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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及內容：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探討小學數學學習領域中，與數學規律有關的教材，以及

配合數學規律的探索之可行的創新教學模式，並進一步探討學生數學學習態度的

改變。 

    在數學教學現場裡，我們很輕易就能夠找到很多與數學規律有關的題目。像

是低年級的「5→(  )→(  )→25→30」；中年級的題目「37, 98, 45, 324, 621

是偶數學圈起來」；高年級「一張長方形紙張連續對摺4次後，沿著折線剪開可分

成幾個長方形？」甚至，教室外的大自然裡，一年四季的變化、動物花草樹木的

特徵，甚至於十二生肖與嬰女出生率的關係，也都存在著某種規律的變化。探究

這些規律，充滿了樂趣和美感，不僅僅能夠提升學生對週遭環境的覺察能力和解

題能力(郭國清，2006)，也能夠享受學習數學的樂趣及欣賞數學之美，進而關懷

所處生活環境的人、事、物。只是目前的教育現場裡，尋求規律的數學內容仍然

不是很有系統，例如，形的規律、數的規律、形數規律及數形規律情境等四種形

態(洪明賢，2003；郭國清，2006)的呈現就沒有系統。老師面對這些題目時，多

只是「碰到什麼就教什麼」。想要提供學生一套完整有系統、情境豐富的數學問

題，仍然還有很大的學習空間。因此本研究想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形的規律、數的規律、形數規律及數形規律情境等四種型態創新的內容如 

何？ 

 二、佈題→引導觀察→臆測或猜想→描述看到的規律→試驗→發現規則→一般 

     化(推廣應用)的創新教學模式成效如何？ 

 三、國小學童對於尋求數形規律的學習活動態度或感受如何？  

貳、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方法 

為共同解決發展創新教材教法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本研究以合作行動

研究（co-operative action inquiry）法進行。研究的焦點在於數形規律四種型態(洪

明賢，2003；郭國清，2006)教材內容的創新研發，以及配合教材實踐，發展創



回饋 

佈題 

新教學模式，並且觀察學童數學學習的成效及對數學學習的感受與態度。 

二、研究對象 

為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故以研究者任教的四年級四個班級及五年級一個班

為研究對象，並且已獲得其他這幾位老師同意，願意加入成為協同研究人員，參

與本研究計畫之國小四、五年級學童共約 140名。 

  三、實施步驟  

    本研究實施步驟如下： 

    (一)文獻探討：為尋求發展創新教材教法的問題解決途徑，研究者先透過

文獻資料的蒐集、研讀及整理過去在嘉義大學兼課多年教授「國小數學科教材

教法」自編講義中，找尋可行的資源及解決方式，作為規畫進行研究的參考基

礎。 

    (二)尋求合作夥伴：參與本研究的本校五位同事，一位是主任，曾和研究

者共同指導學生參與科展；三位是同學年老師(四年級)；一位是五年級老師，

教學年資均超過十年，過去兩年他們都曾參與研究者成立的數學教師社群，對

於教材研發及教學研究有豐富經驗。 

    (三)正式研究： 

      1.運作時程：自 103年 8月至 104年 7月底，為期一年。1.固定聚會：每

個月兩次研習：星期四晨會時間(7:50～8:30)，及週三下午(13:30～16:00)教師

進修時間。2.除固定聚會討論之外，成員之間也會利用學年會議或其他沒課的時

間，透過面對面或網站平台展開專業對話。 

      2.運作模式如下：首先，由計畫主持人帶領成員進行教師學習，再將學習

成果帶進教室進行試驗，教師是佈題者的角色，學生為解題者，也是學習的主角。

教師蒐集學習者的表現(回饋)，回到社群研討並將教材精緻化(e化)，再進行下

一次的循環學習如下： 

                                                            

 

 

 

 

 

 

 

 

     3.創新教學模式：根據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 2000）提出，學生在具

體的情境或數列中探究規律，一開始能臆測，以口語來描述此規律關係，接著發

現規律的認定與規則辨識，最後歸納出一般性的抽象通則化，這種從具體到抽象

教師學習 

‧認識數形規律 

‧蒐集資料 

‧設計問題 

‧評估教材 

‧建立資料庫 

‧提升教學專業能力 

   學生學習 

‧認識數形規律 

‧提升覺察能力 

‧提升解題能力 

‧欣賞數學之美 



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代數思維的核心。因此，教師在實際教學中，我們會鼓勵老

師嘗試一種創新的教學模式，也就佈題→引導觀察→臆測或猜想→描述看到的規

律→試驗→發現規則→一般化(推廣應用)的方式引導教學。 

     4.資料蒐集及整理：為瞭解教學成效並且作為修正改進教學模式的參考，

擬透過前、後測蒐集量化資料作為評估教學成效的參考。使用工具如下：(1)教

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https://exam.tcte.edu.tw 作為

學習成效的評估;(2)數學學習態度問卷：修改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數位學習研究

室編輯之數學科學習態度量表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doc_down.asp?dsn=1536。(3)

