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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融入國小數學四則運算單元

補救教學之行動研究

劉芷妮  、呂玉琴  、邱美秀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將繪本融入國小數學之補救教學課程後，國

小學生學習成就與態度的改變情形，並實施教師行動研究進行教

學成效的評估與反思。研究參與者是六名參加數學補救課程的學

生。於課程進行過程，收集和分析多元量化和質性數據，評估和

反思此教學。在教學成效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繪本融入數學補

救教學能改善其數學成就與態度。在行動研究方面，教師在行動

研究中從事的教學改變包括：學科內容－以數學概念為中心改善

繪本教學；教學表徵－提供每位學生繪本；教學策略－經營積極

的教學討論活動；學習成效評估－重視互動、物理輔助、遊戲、

創造力，以提升學生更高層次的思維能力。根據研究結果，本研

究提出數學繪本融入教學實務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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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Picture Books into  
Mathematics Remedial Instruction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ction Research 

Chih-Ni Liu 、Yuh-Chyn Leu 、Mei-Shiu Chiu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students’ achievement and 
attitude changes after integrating picture books into a mathematics 
remedial course and to implement teacher action research to evaluate and 
refl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six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a mathematics remedial course. During the 
course, multipl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evaluate and reflect on the teaching. In terms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picture book into mathematics remediation teaching could improve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 and attitudes.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the teaching improved in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picture 
book teaching by centering on mathematics concepts；providing each 
student a picture book；managing active discussions；and emphasizing 
interaction, physical aids, games, and creativity to enhance students' 
higher levels of think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propose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of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picture books into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picture book, remedia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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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數學學習不僅會影響學生求學階段時的表現，亦與其日常生活、

未來工作選擇息息相關（Bodovski & Farkas, 2007）。因此，世界各

國皆相當重視與發展數學教育，致力於培育學生具備理解、獨立思考

並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國學生雖於眾多國際評比中之數學表現亮眼，

如於 2011 年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與於 2012 年參與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低分群的學生比率卻遠高於其他國家，且對於

學習數學沒興趣及沒自信的學生比率亦高於國際平均水平（王美娟、

許立偉，2016）。綜上可知，如何有效降低我國數學低成就及負向學

習態度之學生比率為政府首要教育目標。

根據我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提出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

學領域課程綱要，強調數學為一種語言，須以自然語言的題材導入學

習，藉由實例操作與解說後，再逐步學習抽象的理論。然而，在實際

的數學教學現場卻發現到教師們常因太專注於知識的傳授，忽略現實

生活的應用及具體情境的營造（鍾靜，2005）。以四則運算單元為例，

填鴨式的教學常會導致學生對於題目的理解不足，使其易受到「大數

除以小數」或「乘變大、除變小」的迷思概念影響而犯錯（劉曼麗、

侯淑芬，2008）。甚至，也因機械化學習，導致學生習慣看到應用題

中的關鍵字，如「和」、「共」等，便不經思考直接列出加法的運算

式子作答以及當學生面臨開放式或逆推式問題時，因過去鮮少接觸過

此類題型，容易不知所措而無從下手（方建良、黃秀霜，2014）。綜

上所述，許多學生在學習數學時往往只是死背，而不了解數字背後真

正的意義，導致其數學成績不理想、學習挫敗、焦慮等，甚至逐漸失

去了學習數學的動機。其中，以弱勢家庭中的學生表現更為明顯，例

如，在 PISA 2012 年的研究顯示，臺灣和紐西蘭的學生成就和學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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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社經地位之間的相關，高於參與該研究的其他國家（OECD, 

2013）。可能原因是弱勢學生缺乏正常的家庭的功能，課後的時間大

多是在處理家務而非課務，若又再加上課堂中教師又以枯燥乏味、填

鴨式地進行教學，也就是過程中不強調學生自身思考並理解數學，而

只是使其應付考試而被動學習，便無法培育學生基本的數學科素養。 

為解決上述弱勢學生之數學學習問題，我國政府挹注許多資金與

資源實施補救教學。自 1995 年教育部開始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

2006 年則是整合相關計畫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皆是為

了提供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國中小學生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

學（教育部，2014）。補救教學是指教師根據學生之學習訊息，了解

學習成就低落者的學習困難，並發現其問題所在，進而因材施教協助

其解決學習上的障礙，提升學習成效（楊德清、洪素敏，2008）。而

數學低成就孩子通常伴隨著低動機，因此教師在設計數學補救教學課

程時，有必要從學生的認知發展出發，喚起學生之舊經驗以強化連

結，並將數學概念巧妙地融入生活中的真實情境，讓學生感受到數學

即為生活的一部份，以提升其學習動機進而改善成績（黃志賢，

2003）。 

綜上所述，為達成本研究提升弱勢學生學習成就與態度之目標，

數學繪本教學便是首選。因其結合「數學」和「情境」，從情境引導

學生進入數學，再將數學用於解決生活情境中的真實數學問題（國家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6）。也就是藉由實施系列與課程主題相關的

繪本教學，以繪本中生動趣味的文字、圖片來呈現學生難以了解的數

學概念，激發其學習數學之興趣。接著再透過故事情境的引導，建構

學生對於數的正確概念，並同時讓學生從閱讀中去思考、瞭解數字與

符號間的關係並靈活運用。最後透過提供開放性學習環境與學生互

動、設計與生活有關的數學情境學習活動，給予學生積極探索的機

會，培育學生願意主動嘗試表達自己對題目的思考邏輯與想法，以提

升其數學解題能力，使數學對於學生來說具有和生活連結的意義，而

非一般以符號數字、算式呈現的抽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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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需進行補救教學之學生學習差異大，有各自相異的數學學習

困境，如：計算能力不佳、不易理解題意等。本研究將以學生為中心

進行補救教學，透過適性化且彈性的教學，協助弱勢低成就學生克服

其數學學習困境。並選擇藉由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方式，將

「行動」和「研究」結合起來（黃政傑，1999），在過程中，不斷採

取質疑、探究和批判的態度進行反思，以增進教師對於教學實務的理

解、並解決其於過程中所面臨到的不同困境與問題，進而獲得專業的

成長與進步（鄭博仁，2009）。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針對繪本融入國小四則運算補教教學進行行

動研究，並提出下列研究問題，作為資料蒐集與分析探討的方向：

一、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學生在經歷以數學繪本融入補救教學後。 

1、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是否有改善？ 

2、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有改善？ 

二、教師行動研究方面：教師以數學繪本融入補救教學。

1、教師原本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方式為何？學生的反應與教師自

覺所發現的教學問題為何？嘗試解決的所做的改變為何？

結果為何？

2、教師在教學後的反思與成長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數學補救教學融入繪本於「四則運算」單元

