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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數學出現在教室或課本時，它是個

很抽象的概念及符號；而當其出現在日常

生活中時，又變成一個具體的概念。目前

臺灣的數學教育中，大多強調熟練的計算

和背公式並加以應用及解決應用問題的能

力，很少會去思考學生究竟能否將所學到

的數學概念或技巧，運用在解決日常生活

中會遇到的數學問題。為解決此情形，美

國范德保大學研發出錨式教學法，將日常

生活中常運用的數學概念及技巧，模擬真

實的情境問題，以影片方式呈現。讓學生

能在這樣的教學中，學習如何運用多種的

數學概念將問題推理及解決等，甚至還可

以在情境中帶入其他學科領域的教學內

涵，使得學生的學習更多元，也更貼近真

實的生活中（詹士宜與李鴻亮，2005）。 
數學情境教學的模式大致可分成三

類，第一類是以圖片和資料表等所呈現的

一個完整的數學文字故事形式。第二類則

是強調學生實際參與的數學情境，即教師

設定某個特定的數學概念，佈置成一個相

關的數學生活情境，讓學生透過參與情境

而習得該數學概念。第三類就是將數學的 

 
問題情境事先規劃，然後將數學解題的情

境拍成影片，讓學生觀察影片中的劇情及

呈現的數學資料和問題進行解題（詹士

宜，2003）。以上三類的數學情境教學強調

圖片、影片和情境中所隱含的數學資訊，

學生必須主動尋找解題的線索。提供視覺

化的訊息，讓學生利用視覺的提示找到更

多相關的數學資訊；而所呈現的問題也很

多元，可能概括許多數學概念。情境式數

學教學的另一個重點便是強調同儕之間的

合作學習，讓學生利用小組的方式討論出

解題的方法。程度好的學生提供較高層的

數學概念或學習策略給其他同學，程度低

的同學也能從討論過程中學到較佳的概

念。這樣的合作學習方式，除獲得數學概

念外，還能訓練學生之間人際互動的技巧

與溝通的能力。 
這次使用詹士宜及李鴻亮共同研發的

情境式教學光碟進行二個單元──「園遊

會策畫」（詹士宜、李鴻亮與吳惠如，2004a）
及「看電影」（詹士宜、李鴻亮與陳柏如，

2004b）的實驗教學，目的是希望了解，藉

由影片做為媒介，對學生學習數學概念及

解題能力上有無成效。其中「園遊會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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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問題解題能力，以及成本與收入的