我們也會蒐集其他質性資料：如觀察札記、評量單、學習單、教學錄影(音)、教

學日誌及電腦網路資料庫記載資料等，儘量蒐集完整資料以作為客觀分析的基礎。 

     5.分析研究資料：(1)量化資料採描述性統計分析及 t檢定以瞭解學童學

習成效及數學學習的感受和態度的改變；(2)觀察札記、評量單、學習單等質

性資料以內容分析及歸納分析為主，並作為量化分析之佐證資料。行動研究是

一再的循環解決教學問題的過程，所以，觀察、計畫、教學行動、蒐集分析資

料，再透過同事之間的討論對話與反思。最後，綜合回答本研究提出的問題。 

參、 目前研究成果： 

 一、開發新的教學素材 

    本研究目前已開發創新教教材，包括「尋找數的規律」、「尋找形的規律」、

「尋找數形規律」及「尋找數形情境規律」表列如下： 
 目標 單元活動 對應能力指標 節數 

尋找數的

規律(一) 

尋找計算的規

則、察覺尋找規律

的優點 

 

三上  

一 認識

10000以

內的數 

 

1-n-07 能進行 2個

一數、5個一數、10

個一數等活動。 

C-C-06 能用一般語

言及數學語言說明解

題的過程 

1節(40

分鐘) 

尋找數的

規律(二) 

尋找計算的規

則、察覺尋找規律

的優點 

 

三上  

五除法

(三位數

除以一位

數的除

法) 

 

相對應能力指標： 

 C-T-01 能把情境中

與問題相關的數、

量、形析出。 

 C-C-04 能用數學的

觀點推測及說明解答

的屬性。 

1節(40

分鐘) 

尋找形的

規律 

尋找圖形規律及

性質、認識正方形 

 

三上  

4-4 認識

正方形 

1-s-02 能辨認、描

述與分類簡單平面圖

形與立體形體。 

1節(40

分鐘) 

https://exam.tcte.edu.tw/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doc_down.asp?dsn=1536


C-S-03 能瞭解如何

利用觀察、分類、歸

納、演繹、類比等方

式來解決問題。 

尋找數形

規律(一) 

能察覺旋轉角的

旋轉程度和角度

的關係，且能用量

角器測量；認識順

時針與逆時針方

向旋轉的旋轉角。 

 

 

四上   

三 認識

角度 

4-n-14能認識角度單

位「度」，並使用量角

器實測角度與畫出指

定的角 

4-s-05 能理解旋轉

角的意義 

C-R-01能察覺生活中

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02 能察覺數學

與其他學習領域之間

有所連結。 

C-T-01能把情境中與

問題相關的數、量、

形析出。 

1節(40

分鐘) 

尋找數形

規律(二) 

尋找計算正方形

的規律 

 

四下 三 

周長與面

積 

3-s-06 能透過操

作，將簡單圖形切割

重組成另一已知簡單

圖形。 

4-n-17能認識面積單

位「平方公尺」，及

「平方公分」、「平

方公尺」間的關係，

並做相關計算。  

C-T-01 能把情境中

與問題相關的數、

量、形析出。 

C-T-02 能把情境中

數、量、形之關係以

數學語言表出。 

C-S-02 能選擇使用

合適的數學表徵。 

C-S-03 能瞭解如何

利用觀察、分類、歸

納、演繹、類比等方

4節

(160分

鐘) 



式來解決問題。 

尋找情境

的規律

(一) 

尋找情境中解題

的規律 

 

 

三下  

三 日的

加減計算 

3-n-11 能認識時間

單位「日」、「時」、

「分」、「秒」及其間

的關係，並作時或分

同單位時間量的加減

計算。 

C-T-01 能把情境中

與問題相關的數、

量、形析出。 

C-T-02 能把情境中

數、量、形之關係以

數學語言表出。 

C-S-02 能選擇使用

合適的數學表徵。 

C-S-03 能瞭解如何

利用觀察、分類、歸

納、演繹、類比等方

式來解決問題。 

1節(40

分鐘) 

二、形成創新教學模式 

    本研究之創新教學模式是由兩位老師分別進行(四年1班和四年3班)，我們

互相觀課之後，在數學社群討論時間提出分享與修正。例如：三上第五單元除法，

除了要小朋友學會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除法，也希望小朋友會利用乘法及加法來

「驗算」，反之亦然。此單元教學之後，學生在習作的表現並不理想(圖1)，他

們並不清楚「被除數」、「除數」、「商」和「餘數」之間的關係。 

 

 

 

 

 

 

 

 

 

 

