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數學能力重建工作坊 案例分析表 

 教學者：師 07 

一、學生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 年級 四年級 學生編號 MBR4003 

學生能力

簡述 

1.閱讀理解能力欠佳，無法理解題意，相同的題目換句話說便不懂了。

2.解題、答題需要較長的時間，整體學習能力較同儕弱。

補救的能

力指標 
3-s-01能認識平面圖形的內、外部與其周界。

二、實施補救教學概述 

(四)教學時間：108年/5月/7日 16:10-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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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歷程： 

1.透過數學數位診斷系統，檢視學生是否已學會周界和周長。

說明： 

3-S-01能認識平面圖形的內、外部與其周界。(未精

熟) 

3-S-02 能認識周長，並實測周長。(未精熟)

診斷結果：未精熟 

(1)診斷系統共有六題題目，學生分別在周界和周長的題型各錯一題。

※答對題目(共 3題，其中 1題未即時拍照，故只呈現 2題。)

※引導後答對的題目(1 題)

   學生指著甲圖形的其中一長邊跟一寬邊問老師，表示不知道長度。 

   老師只問了學生：「還記得『對邊』嗎？」學生立刻點頭，然後正確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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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題目

▲學生少數到這一隻。老師請學生再數 ▲學生將所有看得到的邊都數了(包含裡面

一遍(未引導)，學生數 17隻。 的邊線)，但數也數錯了。

故此題為粗心錯誤。

從測驗結果發現，學生對於周界的概念，如果是單純有明顯的「外框」，則可以很快

的做判斷，並且正確答題。但如果是由很多個正方形組成的新圖形，則會被混淆，無法

正確的找出周界，算出周長。 

(五)教學時間：108年/5月/14日 16:0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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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歷程： 

老師就上週測驗出錯的題型，出了類似題請學生練習，欲找出學生的迷思點。 

說明： 

(1)在題 1.中，學生對於一般四邊形(甲圖形)的

周長計算已經學會，而且會運用過去老師所教

的數法做點數。但遇到其他圖形就容易漏數而

出錯。

(2)題 1.的乙圖形和題 2.的乙圖形非常類似，學生

題 1.漏算，但題 2.算對。詢問之下，學生回答

題 1.的乙圖形漏看到(圈出來的三處)老師告訴

學生，點數完後要再檢查，不能有「缺口」。

(3)題 2.的丙圖形跟丁圖形，學生並未用前面

點數的方法，老師詢問他是怎麼數的，學生回

答：「一格一格數」(用筆點給老師看，由此可知

學生周界的觀念尚未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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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老師請學生用螢光筆，先將丙圖和丁圖的周長

描出來。

(2)學生兩張圖用螢光筆描出的周界都正確無誤。

(3)再次請他點數，學生立刻用回前面所使用的點數

方法進行點數，正確點數出丁圖。

說明： 

(1)丙圖學生數了三次還是錯誤。(一直橫跨 2條線，如左圖圈

處)

(2)經老師要邊畫邊數數，畫完後要檢查是否有缺口後，學生能正

確數出。

(六)教學時間：108年/5月/20日 13:0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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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歷程： 

再次檢視學生是否已經熟悉周界和周長的概念，老師出了四題練習題，請學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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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已經全部答對，只是學生點數周長的方式未統一(有些圖形數用上圖所示的方式點 

 數，有些是沿著邊畫線點數，老師告訴學生，點數的方式有很多種，並沒有最正確的方式， 

 而是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故請學生找出一個最喜歡的方式點數又不容易出錯的方式 

 點數，學生選擇了使用上述方式點數) 

三、教學省思與分享 

1. 這次使用了「數學數位診斷系統」進行檢測，有別於平時的紙筆練習，明顯提升了學生

的學習興趣。

2. 學生雖然可以獨力完成題目，且沒有錯誤，但仍需要多加練習，加深記憶。

3. 「點數」周長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以教導不同的點數方式，找到最適合該名學生的點數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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