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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也可以輕鬆玩的數學小遊戲 
--班級座號大作戰 

李祐宗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壹、前言  

國 中 數 學 常 是 令 不 少 學 生 頭 痛 的 科

目，課堂上如何引起動機及增加學習成效

是值得讓教師深思的問題。筆者擔任國中

數學教師多年，經常利用班級座號作為我

教學發問的題目，一來班級座號只有 1−25

號（本班，其他班級可以依此類推），數字

不大學生容易回答；二來可以引起教學動

機。接著介紹國中階段可以利用班級座號

來發問的一些數學單元。以下各單元就以

對話式或是直敘的方式來做說明。  

 

貳、因數與倍數  

一、因數部分 

使用時機：教完國一上指數與因數單元後  

教完因數的時候，我會請班上同學寫

出自己的因數，寫完之後我會發問：  

師： 請問只有一個因數的舉手？ 

1 號學生舉手（只有一個因數 1）。 

師： 請問所有人的因數是否都有 1？ 

生： 是的。 

師： 請問自己是否是自己的因數？ 

生： 是的。 

師： 也就是說 1 是所有人的因數，而自己最

大的因數就是自己，請問你的因數有偶

數個的舉手? 

2、3、5、7、8、10、11、12、13、14、
15、17、18、19、20、21、22、23、24 

師：請問那些同學沒有舉手？ 

生：1、4、9、16、25 

師：很好，請問這些數有何特別之處？ 

生：他們都是完全平方數（1=12、4=22、9=32、
16=42、25=52）  

     (完全平方數：指的是一個不為負的整

數皆可以寫成為某一整數的平方稱之) 

師： 所以說，是否所有的完全平方數都有奇

數個因數呢？ 

生： 是的。 

師： 沒有錯，所有的完全平方數的因數皆有

奇數個因數。 

師： 因數有兩個的請舉手？ 

舉手的有：3、5、7、11、13、17、19、23 

師： 各位同學，請問你們的因數是什麼？ 

生： 1 和自己的座號。 

師： 很好，我們定義一個正整數若只有兩個

因數的話，此數就稱為質數，因此剛剛

舉手的同學座號都是質數。 

師：請問 26-50 之間還有哪些質數? 

生：29、31、33、37、41、43、47 

過程中難免有學生答錯或不知道自己

的座號就是答案，可以請其他同學說明錯

誤之處，教師再作小結論，以下的對話皆

以相同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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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數部分 

使用時機：教完國一上指數、因數與倍數

單元後  

師：請問你自己最小的倍數是誰？  

生：是自己。  

師：現在請每位同學寫下自己的倍數 5
個，我會抽問同學。 (假設抽到 7
號 )請問你寫的倍數有哪些? 

生：14、21、35、42、49。  

師：很好，再抽一位 (假設抽到 4 號 )，
請問你的倍數有哪些? 

生：4、8、12、24、32。  

師：請問自己的座號是否是自己的倍數

呢? 

生：是。  

師：請問自己的座號是自己的幾倍呢? 

生：1 倍。  

師：答對了，自己是自己的 1 倍，請問

你的下一個倍數是誰？  

生：是自己的兩倍。  

師：那麼再接下來是自己的幾倍呢? 

生：三倍、四倍、五倍等。  

師：答對了，因為倍數是整數的，所以

自己的倍數依序是自己的 1 倍、2
倍、3 倍等。請問自己最大的倍數

是誰？  

生：無限大。  

師：很好，現在依序請同學寫出自己座

號 (包含自己的座號 )的連續五個倍

數。並將之排列，你會發現什麼？  

生：這五個數之間的差距剛好就是自己

的座號。  

師：很好，所以也可以從這個規律來尋

找下一個倍數，例如假設某生的前

五個倍數依序為 4、8、12、16、20，
每個數的差都是 4，而 20 的下一個

倍數就是 24、28、32…等。  

三、最大公因數 

師：請問你的因數有 2 的請舉手？  

班上所有偶數的座號都舉手。  

師：班上舉手的同學座號都是偶數，代

表 2 是你們共同的因數，也就是公

因數。請問你的因數有 3 的舉手？  

所有 3 的倍數的同學都舉手。  

師：這就代表 3 是舉手同學的公因數。

所以何謂公因數，各位同學明白了

嗎？  

生：明白了。  

師：以 8 號和 12 號同學為例，他們之

間有哪些公因數？  

生：1、2、4。  

師：請問他們有多少個公因數？  

生：3 個。  

師：請問他們最大的公因數是誰？  

生：是 4。  

師：對，所以 4 是 8 和 12 的最大公因

數。請問他們的最小公因數是誰？  

生：是 1。  

師：對，所以 1 是大家的最小公因數。  

教師這時以籤筒作為問題，一次抽兩

支籤，代表兩個號碼，抽出時向學生說出

抽出的兩個號碼，並由學生來搶答他們之

間的最大公因數。  

 