之行動研究。因此本章分別針對「補救教學」、「數學繪本教學」與

「數學低成就學童對四則運算的錯誤類型」等三方面做文獻探討，以

作為本研究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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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是指教師根據低成就學生之學習訊息，發現其在學習上

的困難，並瞭解問題所在，進而針對問題設計一連串適合的教學活

動。目的在於幫助學習成就低落者解決學習上的障礙，以達成該階段

須完成的學習目標，並針對不同學習狀況的學生，提供不同層次的數

學教學活動（張新仁，2000；楊德清、洪素敏，2008）。由此可知，

補救教學為「教學-評量-再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張新仁，2001）。

我國政府早二十多年前，陸續推動各種補償教育方案，像是「教育優

先區計畫」（教育部，1995）、「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教育

部，2006）。前者是以弱勢地區學校為補助對象，也就是指教師流動

率高、學生輟學率高或弱勢學生比例高的學校才具有申請資格。後者

擴大教育服務範圍至全臺各中小學，對象限定於低成就且為弱勢之學

生可申請。除了公部門外，亦有許多公益組織致力於推動臺灣補救教

學方案，像是永齡希望小學與博幼基金會等，運用課輔計畫積極解決

弱勢學生低成就的問題。公部門多是以學校教師兼任實施補救教學

（陳淑麗，2008）；公益組織的師資來源較多元，以永齡希望小學與

博幼基金會為例，永齡希望小學的補教教學執行者包含學校現職教

師、退休教師、具備教師資格之儲備教師或大專生（陳淑麗、張毓仁、

曾世杰、蔡佩津，2017）；博幼基金會則是除了學校現職教師或大專

生，社區居民亦是重要的補教教學師資來源（黃冠逸，2015）。此外，

相較於博幼基金會所設置的服務中心多集中於特定縣市，如新竹縣、

南投縣等，永齡希望小學服務據點較廣，涵蓋臺灣大部分的縣市，並

與大專院校合作以推動較大規模之服務。本研究將以研究者所參與之

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大分校作為研究場域，了解其補教教學方案之

成效。

根據學者蕭芷芸、陳彥廷、陳中川（2017）提出補救教學教師之

專業知識與一般教學教師同中有異，因此綜合各學者統整之關於教師

進行數學教學所涉及的知識，並以陳彥廷（2014）所指出之教師數學

教學知識中的五大面向為基礎，發展出以學科內容、教學表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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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學習成效評估等四個面向作為數學補教教學教師所需專業知識

的標準。學科內容知識是指教師不但能詮釋數學概念與運算規則，也

掌握學生易產生之數學迷思概念；教學表徵知識是指教師能運用教材

輔助、示範說明等，以協助學生學習；教學策略是指教師的教學方法

能促進學生思考、激發學習動機等；學習成效評估是指教師能選擇適

當評量方法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綜上所述，本行動研究將以此四面

向為範疇，續以說明研究者執行繪本融入補救教學行動研究後之獲益

與轉變。

二、數學繪本教學

Nodelman（1988）認為繪本是透過一系列的圖畫連結少許相關文

字或完全沒有文字，以傳遞知識或敘說故事；李連珠（1991）提出繪

本是指含有圖畫、簡單主題與情節內容的故事書，在繪本中圖畫是獨

立的，與文字不分軒輊，甚至超越文字，成為書本的主體；蘇振明

（1987）與林敏宜（2000）定義繪本，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

甚至沒有文字、全部皆為圖畫的書籍。綜合學者們觀點，本研究所指

之繪本是以圖畫為主體或僅含圖畫的書，以圖畫傳達知識或敘說故事

情節以彌補文字之不足。而所謂數學繪本則是指書中涵蓋數學內容可

建立學生數學概念的繪本，使數學問題與應用可藉由繪本故事架構引

導學生（方仁敏等人，2009）。 

數學繪本在教育上的功能，歸納如下：（一）傳達數學概念功能：

透過繪本中生動趣味的文字、圖以呈現抽象數學概念，可使學生更易

學習與理解（何三本，2003）；（二）娛樂功能：有別於教科書制式

化的說教形式，繪本能使學生將自己設身處地於故事的情境之間並化

身在各種角色之中，進而激發學生學習與探索數學的意願（幸曼玲，

1999）；（三）連結生活情境功能：繪本藉由故事情境，將數學內容

與學生的經驗、知識、興趣做連結，激發其探索與討論，進而認可數

學即為生活中的一部分（Lowe &Matthew,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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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玉雲（2017）歸納數學補救教學實施現況之困境，包含學

校行政單位、師資、家長認知與學生等四個面向。其中，學生面向主

要困境之一，由於數學低成就學生並非皆自願參與補救教學，因此其

學習動機較低。是故，可藉由多元的教學模式以設計合適學生的教學

活動，並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以提升其學習動機，並解決不同學生

各異的學習困難點（王麗卿，2002；張新仁，2001）。數學繪本教學

模式是以繪本進行故事的敘說，接著透過故事連結知識內容與學生討

論以促進其自我建構（蔡宜倖，2003）。研究者認為補救教學過程中

透過數學繪本的輔助，以豐富有趣的圖片與文字，不但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朱珮菁，2017），亦可藉由生動的故事情節協助學生融入

情境中，進而發展與建立數學概念與生活之連結（徐荷媄，2019）。

因此，本研究採以繪本融入補救教學，探討學生數學學習成就與態度。 

此外，過去有眾多研究探討繪本教學應用於數學學習成效，皆可

證實繪本融入數學課程對學生學習具有正向影響（朱雅萍，2014；朱

珮菁，2017；徐荷媄，2019；黃承諄，2005；劉佳芳，2010）。然而，

研究者於目前補救教學現場發現數學低成就的學生在四則運算單元

易發生「對除法的意義理解不足」、「不確定運算符號的應用」等錯

誤。透過先前研究之結果，皆並無特別具體討論透過繪本融入補救教

學能否釐清學生的數學迷思概念或降低其犯錯的發生率。有鑑於此，

本研究在討論數學低成就的學生是否改變依據，除了對照前後測驗

外，也會探討繪本融入數學四則運算單元補教教學能否釐清學生的除

法迷思概念或降低其犯錯的發生率。

三、數學低成就學童對四則運算的錯誤類型

本研究綜合各學者之研究歸納五種國小數學低成就孩童學習「四

則運算」 單元易發生的錯誤類型：（一）純計算錯誤：誤置運算符

號造成結果錯誤，包含加減號互換、加乘號互換等；（二）運算規則

的運用能力不足：面對開放式或是逆推式問題，學生會不確定如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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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運算符號（方建良、黃秀霜，2014）；（三）執著關鍵字的列式：

