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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九月
一日，對於來

自內地的十六名數學教師
來講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這一天我們來到了美麗
的「東方之珠」— 香
港。我們分別來自廣東、
福建、湖南、湖北、浙
江、江蘇、山東、天津八
個省市的中、小學，都是
內地具有「份量」的高級
數學教師，經過政府的層層
選拔和考核，最終被挑選為
承擔來港交流任務的人員。

在內地，我們都有著自己所鍾愛
的事業，也都有著自己所熱愛的家
庭、親人和朋友。但是我們更感到幸

運的是能夠在
香港認識更多
的教育同仁，
結交更多的夥
伴和朋友，領
略多元文化和

豐
富 的 教
育思想。我們滿懷
著內地教師的期望，在這一年的時間
裏，與香港的數學教師共同營造濃厚
的教研氛圍，交流數學教學的思想與
方法，提升數學教學的效率與品質，
共同譜寫兩地教師友好合作的美麗篇

章。

在交流中，我們都
以研究者的心態置

身於教學情境之
中，以研究者的
眼光審視和分析教學實踐
中的各種問題，致力優化
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學生的
學習方法。每一個課題、
每一個教學方法、每一個教
學案例，甚至是一道小小的
數學題，都是我們交流的內
容。我們以誠相待，各抒己
見，相互切磋，在情感交融中
共勉，一個個新的教學設想就
在這心靈對話中萌生。

我們感懷教育，是教育為我
們和香港教師搭建了學術交流的平
臺，是教育為我們架設了兩地教師友
誼的橋樑，我們將倍加珍惜這份情
懷，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和理想，讓
我們的教育交流像綻放的紫荊花，格
外絢麗、精彩！

香港教育改革至今，我
們學到一點道理，那

就是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學生的
生命能否有所增潤，其中一個決
定因素是陪伴他們成長的老師的
素質。

二十一世紀教師素質水平是
指：支撐教師教學行為背後的教
育理念是否與時並進，及為學生
在課堂提供的學習經歷是否讓學
生終生喜歡學習和能夠學習。

如何促進教師的專業水平已
成為各地教育改革能否繼續推進
的關鍵。而總結過去的經驗與

教訓，我們知道途徑不外乎：
(一)教師經常能對自己的教育工
作進行反思；(二)教育同儕之間
能不分校內、校外開展分享交流
活動；(三)得到同行中先進者及
時、適切的點撥和引領。「內地
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恰恰在上述三方面起著積極的
作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
乎」，正好反映能參與此計劃的
學校教師的心聲。聞《數學教學
通訊》的出版，僅以小文聊表多
年來祖國支持香港教育發展的濃
情厚意。

張全勝

葉祖賢
副計劃總監(校本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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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數學科）

今期焦點：
1. 負數教學 頁8

2. 代數教學生活化？ 頁2

3. 不要忽視同類項！ 頁3

4. 『=』的困惑 頁6

5. 23 = –8？ 頁8

6. 歡迎讀者來稿 頁6



第二頁

數學中的數字、圖形甚至
概念都源自於生活，數

學也是把生活中的數學道理經過了
科學的抽象與概括演變成了一門獨
立的學科。

數學學習往往因為它的高度概
括和抽象而使有些學生望而卻步。
所以我們經常在想，若是能把教材
內容與生活實際活動有機地結合起
來，使數學知識成為學生看得見、
摸得著、聽得到的現實。再運用所
學的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使學生體會到數學就在我們身邊。
那麼，學生學習數學便會有興趣
些，也會容易些。

於是，老師們都挖空心思地為
數學知識尋找生活模型，從課題的
引入，到概念的詮釋，到解題的思
路分析都進行嘗試，真可謂用心良
苦。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數學知識
和概念都可以直接生活化呢？我
們先來看幾個實例。

案例一：請判斷 x，2x，-3x，
x2 中那些是同類項。

老師比喻說： x 就好比是一
罐正著放置的汽水，2x 就是兩罐正
著橫排放置的汽水，-3x 就是三罐倒
著橫排放置的汽水，而 x2 是兩罐正
著豎排放置的汽水。如圖所示：