觀念。另外，「看電影」的單元所涵概的數

學概念有時間判讀、時間換算、時間計算

（未進、借位及進、借位）及金錢使用（四

則運算）等概念。 
貳、個案資料 

本實驗教學的研究個案，係從研究者

所任教之資源班學生中挑選三名四年級學

生，其中兩位已通過高雄市鑑輔會的學障

鑑定，另一位目前正在接受資源班鑑定前

的觀察。三名學生在一般上課情境中均有

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再加上本身的認知

能力有限，因此學習效果不佳。研究者希

望以情境式教學影片引起三名學生的學習

動機，藉此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以提升學

習成效。茲就三名研究個案的資料說明如

下： 

一、小維：四年級，男，學習障礙 
（一）認知能力 

注意力不集中；記憶、組織和理解力差。 
（二）數學學科能力 

加減運算尚可，但應用問題的理解能

力較弱。會背九九乘法表，但乘法的應用

不熟練；除法運算有困難，24 小時制的時

間報讀有困難。 

二、小諺：四年級，男，學習障礙 
（一）認知能力 

注意力不集中；記憶、組織和理解力差。 

（二）數學學科能力 
加減運算能力及應用問題的理解能力

稍弱。會背九九乘法表，但較高位數的乘

法運算不熟練，除法運算有困難，24 小時

制及時間換算不熟悉。 

三、小如：四年級，女，疑似學習

障礙 
（一）認知能力 

注意力不集中；記憶、組織和理解力差。 

（二）數學學科能力 

加減運算尚可，但應用問題的理解能

力較弱。會背九九乘法表，但乘法的應用

不熟練，除法運算有困難，24 小時制的時

間報讀有困難。 

參、教學目標 
由於學生在解決四則運算的應用問題

上仍有困難，因此希望藉由這兩個單元教

導學生四則運算及時間的情境應用問題，

並且訓練他們如何與人討論共同解題。以

下為此次實驗教學的教學目標： 
1. 能學會解決生活情境中的四則運算問

題。 
2. 能學會解決生活情境中的時間問題。 
3. 能學會與他人討論的技巧。 

肆、教學過程 
教學過程包含前測、練習題及訂正、

播放影片、佈題、回顧影片找出關鍵點、

老師引導學生彼此討論、老師給予學生討

論結果回饋、老師引導學生列式並完成解

題與後測這些步驟。總共進行 16 節，每個

單元約進行 8 節。以下就各教學步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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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三名個案之相關測驗資料一覽表 

 小維 小諺 小如 
魏氏智力測驗 全：68 

語：66 
作：76 

全：77 
語：81 
作：78 

全：91 
語：92 
作：93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百分等級：1 百分等級：49 百分等級：60 
    
閱讀理解困難篩檢測驗 通過率：25％ 通過率：55％ 通過率：35％ 
    
基礎數學

概念評量 
前測 總通過率：0.4 總通過率：0.48 總通過率：0.66 
後測 總通過率：0.45 總通過率：0.60 總通過率：0.65 
    

園遊會策

畫 
 

前測 
後測 

總分：6 
總分：13 

總分：10 
總分：18 

總分：24 
總分：29 

看電影 前測 總分：0 總分：0 總分：18 
後測 總分：14 總分：10 總分：23 

     
     

    
一、前測 

包含有中文年級認字量表、閱讀理解

困難篩檢測驗、基礎數學概念評量、「園遊

會策畫」（A 卷）前測、「看電影」（A 卷）

前測及電腦數學適性測驗前測等。前測目

的是要藉這些前測的測驗成績，了解學生

的起始行為及基本能力，做為教學後學習

成效的比較。 

二、練習題及訂正 

每一節教學前，均有 10 分鐘讓學生練

習計算題，以保持學生的計算能力。並會

訂正學生的錯誤，藉由教導學生正確的計

算。 

 

三、播放影片 

利用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或桌上

型電腦呈現電腦影片。請學生注意觀看影

片，老師適時的提示或暫停，請學生試著

記住影片中重點數字。 

四、佈題 

在觀看完電影後，老師佈題在黑板

上。請學生先讀過一次題目，每次只佈一

題，由學生完成解題步驟後，再佈下一題。 

五、回顧影片找出關鍵點 

在題目中需要一些關鍵數字，此時會

帶領學生在回顧影片的片段，幫助學生找

到解題的關鍵數字，以完成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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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師引導學生彼此討論 

在回顧完影片後，老師拋出解題的相

關問題，由學生發表答案或想法，再由其

他學生提出質疑。老師為鼓勵學生發表及

討論，可以適時的運用增強制度。例如有

發表或參與討論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個圈

圈，集滿五個圈圈便能跟老師換戳洞一

次。當學生在解題遇到困境，老師適時的

利用實物教具讓學生操作，期望學生能更

了解題目的意思。 

七、老師給予學生討論結果回饋 

老師接著針對學生所討論的答案或想

法給予適當的回饋，並且能澄清學生錯誤

的觀念，引導學生朝正確的方向思考。或

是當學生無法順利討論出解題的步驟時，

老師則給予更多的提示，以幫助學生順利

解題。 

八、老師引導學生列式並完成解題 

在學生討論出解題的結果後，老師引

導學生將所得的結果列成橫式，先給學生

機會回答如何列式，若學生真的無法回

答，則由老師引導並給予提示。列式完成

後，請學生自行運算，最後再由老師正確

的解題，並引導學生試著去找出自己的錯

誤點。 

九、後測 

包含有基礎數學概念評量、「園遊會策

畫」（B 卷）後測、「看電影」（B 卷）後測

及電腦數學適性測驗後測等。目的是為了

要與前測成績比較，以理解透過情境式教

學法，學生在學習數學概念及解數學應用

問題時的能力是否有增加。 

 

