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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橫式、直式算式記錄的差異
 

 

壹、議題背景
 

一、理論背景
 

算式泛指的是有運算符號、等號、及結果的表徵格式，它是將符號以特定

的組織方式，來呈現一個運算的過程與結果（蔣治邦，1994）。算式是一個溝

通的工具，它將運思的方式與結果表達出來，並記錄下了思維歷程，是描述過

程的重要的步驟。 

橫式和直式的符號組織方式有所不同，學生先接觸到了較為簡單的橫式記

錄後，接著會學習到直式的方式，在這轉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困擾，而

教師需要講解來讓學生明白，在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的數學教材安排上，一年級

上學期一般雖已涉及橫式算式記錄，但學生的解題仍然是經由具體操作與點數

的策略解題，再將解題的過程與結果以算式加以記錄，而不是使用進退位的方

式來進行教學（吳金聰，2008）。而一年級下學期的二位數加減，也是透過具

體操作或畫圖解題來進行的，到了二年級之後才會進入了直式的算式，因此需

要教師設計規劃教材，來幫助學童體會。 

在橫式的算式中，教師需要求學生將每個步驟都用完整的算式表徵出來，

因為這完整呈現了運算的思維歷程和結果，而在直式的紀錄上，必須強調直式

格式的意義，以利直式運算的順暢（蔣治邦，1994），不管是橫式或是直式，

對於學生來說都是一種新概念，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才能慢慢的建立正確的

數學概念，逐步提升其解題與思考能力。 

二、教材分析
 

目前最新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九十七年發佈的版本，但是由

於本數學教師專業對話團體辦理的時期是使用九十二年版，因此本部分將使用

兩種版本一起針對算式記錄概念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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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算式記錄在九十七年版與九十二年版分年細目之比較 

九十七年版
 

九十二年版
 

1-n-04能從合成、分解的活動中，理解

加減法的意義，使用＋、－、

＝做橫式紀錄與直式紀錄，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n-04能從合成、分解的活動中，理解

加減法的意義，使用＋、－、＝

做橫式紀錄與直式紀錄，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1-n-05能熟練基本加減法。 1-n-05能熟練基本加減法。 

2-n-04能熟練二位數加減直式計算。 2-n-04能熟練二位數加減直式計算。 

2-n-05能理解三位數加減直式計算（不

含兩次退位）。 

2-n-05能作連加、連減與加減混合計算。 

2-n-06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用×、＝

做橫式紀錄與直式紀錄，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2-n-06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用×、＝

做橫式紀錄與直式紀錄，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3-n-02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四位數以

內，和＜10000，含多重退位）。 

3-n-02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四位數以

內，和＜10000，含多重借位）。 

3-n-04 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

式計算。 

3-n-03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

計算，並解決二位數乘以二位數

的乘法問題。 

3-n-05能理解除法的意義，運用÷、＝

做橫式紀錄（包括有餘數的情

況），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3-n-04 能理解除法的意義，運用÷、＝

作橫式紀錄（包括有餘數的情

況），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3-n-06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直

式計算。 

3-n-05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直式

計算。 

4-n-12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數加、減與

整數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4-n-11能用直式處理二、三位小數加、

減與整數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5-n-01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算。 
4-n-02能熟練整數加、減、乘、除的直

式計算。 

5-n-11 能用直式處理乘數是小數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n-09 能用直式處理乘數是小數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n-12能用直式處理整數除以整數，商

為三位小數的計算。 

4-n-10能用直式處理整數除以整數，商

為三位小數的計算。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除法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04 能用直式處理除數為小數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2008） 

 

由上表可以發現橫式、直式算式記錄在國小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其屬

於「數與量」的學習內容，不論是在那個年級，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九十

七年和九十二年版分年細目中，均針對算式記錄做了明確的定義，且有小幅度

的修改，但是基本的想法都是由橫式或是直式記錄日常生活情境做起，從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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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直式，到了乘除的直式；從少位數的加減乘除，到多位數的加減乘除計算，

