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老师： 

 

妳好！ 谢谢妳传来的相片！ 也想借此与妳继续讨论上次观课的周界问题。 

 

问题是源自庄家然同学在课堂上运用的工作纸： 

 

 



 

这是一道数学丰富的数题，值得选取与小四学生共同探究及讨论。 但由于对角线

的剪法是极普遍的选择之一，难以带出学习的需要，而数学丰富的数题有伸延讨 

 

 

 

 或 

 

论的价值，所以在课后的会谈里，我请家然同学提出延续讨论的可行方案，家然

毕竟是位新任教师，一时间想不到甚么点子。 

 

个了一会儿，我转个话题去打开僵局。 我把他的问题修改为： 

怎样以直线裁剪一个长方形，分成甲、乙两部份(多边形)，使甲、乙两部份的

周界都相等于原先长方形的周界？ 

了解问题之后，家然又一次坠入认真的思维当中，这一阵子邢老师妳加入我们的

讨论。 与我认识的一些国内优秀教师一样，妳们对解数题的兴趣浓极了，开始沉

醉于解题的过程里。 家然显然被之前的对角两点占据了他的思考，他开始怀疑这

道数题是否存在解答。 我刚开始引导他跳离思维上的珈锁，邢老师妳便把得到的

结果递过来给我们看，且问我这是否正确的解答。 

 

 

 

 

 

很珍惜妳参与我们会谈的机会，这会儿灵机一触，我答妳是正确的，并指出思考

方向突破了家然对角点的困局，之后我们便把话题转回到教学法的讨论上去。 

 

    现在重提这道题，我想妳已察觉上面的剪法甲和乙两个图形的形状(不是题目

的要求)与周界相同，却比原先长方形的周界小(未乎合题目的要求)。 但祗要沿妳

的思路再进一步想，不难发现以下是其中一个解。 

 

 

 

 

 

明显数解并不唯一，而且是无穷的多。 

 

    如果我将题目再一次改写为： 

甲 

乙 

甲 

乙 



在一个 4×4格的几何板上(又称钉板, 外框是一个边长为 4单位, 共 25点)，用

橡皮筋分割成为两个多边形，使该两个多边形的周界与外框的正方形的周界相

等。应怎样分割？ 

妳可以找到多少个解呢？ 这道题还可以怎样延伸呢？ 怎样组织与学生讨论呢？ 

 

    妳喜欢这个问题吗？ 有机会值得在数学教室里作一教学尝试。 

 

    祝好！ 

 

关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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