學生可能會加減乘除運算，但因不了解題意，故會使用不恰當的解題

策略去解決數學問題，進而得出錯誤答案（王雪瑜，2006）。像是選

擇尋找關鍵字以進行列式（孟瑛如，2011），遇到「共、合」等關鍵

字眼，即把數字加起來作答，沒有釐清題目的意思直接運算；（四）

擬題能力不足：學生無法數學概念轉化成語文敘述表達出來（方建

良、黃秀霜，2014）；（五）對除法的意義理解不足：不管題目敘述，

學生只在乎數字大小，易受除法就是「大數除以小數」（劉曼麗，

2002）、「被除數要比除數大」或「乘變大、除變小」的迷思概念影

響而犯錯（劉曼麗、侯淑芬，2008）。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數學補救教學融入繪本於「四則運算」單元

之實施情形，期望能提升學生四則運算學習之成效，也就是包含成就

與態度。「成效」在本研究中包含「態度」與「成就」；而「成就」

指的則是學生之數學測驗分數。另外，教師同時進行動研究：在教學

歷程中不斷地與學生互動、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並做教學改變、了

解學習成果、進行反思。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學生數學學習成效 
1.學習成就。2.學習態度。 

繪本教學 

情境式學習 
教師行動研究 

1. 教學設計與實施、所遇問題與
解決方法、結果。 

2. 教學歷程中的成長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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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包括授課老師及該班學生。研究者為授課教師，擔任

未來（匿名）小學課後輔導計畫之數學補救教學教師，其曾擔任過未

來小學四學期的課輔老師，累積豐碩的補救教學經驗。該班學生為參

加未來小學暑期課後輔導計畫之學生，四年級學生 3 位，五年級學生

2 位及六年級學生 1 位，一共 6 位學生，因家庭資源較不充足，需透

過課業輔導的協助以減低學習落差，但並非皆為數學學習低成就者，

其參與未來小學暑期課後輔導計畫之原因與數學表現，如表一。

表一  學生參與未來小學暑期課後輔導計畫之原因與數學表現 

學生
代號

參與未來小學暑期課後輔導計畫之原因與數學表現

S1 
六年級，因英文程度較弱，故來參加此計畫進行補救。
數學補救教學進度與本身年級進度相同，在四則運算單元應用
問題單位換算的觀念較弱且易計算錯誤。

S2 
五年級，因妹妹（S4）有參加永齡課輔班，故一同參加。 
數學補救教學進度與本身年級進度相同，在四則運算單元對除
法的意義理解不足。

S3 
五年級，因數學程度較弱，故來參加此計畫進行補救。
數學補救教學進度與本身年級進度有落差，在四則運算單元對
除法的意義理解不足、不確定運算符號的應用且易計算錯誤。 

S4 
四年級，因數學程度較弱，故來參加此計畫進行補救。
數學補救進度與本身年級進度有落差，在四則運算單元對除法
的意義理解不足、執著關鍵字的列式。

S5 
四年級，因英文程度較弱，故來參加此計畫進行補救。
數學補救教學進度與本身年級進度相同，在四則運算單元對除
法的意義理解不足。

S6 

四年級，因數學程度較弱，故來參加此計畫進行補救。
數學補救進度與本身年級進度有落差，在四則運算單元不確定
運算符號的應用、無法擬題與列式、對除法的意義理解不足、
且易計算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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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研究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研究者將於教學現場了解學生之數

學學習困境，並不斷從教學活動中反省思考再修正，以解決學生的學

習困境並改進課程。所採用的行動研究模式為 Lewin（1946）所提出

之反省性螺旋（reflective spirals），包含（一）教學計劃：關於教學

實施重點；（二）實施教學：進行繪本融入數學補救教學；（三）觀

察紀錄：教學歷程中教師所面對的問題及解決過程；（四）反省思考：

著重於教師的成長與反思等。每本繪本進行一次反省性螺旋，共有 4

本繪本故共進行 4 次反省性螺旋，彼此環環相扣，以前次繪本教學之

檢討為依據，引領之後繪本教學的順暢進行，如圖 2 所示。 

圖 2  教學研究的行動模式 

四、教學設計

有別於一般課後補教教學，由於多數本研究對象所須完成的階段

性學習目標皆為整數的四則運算單元，因此將透過每週約 5 堂課進行

完 1 本繪本教學，暑假四週共計 4 本繪本教學，共計 20 堂課，每堂

課 40 分鐘，以深入探討學生在整數的四則運算單元學習成效。 

1. 分析

評估

2. 自我

檢視

反省

思考 

1. 確認

問題

2. 解決

問題

1. 教案

設計

2. 課程

修正

教學

計劃 

觀察 

記錄 

1. 教案

發表

2. 教學

調整

實施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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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繪本

本研究選擇由遠流出版公司所發行的翻譯套書《魔數小

子》作為研究的工具，因為此系列書籍符合學生程度、繪本

情境與學生自身經驗相關且符合教學範圍可輔助達成教學目

標。研究者從二十五冊繪本中配合課程四則運算單元之需求，

挑選四冊作為全班閱讀，如表二。

表二  以魔數小子系列的數學繪本融入「四則運算」教學之簡表 

使用繪本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1、哇！40公斤
番茄大餐

發想生活中
的數學

(1) 理解繪本中的數學概念以及數
字與故事情境關係。

(2) 觀察不同數字間關係並判斷合
理答案。

(3) 解決三位數三步驟問題（加、
減、乘與除，包含合併式）。

2、噓，螞蟻搬
東西

螞蟻方塊認
識乘法

(1) 理解倍的概念及應用。 
(2) 識別連加、連乘關係。 

3、喵，別再叫
我吃了

實物分配認
識除法

(1) 建立平均分配觀念。 
(2) 破除除法迷思概念。 

4、嘎，下課變
上課？

小組競賽練
習四則運算

(1) 解釋故事情境與四則運算關
係。

(2) 應用四則運算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二）繪本教學程序

本研究將每本繪本之教學活動設計採情境學習理論

（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連結學習活動與現實情

境，培育學習者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此研究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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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分為六階段。階段一由老師主導進行繪本導讀，階段

