲益良多！以往筆者發現學生對數學概念混淆不清時，多會以「說多

一遍」的方法解決，但效果當然不理想，不少同學仍然未能掌握有關知識。今次嘗試透過

不同的學習活動，從「摸一摸」遊戲，到數學故事；由「砌一砌」遊戲，到自擬難題，學

生也積極參與每項活動，結果他們都能清楚分辨物件的周界和面積，更能明白矩形的長、

闊與面積的關係，令筆者對這次教學計劃的效果感到相當滿意。因此，在未來的教學歲月

中，當筆者發現學生對某些數學概念混淆時，決不會再用「說多一遍」的方法，而會嘗試

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主動發現有關的數學知識，建立鞏固的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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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教學報告經由關樹培老師整理及修改。 

 

 

 

 

 

附件一：祝枝山巧遇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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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作紙 

 

朱二原本想買的布匹： 布莊老闆賣給朱二的布匹： 

布匹闊 3 尺，長 7 尺 布匹闊 2 尺，長 8 尺 

 長和闊的和是        尺  長和闊的和是        尺 

 周界是        尺  周界是        尺 

 面積是        平方尺  面積是        平方尺 

 

(每方格的面積代表 1 平方尺) 

 

 

 

 

 

 

我的發現 

以上布匹的周界是 (一樣 / 不同)，而面積是 (一樣 / 不同)，所以 7

尺長 3 尺闊的布改為 8 尺長 2 尺闊的時候，加起來都是 10 尺，結果

是 (足夠 / 不足夠) 做衣服。 

                  

                  

                  

                  

                  

                  

同學們，聽過朱二的故事後，你們能否找出箇中的

玄機呢？試在方格紙上繪出布匹的大小，看看有什

麼發現。 

祝枝山巧遇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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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尺） 

闊 

（尺） 

長闊和 

（尺） 

長闊差 

（尺） 

周界 

（尺） 

面積 

（平方尺） 

      

2 8 10 6 20 16 

3 7 10 4 20 21 

      

      

      

      

      

      

 

 我的發現 

以上的矩形周界是是 (一樣 / 不同) 的，它的長闊差愈少，其面積就愈 

(大 / 小)；其長闊差愈大，面積就愈 (大 / 小)。當長與闊度相等，成一

正方形時，面積就最 (大 / 小)。 

那麼，你們能否列出各種長闊和都是 10 的組合，從

而找出長、闊和面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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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能否在方格紙上繪出各種長闊和都是 10 的

矩形，並留意他們的面積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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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砌一砌 

 

拼砌一個面積是 10 cm2，而周

界是最長的長方形。 

 

拼砌一個面積是 10 cm2，而周

界是最短的長方形。 

                              

拼砌一個面積是 9 cm2的正方

形。 

  

拼砌一個面積是 6 cm2，而周

界是 10 cm 的長方形。 

               

拼砌一個面積是最小，而周界

是 10 cm 的長方形。 

 

拼砌一個面積是最大，而周界

是 12 cm 的矩形。 

               

拼砌一個面積是最小，而周界

又是最短的矩形。 

               

拼砌一個面積是最大，而周界

又是最長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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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學生工作紙作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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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回響： 

 

1. 於教學設計簡述部份匯姿指出：「本教學計劃著重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如：數學故事、

探究活動、遊戲和自擬題目活動等。 透過學生主動參與活動，提升其學習數學的興趣」 

這些都是我們討論過的教學法，也就是我們之前論及教學法多樣化(wide repertoire of 

teaching skills)在課堂裡的體現。 

2. 許多教學研究都指出學生容易混淆周界與面積的關係。 類似「面積越大，周界越長」

的想法是孩子們普遍的誤解。 作為老師，值得多讀這方面的研究。 

3. 匯姿的報告無論在教學設計、課堂教學和課後分析方面，都見她的心思和努力。 這份

教與學的熱誠，你感受到嗎？ 

4. 匯姿不止一次提及以往她發現學生對數學概念混淆不清時，會以「說多一遍」的方法

解決，但效果未如理想。 今次嘗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從「摸一摸活動」，到「祝

枝山巧遇布商故事」，再由「砌一砌遊戲」，到「自擬數題」，學生都積極參與其中，結

果他們清楚分辨物件的周界和面積，更明白了矩形的長、闊與面積的關係，令筆她感

到安慰。 試想一想，怎樣是幫助學生澄清數學概念的好方法？ 

5. 讓我給你一點跟進工作： 

(a) 填上略去的數理分析部份 

(b) 撰寫「砌一砌遊戲」的運作指示 

(c) 製作「自擬數題」的工作紙 

(d) 簡要列出你的改善建議 

 

關樹培老師 

2008/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