進而解決生活中的問題，這在小學的課程中相當重要，因此教師必須善加規劃

課程進度，讓學生能逐步增加能力，進而能實際用於日常生活中。
 

三、教師團體對話背景
 

數學教師專業對話團體中，第一次活動的主軸是進行國小數學「低年段」

教與學問題探討，在談到低年級的數學教學上曾遇到的問題時，一位目前在低

年級任教的成員提到其在教學上所面臨的現象，過去學生可以用橫式記錄來處

理問題，但新的課程綱要卻要求要教直式記錄，將過程給複雜化，反而造成了

學生的困擾，教師也不知道該如何去介入。有成員提到或許是學生尚未建立位

值概念，因此在橫式記錄時與直式記錄時就會有落差，也有成員覺得既然會混

淆，就不應該教給學生，促進者則進一步帶大家探討橫式記錄與直式記錄的差

異性。「橫式、直式算式記錄的差異」議題隸屬於低年級，從「數、量、形」

三大數學主題來區分，則屬於「數」主題之整數概念。
 

貳、學習問題
 

一、直式算則的意義
 

二、橫式與直式之使用時機
 

參、經驗分享
 

一、直式算則的意義
 

在數學教師專業對話團體低年級對話中，成員提到關於直式記錄與橫式記

錄的問題，以往教學多半只有橫式，但因為正綱中又出現了直式記錄，因此成

員們對於直式記錄提出了以下討論：
 

 

燕  師：現在的教學又要教直式，以 23＋56 來說，課本上可能會先算 20 加上

50，等於 70，然後先加 3再加上 6。 

滋  師：會分解的。 

燕  師：對，就是可能是先十位再個位這樣，然後我會先跟小朋友講這是怎麼來

的。 

錦  師：妳是敎一年級嗎？ 

燕  師：二年級。 

錦  師：二年級？二年級有敎到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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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師：現在有。今年換過來了。 

錦  師：有沒有特定哪一個版本有出現？ 

如  師：沒有，但能力指標有說，且今年的課程已經有了。 

燕  師：我今年有去參加過一個九年一貫的研習，它有放進來。其實我們在做這

個時候，很明顯就是個位對個位、十位對十位，當然敎分解的方法我會，

可是我覺得它是把直式加法複雜化。 

 

課本上教導直式算式時，會先以分解的方式來開始引入，例如 23+56，會

用 20+30，再加上 3+6，也就是會將兩數拆成十位數與十位數的相加，以及個

位數與個位數的相加，使用將兩數分解的方式來告訴學生算法，但是有教師認

為這樣反倒會使直式複雜化。另外，成員們也提到關於直式計算的問題，此時

促進者加入了討論： 

 

錦  師：92 新綱裡有敎到直式計算的嗎？ 

促進者：正綱裡面現在是二年級。 

促進者：可是二年級的課本還是暫綱的，只有一年級才是正綱的啊！ 

錦  師：對呀！ 

促進者：所以很多學校都是先教。 

如  師：今年二年級的在一年級時，課本裡是沒有，可是有另外一本補充教材裡

有提到，今年的一年級教材沒有補充教材，就直接把它放進課本當中。 

促進者：其實這也沒錯，它其實只是一種過程式的紀錄，我們反而叫做視窗型的

記錄，不能叫做直式算則，這個跟橫式不一樣，橫式的等式要左右都等。

它的意思是 23 加 56，我可以是 20 加 50 是 70，直式在這個格式上比較

鬆散，但是我覺得這個課本紀錄呢，其實應該把 20 跟 50 那個拿掉。 

如  師：對，我一直覺得要拿掉。 

促進者：它是把這個分成是 70，所以其實以前是 82 年部編本的話，只是先把那

個 3 跟 6 圈在一起，表示那個我先不算，所以部編本雖然跟隨孩子的想

法，這個地方主要的是兒童的解法是從大位做，可是直式算則是從小位

做，這就是算則跟解題不一樣的地方，這才是造成孩子真正衝突的地方。 

 

促進者對直式記錄提出了解釋，認為直式算則其實只是一種過程式的紀錄

而已，就如同視窗般呈現計算的過程，並不需要有嚴格的格式定義，而是把所

需部分清楚表現就好。但會讓學生衝突的地方在於一開始課本教給學生的分解

是從大的位數開始，但是直式算則卻是從小位數做起，這是兩者不一樣的地

方，也易造成學生困擾，因此教師必須跟學生說明其中的差異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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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橫式與直式之使用時機
 

學生會先學習到的是橫式的做法，因此到了直式時會有變複雜的狀況發

生，因此教師所要做的是幫助學生區分使用的時機：
 

 

