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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正反比例的教學 —— 為何不用歸一法？ 

 

梁子傑 

天主教鳴遠中學 

序 

經過二十多年的抗議和爭取之後，正反比例這課題終於能夠重回中小

學的數學課程之中。這本應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不過，由於在過去的

20多年中，無論是小學或者是中學的數學課堂裡，基本上都沒有正式教授

過有關的內容，因此莫說新一代的數學教師，即使具有超過 15年教學經驗

的教師，應該對這部分的內容亦會感到陌生。再加上這個課題本身都有一

定的難度，稍一不慎，當在課堂講解時出現了甚麼差池，那麼無論是學或

者是教的人，都會感到痛苦。可以預料，正反比例這課題將會是新數學課

程中的一個難點（這亦是當年從舊課程移除這個課題的原因之一！）。 

有新的課程自然會有新的教科書。筆者在近日收到各出版社所編寫的

新教科書，特意翻看有關正反比例的內容，發覺所有書本雖然都能正確地

解釋正反比例的意思，當中的例子亦能夠清楚闡述每一個計算步驟，但卻

流於機械性的操作，而忽略了探討操作背後的原理。如此的課本內容，真

的會幫助教師去教、學生去學嗎？ 

一般教科書的處理辦法 

在介紹正反比例的概念時，一般教科書都是從一個例子開始，透過列

表展示一系列的數字讓學生觀察，從而得出正比例有關係式 
2

2

1

1

b

a

b

a
  及

反比例有關係式 a1b1 = a2b2的結論。接着就是例子。其中正比例的例子有

「3 個蘋果值 18 元，問 5 個蘋果值多少元？」，反比例的例子有「5 個工人

需 8 天完成一項工程，問 4 個工人需多少天完成同一項工程？」之類的問

題。 

值得留意的是教科書如何解這些習題。一般來說，教科書都是應用前

面提及的關係式，先建立方程，然後從解方程來求得答案。例如前面的正

比例問題，教科書的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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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5 個蘋果值 x 元。 

由正比例關係式得  
5

x
 = 

3

18
 

 x = 
3

18
 5 

  = 30 

  5 個蘋果值 30 元。 

另外，前面反比例問題的解如下。 

設 4 個工人需 x 天完成同一項工程。 

由反比例關係式得  4x = 5  8 

 x = 
4

85
 

  = 10 

  4 個工人需 10 天完成同一項工程。 

回看上述的兩個解，其實都是一系列的機械化步驟。 

筆者其實亦發現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一般教科書都將正比例和反

比例的例子和習題分配入不同的分段之中，從沒有正式與學生討論如何區

分兩類的題目。這令人不禁要問：做完書中的所有習題，學生真的懂得正

反比例的真正意義嗎？他們能夠分辨正反比例嗎？ 

一個建議：採用「歸一法」 

將正反比例的習題化為機械化的計算，無疑令學生「有所適從」，亦容

易達到教學目的。不過此舉必定令學習變得枯燥，學生的記憶亦不會持久。 

個人認為，一個有趣、具挑戰性的學習方法十分重要。而解決正反比

例問題的最佳辦法應該是歸一法。所謂「歸一法」，就是將題目中其中一個

變數「歸一」，即問當一個變數變成 1時，另一個變數會是多少？然後按照

這個數計算題目所求的數值。又以前面正比例一題為例：「3 個蘋果值 18

元，問 5 個蘋果值多少元？」在回答 5 個蘋果值多少錢這問題之前，先回

答 1個蘋果值多少錢？既然 3個蘋果值 18元，那麼 1個蘋果應該值 18  3 

= 6元（我相信，一個具正常能力的初中學生一定能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

於是，5個蘋果便值 6  5 =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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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前面反比例一題為例：「5 個工人需 8 天完成一項工程，問 4 個工

