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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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R3005 

科技化 

評量結果 

2017.12評量成績(答對題數):>=80通過 

2018.05評量成績(答對題數)68.00(17) 未通過 

學生能力

簡述 

1.特質：學習表現非常不穩定，經與原班導師討論，發現父母對其學習期待不

高，加上他生性樂觀，所以他只有在校才會習寫數學，回家幾乎不碰。而且

他的學習遺忘很快，教了後面忘了前面，但其學習態度是認真的，筆者在課

堂提問時，他幾乎都會努力回答，是可以被拉起的孩子。

2.整體學習能力與同儕相仿，能於時間內完成評量試卷。

3.起點行為：從 5月篩選測驗的檢測結果發現學生：3-n-14能認識長度單位

「毫米」，及「公尺」、「公分」、「毫米」間的關係，並作相關的實測、估測

與計算和 3-n-09由長度測量的經驗來認識數線，標記整數值與一位小數，

並在數線上做大小比較、加、減的操作，兩個指標未通過。

補救的能

力指標 
3-n-10能認識一位小數，並作比較與加減計算。

二、實施補救教學概述 

(一)教學時間：107/05/17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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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教學歷程： 

1.課堂前測:從課堂的前測學習單發現—學生將實測長度 2公

分、5公分直接寫下來，未觀察到題目的單位是毫米，並未進

行單位轉換，把公分換算成毫米。長度的 1公分=10毫米，這

是生活中可見，可操作的，加上學生對長度的量感有待提升，

所以從長度的量感進行教學，藉由兩量的共同單位測量進行大

小比較，再由此概念帶入小數，希望學生能理解什麼是一位小

數。

2.澄清迷思概念:建立學生對長度—公分和毫米的量感。請學生用尺量自己的食指指甲的寬

度，讓學生明白 1公分大約和自己的食指指甲一樣寬。而一毫米大約是一支筆芯的直徑，

藉此培養長度量感，之後請學生用食指指甲和筆芯來量第一題的長度，讓他建立量感，

之後再自行訂正，這時，學生一次就正確訂正。

3.以科技化評量「基本學習內

容:能認識長度單位『毫

米』，並能作相關的實測、估測與計算」為教材，教師先讓學生依據題目進行計算，再以

學生算出來的答案進行一對一的問答，教師問：「21毫米是幾公分幾毫米?」學生回答：「2

公分 1毫米」，教師再問：「2公分 1毫米是幾公分?」學生一開始沒信心，直到教師問他：

「1毫米和 1公分一樣長嗎？」她回答：「沒有」。教師再追問：「所以 1毫米是幾公分？」

他回答：「0.1公分。」教師接著說:「加上還有的 2公分，現在是幾公分?」學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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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公分」。 

  之後第二題她就會自己將算出來的長度 4毫米換算成 0.4公分。 

4.學生完成數學第六冊第 9單元前測評量試題的第一大項和第二大項。

學生用剛剛的數學概念，可以正確完成第一和第二大項。教師提問：「1

公分和幾毫米一樣長？」學生回答：「1公分等於 10毫米。」教師複

述：「1公分等於 10毫米，所以 1公分可以分成 10個 1毫米，毫米只

有滿 10個才能變”身”為公分。」學生點頭。教師再請其將幾毫米、

幾公分幾毫米全都化成幾公分。 

5.進行作業指導時，學生的數學習作 P87 小數第一大項填填看幾乎全錯，教師請學生看著

尺，問他：1 公分=幾毫米?他回答 10 毫米。所以 8 毫米有比 1 公分長嗎?他回答沒有，所以

第一小題的 8 毫米=(  )公分，他說:0 公分，筆者接著問，那 8 毫米怎麼辦?他想了一下才回

答放在十分位。於是筆者和學生討論出:另一種位值表(如下圖)，之後，學生用這樣的概念，

重新訂正 P78，而且完全正確訂正。 

個位 

(公分) 

十分位 

(毫米) 

6.教師隨機出 5題再讓其練習，透過定位板學生能正確完成練習。

(二)教學時間：107/05/21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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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數學積木) 