如  師：這種格式對學生來講，他們都搞不清楚。 

促進者：很複雜，本來格式應該是要幫助他簡化的。 

守  師：紀錄變的複雜，低年級熟悉之後，中年級老師又要再花時間去把他再糾

正過來。 

如  師：像我們會跟學生說要理解這個，因為橫式會分段，讓他可以算出來。 

錦  師：那橫式算式也是這樣子嗎？ 

如  師：不是，假設 23 加 56 的話，有些小朋友會 20 加 50，等於 70，或者是

23加 6，70加 9。 

月  師：對，他們就會很清楚了， 

如  師：所以變成直式他們反而搞不清楚。 

 

成員對於格式的複雜，認為會造成學生的負擔，低年級時是用直式記錄的

方式，但到了中年級卻要改成直式算則，教師必須再花時間去改正學生的作

法；使用橫式時學生會用湊數的方式來讓數字簡化，學生容易理解，但變直式

時卻會有大位數小位數分別加起來的作法，反而變的複雜讓學生搞不清楚，因

此，成員們針對這問題進行了下列討論：
 

 

如  師：從建構式出來之後，這個過程就一直存在著。 

月  師：建構的目的是要給學生很自然的想法，就像我們在算錢的時候就是利用

加法。 

月  師：如果照建構來講的話，是先要有直式的紀錄，然後才有直式的算則。直

式的算則應該要在他橫式都會了、都理解了，才去教直式算則，所以你

最後是要教這個正確格式。但是你要先這些系統完再教這個，它的引導

力就先出來。 

守  師：所以你剛剛說，橫式是教孩子概念，然後到後來直式只是幫他有一個圖

像？ 

滋  師：做記錄。 

守  師：對，直式只是方便他做計算，既然它的功能是幫他做紀錄，那我們是要

簡單的紀錄就好，還是需要繁複的紀錄？還是，這兩種紀錄哪一種功能

可以簡單的紀錄就能達到呢？ 

月  師：假設這個是學生自發的，你就同意他，但學生若沒有到這個步驟，就不

要去影響他。讓他們能依自己能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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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式是來自於建構式的數學，是幫助學生建立圖像的方式，應是把橫式的

算則學會理解後，接著有直式的紀錄，最後直式的算則才會出現，是需要系統

性引入這些概念給學生的。橫式方法是在教學生概念，而直式則是建立一個圖

像來幫助學生紀錄與計算，此兩種方式應是互相配合的，才能讓學生更清楚的

理解數的計算。
 

肆、理論與實務
 

在數學教師專業對話團體的全體討論中，討論的議題接續了小組對於橫

式、直式算式記錄的對話，成員們將在小組中討論的問題提出來後，促進者對

於此議題做了一番說明：
 

 

促進者：舉個 23+18等於多少這樣的例子，……，如果我是用算式填充題佈題或

者用情境題佈題，那麼當然我一定讓它還在有具體物的情況之下，…開

始幫助學生慢慢抽象化，對不對?然後教師可能發現學生在這裡的算式

紀錄會怎麼記錄呢?可能是 20+10等於 30、3+8等於 11，也就是這個時

候的算式紀錄是在他湊 10 的想法之下進行的，當然這種紀錄不是唯一

的，因為他也可以 23+10等於 33，33+8等於 41，……，學生在數數的

行為上是十十一數，所以他可以拿所有的十出來數，也可以把 23 當一

個前面的數來算，這就叫做序列性合成運思，往上數的策略對不對?所

以他可以從 23 向上數 10 數到 33，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直式不那麼

急著介入的話也不會怎麼樣的。 

 

促進者解釋了像算式填充題這樣的類型，要用情境佈題的方式來幫助學生

思考，也就是要有具體物的呈現會比較容易進入，再幫助學生慢慢抽象化；算

式記錄的思維可以用十個十個一數，也就是把數字湊成十來計算，也可以是把

一個數當基數，再漸漸向上加，這就叫序列性合成運思，是使用向上數的策略

進行的。所以其實直式是可以先不出現的，但由於各版本通常都先把直式放在

前面教，因此促進者對於直式作了下列解釋：
 

 

促進者：剛剛 B組提出的直式問題作法，23+18變成 30+11等於 41這種直式，

這種直式我們叫做視窗型的直式，……這過程是在建構式數學時期出現

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師就把這個當作標準解法，這就是問題所

在，這個只是符合孩子的想法的紀錄，但並不是適合的算式方法。如果

數字變大了，破百了，我們會開始將位值概念帶進來，這個時候才比較

適合引入直式。 



 

 145

議題一 橫式、直式算式記錄的差異

實

 