因為， x，2x，-3x 所代表的汽
水都是橫排的，所以是同類項，而 
x2 的汽水放法和它們不一樣，所以
和它們不是同類項。

觀課中我加了一個 
1
2

x ，問坐

在我旁邊的一位學生，它和 x，
2x，-3x 是不是同類項？學生猶豫了
一下說不是，因為它是半罐汽水。

我再問， -
1
4

2x 和 x2 是不是同類

項？學生兩隻手上下比劃了一會
說：「太難了，不知道。」可想要

是再問學生2ab2，3a2b， -
1
2

2ab 哪

些是同類項？學生就更無所適從
了。

這個比喻的問題出在對 x 的誤
導上，x 是一個未知的數，而非一個
物或者一個單位。另外，橫放還是
豎放汽水罐是老師規定的，它和 x 
的乘方沒有任何關係。

案例二：解方程 3x + 4 = 13

老師說解方程就是從一群人中
把 x 找出來，也就是孤立 x。但怎
麼個孤立 x 呢？ 3 和 x 靠得很近，
它是 x 的好朋友，而 4 和 x 離得
遠，所以先處理 4，再處理 3。於是
師生同心協力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節課老師和學生都很開
心，很有成就

感。

課後，我出了兩道題給學生做：

2 3 4 18 3 4
2

5x x
+( )= +

=,

我問學生先處理什麼，他說 
4，因為 4 離 x 遠些。於是學生這
樣做：

2 3 4 4 18 4x + -( )= -  及

3 4 4
2

5 4x + -
= - 。

老師解釋說，下一節課會告訴
學生括號和分數線就是房子，先處
理房子外面的，再處理房子裏面
的。我又寫了一個題：

8x+25=2[x-2(x+1)]，師生面面相
覷。我說那這個題目房子裏還有套
間，x 在等號的兩邊都有，還要分國
內和國外。大家都笑彎了腰。

這個比喻的問題出在，用我們
生活中人與人的遠近來套用加減乘
除運算關係，很牽強，而且為甚麼
孤立 x 要先處理遠的，後處理近
的？這在人際關係中似乎也沒有可
遵循的定律。

案例三：(-2) - (-6) = -8

這是一個學生做的答案，他解
釋得頭頭是道。老師說：加就是你
給我錢，減就是我給你錢，正數就
是我的錢，負數就是我欠你的錢。
這個題目就是，我欠你 2 元，又要
給你我欠你的 6 元，所以我就欠你 
8 元。

他說每一句時，都徵詢我的意
見，我點頭。結果出來了，我愣住
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陷阱啊！

這種用生活中學生常見的錢的
付出和收入來理解有向數的加減運
算，是老師們常用的方法。問題
是，「加與減」和「正與負」是不
是完全等同於生活中的「收與付」
和「得與欠」。一個數學式子是不
是可以這樣用生活中的語言來翻
譯。

我理解的數學生活化，是課題
的導入「生活化」；學習過程「生
活化」；知識運用「生活化」，而
非把數學概念一概生活化。

數學和生活說近，可以很近。
例如，蜜蜂的蜂窩構建了奇妙的正
六面體結構的密鋪圖案，海平面上
的日出演繹了一條直線和圓的位置
關係，我和鏡子裏的影像是美妙的
對稱和反射。賽馬中有概率，銀行
裏有利率，等等……

數學和生活說近，也不可能處
處都很近。因為數學畢竟是一門經
過科學抽象和概括的獨立學科。它
有自己的體系、語言、思想。所
以，不可能所有的概念都可以用生
活中的語言來解釋，如果你想把「
無理數、指數、對數、三角函數」
都像「正數 3 」一樣賦予「 3 個小
白兔」那樣鮮活的生命，那你一定
累死、氣死，因為你挖空心思想出
來的比喻很有可能把原本明白的學
生給搞糊塗了，甚至把你自己也繞
進去了。

也就是說，要想走數學教學生
活化的路，一定要走得貼切、客
觀、合理，要能揭示數學概念的本
質，能充分說明和解決問題。而不
要為難自己，因為數學源於生活但
高於生活，數學語言絕對不可能和
生活的語言是一一對應的。

毛美雯

x 2x -3x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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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合作學習是課堂教學的
一種重要方式，有效的合

作學習，能讓師生分享彼此的思考、
方法、經驗和知識，交流彼此的情
感、體驗與觀念，求得新的發現、獲
得新的知識、習得新的能力，從而達
到共識、共用、共進，實現教學相長
和共同發展的目標。但任
何一種學習方式，重要的
是果效而非形式，而要使
合作學習成為有價值、有
成效的學習活動，選擇合
作學習的恰當時機是很重
要的一個因素。