二由老師主導進行相關數學概念的布題（包含繪本情境、改

寫繪本情境、課本布題與延宕題型），階段三由老師引導學

童進行小組的問題討論，階段四由老師引導學生發表結果、

質疑與澄清。其中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透過老師在旁引導，

由學生自己獨立表達題目的解法，使學生能夠了解繪本中數

字與算式的意義。接著進行階段五結果比較與反省，階段六

由老師總結，老師可以藉由提問，讓學生能將數字連結到故

事情境，使數字具有意義。可見附錄一研究者運用第一本繪

本（哇！40 公斤番茄大餐）教學方案為例。 

五、研究工具 

（一）學生預備知識試卷 

本研究自行綜合三位數之整數加減、整數乘除與整數四

則此三部分設計試卷，共17題，於教學課程實施前施測乙次，

實施時間一共 40 分鐘，以了解該課輔班之學生在整數四則運

算的學習困難處，並依照學生程度設計適合的補救教學教

材。 

（二）教學活動錄影、課堂教學日誌、教學省思紀錄 

研究者在教學活動中透過錄影、錄音，蒐集教學現場情

況、真實記錄自身上課情況、師生互動情形與學生之反應，

並同時運用課堂教學日誌隨手記錄繪本教學過程中，有關學

生的即時反應與相關的重要事件。教學結束後再透過教學省

思紀錄，依日期與時間撰寫教師從學生的反應行為中得到的

反思與領悟，評估是否需要調整教學的內容或方式，詳盡描

寫以作為下次課程計劃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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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成就日記（附錄二）、訪談 

每單元教學結束後，發放數學成就日記（4 本繪本共 4

張）讓學生撰寫以了解其真正學習狀況、態度以及對課程反

應，並作為下次教師教學時的參考及改善依據。待 4 周繪本

教學結束後，運用數學成就日記中的記錄搭配半結構性的問

題深入訪談每位學生，一次訪談一位學生，每次訪談時間約 8

分鐘，以了解繪本教學是否有助於學生學習數學。 

（四）課堂學習單 

針對四本繪本之數學概念搭配課程需求設計相關數學題

目的學習單，每本繪本設計約 2~3 張（每張約 5~12 題）。並

於四周繪本課程後發給學生一張四則運算單元之學習單（共

12 題），亦即總結性測驗，以檢視學生數學學習之成就。 

（五）數學繪本學習態度量表 

此量表參考林星秀（2001）編製之「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改編而成，因本研究著重於「數學繪本」，故在部分題目的

題幹中強化此學習教材。此量表問卷共 15 題，採四點量表的

計分方法，分成非常同意 4 分、同意 3 分、不同意 2 分、非

常不同意 1 分；反向題計分為 1、2、3、4。量表內包含三個

分量表，分別為數學學習性（共 5 題）：是指教師使用繪本

進行補救教學後，學生是否喜歡這種上課方式、是否幫助其

增加對數學學習的信心、不再排斥學習數學。例題：透過繪

本課程會讓我覺得學習數學是一件好玩的事；我喜歡參與繪

本課程的數學活動；每次要考數學時，我就會很害怕（反向

題）。 

數學活用性（共 4 題）：教師使用繪本進行補救教學後，

學生是否認同數學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非只是為了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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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的科目。例題：我能將數學的概念應用到生活當中；我

認為學數學只是為了應付考試（反向題）。 

數學互助性（共 7 題）：教師使用繪本進行補救教學後，

學生遇到數學問題時，是否願意詢問老師或同學、是否願意

幫助其他數學有需要幫忙的同學。若遇到不會的數學問題，

我會願意去問同學或老師；若同學有數學上的問題，我會主

動幫忙；碰到困難的數學題目我會直接放棄，只做簡單的部

分（反向題）。 

肆、結果與討論 

一、學生學習成效方面 

（一）繪本融入數學補救教學能促進學生獨立思考運算進行解

題，以提升數學學習成就 

在進行以數學繪本融入補救教學前，透過實施學生預備

知識的測驗，並分析錯誤原因，以了解學生的在四則運算單

元的學習程度。由表三之學生預備知識測驗結果與分析可得

知學生 S6 在四則運算單元的列式有困難。並從六位學生預備

知識測驗解題的過程及訂正前後的紀錄中，研究者發現學生

列式錯誤的原因皆是受數學迷思概念影響，如：除法即是前

數除以後數（S3、S4、S5、S6）、大數除以小數（S2、S3、

S4、S5、S6）及答案都必須為整數呈現（S1、S2、S3、S4、

S5、S6）等。 

數學繪本教學有別於制式化傳統數學教學，為了考試填

鴨式地要求學生死背數學公式、找關鍵字解題。反而提供學

生運用自身經驗融合到故事情境當中，進而讓數字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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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能夠獨立思考運算進行解題。經過四周的繪本課程

後，研究者實施學生總結性四則運算單元之學習單，結果與

分析如表三。預備知識與總結性測驗的題數雖不同，但其所

涵蓋之四則運算單元各重點比重相同，且佈題雖相異，但出

題點相同，故難度相似。從中，研究者發現 S1 的表現有些許

的退步，由 S1 的學習狀況觀察記錄發現，S1 認為學習單只

是考卷的另一種模式，亦是用來檢驗學生學習成就，故其在

訂正學習單並不確實，時常敷衍了事，最後當題目之文字敘

述越來越多且複雜時，S1 便無法融會貫通，甚至更退步。 

除了S1，其他學生藉由繪本教學均降低列式之錯誤率（S2、

S3、S4、S5、S6），可說明其逐漸能將數學題目與生活經驗

連結，以正確判斷題目之加、減、乘、除符號運用，著實提

升數學列式的準確度，成功跳脫傳統解題模式，不再只為了

應付考試而湊數字計算，而是真正去了解數字背後的意義，

進而舉一反三針對題目所需去做計算。甚至，本班數學程度

最弱的學生（S6）在預備知識的測驗中，其分數表現與同儕

有 50、60 分的差距，但是經過四周的繪本課程後，S6 在總

結性四則運算單元之學習單的分數只與同儕相距 20 分左右，

有明顯的進步。 

此外，透過觀察課堂中學生的反應，像是繪本內容呈現

「今天是艾蜜莉的生日，媽媽共買了 24 個甜甜圈要請給全班

36 個人吃，請問該怎麼辦？」經過前三週的繪本課程，學生

皆能回答列出用 24 去除以 36 的算式，可以明顯發現學生透

過繪本不但能建立適當情境以輔助學生列出合理的數學算式

外，還能有效破除大數除以小數的迷思概念。此外，再進一

步向學生提問關於列式背後的含義時，學生皆能運用自己的

方式去表達與解釋數字與符號間的關係，而並非受限於前數

除以後數的迷思概念而碰巧作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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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學生之四則運算單元前後測驗結果與分析 

研究
對象 

預備
知識
測驗
分數 

預備知識測驗 
（題數） 

總結性
學習單
分數 

總結性測驗 
（題數） 

解題 
完全
正確 

列式
正確 
答案
錯誤 

列式
錯誤 

解題 
完全
正確 

列式
正確 
答案
錯誤 

列式
錯誤 

S1
（男） 85 15 1 1 77 9 0 3 

S2
（男） 80 14 1 2 92 10 1 1 

S3
（男） 74 12 2 3 94 11 1 0 

S4
（女） 70 12 1 4 81 9 1 2 

S5
（女） 85 14 0 3 87 10 1 1 

S6
（女） 20 3 4 10 61 6 3 3 

（二）適當融入繪本進行數學補救教學能有效改善學生數學學習

態度 

1、數學繪本學習態度量表 

學生於「數學繪本學習態度量表」各次量表的平均分數與

分學生的總平均皆大於 2.5（量尺 1-4 的平均數；表四），表示

整體而言學生持正向態度且喜歡運用繪本的方式進行課程，因

為透過數學繪本教學及系列活動，能幫助學生增加自己對數學

學習的興趣及信心。並認同學數學能幫助自己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而非只是為了考試而學習數學；

