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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線對稱圖形 

王苑惠/臺北市文化國小教師 

 

    「對稱」是生活中常使用的語言，通常我們只要看到一邊有一個物件，另一

邊大概的位置上也出現一個類似的物件，我們便會說「這是對稱」！漢聲出版《什

麼是對稱？》是一本沒有故事情節的數學繪本，純粹運用一張張生活中圖片，帶

領學童看到線對稱圖形，並且也介紹生活中的剪紙藝術以及科學的行星運轉等都

與對稱有關。除了線對稱，書中另外介紹點對稱及面對稱，但由於時間不夠，而

且也怕模糊焦點，因此，課程中並未介紹，僅引導學生課後自行閱讀。 

    與本繪本搭配的數學單元名稱即為「線對稱圖形」，單元中針對線對稱圖形

進行完整的介紹，除了定義此類圖形外，還介紹了對稱邊、對稱點以及對稱角的

概念，最後並且帶領學生繪製一個線對稱圖形。 

 

數學單元與數學繪本 

    這本書《什麼是對稱？》從日常生活中隨手可見的圖片出發，如人的五官或

蝴蝶、葉子，以及部分中國文字，書中具體在這些圖形中間畫出一條線，這條線

將圖形平分成兩部分，且此兩部分的大小、形狀都相同，這樣的平均畫分稱為「對

稱」，這條中線即為「對稱軸」。然而，因為將圖形平均劃分為兩部分的是一條線，

因此，此類對稱名為「線對稱」。 

    對稱圖形常具有整齊、美觀以及安定等視覺效果，因此在生活上被廣泛地運

用。本繪本中亦呈現傳統的窗花和剪紙藝術，此正是對稱在生活上的運用；另外，

繪本中帶領學童看到平時常玩的傳接球活動，如果兩個人要達成一個成功傳接，

則球移動的軌跡也必須是一個對稱，才不會讓接球的人前前後後的不斷移動；繪

本亦介紹星球運行的軌道也是一個明顯對稱的例子。 

 

課本與繪本的編織 

    教學的設計主要是以課本的內容為教學的主軸，但是考量繪本的呈現若是能

夠補強課本的說明、強化學生的概念，或是接近學生的舊經驗，則擷取繪本的畫

面穿插在課程中，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來回穿梭於繪本與課本之間，希望能幫

助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整個編配的比例，課本：繪本約為 6：4。 

 

․教學架構的設計 

    課本在引入對稱概念時呈現了線條豐富，色彩繽紛的圖片，但在視覺上卻不

易聚焦；而繪本的圖案相對單純，因此教學活動設計時，決定先以課本的生活圖

片作為引起動機的話題，接著再以繪本的圖片與解說，引導學童認識對稱圖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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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然而，學生剛開始學習對稱圖形，是需要透過實際動手對摺來檢驗的，此

時課本提供了大量附件讓學生可以操作，因此了解定義後便再回到課本的附件進

行試驗。 

    另外課本中有一個要學生自己剪出對稱圖形的活動，雖然課本只要求學生剪

出很簡單的幾何圖形，但繪本裡呈現的圖片較接近學生過去剪窗花的經驗，因此

再回到繪本讓學生推測將一張色紙對摺後剪一些漂亮的圖形，攤開後會變成什麼

樣子？先判斷後，再試著自己剪出一個對稱圖形。  

    課本的活動進行「認識對稱點、對稱邊和對稱角」，這是繪本中沒有涉及的

內容，因此，完全回到課本進行教學。直到「繪製對稱圖形」時，我判斷可以引

入繪本中一個稍複雜的戳洞實驗，引導學生在實際繪圖之前，更清楚在對稱圖形

中，對稱軸的兩側的相對位置將會出現相同的圖樣。因此，教學又再次回到繪本

討論這個實驗，然後才進入在方格紙上繪製對稱圖形的課程，如此整個單元的教

學活動才告結束。 

 

