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數學能力重建工作坊 案例分析表 

 教學者：師 01 

一、學生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 年級 三年級 學生編號 MBR3001 

科技化 

評量結果 
評量成績(答對題數)：44(11)，未通過。 

學生能力

簡述 

1.個性雖然活潑話多，但較少主動回應學習相關內容；理解力不佳。

2.整體學習能力較同儕弱，被動學習，且易受外界影響而分心，動作較慢，但

尚能於時間內完成評量試卷。

補救的能

力指標 
2-n-03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

二、實施補救教學概述 

(一)教學時間：107 年 10 月 25 日 16:00-16:30

使用教材：□臺北市自編補救教學教材 □酷課雲  □PAGAMO  □均一平臺  ■ 教育部補救教

學資源平臺  ■ 其它：( 自編教材 ) 

教學歷程： 

1.基本概念的復習（N 位數；位名），提問 37,25 是幾位數？（學生悉數答錯）

2.試作（題型一）：35、27，哪一個數大？能正確答題，續問如何知道？一個是 3，一個是 2；

順提“位名”，個、十、百、千位，3 和 2 是十位數，而 35 和 27 同是二位數，所以比較第

一位（十位）的大小，便可得知。 

說明解題技巧：不同位數：多位數＞少位數，例，105＞74  同位數：先比較“第一

位”78＜87，再依序往下一位數做比較

3.試作（題型二）： 27+8 □ 27 ，以直式（輔以手指）計算，可正確解題。提問：除了直

接算出答案外，有沒有其他方法？無回應。再問（引導思考方向）：同一數，愈“+”會

愈大？愈小？愈“－”會愈大？愈小？ 

說明解題技巧：同一個數，會愈“+”愈大，愈“－”愈小，所以 27+8 一定＞27，27-2

定＜27。（此亦可推及分數、小數）

再練習結果： (註：學生可使用先前的技巧，但未

能運用新的技巧，提示其再細看題目，標記相同的數字後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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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時間：10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 16:00-16:30

使用教材：□臺北市自編補救教學教材 □酷課雲  □PAGAMO  □均一平臺  ■ 教育部補救教

學資源平臺  ■ 其它：( 自編教材 ) 

教學歷程： 

1.試作（題型三）： 27+4 □ 35-6 ，仍以直式（輔以手指）計算，可正確解題，但速度慢。 

說明解題技巧：運用“概算（預估）”的技巧。

(1) 評估及復習先備能力--“進位（比 10 大）”、“借位（不夠減）”概念，“7+4”超

過 10， 所以 27+4 結果約為三十幾，“5-6”不夠減，35-6 結果約為二十幾（略述）。

再練習結果：

(2) 概算出兩邊答案，便可得大小，但結果如同為 N 十幾，則直接算出。

再練習結果：

(三)教學時間：107 年 11 月 1 日 16:00-16:30

使用教材：□臺北市自編補救教學教材 □酷課雲  □PAGAMO  □均一平臺  ■ 教育部補救教

學資源平臺  ■ 其它：( 自編教材 ) 

教學歷程： 

1.提供學習內容練習題，讓學生能邊做邊復習，並提示或引導學生運用最適切的方式解題。 

綜合再練習：

老師大量提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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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省思與分享 

1.學生對多數概念的學習常僅只於單一，未能進行相關概念間的連結，且學過易忘，難以達

到精熟與自動化，致無法為後續學習的先備能力，結果導致新單元的學習困難。故老師

在進行單元教學前，應先掌握學生是否已具備學習該單元的先備能力，以決定是直接介

入新單元教學？或先行復習舊經驗？

2.概念的學習不僅著重理解，亦強調練習的效果，而為兼顧兩者，老師在說明解題技巧後，

需帶領學生依著解題步驟實際操作多次，以確定其已習得並可運用該技巧，因對學生而

言，似聽懂與能實際正確操作仍存有一段落差。

3.藉由反覆、密集練習，希冀學生對於解題技巧的使用能達自動化，以降低減少其概念習得

後卻難以應用、運用與類化的可能性。

4.鼓勵學生看到題目別急著作答，先看清題目，找尋解題線索，再以最適當的方法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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