當遇到數學問題時，學生會願意主動詢問教師或同儕，並由互

動互助的過程中中學習解決數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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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學生學習態度量表之結果 

 
學生學習態度量表之平均分數 

總平均 
S1 S2 S3 S4 S5 S6 

數學學習性 3.40 3.20 3.20 3.00 3.40 2.60 3.13 

數學活用性 3.50 3.25 3.75 2.75 3.50 3.00 3.29 

數學互助性 3.16 2.60 2.83 2.60 3.00 3.00 2.86 

（1）數學學習性 

數學學習性平均分數為 3.13，表示學生對此數學繪本教

學普遍持正向態度，雖然 S6 在此分量表中分數較低（2.60，

小於 3.00），與表三的 S6 學生前後測成就變化對比，發現

S6 的成績是上升的，這與過去研究指出學生數學信心可預

測學生數學學習成就或未來投入進階數學課程學習的結果

相符（Chiu, 2012；Parker, Marsh, Ciarrochi, Marshall, & 

Abduljabbar, 2014），此結果似乎也隱含著，對部分低成就

學生而言，藉由繪本教學，仍很難大幅地提升學生學習數學

的信心、或大幅地減少其對數學的恐懼，也因此學習成就較

難提升，對這些學生，教師宜個別了解，找出學習成就或信

心低落的原因。 

（2）數學活用性 

數學活用性平均分數為 3.29，表示學生持正向態度，普

遍認同數學能幫助自己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而非只是為了考

試而學的科目。就個別學生看來，學生的得分為 2.75 至

3.75，表示相較於其他二個面向（學習性、互助性），學生

於數學活用性上的態度一致性地偏高，雖然仍有一位學生

（S4）低於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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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學互助性 

數學互助性平均分數為 2.86，表示學生持正向態度。但

是學生（S2、S3、S4）在此分量表回饋之分數皆偏低（小於

3.00）。由課堂觀察學生互動，發現 S4 可能因為本身數學

程度弱，常無法順利解題，故難以幫助其他同學。而 S2、

S3 可能因本身個性的關係，較不願意主動幫助別人，例如，

有一次 S1 與 S2、S3 討論某數學題目，S1 提出自己的想法，

與 S2、S3 的算法不同，S2、S3 會一致認爲 S1 是錯誤的，

認為自己的想法才是對的。低成就學生間，是否可能更難以

建立建構主義所倡導的「討論的文化」（Chiu & Whitebread, 

2011）？或是需要更多教師的介入方能達成？未來教師宜覺

察並力圖解決此議題。 

2、教學過程與訪談 

從數學繪本教學過程中，可以發現學生對於學習數學的排

斥度逐漸降低。因為學生會主動詢問老師：「今天的數學課也

是運用繪本嗎？」「好期待今天新的繪本內容，不知道是什麼

主題？」「這本書好酷，雖然只是看故事，可是寫學習單時，

我會不知不覺知道寫出算式，並且可以因為事前閱讀繪本而知

道自己寫的答案是正確的，因而提升寫數學的信心。」等皆為

學生願意主動學習數學的明顯跡象。 

本研究將訪談之紀錄依照量表中的三大面向分類並分

析，以作為學生學習態度轉變之證明。從數學學習性面向來

看，使用繪本進行補救教學後，學生普遍喜歡這種上課方式，

因為透過數學繪本教學及系列活動能幫助學生增加自己對學

習數學的興趣及信心。 

S4：我不喜歡上數學課，也不喜歡數學，但如果是用繪本我會

比較想上課，因為還可以看故事，不是單純解數學題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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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且跟著老師一起用繪本上課，數學好像會變比較簡

單而且有趣，尤其我最喜歡第一本數學繪本，狗狗偷吃番

茄真的是太可愛了，希望之後也能繼續用數學繪本上課。 

S2：我很喜歡看故事書，尤其是圖片很多的繪本。之前上數學

課都是利用數學課本或是講義上課，有點無聊，但是透過

繪本上數學課，我不但會很期待繪本中的故事內容，而且

也從不知不覺就把數學概念學會了，真是一舉兩得！ 

S6：我很喜歡這次暑假上的數學課，因為老師不是只有要求考

卷上的分數，而是有用很多遊戲、討論的方式，我覺得這

樣算數學就不會這麼孤單又可怕了。 

從數學活用性面向來看，多數學生認為繪本教學，可

讓學生經驗到數學可應用到生活中、與日常生活是有關聯

的。 

S1：暑假的數學繪本課程中，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自己設計數

學題目的遊戲競賽，因為很有趣！我很喜歡設計有挑戰性

的數學題目給同學挑戰，而且在學校中，我從來沒有自己

設計過數學題目，從自己出題的過程中，我深深覺得數學

跟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生活中其實常常會用到

數學。 

S3：我記得這單元有玩設計數學題目的活動，規則是要應用四

則運算的數學概念在題目中，我設計的數學題目被同學票

選第一，我覺得很開心。當時在出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其

實生活中有很多數學，如果學校老師也願意讓我們自己出

題目考同學的話，上課一定會很有趣，我們也會比較喜歡

寫考卷。 

S4：上完暑假的數學課，我覺得數學跟生活是有關的，因為老

師上課舉的例子，我覺得比較好理解。但是在無論是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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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月測或學校的考試我覺得就只是為了考試，題目都