伍、教學心得與建議 

在經過為期 16 堂課的實驗教學後，可

從教學的過程及學生的表現提出一些結果

與建議，希望能作為以後相關實驗教學的

參考。 

一、教學結果 

利用影片的教學，學生都表現的更有

動機學習，研究個案以前上資源班時常常

會遲到，現在都準時到教室報到，準備上

課，且會一直問老師接下來要上的課程。

另外，因為本實驗教學利用情境式教學影

片這種生活化的教材，貼近學生的生活經

驗，學生都較能利用生活經驗去解題，例

如錢幣計算和時間換算等。在數學基本能

力上，可藉由學生的前後測成績發現三位

學生均有進步；在四則運算亦更加熟練。

對於時間的計算與換算上也更有概念。其

中在基礎數學概念評量，發現學生的答對

率提高。而在「園遊會策畫」的前後測成

績，發現三位學生均有明顯的進步；「看電

影」的前後測成績，更是可看出小維及小

諺的顯著成效。最可喜的是，三位學生是

相當有興趣在這樣數學情境解題的學習

上，無形當中增加了他們對數學的喜愛。 
此外，發現後測時，學生雖然明顯會

解決應用問題，但對文字太多的情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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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很快選擇放棄，表示應用問題對學生而

言，仍較有困難，解題能力需要長期訓練。

還有，每一個教學單元所呈現的數學概念

涵蓋太廣，對於學習障礙學生雖然有統整

學習的好處，但可能造成他們學習上的混

亂，無法將單一觀念學好。 
綜上所述，情境式數學教學法的優點

多於缺點，因此施行這種教學法能為這些

身心障礙兒童的數學學習，找到另一個更

好的學習途徑或方式，幫助他們更容易且

有系統的學習各種數學概念。至於要如何

適當的在課程中加入情境式數學教學，則

要靠老師的智慧巧妙運用！ 

二、建議 

從上述的教學結果，提出下列幾點教

學建議，以供未來相關研究教學之參考： 
1. 善用多元的教學方式，引發學生更有動

機學習。 
2. 以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設計生活化的教

材，學生較能利用生活經驗學習，增加學

習效果。 
3. 學生彼此討論，增進彼此的學習，能力

好的可以去帶能力較差的。但若有程度

較好的學生罵程度較差的學生，老師也

要能適時制止，給予機會教育，以免傷

及程度較差的同學的自尊心。 
4. 每節課仍需練習基本計算能力，以確保

學生計算能力的維持及提升。 
5. 配合獎勵制度的實施，鼓勵學生多嘗試

和發表，有助學生學習動機的提升。 
6. 學生一開始不知如何討論，需花較多的

時間，因此常常會延誤教學的進度。後

來老師介入，一直拋出問題，由他們自

己說出解決的方法或答案，其他同學可

以提出質疑或贊同，學生漸漸學會討

論。 
7. 教學時間太短，流程太過緊湊，學生好

不容易較進入狀況後，又準備要進入下

個單元。若有較多的時間教學，相信對

於提升學生解題及計算能力會有更好的效

果。 
8. 時間的概念較抽象，曾嘗試以數線及教

具鐘輔助之，發現在教具鐘的使用下，

學生較能理解，且解題的速度變快。 
9. 時間的計算上，對於要借位、進位的部

分，學生有較大的困難。因為 10 進位

與 60 進位會同時出現。 
10. 若是在單元教學後，有機會讓學生在現

實生活中實行，將會增加學生的印象及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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