․內容呈現的微調 

    課本在介紹線對稱圖形的編排由初淺到深入，由判斷認識到繪製圖形，其先

後順序的編排設計的相當完整。因此，為搭配課本的教學目標，在繪本呈現時將

部分內容刪減，而且運用的順序也因搭配課本而略作調動。 

    另一方面，繪本對於線對稱圖形的操作型定義是「摺疊後左右圖形的形狀和

大小都相同」，我認為對於全等概念薄弱的學生有時較不易掌握，因此，在繪本

一開始呈現時先以課本的敘述「摺疊後，兩邊能完全疊合」，這樣的敘述對學生

較容易具體掌握。不過，並不是每個圖形都真的能拿起來摺，因此結合課本與繪

本，在經過對摺實驗教學後，希望引導學生說出「對稱軸的兩邊形狀與大小均相

同」，以此做為未來判斷線對稱圖形的依據。 

 

生活語言 VS.數學定義 

    「對稱」一詞是日常生活中會用到的語詞，對學生而言並不陌生，但是若要

確切的說出其含意，卻又顯得有些含糊籠統，學生在使用這個語詞上容易似是而

非，透過課堂上的討論與實作，幫助學生掌握精確的數學概念。 

 

․清楚掌握對稱的定義 

    教學時一開始，繪本畫面出現手繪的人體及人的臉部的簡化圖樣，圖片完全

由線條組成，我引導孩子看到圖形兩邊是左右互相搭配的情形，此時，可能有學

生已經預習，或是安親班已上過此課程，他一再提出「這沒有對稱！，他左手大

拇指張開，右手卻沒有」，接著有同學也說：他的鼻子……，他的頭髮……，我

讚賞他們觀察仔細，也趁勢說：「嗯，想想這些同學說的對不對？不過，我並沒

說它對稱，只說它左邊有，右邊也有，圖形的兩邊是相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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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讓學童藉機想想平常口語會說對稱，但到底什麼是對稱？怎樣的情

形才可以說是對稱？而數學上定義的對稱又是甚麼？大家同意繼續往下閱讀，來

掌握正確的對稱意涵，後來繪本圖片呈現的是特殊處理過後的蝴蝶和葉片，以及

國字「山」和「巨」，學童們慢慢說出「兩邊形狀和大小都相同」的定義。隨後，

我們亦透過附件來落實這樣的對稱概念。 

 

․「對稱」常是人們所追求的完美 

    在單元課程最後的綜合活動中，選取若干學生的照片，事先運用電腦製作，

將其半邊複製翻轉，取代另一半邊，並且與處理前的照片對照，讓學生看看兩者

的不同，學生很明顯感受到平日我們常說人們的臉是對稱的，其實以數學的觀

點，是有些許差異的，學生對於這樣的對照相當感興趣，但是礙於時間的關係，

無法將每個人的對照圖一一呈現，於是提醒學童回去自己處理，比較前後的差異。 

    日前曾有一則新聞提到整形醫師眼中的完美臉蛋，我找到該圖片，運用相同

的手法，將處理前後的照片並列呈現給學生，學生驚訝發現，前後差異不大，這

正表示人們所追求的美麗，常常是具有對稱的協調美。 

 

猜猜看，做做看 

    臆測，常是思考的開端。數學課堂上，過多平鋪直敘的解說總讓一些學童容

易分心，此時，老師拋出一句「猜一猜」，往往能夠拉回學生的注意力。因此，

在教學上我常會運用猜測的策略來引發學生的好奇心，驅使他們動腦思考。再

者，本單元是個幾何的單元，具體物的操作對這階段的學童仍然相當重要。在閱

讀此繪本時，讓學童動手去摺、剪，幫助學童確實理解對稱的概念。 

 