人需多少天完成同一項工程？」先想想：如果只得 1 個工人，那麼他需時

多久才能完成這項工程呢？如果 5 個工人需時 8 天完成一項工程，即是說

1個工人在 8天內只會完成工程的 
5

1
，那麼 1個工人需時 8  5 = 40天才

能完成這項工程。如果有 4人分擔這項工程，那麼便要 40  4 = 10天了。 

如果大家細仔地比較上述的計算和前面以解方程進行的計算步驟，那

麼不難發現，在數字上，兩者皆完全相同！不過，上述的計算卻能為每一

個步驟添上一層意義，令學生對他們所進行的運算有進一步的了解。 

另外，歸一法亦可加強學生分析和推理的能力。例如當完成上述例子

的計算之後，教師其實亦可以反問學生：我們是否只可以將蘋果的數量或

人數歸一呢？我們可否將錢或工程日數歸一呢？透過這類提問加強學生對

歸一法的反思和認識。事實上，將錢歸一，即是問 1 元能買多少個蘋果？

答案是 
18

3
 = 

6

1
 個（當然，這個答案有點古怪）。接着，因為 5個蘋果

可以分成 5  6 = 30個 
6

1
，所以 5個蘋果值 30元。同樣，5個工人需 8

天完成一項工程，如果將工程日數改成 1天，那麼我們便需要 5  8 = 40

個工人。但現在只有 4個工人，所以我們便需要 40  4 = 10天了。 

區分正反比例 

前面提過，在目前的教科書中，很少討論如何區分正反比例的活動。

相信大家同意，透過上述歸一法的分析和討論，學生應該可以很自然地了

解到，有一類的習題應該先除後乘（那是正比例），另一類卻先乘後除（那

是反正例），從而學會區分正反比例的方法。 

事實上，正比例給予人一種無限擴展的可能性。譬如 1個蘋果值 6元，

那麼 3 個值 18 元、5 個值 30 元 …… 等等。相反，反比例卻建基於一個

固定的範圍之下。譬如一項工程，無論我們有多少個工人或者多少個工作

天，我們的目的都是要完成一項工程。這項工程就是我所指的「範圍」了。 

一個主張 

本人明白，採用歸一法可能會令教學時間加長，它不像解方程那樣直

接、快捷。但教導學生不可能只追求效率，有時讓學生學得深入一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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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深刻的記憶，或許可以減省他們將來溫習有關內容的時間。況且，

本人並非排除或反對學生採用解方程的辦法，而是認為應該先讓學生明白

正反比例的背後意義，當他們很自然地消化和接受課本中提及關於正反比

例的兩個關係式之後，才進一步引入方程。或者可以這樣說：當學生經討

論、分析和反思之後，我們才引入解方程，使它成為處理正反比例習題的

「終極方案」。 

終極方案 

筆者是在上世紀 70 年代初入讀小學的，那是新數、舊數之爭的大時

代，曾經見證過老師有一天突然沒有上課，據說去了學習「新數」，然後翌

日回來，在課堂中教授集合論的日子。坦白說，筆者對於在小學中學習數

學（當年稱這科目為「算術」）的記憶已經十分模糊，不過即使到了今天，

我依然能夠清楚地記得小學老師教我們處理正反比例的計算方法。 

以「3 個蘋果值 18 元，問 5 個蘋果值多少元？」為例。首先，將同類

的數量上下排好，如下圖。 

 蘋果數量 價值 

 3 18 

 5 x 

分析題目，如果是正比例，那麼便在數值兩旁畫上相同方向的箭號。

箭頭是分子，箭末是分母，寫出方程如下： 

 
5

3
 = 

x

18
 

解方程得 x = 30，即 5個蘋果值 30元。 

又以「5 個工人需 8 天完成一項工程，問 4 個工人需多少天完成同一

項工程？」為例。同樣，將同類的數量上下排好，如下圖。 

 工人數目 工作天數 

 5 8 

 4 x 

由於這習題是反比例，因此在數值兩旁畫上相反方向的箭號。同樣，

箭頭是分子，箭末是分母，寫出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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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8

x
 

解方程得 x = 10，即需時 10天。 

個人覺得，這個方法清脆利落，它不單採用了相近的形式（而非一個

以乘、另一個以除的不對等形式）來解決兩類問題，而且同向箭號和反向

箭號更能反映「正比」和「反比」這兩個名稱的由來，實在是一石二鳥，

恰到好處。 

不過，筆者在這裡一再強調，上述方法應該是解決正反比例問題的「終

極方案」。當學生熟悉前面提過的歸一法和教科書上設和解方程的方法之

後，才應該引入這方案；否則就是捨本逐末，本末倒置，對學生學好這一

課題反而是有害無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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