那麼，哪些是較好的合作時機
呢？

1、在新舊知識銜接時，進行合作學
習 —「唯有源頭活水來」 

小學知識大部分是從原有知識基
礎上引申發展的。但由於學生知識水
準和認知能力的差異，有的同學能很
好地進行知識的正遷移，而有的同學
卻感到很困難，有許多的疑問等待解
答，這時，讓小組同學合作討論一
番，說出各自的看法，相互啟發，發
揮互補作用，達到共識的效果，順利
將舊知識遷移到新知識。

2、在突破教學的重點、難點時開展
合作學習 —「山重水覆疑無路」 

教學的重點往往是難點問題，在
學生不易理解時，進行合作學習，同
學可以在合作研討中相互得到啟發，
互相取長補短，在加上老師點撥，會
使學生的思路茅塞頓開，從而攻克教
學的重點和難點，達到「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效果。

3、探究規律性知識的時候開展合作
學習 —「條條大路通羅馬」

在教材中許多知識需要學生動手
操作，通過操作來發現、探究、總結
規律。探究的方法、途徑多種多樣
時，組織合作學習，集思廣益，發掘
集體潛能，達成目標。

4、問題有爭議時進行合作學習 —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提出後，孩子
們往往會持著自己的觀點與對方爭得
面紅耳赤，互不相讓。此時採用合作
學習，引導學生思考、討論，讓學生
充分發表意見，說明自己觀點，評論
別人的看法，互相啟發，補充修正，

就能使錯誤消弭在萌芽狀態中。

5、解答「開放性」問題時的合作學
習 —「淡妝濃抹總相宜」

「開放性」問題其解題策略並不
唯一、答案有不確定性、多解性，由
於學生思維能力的差異或思考問題的

角度不同，在解決問題的
速度和方法上也可
能會有所不同。
當學生給出答案五
花八門時，教師安
排小組合作學習，

讓學生把自己的想法展示出來，讓每
個同學都從別的同學那裏看到問題的
另外一些角度，發現問題有多種解決
策略，多種結論。培養學生的多向思
維、求異思維和創新精神。

6、復習、鞏固總結階段的合作學習 
—「更上一層樓」

當學完一個單元的內容時，一般
要對單元的知識進行復習、梳理。這
時可以安排合作學習，小組成員可以
通過互檢、互評、互測，進行互教、
互學、互幫，從而達到了補缺補漏、
綜合提高的目的，同時解決了差異問
題。

蘇玉卿

王民珠

同類項是在學生
掌 握 了 有 理

數、代數式等知識的基礎
上學習的。同類項這一概念在兩地的
教科書上分別用這樣的語言揭示。內
地：「所含字母相同，並且相同字
母的指數也分別相等的項叫做同類
項」。香港：「若兩個（或以上）項
所含的變數相同，且各變數的指數也
分別相同，則它們便稱為同類項」。
定義的內涵與外延大同小異。

由於這一概念的教學內容在教科
書上所佔的篇幅較小，所以一些老
師容易對它忽視。其實正確認識同類
項的概念，把握正確識別同類項的能
力，是能否學好整式加減運算的關
鍵，也是以後能否順利解方程、研究
函數等內容的基礎，千萬不能忽視這
一內容的教學。

要讓學生達到對同類項概念的正
確認識，熟練掌握區分是否同類項的
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採用有效的適合
學生（中一）年齡特徵的活動是必不
可少的。下面是我在香港救恩書院講
授同類項這一課的教學片段。

師：今天，老師帶了些糖果想與同學們

一起品嚐，我先來數一下，每個品種的
糖果分別有幾顆。（隨著老師這一顆，
那兩顆，這三顆……的越數越模糊，學
生的忍耐力越來越差，連最不喜歡動腦
的學生也覺得這個老師太差勁了，他們
對自己的智慧越來越肯定，所有人都認
為他（她）能出來幫老師一把。）

師：我怎麼越數越模糊了，誰能幫我一
把？（學生紛紛表示願意幫助老師。在
學生的幫助下，「分門別類」四個字躍
然跳出。）

師：生活中需要分門別類的現象還有
嗎？（這一現象太普遍了，例子每個學
生都可以信手拈來。如超市的物品、公
車線路、冰箱裏的食物等。）

師：對這些代數式，你準備怎樣把它們
分門別類呢？

a x y xy x y a x a y a xy, , , , , , , , , ,2 3 5 11 21 7 2
3

92 2 2

（學生這時感覺到發揮自己智慧的機
會到了，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獨到之
處。）