                              圖1 

於是我們利用計畫裡的創新的教學模式，也就「佈題→引導觀察→臆測或猜想→



描述看到的規律→試驗→發現規則→一般化(推廣應用)」的方式引導小朋友學會

「驗算」。首先佈題，題目如下(圖2)：  

                  圖 3 

               圖 2 

「416＝？，請用直式計算並寫出驗算。」學生大部分都會按照題意寫出正確

答案。但要引導他們觀察並且猜想其中的規律時，就有超過一半的學生說不出其

中的道理，他們只會模仿算則，乘法用除法和加法驗算或除法用乘法和加法驗算。

當學生無法描述出看到的規律時，老師必須採取適當的策略再引導觀察，所以原

來的教學模式必須在學生無法描述看到的規律時，再介入引導才行。     

  本例題介入的策略是「畫圖再引導觀察」，畫出箭號，並且提問。問小朋友 

「416＝？」乘的結果(積)在除法運算裡是什麼？(當作被除數)，然後除數是

原來的什麼？(乘數)，最後除的結果(商)是原來乘法算式的什麼？(被乘數)，接

著再問「416＝246」可以透過什麼方式驗算？小朋友回答：「除回去!」接著再

引導小朋友觀察直式除法算式中的箭號所指的方向，416+0＝246，以檢驗乘的

結果是否正確。然後請小朋友再依照箭號所指的方向和運算符號說說看它們的關

係(描述看到的規律)。並且以此作為除法驗算的基礎。經過幾次練習驗算(圖3)

之後，箭號所指的方向引導小朋友發現驗算的規律並且思考出乘除互為逆運算的

關係。因此，比較適當的創新教學模式應該是： 

        改變策略再引導觀察 ←無法描述規律 

                     ↓           ↑ 

佈題→引導觀察→臆測或猜想→描述看到的規律→試驗→發現規則→一般化

(推廣應用) 

 三、數學學習態度及成效 

  (1)數學學習態度      

    103學年度下學期，我們分別在 2月 26日及 5月 30日分別對 140 名學生進

行數學學習態度前、後測。測驗內容分五部分：例如 A.對數學學習的感受是否



有困難(6題)、B.學習數學是否會試著想辦法理解或問別人(5題)、C.學習數學

很重要，生活中用得到(4題)、D.在學習數學時，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時候，是

當做題目愈做愈有自信時(4題)、E. 我願意參與數學課，因為數學內容有趣、

有挑戰性(4題)。經過前、後測 t-test統計結果顯示(表 1)，這些學生數學學習

態度有顯著改善（t = 2.1061, p < .05）。若 A~E這五項的平均數來看，後測

分別都高於前測，也顯示受試者在接受本計畫創新教材教法的研究之後，對於數

學學習的感受和態度普遍都是積極正面的。                 

 

         表 1 數學學習態度問卷結果相依樣本 t-test摘要表 

  A B C D E t值 p值 

前測 M 17.25 16.21 15 15.12 14.21 2.1061* 

 

.0452 

 SD 1.8 2.2 2.2 2.3 2.7 

後測 M 19.34 18.03 15.28 16.55 14.76 

 SD 2.1 2.7 2.5 2.6 3 

N=140 

* p < .05 

 (2)數學學習成效 

    參與本研究的 140 名學生之中，他們的數學學業成績有好有壞，但本研究更

重視的是能否把低成就的學生也帶上來。因此從這些研究對象中取 103 學年度上

學期數學成績全班最後 1/4共 56名作為評估對象，讓他們在 2015 年 6月初接受

本校輔導處的安排，分別連上教育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網站進行測驗，測驗的

內容是 3~4年級程度的數學概念，最後結果雖然還有 5名不及格(佔 8％)，但數

學學習成效仍令人滿意。下圖為四年 3班 8名受測者全部及格報告表(表 2)。 

       表 2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報告表 

 

 

 

 

 

肆、目前完成進度 

 一、目前已完成文獻探討及所有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 

 二、104年 2月 26日及 5月 30日，完成 140位學生數學學習態度問卷前、後測。 



 三、104年 6月初，56名數學低成就學生完成數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四、104年 2~6月，參與本計畫數學教師社群專業對談共七次。 

 五、102年 6月，完成初步分析報告及完成期末報告大綱。 

伍、預定完成進度 

 一、104年 6月底本研究執行完畢，並參加期末報告研討會。 

 二、104年 6~7月依據期末報告教授所提建議，修改研究資料並井寫期末總報告。 

 三、104年 7月完成期末總報告及各項經費核銷、單據整理。原始憑證送交嘉 

     義市政府教育處彙辦，總結報告送交彰師大科教中心。。 

 四、104年 7月~將本研究之成果，撰文於適當時機發表(如科學教育學術研討 

     會、嘉市國中小學教師論文競賽、全國教師進修網電子報或其他科教期 

     刊)，以分享有興趣之教學實務工作者或研究者。 

 五、規畫後續未來研究方向及內容。 

陸、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本計畫主持人提出這項研究計畫時，職務是國小級任教師(中年級)，在教學

第一現場做研究很方便。但計畫通過後，被派兼任組長職務，在小學教學、行政

與研究三方面同時進行有相當的難度，但已經盡力克服，同事也相當幫忙，研究

結果雖不滿意，但仍有相當程度的效果。 

柒、參考資料 

洪明賢(2003)。國中生覺察數形規律的現象初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學    

              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https://exam.tcte.edu.tw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數位學習研究室編輯之數學科學習態度量表。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doc_down.asp?dsn=1536。 

郭國清(2006)。以八十二年國小數學課程的精神對國小五年級學童實施小班數型 

             規律單元教學級學童學習歷程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應用數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市。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2000).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rom Mathematics. Reston, VA: NCTM. 

 

https://exam.tcte.edu.tw/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doc_down.asp?dsn=1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