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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多解”
   重要嗎？

文│江春蓮　佘偉忠　張耀強 

“一題多解”、“一題多變”、

“多題歸一”是中國傳統數學教學

的特點（Cai & Nie, 2007）。北京市

22中的孫維剛老師曾指出：“一題多

解可以使學生身臨其境，加深理解；

通過多解歸一，學生可以尋求不同解

法的共同本質，乃至不同知識類別及

思考方式的共性，上升到思想方法、

哲理觀點的高度，從而不斷地抽象出

具有共性的解題思考方法，也就是多

題歸一。”Zhang, Barkatsas, Law, Leu, 

Seah和Wong的研究(2015)發現，中國

大陸、台灣地區和香港的小學五年級

的學生認為，一題多解對他們的數學

學習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們的研

究（Jiang, Seah, Barkatsas, & Cheong, 

2016）卻發現，澳門初中二年級的

學生不認為“一題多解”對他們的數

學學習很重要。為甚麼呢？根據學習

機會理論，他們是否比較少地有“一

題多解”的體驗呢？為此，我們試圖

去尋找教案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澳

門數學課堂教學中常常運用“一題多

解”嗎？

 

我們把最近五年（2008-2013年）

教青局的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的已

經上網的全部初中和高中的作品（不

包括那些沒有解答的教學設計）進行

了統計，初中部分的結果見表1，高中

部分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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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08-2013年間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初中獲獎作品中一題單解、一題多解問題數目

作品代碼 總節數 總題目數 一題單解
題目數

一題兩解
題目數

一題三解
題目數

2012-2013
G031 8 33 3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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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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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資料表明，在11份獲獎作品

中，一共有153節課，533個帶解答

的問題。在這533個問題中，只有6

道題（1.13%）上，老師提供了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解答。具體地說，只在

3份教案中出現了一題多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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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08-2013年間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高中獲獎作品中一題單解、一題多解問題數目

作品代碼 總節數 總題目數 一題單解
題目數

一題兩解
題目數

一題三解
題目數

2012-2013
C013 6 0 0

113 20 4
6
6

0 0
00

7
181

10
131

166

1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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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0

0
0

32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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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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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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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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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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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6
6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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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199 134 132 2

0

C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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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6
C041
C057
總數

2011-2012
C005
C014
C019
C069
總數

2010-2011
C005
C016
C036
C064
總數

2009-2010
C009
C019
C030

C073

2008-2009

總數

C003
C012
C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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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3

C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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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2

C082

C059

C034

總數

146
7

284

7

367
12
9

127
17

53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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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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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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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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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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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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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1818 1688 111 17 2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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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資料表明，在29份獲獎作品

中，一共有1314節課，其中1818道帶

解答的問題。在這1818個問題中，只

有130道題（7.15%）上，老師提供了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解答。具體地說，

在11份教案（37.93%）中出現了一題

多解的情形。

 

數 學 教 案 中 出 現 比 例 如 此 少

的 “一題多解”的題目，既在意料之

中，又在意料之外。在意料之中，是

因為知道不會多；意料之外是沒有想

到這麼少。作為一個數學老師，不難

發現很多的問題其實是可以有多種不

同的解法。即便是很簡單的一元二次

方程，如(2x-3)２=４，也可以用直接

開平方法、因式分解法和公式法等三

種方法。同樣地，即便是很簡單的一

個證明問題（圖1），也可以有多種

不同的證明方法（圖2）（Cai & Nie, 

2007）。在這些證明方法中，圖2(a)

只用到兩線平行的同旁內角性質定

理，而圖2(b)則需要增加一個平角的

性質，圖2(c)則在兩線平行性質定理

的基礎上增加三角形的內角和定理，

圖2(d)既可以用平行線同旁內角和內

錯角的性質定理，也可以用四邊形的

內角和公式，圖2(e)和圖2(f)則需要用

到上面提到的多項性質。通過這樣的

教學，數學問題對學生來說，不再是

孤立的，而是相通的，可以形成對數

學知識和方法的關聯性理解（Skemp, 

1986）。

72



56．Revista dos Docentes．Teacher Magazine

如圖，            ，問和式 A+ E+ C可能是多少？

圖1

圖2

(a) (b)    為      和      的交點

(c) (d)

(f)(e) ，

H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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