生1：把含有 a 歸為一類，沒有 a 的歸
為一類。

生2：把係數是 3 的倍數的歸為一類，

係數不是 3 的倍數的歸為一
類。

生3：把含有 a 的歸為一類，含有  x 的

歸為一類，含有 y
 
的歸為一類。（教師

按照學生的意圖分類板書的時，發現對
有些式子會產生矛盾，於是引導學生思
考如何更科學的「分門別類」就成為這
一課堂的課堂資源）。

……

師：每個同學說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然
而缺乏科學的確定性，對此，數學家經
過周密的研究，已有一個約定：所含字
母相同，並且相同字母的指數也分別相
等的項叫做同類項。

用這樣一個「約定」將同學們散
亂的分類去偽存真形成了統一的認
識，這時學生會自覺反思自己的分類
方法的不合理性，並且信服數學家「
約定」的科學性。從而激發繼續深入
研究認識同類項的迫切願望。當然，
如果能夠再配合「同類項找朋友」的
活動，那麼對同學們正確識別同類項
能力的培養將會更有幫助。

不要忽視同類項的教學不要忽視同類項的教學



來自湖南
省嶽陽市四中的
彭錦元老師，從

事教學工作已29年，是湖南省的
特級教師和中國數學奧林匹克一
級教練員。彭老師除了在數學教
學方面有優秀的表現外(曾主持了
六個省級課題的研究；發表、國
家級論文七篇)，也是「舞林高
手」，擅長跳交誼舞和國標摩登

張全勝老
師在天津市河東
區互助道小學擔
任數學教學工作
已21年，現為
中學高級教師、國家級學科帶
頭人、天津市教育學會會員。
他曾參與撰寫天津市素質教
育叢書 —《轉變學與教的方
式，認真實施新課程》。張老
師一直致力於對數學生活化教
學的探索和實踐，努力追求教
學情境生活化，以此激發學生
對數學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
學習興趣。

李妙卿老師是廣東省佛山
市南海區大瀝鎮鹽步中心小學的數
學高級教師，也是今年唯一一位會
說粵語的數學交流人員。她在學校
負責數學科組的教研工作，並曾經
參加全國、省、市、區、鎮各級優
質課評比、公開課展示，積累了較
為豐富的教學經驗。而且，李老師

在教學上的表現出色，屢
獲殊榮，如先後獲得南海
區十佳教師、南海區教育
教學科研先進工作者等榮
譽稱號。

盛平老師本科畢業後便任教於常德
師範附屬小學，並先後被評為湖南省特級教
師、國家級骨幹教師、常德市數學學科帶頭
人，湖南省數學學會會員。她主持和主研的
課題，曾獲國家級、省一、二等獎。她發表
的論文也屢獲殊榮。此外，盛老師輔導青年
教師賽課，成績驕人。盛老師也參與教材的
編寫並被省教科院定為示範
性材料。而盛老師主持的
科技活動則榮獲「全國十佳
獎」。

劉志紅老師來自天津市第四
十五中學，從事數學教育達24年之
久。劉老師現為中學高級教師、中國
數學會會員、河東區教育學會副理事
長、天津市優秀教師、河東區名師、
區中青年教師「雙優課」評委等。
劉老師曾參與天津市數學教材的編
寫，其撰寫的教學論文屢獲殊榮，在
巿、區獲得一、二等
獎。劉老師更承擔省
巿級、區級教科研課
題，並獲區內基礎教
育教學成果獎。

彭錦元

李妙卿盛 平

張全勝

劉志紅

邢克鳳老師來自有
「北京海上門戶」之稱的
天津，從事教育32年，是
中學數學高級教師，現為天
津師範大學第二附屬小學數
學教師。邢老師曾參與過國
家級、市級教育科研重點課
題，並獲全國實驗學校「

科研型教師」、市「教育科研」先進
工作者等稱號。邢老師曾撰寫多篇論
文，有些更榮獲市一、二等獎。多年
來，邢老師也不斷提攜後進，使之成
為教學骨幹和市級學科帶頭人。

邢克鳳

王利堂老師來自成立於
1886年的百年名校 — 煙台
第二中學，從教二十六年，曾
先後擔任過初級中學學校教導
主任、校長；現為中學數學高
級教師，學校教導處主任。王