長、很囉唆，一點都不有趣，而且每次都要寫很多，很煩。 

S4 所給的回饋似乎較偏負面，雖然其在量表上的回

應也是高於 2.5（量尺平均數），表示 S4 透過暑期的繪本

學習數學課程，基本上在數學學習的態度上有所提升。深

究 S4 的受談內容發現：S4 表示學校、這次課輔，常常利

用考試來了解學生程度，而考試題目與生活經驗並無法做

適當的連結。雖然透過教師的繪本教學方式與多重舉例能

有效改善此問題，但是會因為學校及這次課輔的課程有太

多學習單、考卷要寫。而逐漸失去學習數學的興趣。 

最後，從數學互助性面向來看，當學生遇到數學問題

時，部分學生願意主動詢問教師或同儕的幫助，也願意主

動教導不會的同學。 

S5：我最喜歡的科目就是數學了，所以每次當我遇到不會的題

目我都會先想一想才會問老師或跟同學討論，真希望暑假

的課輔班都是上數學，不要上英文課，這樣我就可以一直

算數學了。 

S6：這次暑假上數學課都可以跟我的好朋友 S5 一起想算式和

答案，我很謝謝 S5 和老師願意教我數學，我覺得我的數

學好像有一點點進步。 

綜上可知，S4 與 S6 雖然數學程度弱，但是透過四週

的數學繪本課程後，透過訪談及態度量表之回饋，發現此

兩位學生對於學數學不再那麼排斥，甚至越來越願意主動

學習數學。運用數學繪本教學的確能提升其學習數學之動

機，並營造適當之教學情境，讓學生能融入故事的情境中

學習數學，使其逐漸不認為數學只是老師用來考試的工具

而已，而是自己學會相關數學概念後能夠運用於生活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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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本教學之教師行動研究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透過師生對話、自我省思，從中培養多角度

思考，不斷改進其教學方式，提升課程品質。本研究總結四個反省性

螺旋中之教學實施重點、教學的問題及解決過程、教師的成長與反思

等，並根據蕭芷芸、陳彥廷、陳中川（2017）所提出補教教學教師自

我檢視其所需知識，包含學科內容、教學表徵、教學策略、學習成效

評估等四大面向，以說明研究者執行行動研究的轉變。 

（一）學科內容：從片斷的數學單元到完整、正確的數學概念 

根據研究者過去的補救教學經驗，在實施數學補救教學

時，往往只注重於加強學生之某個數學單元概念，等於數學

此一學科被分割成好多單元，各單元間又是彼此間斷的，造

成數學成就低落的孩子認為數學是相當複雜、不易學習的。

是故，在此次系列繪本教學的歷程中，研究者藉由不斷修正

及補充繪本內容與數學概念的部分，讓各個數學單元不再只

是片段式，而是彼此相互緊密連結的關係，以建立學生更完

整的數學概念。 

例如，透過第二本繪本《噓，螞蟻搬東西》，研究者於

課堂中，除了奠定學生對於加法的基本概念外，亦讓學生由 2 

= 1 + 1 推算至 2 = 1 x 2、4 = 2 + 2 推算至 4 = 2 x 2 等找出規

律，進行加法與乘法間關係的連結。此外，該繪本介紹 1、2、

4、8、16、32 及 64 為平方數，實為錯誤的數學概念，故教師

將此數學概念與圖形結合，帶學生找出邊長為整數之正方形，

其面積即是所謂平方數之教學方式，促使學生理解何為平方

數，以擴增其對於數學的涵養與加深其正確的數學概念。教

師把握繪本錯誤的機會，明確定義平方數，具體教導平方數

的正確概念，藉此培育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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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表徵：從全班電子繪本到個別實體繪本 

研究者於教授第一本繪本之數堂教學日誌中皆記錄著關

於繪本呈現方式問題，因繪本教學主要是以投影方式進行，

除了會影響繪本色彩呈現之品質外，也因部分繪本頁面字數

太多，無法如實呈現繪本畫面全貌，造成部分學生常常會為

了想看清楚繪本插圖，而站起來影響其他同學上課。是故，

經過一次反省性螺旋，研究者於教授第二本繪本時，除了以

投影方式呈現外，也有配置每位學生一本實體繪本進行數學

繪本融入補救教學活動，並透過多元的導讀方式，如角色扮

演、分組討論的方式，以增加學生閱讀繪本的動力，並給予

學生不同的發展舞台。 

（三）教學策略：從自由討論到引導參與討論、活化討論活動 

自第二本繪本教學後，雖有配置每人一本實體繪本及以

多元導讀方式進行，但研究者亦從過程中發現其他問題，像

是班上有兩位學生因個性較害羞且程度稍弱，故在進行全班

共同討論繪本延伸數學概念內容時，這兩位學生無法順利參

與討論，多數時間只能被動接受大家所提供的想法，與研究

者原本期望每位學生能夠互相激盪出更多元的解決方法有落

差。發現此現象之後，研究者於教學中會花較多的時間，鼓

勵與引導這兩位學生一同參與討論，例如：由全班討論改為

以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強調可用多元的討論與呈現的方式，

讓這兩位學生漸漸參與課程及擁有表達想法的機會。 

（四）學習成效評估：從學習單到互動、物理輔助、遊戲、創造 

1、從靜態學習改為動態討論 

研究者在進行第一本繪本（哇！40 公斤番茄大餐）教

學時，繪本延伸活動多是以學習單形式讓學生學習，這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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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改變傳統教學中學生不斷寫考卷的機械化模式。但，卻忽

略在教學過程中應避免單一形式的布題方式，而淪為換湯不

換藥（只是換考卷為學習單）的僵化學習。

因此，為了解決學生學習不再只是應付考試或學習單之

問題，改以不同的教學模式及策略輔助學生學習，改以學生

為中心，長時間、有目的地蒐集與觀察學生學習的表現，了

解不同學生其真實的數學能力並試圖增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主要的改變包括：進行第二本繪本（噓，螞蟻搬東西）

教學時，繪本延伸活動從學習單改以課堂討論的方式，讓學

生能從師生對話及同儕討論的過程中，逐漸有條理且自信的

表達自己的想法，再透過教師適當給予學生之引導、回饋，

建立適當的鷹架去幫助學生跳脫傳統解題模式，不再只為了

應付考試而湊數字計算，而是連結學生的先備知識及相關經

驗，促使其在解題的過程中能夠有效連結自身所學的概念去

運算，真正了解數字或算則背後的意義，進而舉一反三針對

題目所求去做計算。

2、從動態討論改為多元競賽 

在第三本繪本（喵，別再叫我吃了）教學中，研究者亦

嘗試使用小白板以輔助教學，透過遊戲競賽的方式，讓學生

去設想出一道符合邏輯又具有挑戰的數學題目，學生的表

現，令研究者驚艷，如圖 3，學生透過小白板所創造出的數

學題目，成功的與教師的教學產生連結，也將自己的日常生

活經驗與數學做結合。此外，研究者也從中幫助學生釐清易

混淆的度量衡單位，更正學生透過小白板所創造出的數學題

目，毫米是長度的單度，毫升是容積的單位。

從中，研究者體悟到：學生主動運用繪本教學所學到數

學概念，將其內化後舉一反三設計更有創意題目，再與教師

及同儕討論，這樣的方式，除了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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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及興趣，教師也能在教學過程中，依據學生的個別差異