教學歷程： 

1.學生完成數學第六冊第 9單元前測評量試題的第三大項到第六大項。

學生能正確塗出水量的高度，教師提問：「1/10 杯滿一杯了

嗎？」學生回答：「還沒。」教師提問：「1/10 是分數，我們

可以改用小數來回答嗎？」學生沒有回答。教師請其讀出題

目中的分數：1/10、3/10、5/10和 7/10，學生讀出：「十分

之一杯、十分之三杯、十分之五杯、十分之七杯」教師在學

生邊讀時，邊指著之前整理的定位板的十分位，再提問：「你

讀的和老師指的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嗎？」學生回答：「十分。」

教師接著說：「答得很好，這和 1公分可以分成 10個 1 毫米，

毫米只有滿 10個才能變”身”為公分是一樣的道理，要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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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1/10杯才能變成一杯，不滿一杯的，就要寫在十分位。」教師講完，請學生將左圖的

題目改寫成用小數表示，他能正確寫出小數，建立一位小數的位值概念。 

2.操作積木—以一條橘色積木當一；和 10個白色積木一樣長，所以一個白色積木是 1/10，

化作小數就是 0.1，一面操作積木，一面數出筆者給的積木數量是多

少。學生一邊操作積木，一邊迅速回答出數量；當筆者給他 2條橘色

積木，22個白色小積木，他能正確回答出 2個 1和 22 個 0.1；教師請

其將滿 10個的白色積木換成 1條橘色積木，最後他能正確說出 4個 1

和 2 個 0.1，教師再出 5題，讓學生反覆操作，希冀能讓學生對小數的

觀念更清楚。 

3.使用均一網站上的題目，依據題目請學生上台範寫，將抽象思考題目透過共做希冀學生

能同儕學習。題目出現幾個幾，教師發現學生剛剛操作積

木可以回答，現在對於幾個幾無法理解，甚至在題目已經

討論完，也秀出答案 15.4，請其依據位值表書空數字，她

還是站著寫不出來，筆者再請一位學生範寫，她才跟著寫

出來，以她的能力，她不至於寫不出來，可見這時她都在

放空。後來教師請其依照幾個幾，用數學積木來數一數，

她才理解幾個幾的意思。 

4.學生完成數學第六冊第 9單元後測評量試題的第一大項共 9題，學生使用實物協助思考

就能正確回答，一旦進入抽象思考還是無法理解，所以還是需

要數學積木輔助(將 10 個橘色積木用橡皮筋捆成一捆，所以十

位就是有幾捆就是有幾個十)。 

(三)教學時間：107/05/24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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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教學歷程： 

1.以「基本學習內容:能認識整數線，能在數線上比較兩大小數值及做加減的操作」為教材，

適時將小數帶入數線。教師觀察到學生在操作基本學習教材時，

對於數線的直尺上相鄰兩個刻度的距離都是 1公分的概念很清

楚，能在數線上比較兩數大小及做加減

的操作。 

2.習寫數學第六冊第 9單元後測評量試

題的第二大項到第五大項: 

因為教學起始即進行認識數線，學生對 

小數大小概念清楚，所以第三、第四大

項全對，而第二大項計算錯誤率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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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立即進行補救教學，使用位值表澄清其列式，之後再出題練習計算，在學生全對才進

行訂正，訂正全對再進行第五大項的應用題習寫，因為及時補救，所以第五大項就列式及

計算都全對。 

3. 實施臺北市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診斷測驗。

三、教學省思與分享 

經驗分享 

1.教師覺得從長度中的 1 公分=10 毫米，這是生活中可見，可操作的，且每一份都是一樣大，

不管何時何地一公分都是被平分成 10 份，希望從長度帶入小數，學生較能理解什麼是一位

小數。為了讓概念能夠更牢固，教師整理出以下的定位板，讓其明白個位就是公分；十分

位就是毫米。但是小數在生活中不常見，教師為了讓學生對十分位更有感，在學生填寫後，

會經常追問：滿 10份了嗎?幫助學生建立寫在十分位的數字就是不夠 10份，所以值比 1小，

這是教師在教學時必須一直強調的概念。

個位 

(公分) 

十分位 

(毫米) 

2.小數的計算，其實孩子知道是 10 進位、退位，唯一的不同是多了小數點，在紙筆計算時，

孩子常會漏了小數點，所以教師會要求學生填寫答案後務必念一次答案，檢查是否漏了小

數點，畢竟算對了，對學生而言是一種成就的正增強，所以要提供更多的策略幫助學生降

低答錯率，才能漸漸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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