老師在執教中榮譽多多，唯對「教學能手」
這一稱號頗為上心。三個月的在港生活，讓
向來「家庭生活至上」的王老師真切地體會
到懷鄉之苦，幸好可以透過和家人團聚、聊
天，乃至共進晚餐，聊慰思念之苦。

來自湖北省武漢市
武漢小學的徐菊華老師，
畢業後被分配到師範附屬
學校工作，至今已26年
了。徐老師一直努力不懈
地工作，曾獲得了「武漢
市學科帶頭人」、「 湖
北省優秀數學教師」等稱

號。她曾發表不少有關數學教育的
文章。而她設計的《中位數和眾
數》課例獲得第六屆全國新世紀小
學數學課程教學設計一等獎，並在
大會交流。徐老師還參與小學數學
教材、教參和教案的編寫工作。

徐菊華

王利堂



項法元老
師現任浙江省湖
州新世紀外國語
學校副校長，長
期擔任小學數學
教學工作。他
曾獲湖州巿教壇新秀、教學明星
等榮銜，也是浙江省「2211」名
師工程、國家級骨幹教師的培訓
對象。項老師的教學和研究成就
斐然，如浙江省小學數學課堂教
學一等獎、湖州市教學論文評比
一等獎；浙江省科研成果評比一
等獎；省、市數學教學論文評比
一、二、三等獎等。

蘇玉卿老師來自
中國最溫馨的城市 — 廈
門，是小學高級教師、福建
省小學數學中青年教師教學
研究會會員、廈門市湖裏區
教師進修學校兼職教研員，
現服務於福建省廈門市寨上
小學。蘇老師認
為教育的過程就
是一個不完美的
人引領著另一個
（或一群）不完
美的人追求完美
的過程。

 毛美雯老師
來自江蘇省南京市
行知實驗中學，是
學校的副校長、中
學數學高級教師、
江蘇省考試研究會會員。她負責管
理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並擔任
南京市同層次學校兩個聯合體（38 
所學校）的教學研究、聯合考試的
組織和管理工作。毛老師有27年的
數學教學工作經歷，曾經主持過不
同的教科研課題，榮獲國家級、省
級的「十五教科研課題」先進個人
獎和一等獎。

自1990年
起，陸志洪老師就
在江蘇省無錫師範
附屬小學工作。他
是小學數學高級教
師，負責全校數學
教研工作。陸老師
有一個幸福的家
庭，會持家的夫人和可愛的
兒子是他工作的原動力。在
教學的道路上，他始終保持
一顆在下一個路口等孩子的
心。他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
在數學學習中愉悅地成長。

王民珠老師在中國第三
大淡水湖 — 太湖之畔走過了
34年的數學教育生涯，現職於
無錫市江南中學，是內地中學數
學高級教師、江蘇省數學特級教
師。除了教學以外，王老師也在
國家級刊物和省級刊物上發表了
教育教學論文和參與編寫教學輔
導書。她有時候還應學校、教育
單位及電視台的邀請，進行講

座、公開課、電視直播
課等，其中《身份證號
碼和學籍號》的課堂實
況錄像榮獲江蘇省一
等獎。

蔣巧君
老師來自著名
學者章太炎的
故鄉 — 浙
江。她是中學高級教師、浙江省
特級教師、 浙江省教育科研青年
標兵；現任浙江省永康市民主小
學副校長。蔣老師多年來一直致
力追求讓更多的學生在有限的課
堂內盡其所能構建盡可能多的有
意義的數學。她曾撰寫二十萬字
的個人專著 —《小學數學意義建
構教學研究》，並由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發行。

蔣巧君

王民珠

項法元

毛美雯

生於迷人美麗的海
濱小城 — 威海的于英麗
老師現為中學高級教師，
在威海市碼頭小學
的三尺講台耕作將
近二十年了，屢獲
佳績。她曾在省、
市、區教育教學刊
物上發表的教學設
計、教學反思十餘
篇；並承擔過「十
五」期間重點科研
課題，同時也贏得
了「訓練標兵」、「教壇新
星」、「教學能手」等榮
譽。于老師也曾在「新課程
與學科素質教育會」上進行
專題講座等。

