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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形周界

1. 引言

在過去任教小學四年級的經驗中，不難發現學生在適應高小課程存在不少困難。高小課

程對數學思考、分析能力要求愈來愈高，相比「兩位數乘法」、「兩位數除法」等課題，小

四學生在個別課題如「倍數」、「因數」、「分數」、「周界」等相對吃力。其中，我選擇

了《周界一》中的「長方形周界」作主題，希望能針對當中的細節，謹以個人教學經驗為依

據，按學生可能出現的問題作相應的措施。

2. 教學內容及教學目標

這一次教學主題為四年級課題：《長方形的周界》。《長方形的周界》在香港小學數學

教育課程綱要中為第二學習階段─度量範疇 4M1《周界一》中的學習目標之一。

《周界一》的學習目標分別為：

1. 認識周界的概念；

2. 量度平面圖形的周界；

3. 計算正方形及長方形的周界；及

4. 計算簡單平面圖形的周界；

並備註為「在進行量度活動時，鼓勵學生先估計後量度。」

學習《長方形的周界》這一課題，學生必須具備以上第 1、2個個學習目標及正方形周

界的基礎知識。故以下將對以上學習目標作簡單介紹。《周界一》這課題要求學生掌握的第

一學習階段之基礎知識包括：

i. 度量範疇的「米、厘米和毫米」、

ii. 圖形與空間範疇的「直線和曲線」、「平面圖形」及

iii. 數範疇的「四則計算」；

並為小學學習周界的起點，作為小六《周界二》─「圓形的周界」的學習基礎。四個學習目

標的內容如下：

(1) 認識周界的概念：認識周界的定義─閉合平面圖形外圍的邊界長度。並根據周界的

四個基本概念─「閉合」、「平面圖形」、「外圍」、「邊界」辨認出不同圖形的

周界。

(2) 量度平面圖形的周界：周界本為直線及/或曲線線段的組合，具有長度。在認識周界

的定義後，第二個學習目標即為量度周界的方法：包括直線圖形的周界及曲線圖形

的周界。在學習量度周界的過程中，也跟其他學習度量的課題一樣，同時訓練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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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的估量能力。

