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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數加減〔教學說明〕 

教學目標 

本篇釐清同一個符號「 」的兩種意義和讀音。藉由數線上的動作，重新理解小學階段的加減運

算，並擴展到負數的加減。 

知 

符號「 」有兩種讀音，各有一個意思。理解以前學的加減在數線上對應的動作。「負」的

大意是「相反」。 

行 

能正確讀出正負混合的加減算式。依照數線上的加減規則做出正負整數的加減運算。 

識 

「負」是「一個數」的性質，「負」可以想像成一個動作：對一個數做它「相反數」。相對

地，「減」是「兩個數」的運算。所以「負」和「減」完全不一樣。 

主要設計理念 

1. 凡是初學都特別需要現場指導，此處需要教師（家長、兄姐）以實際動作來解釋「相反」（亦

即對稱於原點的映射）、加／減的前進與後退。還需要教師示範「負」與「減」的相對讀音，

並且確保學生能夠正確讀出算式；先能讀出算式，接著才能做正確運算。 

2. 本文就是要說「負」的大意就是「相反」。第一節透過譬喻的閱讀，理解相反數的意義。假

設學生在「正課」已經聽過「相反數」和「負負得正」，本文意在加強解釋這兩個詞彙的意

義。 

3. 數學作為一種語言，應先學會根據前後文正確讀出「 」號的意義。這不僅是為了落實「聽、

說、讀、寫」的語言教學，這個步驟確實是初學時期的關鍵。請教師不要輕視這個學習過程，

確實讓學生能夠辨別「 」號的意義，並以正確的讀音表現出來。 

4. 隨堂練習 1 之目的在於方便下一小節作連結，請教師注 意學生畫圖的方向。透過操作，連結

符號化簡的意義及熟練能力。 

5. 由隨堂練習 2 的表徵結果觀察抽象式子的運算（三次「相反」的結果）。不必推廣到四次、

五次，此處並不需要刻意的精熟練習。 

6. 「減」確實是「加」的反運算（其實它們互為反運算），而「減」的前進方向，確實是「加」

的反方向。但是，本篇既然強調「負」即「相反」，希望暫時保留「相反」這個詞彙，使得

它專屬於「負」的相對概念，而不要節外生枝，避免說出「相反方向」「相反運算」這些詞

彙，以免加重了學生的認知負荷。因為這個考量，本文說「加」朝著數線的「箭頭方向」，

而「減」朝著「沒箭頭方向」。作者的初稿本來寫「無箭頭方向」，後來改成「沒箭頭方向」，

希望後者比較容易朗朗上口。 

7. 一旦完成概念的解釋，進入計算練習之後，教師可以不必堅持運算的方法。學生若用數線的

前進、後退來算，當然可以，而若使用更快速的策略來算，也可以。萬一學生有計算上的困

難，帶他／她一步步從數線上的前進／後退來學習；當然，此時不要涉及太大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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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諸如「2 ( 3) 2 3」和「2 ( 3) 2 3」確屬重要策略，但是本文並不強調；計算的策

略並非此階段的重點，學生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內化那些策略，請教師在未來使用正負數來

解題的過程中，有耐心地帶領學生熟練那些策略。在進入「聯立方程」單元時，如果學生尚

未熟練正負混合加減，到那時候才需要刻意練習。學生應該已經在「正課」學到正負混合加

減的策略了，《別冊》以一篇附錄講這個主題。 

9. 計算機（手持式科學電算器）特別適合用來學習「負」的「相反」意義。因為它的操作方式，

使得抽象的「負」成為具體的按鍵。所以強烈建議教師讓學生有操作這種工具的機會。 

教學備忘 

1. 少數學生在小學畢業時，自然數的加減運算尚未熟練。這時候是他們的第二次機會。對於這

些學生，應該更紮實地從加／減在數線上的前進意義來重新理解加和減。 

2. 教師也可藉隨堂練習 1 透過正數由 0 的右邊向右畫，負數由 0 的左邊向左畫，所以 0 保持

中立，因此 0 不是正數也不是負數。 

3. 在「負非減」這一小節之初，教師可快速回顧正數加減運算在數線上的活動意涵，例如做2 3

和5 3。 

4. 隨堂練習 3 的計算本身很簡單，重要的是查核學生是否理解數線的動作。也許有人質疑：假

如學生已經會算，何必增加一個數線表徵的活動？原因是：數線上的對應活動是加減運算的

原理，就算小學時期已經熟練數字運算，此時還是學習原理為宜。 

5. 隨堂練習 4 請務必確認學生能正確讀出算式。 

6. 做完隨堂練習 4 之後，請教師盡量口頭問幾個簡單算式，要學生寫下算式，然後做計算。例

如「負 4 加負 3」、「4 減負 3」之類的，確保學生能聽能寫。 

7. 討論活動不要設定僵固的答案。學生可以根據等號兩側的計算結果相同或不同來判斷等式是

否成立，此時無意要求學生知道一般性算則，也還沒到介紹代數語言的時機；特別不要提出

「分配律」之類的算則。 

8. 教師可口頭補充以下提問： 

(1)  3 ( 3)對嗎？ 

(2) 討論怎麼讀 ( 3)？它跟 3  一樣嗎？ 

(3) 討論 0 − 3、0 − (+3)、0 + (−3) 在數線上如何動作？計算結果為何？ 

(4) 讓學生聽寫「負 8 減 3 減 3」、「8 減負 3 加負 2」。 

教學素養 

用術語說：「負」是單元運算，「減」是二元運算。這些話不適合跟 7 年級的學生說，但是等到

學生足夠成熟的時候，教師不妨講出來。 

使用計算機（手持式科學電算器）操作時，上述觀念更容易釐清，因為在計算機上，「負」

和「減」是兩個不同的按鍵，而且「負」的按鍵其實是「相反數」的按鍵。使用電腦或智慧型手

機裡的計算機 App 時，因為那些軟體太聰明而沒有「相反數」按鍵，反而失去了輔助學習負數

與負號的功能。因此，我們強烈建議教師帶著學生操作實體的「計算機」。那是一支 200 元左

右的小機器，輕便耐用，值得每位家長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