于英麗

蘇玉卿

李惠珍老師現任福建
省泉州市第二實驗小學副校
長，是福建省特級教師、中
學高級教師、福建省小學數
學中青年教師研究會副理事
長，亦曾榮獲「全國先進工

作者」等稱號。 從教二十七年來，她
所執教和指導的數學課屢獲殊榮，多篇
論文在CN刊物發表。課題成果如《新
課程下學習方式、教學方式的研究》獲
得2006年福建省課改成果一等獎。

李惠珍

陸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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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香港學校老師交流的過
程中，老師們普遍認為「

除數是小數的除法」是學生學習中的
難點，例如 28 ÷ 1.4、18.6 ÷ 0.32……
這個問題確實是小學數學教學中的一
個難點，在內地和香港都有相同的情
況。下面我就將自己在教學中的一些
體會與大家分享。

學生在計算「除數是小數的除
法」時，經常出現的錯誤往往集中在
「如何確定商的小數點的位置」這一
環節。這個知識之所以構成教學的難
點，主要是因為教與學中涉及到諸多
的知識基礎，例如「小數點的移動引
起小數大小變化」的規律、「移動除
數的小數點使小數變成整數」的數學
思想和方法、「除法商不變」的性質
等諸多知識的統一與綜合運用。當中
只要有一個環節混亂不清，未能形成
牢固的認知結構，就會使學習「除數
是小數的除法」時造成障礙。為了突

破這一教學難點，教學中應注意以下
的重點：

(一) 作為「除數是小數的除法」的基
礎，教學前要適當溫習「小數點
的移動引起小數大小變化」的規
律、「除法商不變」的性質和「
除數是整數的小數除法」，內容
包括：

(1) 小數點的移動引起小數大小
變化的規律：

將小數的小數點向左移動一
位，小數的大小縮小10倍；
小數點向左移動兩位，小數
的大小縮小100倍……將小數
的小數點向右移動一位，小
數的大小擴大10倍；小數點
向右移動兩位，小數的大小
擴大100倍……

(2) 除法商不變的性質：

在除法中，被除數和除數都
同時擴大或縮小相同的倍
數，商不變。

(二) 在學生掌握以上的規律和性質
後，講解便要抓住「移動小數的
小數點使小數變成整數」這一主
要的數學思想和方法，使學生看
到並理解計算方法的三個步驟：

(1) 先移動除數的小數點使小數變
成整數；

(2) 然後為使商不變，被除數的小
數點也做相同的移動（位數
不夠時補 0）；

(3) 最後按除數是整數的小數除法
進行計算。

以上的分析和建議，希望能給教
師們在教學上一些啟發，並推動同工
們在這方面更豐富的探討。

張全勝

與老師一次共同備課時，遇到了一道數學
題：「童話每本厚 2.6 厘米，書架每

格長 50 厘米，一格可放童話多少本？還餘多少厘
米？」會中，我們探討過這樣一個關於小數除法的
問題：

   50 ÷ 2.6
= 500 ÷ 26
= 19(本)…0.6(厘米) 

答案自然是對的，這沒問題。
但這樣書寫肯定是有問題的，因為 500 ÷ 26 = 
19…6，等號 ② 顯然不能成立。討論後決定，在
教學時不寫等號 ① 這個步驟，學生在列直式時懂
得轉換即可。但這解決的僅僅是書寫上的問題，仍
然存在的問題是：

如果  50 ÷ 2.6 = 500 ÷ 26 成立 

而   500 ÷ 26 = 19…6

那麼就應該得出：

   50 ÷ 2.6
= 500 ÷ 26
= 19…6
但這當然是錯的，只是問題出在哪裏呢？

「=」表示的不是相等關係嗎？

蘇玉卿

� 從一道小數除法的計算說起

編者的話：

編委會成員：
葉祖賢、陳森泉、戴家慧
曾宇丹、張全勝、毛美雯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數學科)，
已踏入了第三年。不同文化的相遇，啟發了兩地
的數學教學同工們不少新的思維。去年內地交流
人員們認為；香港教育同工們較少就數學教學問
題，作深入而具批判性的探討和研究。出版《數
學教學通訊》的目的，就是為來港交流的內地交
流人員和香港同工們，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 我
們計劃每學年約出版四期通訊， 第一期的通訊內
容主要由本年度的內地交流人員撰寫；我們也會
邀請去年的內地交流人員撰稿，更誠邀香港的數
學教育同工們投稿，讓本交流計劃的工作，能跨
越學校，甚至跨越兩地，從而拓寬彼此的眼界。