及需求，不斷地適當引導及回饋，促使學生連結自身生活中

的舊經驗以內化新知識，教師也能適時改進教學方式，逐步

增進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進而逐漸達到學生最佳發展的區

域（Vygotsky, 1978），以提升教學的品質與成效。總結來

說，繪本延伸活動改變之時間軸如表五。

圖 3  學生設計的數學題目 

表五  繪本延伸活動改變之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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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數學繪本融入補救教學可增進學生學習成就與態度

繪本融入數學補救教學有增進學生學習成就與態度的趨勢，此與

過去研究結果一致（朱雅萍，2014；黃承諄，2005）。藉由比較預備

知識測驗及總結性測驗的結果，可知本研究多數學生之數學學習成就

有明顯的改善。本研究從多數學生之列式錯誤率皆有降低可知，繪本

教學有助於學生數學迷思概念的釐清，因繪本相較於教科書具有精簡

文字及有趣插圖，更能清楚呈現學生難以理解的數學概念，並藉由教

師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引導，建立適當情境以輔助學生列出合理的數

學算式，甚至可以有效破除學生對於四則運算單元的數學迷思概念，

例如：釐清其關於除法即是前數除以後數、大數除以小數及答案都必

為整數呈現等，促使學生連結自身的生活經驗進行獨立思考，了解數

字背後的真正含義，不再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湊數字去進行運算，逐

步改善其數學解題的能力。

另外，透過學生填答之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結果，三大面向平均分

數皆量表量尺的平均數，由質性訪談的結果顯示，學生大多喜愛運用

繪本的方式進行補救教學課程，也持積極參與學習的態度。就細部分

量表比較看來，可發現相較其他面向，數學互助性面向之平均得分最

低，與學生個別訪談後得知，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生較不願意主動幫助

其他數學需要幫忙的同學。故進行補救教學之教師宜多留意此問題，

以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數學之互助行為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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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繪本融入補救教學之行動研究帶給教師的反思與成

長

教師於教學行動研究的過程中，同時兼任教育者與研究者的角

色，以批判的態度不斷自我省思，並設法解決教學現場所面對的困

境，增進其專業的成長。整體而言，依照補救教學模式之「教學-評

量-再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設計適合學生的繪本課程。在整個

教學過程中主要的改變包括：以數學概念為中心改善繪本教學；繪本

的實體化、個別提供的需要；教學活動的活化；從結構化的學習單設

計，到更重視互動、物理輔助、遊戲、創造力，以提升學生更高層次

的思維能力。藉由上述改變，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一）趨避捨本（學科知識）逐末（繪本故事內容）的反效果

教師實施補救教學前，須挑選適合的繪本作為教學材料，

因並非每個數學單元都有適切的繪本可以搭配使用，若將每

個數學主題皆以繪本進行教學，反而會本末倒置讓繪本成為

數學的教材，而數學課本只是輔助工具，無形之中強迫學生

了解故事內容，想必也無法達到繪本教學之效果。是故，教

師有必要不斷反思自己設定之教學目標，並於設計系列教案

過程中與專家不斷討論，著實提昇其自身的教育專業能力。

（二）教師該如何教才是重點，繪本只是輔助工具

努力促進學生了解數字背後的意義並能運用於生活當中，

以繪本作為爲輔助教學之教材，透過故事情境融合學生自身

經驗，在符合教學範圍中適當使用引起學生學習數學動機以

達到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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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在補教教學的過程中也是在不斷改進、學習

從教學現場中，調整其教學的中心，不再是以教師為主，

而是以學生為主去協助其解決問題（Polly, McGee, Wang, 

Martin, Lambert, & Pugalee, 2015），並於每次課後檢討課程

不足之處，透過師生對話及自我省思，學習從更多面向設計

符合學生經驗及興趣的教案內容，以時時改進自己的教學方

式，提升課程實施的品質。

三、對於有意進行繪本融入數學補救教學教師之實務建議

（一）繪本的使用

1、適當調整並延伸繪本內容 

在進行繪本教學時，教師需挑選內容符合學生程度與教學

範圍，以輔助其達成教學目標，且在不改變原著的原則下，教

師有必要針對繪本內容邏輯作事前做適當的修正與補充，使其

聚焦在數學概念的建立，以提供學生更完整的學習。

2、激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此外，繪本情境亦是教師選擇教材的考量重點之一，無論

是故事內容及圖片、人物角色，皆要能引起學生共鳴並與學生

之生活經驗作連結。因為對學生而言，以繪本上課，是在過去

學校不曾有的經驗，因此教師若是以繪本進行教學，一定要讓

學生覺得繪本中數字有意義、有趣，並能與自身生活經驗作連

結，促進學生將課堂所學之知識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二）課程設計

若欲長時間進行繪本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動機，

教師於課程中應輔以設計適合學生的多元數學繪本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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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遊戲競賽、實作等，才能避免進行長時間的繪本教學，

造成學生逐漸失去對於繪本的好奇心，導致繪本對其而言只

是變成另類的數學課本，具有本末倒置的效果。是故，繪本

的定位很重要，其只是教師的教學工具之一，繪本教學增進

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萬靈丹，在進行繪本教學時，有必要透

過豐富的活動，以增加學生學習數學的意願，並藉由不同種

類的形成性評量給予數學學習低成就的孩子更多展現自己能

力的機會與發展屬於自身的舞台。 

四、對於未來希望進行相關主題研究者之研究建議 

（一）透過學生自行設計數學題目之系列課程活動，檢視其學習

成效及動機 

由學生的回饋及教師對於學生表現的觀察，發現學生對

於自行設計數學題目的活動非常有興趣，打破研究者先前認

為需要補教的學生因本身數學程度較弱，讓其寫數學題目已

有一定的困難度，更何況是要自己設計數學題目的偏見。數

學創造力，也許不只是數學高成就者的專利（Leu & Chiu, 

2015），而是全體學生，包括低成就學生，都可進行的一項

教學嘗試。因本研究人數的限制，樣本數太小，無法將此活

動的研究結果直接推論到其他教學中。故建議未來研究可以

透過讓學生自行設計題目之系列課程活動，以探究學生的學

習成效及動機是否能有效改善。過去研究指出，學生出題，

如果有教師的適當引導，當可創造合宜的歡樂氛圍，讓學生

樂在學習數學（Chiu, 2009）。 

（二）藉由長時間實施繪本教學增進學生數學學習之正向態度 

由學生數學繪本學習態度量表及訪談的回饋，發現透過

暑假將繪本融入補救教學的方式，雖然可促進學生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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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態度，但仍有部分學生強調害怕考數學、對自己的數

