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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真的認識「因數」嗎？ 
 

周惠英 
聖公會蒙恩小學 

引言 

筆者在學校裏多是教授小五及小六數學，不知其他老師有否跟我遇上

相同的難題：在教授最大公因數及最小公倍數時，無論如何舉出生活實例，

又或者繪影繪聲地著學生緊記著兩者的分別，學生總是在一段時間後便將

這兩個課題混淆。有些老師甚至曾經刻意把這兩個課題分放在上下學期教

授，期望學生能先對其中一個課題的內容熟練以後，再面對另一課題。可

惜的是任何方法都無法令奇蹟出現，究竟是甚麼地方出了問題？其實問題

還不只於此，學生甚至在用列舉法找出某數的所有因數時，總會有三兩個

數的錯和漏，老師往往都認定這是學生的粗心大意，難道這就是最圓滿的

解釋嗎？我們作為人師，又是否真的不可以再作甚麼了嗎？那麼數學學習

便要被扣上很多無奈了。 

學生要學會以上兩大課題前，理應在四年級 (註) 時已經要打穩基礎，至

少他們要知道「甚麼是一個數的因數」和「應如何找出一個數的所有因數」。

但坊間很多教科書並沒有明明白白的解答這兩道問題，尤其是找因數的方

法究竟是用「除法」還是「乘法」仍是有點模糊。在課堂上，老師最多也

只是用數粒或實物拼砌出一個又一個的矩形，然後用乘式去紀錄，這樣便

可找出所有因數。但問題是整個學習過程中，老師只把注意力集中在乘式

的紀錄上，縱使有提及「除」這個字與「因數」的關係，相信也不足以令

學生留下深刻的了解及記憶，結果「因數」的真正意義很快便被隱藏在這

些乘式裏，令學生在往後的學習裏找不到一個真正的「救生圈」。這裏必須

指出，儘管一般數論書都會以「存在整數k，使得ak = b」作為非零整數a是
整數b的因數的定義（可參看潘、潘，1992，第 7 頁），這說法絕非找尋因

數的系統方法。要問 12 是否 948 的因數，就是要知道是否存在整數k，使

得 12k = 948。像 12 × ___ = 948 的填空題，試問如何可以由乘法入手呢？

但由於一般課本用上的例子，通常是較小的數，像 2 × ___ = 12 的問題，在

輕而易舉唸乘數表便可以完成的背後，其實隱藏了這方法是大海撈針的本

                                           
註： 根據目標為本課程，因數和倍數是三年級的課題，而利用列舉法找最大公因數和

最小公倍數則是四年級的課題。2002 課程則把這兩大課題合併在四年級時才教授。 

25 



數學教育第二十二期 (6/2006) 

質！ 

重組教學流程 

從數學化觀點看（可參看馮，2004），要令真正的學習重新浮現，就必

須從課題的基本原理入手。所以課堂的設計有以下三個目標： 

1. 學生能夠說出「一個可以整除某數的數，就是某數的因數」。 

2. 學生掌握一個有效的工具找出某數的所有因數。 

3. 學生能藉此培養一個良好的工作習慣。 

至於課堂的流程則由學生的已有知識 ——「倍數的意義」為起始點，

再通過倍數和因數的關係，帶出「找出因數的方法」，即「一個可以整除某

數的數，就是某數的因數」。所以，如果要找出某數的所有因數，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由 1 開始，用除式把它逐一去除，能整除的就是某數的因數。筆

者為此設計了一張可以找出 30 的所有因數的課堂活動紙（附頁一），上有

30 個附有除式及紀錄每道除式的結果的方格，目的是要讓學生實實在在經

歷「一次」完整的找因數工程，這方法看似很笨，亦花時間，但卻非常有

效，還有一些意外收穫。學生在「除」的過程中，很快便發現當完成了過

半數的除式以後（在這例中，即 15 以後），到最後一道除式以前，是不會

再找到其他因數的了。這一發現相信在一般的教科書或教學計畫裏都不會

被收納在內，而在拼砌矩形找因數的過程中，亦不容易被發覺。 

此外，在教學的討論過程中，大部分學生都能從個人的工作，加上其

他同學的發現，歸納出以下各項學習重點： 

1. 「1」必定是所有數的因數 
（其實學生很少有機會認認真真用「1」去除其他整數，所以這個發現

並不是必然的。事實上從二年級學除數開始，學生就很少接觸如：12 ÷ 
1 或 26 ÷ 1 等的數式。） 

2. 由以上除式可知任何數的最大因數就是原來的數。 

3. 「2」是所有雙數的因數，由這道除式亦可知任何雙數的一半亦是該數

的其中一個因數。 

4. 配合數的整除性檢定法則，學生在經歷了一次完整的找因數過程後，

全都能在第二次找另一數的因數時，肯定地判斷哪些除式必定可以找

得到因數，哪些不用除法也可肯定不是因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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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學生是有個別學習差異的，部分能力較強的學生在做「48 的因數」

一紙中，已能準確地用最少的除式，有系統地找出 48 的所有因數；而能力

稍遜的學生則能依其能力按比例地用較多的除式去完成相同的工作，分別

就只在於多了三數道除式，而這亦正好體現這設計背後的照顧學習差異的

力量（附頁二及三）。 

完成這課題學習後，學生們都不約而同地訴說這是一趟艱辛的旅程，

有學生甚至形容為「翻山涉水找因數」（其實他們只用了約二十分鐘去完成

這件工作罷了）。筆者仍記得當日他們在完成第一張工作紙後，都紛紛吐出

一口「大氣」，就是這一口氣，令所有學生都雀躍在接下來的課堂討論中，

而上述一切發現亦皆由學生自行找著，原來只要一個從基礎學理為出發點

的教學設計，加上靜心地讓學生用二十分鐘去完成這三十道除式，就能還

他們一個真正的「學習」經歷。這次以後，每當筆者再問學生「甚麼是這

個數的因數？」、「還記得怎樣找因數嗎？」等問題時，答案都是肯定的，

更寶貴的是我們之間有了一套能溝通無阻的共同語言（數學語言）。 

艱辛過後 

接下來的就是每個人都關心的考試及評估了，雖說分數並不代表甚

麼，但它始終是一個被大多數人接受的指標。在評估中，接近百分之九十

八的學生能準確分辨「因數」和「倍數」的題目，至於在列寫某數的所有

因數時，小部分學生仍有遺漏，這可能與學生的考試情緒有關吧。總結下

來，筆者仍肯定的說句這工作是有很高的價值的，至少學生們能投入在這

學習過程中，從討論到總結，從懷疑到肯定，這一切都以學生為中心，為

師至此，夫復何求。 

本文承蒙馮振業博士提供寶貴意見，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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