希望本通訊能為同工們解答一些數學教學上
的問題，並能促進大家的專業對話。如同工們
有興趣投稿，請電郵至 vscchan@edb.gov.hk 及 
kwtai@edb.gov.hk，並附上姓名、聯絡方法及任
職學校名稱，謝謝大家的支持。

陳森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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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交流人員隨筆

2007年9月9日(日)   晴

來香港轉眼9天，
明天就要正式到

服務的學校工作去了。說實
話，心裏有些膽怯，不因工
作，卻為乘車路線。方向感
極差的我，走到哪兒都要轉
向，最害怕的便是單獨行
動，而生活的境況往往把我
逼到這一步。來這幾天，總
是急急忙忙地跟著同行走，
來不及記住周圍的標誌物，
至於自己能不能順利地走到

地鐵入口處，那還真是個
問題。所以今早6時我便起
床，決定獨立試走一下去地
鐵的路線。

憑近幾天的記憶，總算
順利地到達了地鐵入口處，
心裏好不歡喜。可是往回走
便成了問題。香港的人行道
與多數城市不同，不是在路
面，而是在樓與樓之間架起

了天橋，左拐右拐，一會兒
就把人給拐糊塗了。究竟往
哪個方向走呢？我呆
呆地站著，努力回憶
來時所見的字樣、圖
案、標誌性建築，
繼而反方向推回
去，可越想越沒
主意，生怕萬
一邁錯了腳，
離「家」越來越
遠。

遠處走來一位
七十多歲的老者，
我們相互對視了一
下，但我沒好意思
張嘴，因為我
知道我所居住
的灣仔中心就
在附近，遠路尚可打聽，就
在眼前的「家」卻找不到，
那可真讓人有點難為情。

我遲疑著，焦急地環

顧四周。老者已牽著他的
小狗走下了台階。快拐彎
時，他又看了我一眼，我仍
沒有勇氣問路，臉上一陣

燥熱。想不到老者卻牽
著小狗回來了，並對
我說「你好，你要到
哪裏去？」聽他這麼

一問，我激動地要哭。
早就聽來港旅遊的內地

人說，香港人如何
文明、善良，
如何主動替你

解決困難，聽似故
事，想不到今天真

的讓我碰到了，我的
心暖和極了。老者

一直把我送到了華潤大
廈，在確認我真的找到

了「家」時，才放心地走
開。我真切地感受到香港人
純樸、友善、彬彬有禮。

來港僅幾天，這種感覺

越來越強烈。前幾天，我們
幾個老鄉要到一個場所領取
電腦贈品，半途迷路向一個
營業員問路時，她因不太清
楚，竟拿起了電話幫我們詢
問；向護衛小姐諮詢乘車路
線時，她因聽不懂普通話便
找來了紙張，通過書寫進行
交流；路上不小心碰到了
別人，對方卻連連說著「
sorry」；巴士上，因搞不
清在哪個站點下車而向旁人
打聽時，幾乎車上的乘客都
在熱心地回應你，那場面真
的會融化所有冰封了的善良
的心！