(3) 計算正方形及長方形的周界：計算特定平面圖形─正方形及長方形的周界。這一課

題運用了四年級課題《四邊形的特性》中正方形四邊長度相等及長方形兩組對邊長

度相等的特性，以求出周界公式。並第一次在小學學習過程中，帶出「公式」這個

概念。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除了需要「求出」公式、「套用」公式外，也必須要能

夠「運用」公式。而「運用」公式，正是學生在這一個學習目標中最大的難關。

(4) 計算簡單平面圖形的周界：「簡單平面圖形」一詞，方間教科書或 TSA題型中，一

般呈現為幾何圖形的組合。基本上以邊長相加，求出總和為周界，當中滲入一定的

幾何圖形特性、平行線應用等已有知識。為周界概念及已有知識之綜合應用課題。

《長方形的周界》一課，以上述第 1及 2個學習目標為基礎，加上正方形周界的公式運

用知識作為起點。《長方形的周界》基本知識並不困難。根據以往經驗，學生在學習長方形

周界公式之基本概念的進度差異不大。

然而當學生面對進階之情境，問題則明顯出現─長方形周界的變式題型、圖形外框周界

等，均為學生難點所在。最後，除了以上的《周界》問題外，當中更衍生出一個《四則運算》

的問題……當出的學習難點詳列如下：

(1) 認識計算長方形周界的公式

按初小學生的學習習慣，學生在學習長方形周界時，往往會出現強記硬背的情況，

在不能理解或不願理解的情況下，學生不但不能「運用」公式，更甚的是在綜合練習裡，

連基本的「套用」公式時，也會出現跟其他日後學習的公式混淆，不能正確列式的情況。

(2) 長方形周界應用題及變式應用題

跟一般的應用題計算一樣，一些學生理解應用題文字內容的能力較低，會因文字誤

解而不能正確列式。主要原因可包括是基本文字分析能力不足或生活經驗不足，最重要

是課題與生活經驗的連繫未能確立。所以，就長方形周界這一課題的特定訓練是必須的。

另外，在變式題型的處理方面，除了以上的文字能力外，學生的圖形空間感不足才

是學習問題的根本。變式題型包括公式條件變動──「跑了 3圈」、「長是闊的 4倍」

一類題型，以及合併圖形──「小長方形」、「大長方形」的周界等……皆是學生的難
點所在。

(3) 長方形周界公式的的逆向運用

長方形周界公式的逆向運用為這課題的一個難點──提供長方形的周界及其中一

條邊長，再求長方形的長或闊。一般來說，我們要求學生能運用公式：

「長 = 周界 ÷ 2 － 闊」 及 「闊 = 周界 ÷ 2 － 長」

根據以往經驗，學生在理解及應用的層面上均可能出現障礙，而且學生現階段並未

正式學習含有除法的四則混算，要注意學生對以上除減混合算式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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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策略設計

根據以上三個學習難點，我把「長方形周界」這一課題分成三個主要科節，主題分別為：

i. 長方形周界的計算

ii. 長方形周界的應用

iii. 長方形周界公式的的逆向運用

整體課堂設計以：

生活情境為基本──安排有趣味，配合學生生活經驗的情境，確立數學課題與生活息息

相關的理念。

探究式學習為主體──主要學習重點以發現式、探究式活動為主，讓學生開放思維空

間，體驗數學。

課堂練習為鞏固──設計具針對性、多元性及層次性的課堂練習，鞏固知識及適時回饋。

家課：在合適的情況下以課本練習為基本，加入具針對性設計的工作紙補充。

以下將以課節為單位，介紹當中的教學重點及與難點對應的教學策略。內容為部份教學

設計理念，引導及提問方式、詳細活動內容請務必參考附件之教案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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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節「長方形周界的計算」

根據前述之學習難點，我把這一節的教學目標訂為：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找出長方形的周界

2. 學生能從探究活動中整理出計算長方形周界的公式

3. 學生能應用長方形周界知識於日常生活

其中第二項：「學生能從探究活動中整理出計算長方形周界的公式」作為建立學生在周

界公式的基礎認知，確保學生從根本意義去認識周界公式。

一、導入：

使用情境，利用聖誕節佈置課室作為整個課堂的主題，一方面提供有趣味的情境，另一

方面連繫學生的生活經驗和課題「周界」，以裝飾黑板為起點，把學生的已有知識「周界」

連繫到「長方形」的黑板，再帶出主題──「長方形」的「周界」。

二、小組探究：計算長方形周界的公式

活動分為四部份，分別是 1.選材製作長方形；2.量度長和闊；3. 計算周界；4. 匯報

第一部份讓學生從不同長度的紙條中選出可以組合成長方形的紙條，用意是讓學生引用

已有知識「四邊形特性」中的長方形特性──兩組對邊長度相等。

第二部份定義長方形的兩組對邊特有名稱：長和闊。第三部份讓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列出

算式。第四部份的匯報，老師須在之前的活動過程中預先檢視不同組別的算式，選出三個合

適的組別作板書，以製造討論空間。最後，引導學生以數字所代表的意義，得出不同的公式，

再讓學生選出最簡便的公式。

這一個過程針對前文所述之學習難點(1)，讓學生以「兩組對邊長度相等」這個特性為起

點，開始求出長方形周界的計算方法；並在不同的表現方式中，選取最簡便的公式。這樣，

這一課題的重點──長方形周界的公式便不是別人授予學生的，而是由學生而生，成為他們

知識的一部份。相比去理解一條公式，建立這條公式的過程讓學生更真實體驗這條公式的含

意。希望籍理解去加強學生對公式的記憶，為之後的公式應用舖路。

三、鞏固練習：

以不同層次的練習題及情境應用題，訓練學生套用公式及連繫生活經驗。

四、應用事例：

以生活中的周界應用事例，增加學生對「長方形周界」為生活一部份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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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節「長方形周界的應用」