學能力不是很有信心等，可能原因為目前數學補教教學之難

度比起學生自身年級數學教材來得低，故其挫折感低、成就

感高。若開學後學生回到原班級上課時，繪本教學模式是否

仍能有效改善學生之學習態度？故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將實施

繪本教學的時間拉長至一學期或一學年，以探究繪本教學是

否能解決上述在數學繪本學習態度量表中，關於數學學習性

方面之學生學習態度的問題。 

（三）加入增進學習互助性的教學策略 

學習社群的建立是社會學習與建構理論的主要教學方法

（Taylor, Ryan, & Pearce, 2015），本研究的繪本教學，並未

特別強調同儕學習的教學方法，但逐步實施後發現低成就學

生似乎更需要老師的引導與鼓勵以建立學習社群。教師宜了

解學生在團體中的成就、接納與賦權等需求（Köllner & 

Schultheiss, 2014），逐步增進學生的參與感與投入學習社群

的程度。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人數少，故不能進行統計分析來了解學生

數學成就前後測的差異，最好也宜有控制組以確認教學成效。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方面，缺乏數學學習態度量表之前測，另

外，此量表的內容為參考過去研究改編為適合本研究的狀況，

未來仍宜進行大量施測，考驗此改編後量表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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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學方案

教學主題：

哇！四十公斤的番茄（測量的秘密） 
教學時間：共 200 分鐘 

教學目標：

（一） 理解繪本中的數學概念以及數字與故事情境關係。

（二） 觀察不同數字間的關係並判斷合理答案。

（三） 解決三位數三步驟問題（加、減、乘與除，包含合併式）。 

節

數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第

一

節

課

課程目標：

1、解釋四則運算的規則。 
2、了解四則運算的意義。 
一、引起活動：

利用 PPT 帶領學生一起閱讀繪本。 
《哇!四十公斤的番茄》繪本內容大意： 
爸爸下班帶了一盆神奇的番茄幼苗回

家，這顆神奇的番茄會長到 180 公分，並

在十個星期後結出 40 公斤的番茄!於是大

家決定開個派對請鄰居一起享用番茄大

餐。送出邀請函後，共有 12 個家庭會參

與，其中有 8 家都是來 5 個人、3 家是 4
個人，還有 1 家為 3 個人，所以全部加起

來共有 55 個人會來參加番茄派對，但是其

中有 5 個是嬰兒，吃的不多所以只需要準

備 50 人份。 
    最後，大家一起決定菜單用 25 公斤的

番茄做成義大利麵醬，10 公斤做成披薩

醬，剩下 5 公斤拿來做番茄沙拉。但是要

怎麼知道番茄夠不夠拿來做義大利麵醬、

披薩和沙拉呢 ? 於是故事透過一系列的

10 

繪本

《 哇 !
四十公

斤的番

茄》

ppt 

課堂學

習 單

（一）



98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第十七期 
 

計算，搭配適當運用磅秤做測量，主角耐

心等待番茄的收成，希望能成功舉辦有趣

的番茄派對。 
二、發展活動： 

根據《哇!四十公斤的番茄》繪本發放

課堂學習單（將故事情境寫成數學文

字問題），並運用畫圖的方式解釋題

目，再請學生以數學算式記錄下來，

寫出解題過程並求出答案。 
三、結束活動： 

請學生先上台發表自己的想法及說明

數學算式的意義（前兩題），再由老師

輔助並講解。 
 

 
 
 

20 
 
 
 
 
 

10 
 

第 
二 
節 
課 

課程目標： 
1、闡述數字間的關係。 
2、應用數字間倍的關係。 
一、引起活動： 

向學生提問上節課之繪本故事內容，

包含主角與凱蒂共收到幾張邀請卡回

函？番茄派對總共有幾個人來參加？ 
二、發展活動： 

請學生搭配繪本繼續完成上節課尚未

完成的課堂學習單。完成後上台發表

自己的想法及說明數學算式的意義

（第三至第五題），再由老師輔助並講

解。 
三、結束活動： 

老師提問與總結。 
 

 
 
 
5 
 
 
 

15 
 
 
 
 
 

20 
 
 

 
課堂學

習 單

（一） 
 
小白板 
 
白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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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常生活中學生有沒有遇過需要測

量的事？（泡牛奶、煮東西等） 
B. 如果想泡出好喝的牛奶，必須每 0.5

公升的水要加 1 匙奶粉，那如果泡給

爸爸和媽媽喝共需要 1 公升的水，則

須加幾匙牛奶？答：2 匙。 
C. 如果是 2 公升呢？答：4 匙。 
D. 如果泡給全家人喝，共需要 6 匙牛

奶，需要加多少公升的水調配？答：

3 公升。 
E. 泡給爸爸媽媽喝與泡給全家人喝所

需的奶粉之間，你發現有什麼關係？

答：倍的關係，6÷2=3 倍。 
 

 

第 
三 
節 
課 

課程目標： 
1、辨別四則運算的應用。 
2、計算 2 個以上的數學算式。 
一、引起活動： 

發放四則運算 12 題判斷算式之學習

單（延宕題型），學生需在時間內根據

題意了解數學式子，以判斷四則運算

該如何應用。 
二、發展活動： 

老師講解與檢討學習單。 
三、結束活動： 

請學生想一想關於日常生活中曾用到

數學的例子，且必須用到不只一個數

學算式，請學生回家準備於下節課跟

大家分享、討論。 
 

 
 
 

25 
 
 
 
 

10 
 
5 

 
課堂學

習 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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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課 

課程目標： 
1、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2、分享如何運用四則運算解決問題。 
一、引起活動： 

生活中其實處處都有數學，像是下課

時間的分配，老師分糖果等等，都是

應用數學的生活實例。 
二、發展活動： 

請學生至少舉一個在自己周遭有實際

運用到數學算式的故事（需 2 個數學

算式以上），寫在小白板上跟大家分

享。 
三、結束活動： 

將學生之生活實例引導到正確的數學

題目及算式並幫學生補充講解。 
 

 
 
 
5 
 
 
 

20 
 
 
 
 

15 

 
小白板 
 
白板筆 
 
 
 
 

第 
五 
節 
課 
 

課程目標： 
1、建立在數學領域中自我反省、獨立思

考。 
2、掌握兩段式與三段式數學解題技巧。 
一、引起活動： 

發放數學成就日記讓學生將教學活動

感想或發現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進行總結性評量，運用 7 題數學應用

問題練習（兩、三段式解題），以了解

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結束活動： 

老師講解與檢討學習單，並讓學生反

思自身在這五節課的學習表現。 

 
 
 
 

10 
 
 

20 
 
 
 

10 
 

 
數學成

就日記 
 
課堂學

習 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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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數學成就日記 

 

 

      我的數學學習成就日記 

 

                       

姓名：___________   _____年___月___日 

 

1. 這週的繪本書名是：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知道這週數學課在教的單元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覺得這週的數學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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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週上課我覺得最有趣或印象最深刻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給自己學習數學的態度打______分，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透過這週的繪本教學活動，我學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