四、最大公因數 

師：請問 4 的倍數的同學請舉手，看誰

最慢舉手？  

4、8、12、16、20、24 皆舉手。  

師：請問 7 的倍數的同學請舉手？  

7、14、21 皆舉手。  

師：請問 2 的倍數請舉手? 

2、4、6、8、…24 皆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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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請問 3 的倍數請舉手? 

3、6、9、12、…24 皆舉手。  

師：請問是 2 又是 3 的倍數的請舉手？  

6、12、18、24 皆舉手。  

師：很好，也就是說你們四位皆是 2 和

3 的公倍數，請問 2 和 3 的公倍數

最小是多少？  

生：6。  

師：請問從這四位的座號可以看出什麼

嗎？  

生：都是 6 的倍數。  

師：對了，也就是說是 2 又是 3 的倍數，

其實就是 6 的倍數。請問 2 和 3 最

小的公倍數是誰？  

生：是 6。  

師：對，因此 2 和 3 的最小公倍數就是

6。請問一下個公倍數是誰呢？  

生：12。  

師：對，公倍數之間的差距就是最小公

倍數。  

教師這時以籤筒作為問題，一次抽兩

支籤，代表兩個號碼，抽出時向學生說出

抽出的兩個號碼，並由學生來搶答他們之

間的最小公倍數。  

 

參、一元一次方程式  

這是進入國中階段碰到的第一個代數

問題，也有不少在這單元遇到困難因而放

棄。筆者在教完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法以

後，會結合小學生常玩的小天使與小主人

遊戲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首先教師製作 1−25 的號碼，每位同

學輪流收一次籤，抽到的號碼就是自己的

小主人、相對的自己就是對方的小天使，

例如 3 號同學抽到 8 號，則 8 號同學為 3

號同學的小主人；反之 3 號同學就是 8 號

同學的小天使。小天使必須在一星期內暗

中幫助你的小主人，但是不能被小主人察

覺。一星期後，學生藉由各出一題一元一

次方程式的題目，解答代表你的小主人的

座號，該題目的題號就是小天使的座號。

也就是說，3 號同學可以出這樣的題目：

4x+3=35，x=8。  

教師整理後共有 25 道題目，解答也就

是 1−25，學生都知道解答是 1−25，對於作

答也是相當興奮與期待。底下是擷取學生

出的題目，僅供參考。  

 

小天使與小主人方程式 

（部分創作，共 19 題）  

班級：     座號：    姓名：   

◎  【2(8X+120)】−3(5X+13)＝211 

◎  2(2X−20)−35＝5 

◎  2X+10−10+2−2＝34+2−4+2 

◎  11X+39−20X＝12 

◎  43X+42＝45X+14 

◎  3X−9＝36 

◎  X−3＝10 

◎  8X+25(5X+35)＝2072 

◎  
2 4

2

X 
＝20 

◎  2X−11＝11 

◎  3X−15−X＝23 

◎ X×1×1×1×1×1×1×1×1×1×1×1×1×1 

×1×1×1＝1 

◎  10(X+10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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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3＝5，x=4 

◎  2X−10+100−90＝
24

2
+99−98−1 

◎  
 176530 123571

5

X 
＝2 

◎  X+(X−2)+(X−4)＝60 

◎  5X+5＝15 

◎  X+10＝18 

學生在解答完畢時就可以知道自己的

小天使是誰，此時還可加個小遊戲。我們

可 以 在 黑 板 由 某 一 位 同 學 的 座 號 開 始 (假

設是 12 號 )，接著畫箭頭，寫出他的小主

人的座號；接著依此類推。最後我們發現

不同的班級會形成數量不同的小圈圈，其

中最小的圈圈就是彼此互抽。以下的班級

形成三個圈，其中 2 號與 13 號互抽。 

 

 

 

 

肆、根號的計算  

使用時機：教完國二上根式單元後 

在根號的簡化單元，亦可以將班上座

號作為題目引起學習動機。我們可以請班

上同學 1−25 號將自己的根號簡化。過程

中或有些同學不會計算，教師或同學可以

從旁協助，待每位同學完成後，可以問學

生幾道問題：  

師：請問與  是同類方根的請舉手？  

2、8。  

師：請問還有哪位同學應該舉手沒舉手

呢？  

其他學生：應是 18。  

師：為什麼呢？  

生：因為 18 是 3 。  

師：嗯，那請問與  是同類方根的請舉手? 