我為自己生平有機會來
體驗香港而感到慶幸，更衷
心地祝願香港人在這方凈土
上堅守善良，永遠幸福！

日記一則 于英麗

在香港的公車上、地鐵
裏、甚至是超市裏，你

會發現：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獨來

獨往的……路上的人獨個兒朝著自

己的目標加快腳步，我的心中很

是疑惑。直至開始駐校工作後，疑

團漸漸解開了。香港人的住處與

工作的地方比較分散，上班的時候

不好與同事或朋友結伴而行，而

且人們的時間觀念非常強，很會充

分利用時間，因此大家都加快腳步

趕乘車。這兩三個月來，我也成

為其中一名「獨行俠」了。

初到香港，最難受
的 並 非 「 唔 識

聽」、「唔識行」，而是時
時處處所受之『冷』待！

商場、酒樓、巴士、地
鐵、辦公室……乃至洗手
間，所到之處，無不以『
冷』相待，有時甚至「寒如
北極」！

香港的空調之冷，無怪
乎聞名國際了！

我歷來怕冷，如此『
冷』待，儘管時值夏季，空
調之於我，往往不再是一種
享受，而是需要忍受的了。
從內地帶來的一些夏裝也被

打入「冷宮」，天天著長袖
衣衫，包裏還要塞條披肩，
以備不時之需。

『冷』待之苦，可以忍
受，可以解決，也有可能習
慣——較之剛到香港，如今
的「凍感」強度似乎減弱了
不少，這便是人對環境的適
應能力了。

不明白的是，一直高喊
環保的香港人，如此浪費資
源，「點解」？

蘇玉卿李妙卿

遭遇『冷』待獨行俠



  第八頁

一、實踐有向數減法的教學思考 

(1)	從實際情境感受有向數的
減法，滲透數學「建模」
思想。 

創設問題情景：烏魯木齊
的最高溫度是 4�c，最低溫度是 
–3�c，這天烏魯木齊的溫差是
多少？你是怎樣算的？引導學
生得出三種解法，①從溫度計
上算出來；② 4 + 3；③ 4 – (–3)。
4 – (–3) 是對現實問題描述的一
個數學模型，觀察模型，分析
解法，讓學生感受到：4 – (–3) 
= 4 + 3，減法變成了加法，所
有的減法都可以變成加法來算
嗎？

(2)	從有向數的加法去認識有
向數的減法，滲透數學「
轉化」思想。

讓學生自主探究①50– 20，
② 50 + (–20)，③ 50 – 10，④ 
50 + (–10)

觀察分析 50 + (–20) = 30，
50 + (–10) = 40 中加數與和的

內在聯繫得到： 30 – (–20) = 
30 + (+20) 和 40 – (–10) = 40 + 
(+10)。然後分小組合作交流，
歸納小結得到有向數減法法
則：減去一個數，等於加上這
個數的相反數。

這樣由感受到認識，從特
殊到一般，用數學內在的力量
去吸引學生，使學生真正享受
了學習。

二、實踐(–5)×3，3×(–5)，
(–5)×(–3)的教學思考

有向數乘法中三種具有代
表意義的類型 ① (–5) × 3，② 
3 × (–5)，③ (–5) × (–3) 的教學
是有向數乘法教學的關鍵，第
一種用學生熟悉的問題場景，
經歷觀察、思考、抽象、驗證
得出結論，一方面說明數學的
產生和發展源於生活，另一方
面說明由所得的結論能合理地
描述解釋生活中的現象，學生
容易接受。第二種、第三種從
學生的理解和科學性來說，用
上述方法存在一些問題，對
此，我們有如下的思考:

思考(一)：從因數與積的符號變
化著手進行推理探究。

從 (+5) × 3 = +15 和 (–5) × 3 = –15 
中不難得出結論：

把一個因數換成它的相反
數，所得的積是原來積的相反
數。

在 3 × (+ 5) =  +15 與 (–5) × 3 = –15 
中應用結論推出：

3 × (–5) = –15 和 (–5) × (–3) = +15 

思考(二)：從乘法對加法的分配
律著手進行推理探究。

由 3 × (–5) + 3 × 5 = 3 × [(–5) + 5] = 0

有 3 × (–5) = – (3 × 5)。 

由 (–5) × (–3) + (–5) × 3 = (–5) × [(–3) + 3] =  0

得 (–5) × (–3) = – [(–5) × 3]

即 (–5) × (–3) = + (5 × 3)。

大家都知道，

1
3( 8)− 是一個

數，它的立方剛好是 –8，
答案明顯就是 –2 了。這個問題簡單
得很，對大部分中三學生來說，可以
說是沒有太大的困難，就是不太明白
為甚麼指數可以是分數的學生，也會
記得這個答案是 –2。

然而，一次課堂教學中，
一個中三學生居然說：「我找到一
個方法，可以算出它是2，而不是負
數。」我胸有成竹地等待著指出學生
所犯的錯處，然而，他的解答卻是我
意想不到的。

學生充滿信心地寫出下列的計算
步驟：

1 2
2 663 6( 8) ( 8) ( 8) 64 2− = − = − = =

我想了一會，深信問題應該出在
第一個或第二個等號。若是第一個等

號出問題，就意味著
1 2
3 6
= 是不對

的。
若問題出在第二個
等號，就意味著指數公式

m
n mna a= 不能使用。我一

下子真的被這個問題卡住了。到
了下一節課，我就向學生宣佈，
我們日後都不會再計算基數是負數
的分數指數題了，就算是書本上有
的，我們也不做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也許，大家可以先想一想，下期看
看香港的教師和內地交流人員的觀
點吧！

陳森泉

彭錦元

有向數教學中的兩個思考

1

3( 8)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