根據前述之學習難點，這一節的目的為：介紹 3種最常見長方形周界應用的題型。

一、導入：

因此課題為第一教節的延伸，所以導入先以重溫長方形周界公式開始，再以開門見出式

點明課堂目標。

二、長方形周界應用：條件變式

針對學生盲目套用公式的慣性，利用變化的資料，練訓學生對長方形公式的 2個輸入項

目：「長和闊」的敏銳性。要求學生在使用公式前必要分辨出目標長方形的長和闊，一步一

步的求出周界。

另外，活動後半部份，要求學生認識分部列式及一次列式法，再讓學生比較兩各方法，

再按能力建議學生合適的方法。學生通常會選擇後者，因為比較簡便；但強調能力稍遜的學

生應先使用較清楚的分部列式法，習慣後才可改用較簡單的一次列式法。

三、長方形周界應用：合併長方形

根據經驗，當提問至「一個長方形的周界 20cm，兩個長方形合併後的周界是多少？」

一類擬似乘法提問模式時，必定出現部分學生反射性的把問題當成乘法，而反射性回答

40cm。這一類錯誤看似很荒唐，但明白到問題的成因為初小學生的主要學習慣性─模仿及操

練，會出現這個問題實在不難理解。正好從高小的起點─小四，重新糾正及訓練學生的思考

模式。所以這一部份以兩個不同的答案為起點：200cm及 140cm，以動畫喚起學生所知的周

界的其中一個定義──「周圍的邊界」。以衝突加深「要認真分析文字」的訊息。

四、長方形周界應用：結果變式

這部份比較簡單，主要為：「周界 x圈數」及「周界 x成本」兩部份，學生困難不大，

故不安排特別活動。

五、鞏固練習

題 1為基本應用題型；題 2以估量配對小遊戲增加學生的長度空間感；題 3為合併圖形中之

概念應用，能反映學生是否理解圖形合併後周界邊線數量改變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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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節：長方形周界公式的的逆向運用

根據前述之學習難點，此教節從介紹長和闊和周界的關係開始，透過小組探究，引導學生理

解長方形周界公式的的逆向運用。

一、導入：神秘長方形

以「神秘長方形」激發學生好奇心，提高學習興趣。導入部份出示一個條件：周界長度

是 20厘米，讓學生思考，以想像力來「估計」長和闊。

同時，慢慢增加的「提示」，有滲透「定義」長方形的條件數量之效。讓學生慢慢發現，

只知道周長，不能定義一個長方形。

*小數為下學期課題，若學生提出小數或毫米，可補充長和闊均是整厘米。

二、小組活動：長方形的長和闊

透過探索「神秘長方形」的長和闊，以繪圖的過程讓學生體會周界、長和闊的關係。若

學生能不使用繪圖，直接以公式思考則更佳。

活動主要學習目的為：

1. 長和闊的關係──長和闊的和是 10cm，是周界的 1半。

2. 周界不變，闊增加，長減少。

三、活動結果引申──公式逆向思考

「周界是 20cm的長方形有這麼多可能性！怎可以知道是哪個！」學生可以體驗到只有

周界，不可以定義長方形。然後得到老師所出示的第二個提示後，謎底便立即解開！這個過

程是要學生深深體驗到「周界+長」可定義「闊」這一點。

後半部份以學生列式作為小總結，讓學生整理己身所學。與第二教節的第 2部分相同，

要求學生認識分部列式及一次列式法，再按能力建議學生合適的方法。

四及五、公式應用及鞏固練習工作紙

先展示公式應用及分部/一次列式題解要求。再讓學生完成堂課練習工作紙，並即時回

饋。

七、挑戰題

家課工作紙題目：「有一個長方形，它的周界是 16厘米，而且它的長是闊的 3倍，求它的

長和闊。」當中的兩個條件足夠定意長方形，但「長是闊的 3倍」這條件並不直接，可讓學

生家中自行進行列表探究，鞏固所學。

註：以上為教節一至三的設計詳解，內容主要根據本人學生的情況及過去經驗計設，在不同

的教學環境下可能並不適合，單是同校不同屆的學生情況已可有異，敬請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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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長方形周界」這一課題只是學習範疇《周界一》的其中一個學習目標，其實為這樣簡

單的一個課題而設計一個教學方案是否大費周章呢？我個人認為，「長方形周界」這一課題

基本概念雖然簡單，但可擴展性很高，作為學習《周界》的一個環節，它有著整合概念、引

申應用的意義。正因它的擴展性，坊間教材才會出現這麼多不同的變式題型。所以，我謹以

自己不完全的教學經驗，詳細的編寫了這個教學設計。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教學設計，在增進

自己之餘，能真正達到它的目的：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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