3、12 舉手。  



科學教育月刊 第 399 期 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 40 - 

師：很好，請問與  是同類方根的請舉

手？  

生：5、20 

師：很好，請問有哪些同學簡化後沒有

方根的？  

1、4、9、16、25 舉手。  

師：請問各位同學，這些舉手的座號有

什麼特別的地方？  

生：他們都是完全平方數。  

師：很好，完全平方數開根號後皆為正

整數。那麼再請問那些同學的座號

是無法再簡化的？請舉手。  

2、3、5、6、7、10、11、13、14、
15、17、19、21、22、23 舉手。  

師：那代表舉手的同學你們開根號後不

能簡化就稱為什麼呢？  

生：最簡根式。  

師：答對了，無法再簡化的根式就稱為

最簡根式。再請問同學，質數開根

號可以簡化嗎？  

生：不可以。  

師：很好，代表所有質數開根號後都是

最簡根式。  

接著教師可以請同學嘗試更大數字的

開根號並簡化。  

 

伍、等差數列  

使用時機：教完國二上根式單元後 

班上同學的座號從 1−25 正好是公差

為 1 的等差數列，因此可以利用班上座號

來回答一些簡單的數列問題：  

師：我們現在用各位的同學座號代表你

們的數字，例如 1 號同學就是 1 號、

2 號同學就是 2 號，依此類推。現

在請單數號同學站起來。  

生：1、3、5、7、9、11…25 皆站起來。 

師：請問若按照各位的號碼由小到大是

否成等差數列? 

生：是的。  

師：請問公差為多少? 

生：2。  

師：很好，現在請雙數號同學站起來。  

生：2、4、6、8、10、12…24 皆站起來。 

師：請問若按照各位的號碼由小到大是

否成等差數列? 

生：是的。  

師：請問公差為多少? 

生：2。  

師：假設首項為 1，公差為 4 的數字的

同學都站起來。  

1、5、9、13、17、21、25 皆站起來。

（不按順序站。此時有些同學因為

計算較慢、計算錯誤或是不夠專心

等，教師可以說我們來看看誰還沒

有舉手，學生也會因同儕的壓力變

得更加專心，以下類推）  

師：很好。請問首項為 3，公差為 5 的

座號的同學都站起來。  

3、8、13、18、23 皆站起來。  

師：很好。請問首項為 24，公差為－5
的座號的同學都站起來。  

24、19、14、9、4 皆站起來。  

師：很好，請問 4 下一個數字為何？  

生：－1。  

師：很好，再下一個呢？  

生：－6。  

師：很好。接下來請 3 的倍數的號碼都

站起來。  

3、6、9、12、15、18、21、24 皆站

起來。  

師：很好，請問你們呈現等差數列嗎？  

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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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請問公差為多少？  

生：3。  

師：那麼請問 6 的倍數也呈現等差數列

嗎？  

生：是的。  

師：請問公差為多少？  

生：6。  

師：所以說，X 的倍數所呈現的等差數

列公差就是 X。  

 

陸、三角形的邊長關係  
三角形的構成必要條件為任意兩邊之

和大於第三邊，學生透過幾何扣條學習此

單元結束後，教師可以從籤筒任意抽出三

支籤（代表任意 3 個數字），並問學生這樣

的組成是否可以成為三角形等。 

以上為筆者在教學現場經常使用到的

技巧，對答紀錄也是真實呈現。我常對學

生說：『你們的座號真好用！都會變成我出

題的對象』其實每位教師都有自己的教學

小撇步，在學習任何單元，都要設法引起

學生的動機與注意力。雖然部分學生學習

成就較為低落，但只要讓這些同學能習得

各單元的基本概念即可。且這樣的方式也

與遊戲相結合，學生的參與度也較高。期

待第一線的教師可以彼此多分享教學小撇

步，讓彼此教學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