․猜一猜，想一想 

    「將色紙對摺，沿著摺線剪出一個圖形，猜一猜攤開來會是什麼樣？」，學

生們七嘴八舌的發表，但是想法大致相同。接著老師又拋出另一個問題「同樣將

色紙對摺，這次不沿摺線剪，而是轉 1800從另一邊剪一個圖形，猜一猜，攤開

來後會不一樣嗎？」這下子引起更大的討論。從不同的兩邊開始剪，大部分的學

生知道肯定會有不同的結果，但是攤開來會如何，很多人並沒有把握，此時先不

動手，讓學童透過既有的對稱與對稱軸相關的知識猜測結果，進一步釐清對稱軸

的意涵，穩固對稱的概念。 

    我請學生分別針對這兩種剪法，畫下自己想像攤開來後的圖像，畫完後再想

像把它摺回去的樣子。看到學生畫好，再擦、再修，我知道，學生正在動腦思考

中。數分鐘後，實際拿紙張動手剪一剪，「哇，我猜對了！」，「原來如此！」......，

此時，對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經歷過一段自我修正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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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一摺，說一說 

    在進行「對稱軸有時不只一條」的活動時，很難只是紙上談兵，在圖形上畫

一畫，學生不容易理解。此時，拿出課本的附件實際動手摺出對稱軸，學生實際

感受尋找的技巧。課堂走查時，我也看到少部分學生需要透過嘗試錯誤，去尋找

正確的摺法，雖然慢，但是卻能幫助他慢慢掌握尋找對稱軸的技巧，因此適當的

等待是必要的。 

    我認為摺完之後的討論分享相當重要，聽一聽別人如何找到關鍵因素來決定

從哪裡開始摺。「我先找到圖形的中心點，再在邊緣的地方找一個使左右兩邊對

稱的點，這樣就可以摺起來了」、「摺多了，越找越快。」，不過學生們也發現了

課本提供的附件，編排上是有些呆版的，有個學生說：「只要試摺，不是直的、

就是橫的，不然就是斜的，通通只有這三種。」，學生一語道破課本編排印刷上

的侷限，那附件上的圖片印刷在一個正方形的紙張上，擺得工工整整的，聰明的

孩子即使不知對稱的意涵，也能因為很快掌握到取巧的技巧而摺出對稱軸，這也

引發我省思：「下次要找些擺得歪歪斜斜的圖形，或是圓形外框剪裁不那麼工整

的圖片來讓學生判斷。」 

 

從籠統的生活語言過渡到數學思維 

    日常生活中當我們認定這個圖形是對稱時，我們心中，隱然有一條無形的線

在圖中央，而這條線將圖形切分為二，兩邊的樣子大致上一模一樣，這是我們一

般對於「對稱」概略的概念，然而，這其實是一種幾何的數學概念。運用繪本搭

配課本，透過課程的探討，幫助學生將攏統的生活語言，轉化成精確的數學語言。 

    課本上雖選出了不少生活圖片如艾菲爾鐵塔、泰姬瑪哈陵、貓咪、蝴蝶......

等實物的照片，但是因為照片的線條細緻和色彩繽紛，在教學時訊息掌握較紛

雜，視覺上較不易聚焦。而繪本前幾頁由日常生活常見的圖片開始，再到中國字，

從左右兩邊相配導入，再引出兩邊大小形狀都要相同的確切定義，幫助孩子從籠

統的生活詞彙，進入明確的數學定義。而且繪本圖片線條簡化，容易突顯對稱定

義的訊息，再者，繪本內容讓學生看到對稱的特性，在藝術上、生活上以及科學

上的呈現，刺激學童的思考，提供學童不同的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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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教學規劃表 

 