務

 

篇

 

 

在建構式數學提出的直式記錄是一種符合學生思維的方法過程，但並不是

一種標準的解法，另外，直式最適合出現的時機應該是學生有位值概念之後，

從個位、十位、到了百位之後，這樣子才適合引入直式的方法。另外，學生的

直式記錄跟直式算則是不同的。
 

 

促進者：自然發生的學生點數行為跟直式算則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為什麼學生

在這裡會出現困難？這是因為直式算則都是從第一位算起，可是學生的

自然點數的行為，都是從大數去做。 

 

學生自然行為的加總是從大數開始的，但是直式算則是從個位開始加的，

因此學生在這個地方就會發生落差，促進者又進一步解釋：
 

 

促進者：所有的直式算則，除法以外，加、減、乘都是從個位往前做；可是學生，

所有學生的加跟減都是從高位去處理，所以這就是學生為什麼直接學直

式算則困難的地方，……，從數概念的發展來說，比如說 50以內的數，

35來說的話，學生在數概念上有三個層次，他是從 35個一，變成 10、

20、30、31一直到 35，是又十又一的概念，然後再下來才是 3個十、5

個一，學生學這個是有層次的，那從學生認知發展來看的話，這樣的時

候學生是一個基數概念，……，這裡的十是很有學問的，因為學生已經

把 10個 1變成 1個 10，這就是部份-全體運思。 

 

直式記錄應建立在學生已有進位概念之後，其作法是從個位數開始往十

位、百位做，是一種遞迴的方式，來反覆進行計算；學生的運思概念發展程序

是從序列性合成運思開始，再到累進性合成運思，此時學生已有累一、累十的

概念，就可以較快理解其意義，而這裡使用的直式記錄為視窗型直式，而非直

式算則，教師需要讓學生清楚知道此兩者的不同，避免學生的困擾與誤解。
 

伍、綜合歸納
 

一、橫式的功能跟直式有什麼不一樣？這是必須先區分清楚的問題，橫式是一

種記錄，而直式則是在計算數的大小範圍。在教數的加法時，像點數、運

算是有層次的，如果是在 20或 15以內，雖然此時在學生的腦海中沒有所

謂的個位、十位的概念，也會說出 15這個數字，但他的層次是 15個 1，

若此時教師利用數數讓學生做加減，例如 6＋7，學生會用積木數，而得

到「6+7=13」，這時如果要做算式紀錄，學生通常會作橫式的算式記錄，

因為橫式就是怎麼說就怎麼記，只是紀錄問題跟結果，在數字小的時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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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數數的方式算出來。但如果數字變大了，例如 50以上，就有必要教

導直式的做法。 

二、若是在數字小時做一些合成活動，這時直式的功能沒有發揮，因此不需要

用到直式記錄。直式的功能是在進位的時候使用，像 6+7 還不需要用到

進位概念，所以即使用直式記，也不會發揮什麼功能，因此此階段不教直

式也不會影響整個教學。但進一步將數字擴大到 50以上，例如要做 23+18

這樣需進位的問題時，如果是用算式填充題或者用情境題佈題，那麼當然

是在有具體物的情況之下，老師開始要幫學生慢慢抽象，此時，學生在這

裡的算式紀錄可能會記成 20+10等於 30、3+8等於 11，也就是此時的算

式紀錄是在他湊十的想法之下，當然這種紀錄不是唯一的，因為他也可以

23+10等於 33，33+8等於 41，也就是符合團隊中教師們的看法，學生在

數數的行為上是十個一數，所以他可以所有的十拿出來數，或是也可以

23當成一個基數，從 23數 10到 33使用向上數的策略，這稱為做序列性

合成運思。 

三、由於不同教材版本的關係，直式可能會先被引入，所以可能在這裡就會出

現直式記錄，亦即「23+18＝30+11＝41」這種直式。這種直式我們稱為

「視窗型的直式」，過去的建構式數學就常有這類過程產生。必須要強調

的是，當教師將位值概念帶進來之後，才比較適合引入直式記錄，有了進

位觀念後才能使得直式記錄有意義。 

四、直式記錄應建立在學生已有進位概念之後再教導，才符合學生的學習順序

性；而學生的運思概念發展程序是從序列性合成運思開始，再到累進性合

成運思的；無論是使用直式或橫式，重點是要讓學生能理解其差異以及使

用方法，才能讓學生實際習得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