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數學能力重建工作坊 案例分析表 

 教學者：師 05 

一、學生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 
年級 三年級 

學生編

號 
MBR3006 

學生能力

簡述 

1.特質：個性畏縮，上課不會主動發表，十分安靜，會看著老師，一聽到老師

的指令，會迅速完成，但作業的品質不一，上攜手班後，數學作業的正確率

有提升，人際關係不錯，但學習動機不強。

2.起點行為：從二年級測驗得知與此次教學活動相關的未精熟數學概念有:應

用乘法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補救的能

力指標 
3-n-02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四位數以內，和＜10000，含多重退位)。

二、實施補救教學概述 

(一)教學時間：106年 12 月 25日 16: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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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積木、撲克牌                     ) 

教學歷程： 

1.作業指導:當天數學回家作業個別指導。

2.操作數學積木和撲克牌—湊十，強化十進位、退位的概念：撿紅點湊 10，積木找 10的朋

友，建立學生對 1、9；2、8；3、7……湊 10數字的概念。

3.以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平臺提供的教材針對

加法的進位觀念進行澄清，以及找出題目解題

的關鍵詞：師生共讀題目後，教師問學生：「如

何算出答案？」，學生回答：「把兩個數字加起

來」，教師問：「為什麼？」，學生回答：「因為

是合起來」，教師統整：「像『合起來』這三個

字讓你知道怎麼算出答案，就叫做關鍵詞，所

以可以把它圈起來，幫助自己算出答案。」接

著指導學生計算，特別是十位，請學生知道 3和 7合起來是 10，為了建立正確的進位概

念，教師請學生畫出 3個十元和 7個十元，問學生：「現在有幾個十元？」學生回答：「10

個十元」，教師接著問：「可是十位只能寫一個數字，怎麼辦，是寫 1？還是 0？」學生回

答：「0」，教師再問：「為什麼？」學生……，教師追問：「10個十元可以換成多少錢？」

28



學生回答：「100元」，教師再追問：那還有幾個十元？」學生回答：「0個」教師統整：「所

以十位就寫 0，因為 10 個十元全都換成一百元了，百位多了 1張百元，所以……」學生

回答：「百位要寫 7」。透過問答建立進位的概念。 

4.隨機出 3題一次進位再練習。

5.使用臺北市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診斷測驗:先讓系統讀題，再以搶答方式讓學生講出計算過

程及答案。增加同儕間的互動，亦能提升其學習興趣。

6.以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平臺提供的教材再練習，要求學生遇到進位要記得畫出錢幣幫助

自己思考。

(二)教學時間：106年 12 月 28日 16: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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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積木、數字卡、錢幣教具                 ) 

教學歷程： 

1.學生隨機拿數學積木去找數字怪獸，怪獸會吃掉它顯示的數字，學生操作機木後，再帶

著剩下的

數學積

木，先口述

計算過程

再上臺寫

算式，答對

了就能換到糖果，進行三次。 

(把橘色積木換的 10個白色放在右側的圓) 

2.以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平臺提供的教材針

對減法的退位觀念進行澄清：教師問學生：

「你帶 4元，可以買 6 元的東西嗎？」學生

回答：「不行」，教師接著問：「那怎麼辦？」

學生回答：「跟十位借」，學生會這麼回答，

表示位值表的概念已經建立，教師接著解

釋：「十位借給你 1個十元，再換成個位國

的錢幣，10個一元，給了老闆 6個一元還

剩下幾個一元？」學生回答：「4個一元」教師追問：「所以直接在個位寫 4？」有的學生

回答：「對」，有的學生回答：「上面還有 4元」教師鼓勵正確回答的學生並說：「很棒！

有看到還有剛剛不夠的 4元，把向十位借的 10元剩下的 4元和不夠的 4 元合起來的錢，

才寫在個位。我們再來做一次。」(教師上述的教學流程是以)

3.教師出 2題以一次退位的減法進行練習，退位的數字不是在個位，讓學生練習舉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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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8-156=(    )  

  2436-1524=(    ) 

  教師要求學生在借位和退位的數字上面要把錢畫出來，學生的概念建立了，兩題都對。 

4.以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平臺提供的教材針對減法的連續退位觀念進行澄清：師生共念完

題目後，教師問學生：「大雄要怎麼付 528元？」

學生回答：「拿出 1張 1000元來付」，教師接

著問：「那付完後，它還會剩下多少錢？」教

師在黑板畫出錢幣，3張 1000 元，劃掉 1張

1000 元，換成 10張 100元，再劃掉 1張 100

元換成 10個 10元，再劃掉 1 個 10元換成 10

個 1元，這時再請學生把大雄要付的 528元劃掉，剩下的就是大雄剩下的錢。教師總結：

528 是減數，就是我們剛剛的吃數字怪獸，3000元是被減數，我們要從 3000 元去換錢來給

數字怪獸，所以老師才會把 1000元換成 100張 100 元，再把 1張 100元換成 10個 10元，

最後再把 1個 10元換成 10 個 1元，一位一位的換錢，換完錢再拿來付錢。 

5.以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平臺提供的學習單練習減法

學生可以正確的算出 6題的答案。加和減

的分開計算對學生而言，只要觀念正確學

生都能算出答案。 

三、教學省思與分享 

1. 數位學習當道，但傳統教學和教材讓孩子操作實物，對需要補救的孩子而言，更有其

必要性。

2. 圈出「關鍵詞」確實能降低學生的解題負擔，某些孩子的理解能力稍嫌不足，圈出「關

鍵詞」有助其解題，尤其是加和減混合的題型，此時找出「關鍵詞」更顯得重要，從

關鍵詞讓學生了解先算什麼，再算什麼，再依據題意列出算式，讓同一概念的反覆練

習，有助其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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