教學者 王苑惠 教學年級 五年級 

數學繪本 

（出版社） 

繪本：什麼是對稱？ 

出版社：漢聲 

故事情境：簡單 □豐富 □其他：______ 

數學概念：布題  □解題  □其他：______ 

配合教學單元 

◎康軒版，第六單元，單元名稱：線對稱圖形 

◎單元教學目標： 

認識線對稱圖形，了解對稱軸、對稱邊、對稱點以及對稱角，

最後並將未完成的線對稱圖形完成。 

◎繪本運用時機： 

課本與繪本交錯使用。 

繪本數學概念 

簡介 

繪本介紹線對稱、點對稱與面對稱圖形，但因國小數學課程未

涵蓋後兩項概念，因此閱讀時選擇刪除不談。 

繪本教學／各節重點 

節次 數學活動簡介 繪本概念 
課本與繪本的教學構想 

（課本：繪本＝6：4） 

1 

準備活動看看說說 

觀察課本 P.78，說說

看這些圖形有什麼

特別的地方？ 

－ 

以課本為主： 

․檢視課本 P.78，要求學生透過

直觀判斷，說出這些圖形的特

點，作為本單元的熱身活動。 

活動一認識線對稱 

先以直觀判斷線對

稱 圖 形 及 其 對 稱

軸，再討論操作型定

義。 

【P.1~P.7】 

呈現數個線對

稱圖形，再歸納

出此類圖形的

特徵，最後以

「可用一條線

平分此圖形」定

義。 

課本與繪本編織： 

․從繪本中學會線對稱圖形的定

義，並回到課本檢視 P.78是否

符合大家所討論出來的線對稱

圖形條件。另外，由於繪本對

於線對稱圖形的定義是「摺疊

後左右圖形完全相等」，繪本教

學時改以課本的敘述「摺疊

後，兩邊能完全疊合」，我認為

對於全等概念薄弱的學生，課

文的敘述較易判斷，因此略修

改繪本中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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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對摺實驗 

將課本附件圖形摺

疊檢視，並討論。 

－ 

以課本為主： 

․取課本附件運用對摺試驗，檢

視是否為線對稱圖形？ 

2 

活動三找尋對稱軸 

透過摺疊實驗，找出

對稱軸。 

－ 

以課本為主： 

․透過討論分享，期望學生發現

有些圖形摺法不只一種。亦即

有些圖形會有數條對稱軸。 

活動四剪出圖形 

首先只呈現對稱軸

的一邊，先猜測另一

邊的圖形。接著動手

剪出簡單的對稱圖

形。 

【P.8、P.9】 

推論不完整的

線對稱圖形的

另一半。 

【P.14、P.15】 

了解線對稱圖

形在剪紙藝術

上的運用。 

以繪本為主： 

․前面均是檢驗既有圖形，現在

先是自己實作一個簡單的圖

形，再檢視，盼學生更能感受

線對稱的意義。還有，P.15以

後的內容與本單元主題無關，

因此這本數學繪本教學只介紹

到 P.15。另外，由於繪本

P.10~P.13 內探討一個比較複

雜的線對稱圖形，原先想捨去

不上，後來想，雖然他們未必

能完全理解繪本裡複雜的案

例，但透過閱讀繪本，也讓學

生跳離課本這些較單一，較片

段的題目，提供學生不同的學

習視野。因此，決定將這 4 頁

內容安排在最後才介紹。 

3 

活動五對稱點邊角 

透過疊合活動來認

識對稱點、邊、角 

－ 

以課本為主： 

․回到課本教學活動，運用附件

疊合圖形，介紹對應的點、邊、

角。 

活動六對稱軸特性 

了解對稱軸與對稱

點連線之間的關聯 

－ 

以課本為主： 

․透過實作歸納出結論：對稱軸

與對稱點的連線互相垂直；且

對稱點到對稱軸的距離相等。 

4 

活動七繪製圖形 【p.10~P.13】 

運用「對稱軸垂

直平分對應點

連線」的概念來

課本與繪本編織： 

․通常線對稱圖形試驗時，我們

只將紙張對摺一次，但繪本內

容將紙張對摺兩次，因此讓學

生自己動手依照繪本指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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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對稱圖形  出圖形，然後再討論他們的想

法。最後回到課本案例，以稱

軸垂直平分對稱點連線的概

念，繪製線對稱圖形的另一

半。 

綜合活動：找碴囉！ 

將學生照片做對稱

處理後，比對處理前

後的差異。 

－ 

․選取若干學生的照片，將其半

邊複製翻轉，取代另一半邊，

並且與處理前的照片對照，看

看兩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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