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序
教育是塑造未來的根基，而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在學

校中的學習表現至關重要。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

評量實施辦法」，學校實施特殊教育，應設計適合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

為提供本市國小資源班教師領域課程之教學增能，新北市教育局長年邀請各

學習領域專家與特殊教育輔導團合作，辦理特教教師領域課程與教學工作坊。

本手冊主要彙整了「資源班數學領域教學工作坊」參與教師之教案，經

由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輔導小組林心怡及馬恬舒輔導員的指導，透過工

作坊共同備課、設計教案、回校實踐教學，並進行教學後的討論與回饋，每

一份教案皆具備參考價值。108 學年度，在林心怡輔導員的鼓勵下，由本市

國光特殊教育資源中心邀請工作坊教師持續編輯教學示例，並邀請台南大學

退休教授謝堅教授指導，經謝教授細心閱覽每份教案並給予建議，再由特教

輔導團員依建議修改教案。

後因疫情來襲，編輯工作一度中斷，直到 112 年 10 月才重啟編輯。特

別感謝數學輔導團林心怡輔導員不吝投入時間與精神，協助指導及校訂，並

由本市特教輔導團藍祺琳老師、黃冠穎老師彙整教授、輔導員所提供之修改

建議，進行教學示例的編修，此書出版的曙光才得乍現。

後再歷經 1 年的努力，使得本書終於付梓，內容展示了編輯成員們在數

學教學領域的心血結晶，為國小資源班學生量身打造了適合的教學示例，特

別是針對數學這門需要抽象思維的學習領域，提供了豐富且具體的學習策略。

本書的教學設計，從學生的學習需求出發，共收錄10個主題之教學示例，

包含國小低、中、高年級的課程內容，從各主題的教學設計裡，可以看到老

師們為了提升學生的理解與應用能力，充分應用：故事化、具體操作、實際

體驗、圖示表徵、多元有系統的教學策略、及透過教師的提問和引導，讓學

生能與主要的數學概念進行連結與學習，因此在各教學示例裡，均展現了教

師們的創新思維與教學專業。

在此，誠摯感謝每位參與教學共備設計及編修的教師，他們不僅展現了

深厚的專業能力，更彰顯了對學生無盡的愛與耐心。期待本書能夠成為更多

資源班教師的教學工具書，協助教師更能掌握該單元主題之教學策略重點，

並能舉一反三至其他單元主題，以培養學生在普通班之學習能力，協助其回

到普通班有更好的學習參與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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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低年級

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邱瑞美

教案編修  邱瑞美、藍祺琳

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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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分裝

從具體物的操作，連結圖示表

徵的操作，最後連結減法算式紀錄，

幫助學生能以算式解決分裝問題。

花片與夾鏈袋
圖檔來源：翰林數速貼
https://mathsticker.hle.com.tw/index.html

四   教學策略

五   教材與學具

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可以移動具體物的分裝活動：在具體情境中操作花片，進行分裝。

 

發展活動

【活動 2】

利用給定不可移動的圖示表徵，進行分裝活動，並引入減法算式做紀錄。

【活動 3】

學生用圖示表徵做出數量，進行分裝活動，並練習用減法算式做紀錄。

  

綜合活動

【活動 4】

在沒有操作活動及圖示表徵情況下，練習用減法列式紀錄解題過程，進行解

題。

1

三   學習目標

能在具體情境中 ,進行分裝活動。

能將分裝活動的解題過程用算式

記錄下來。

1

2

2

3

二年級

N-2-9 分裝與平分。

以操作活動為主。除法前置經驗。理

解分裝與平分之意義與方法。引導學

生在解題過程，發現問題和乘法模式

的關連。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備註：本單元呈現之教學進程，包含分裝活動及算式表徵完整內容，

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時仍須視學生程度，循序漸進，安排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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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同樂會活動，邱老師請同學拿 8 個花片 , 每

2個裝 1袋，全部裝完，請問可以裝成幾袋 ?  

( 老師事先準備數個花片及夾鏈袋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你有幾個花片 ?  

2. 幾個裝一袋 ?為什麼 ? 

3. 裝完第一次後，花片拿完了沒有 ?

    還可以繼續拿嗎 ? 

4. 第二次要拿幾個花片裝袋 ?

    每次都一樣嗎 ?

5. 花片有沒有全部用完 ?

6. 數數看 , 一共可以裝成幾袋 ?

7.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什麼 ?

◎學生活動：

1. 學生操作花片與夾鏈袋。

2. 回答老師的提問。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請問小朋友，老師有幾個花片 ?

2. 幾個分一堆 ?為什麼 ?

3. 堆完第一堆後，花片拿完了沒有 ?

    還可以繼續堆嗎 ?

4. 第二次要拿幾個花片堆一堆 ?

    每次都一樣嗎 ?

5. 檢查花片有沒有全部用完 ?

6. 數數看，一共可以分成幾堆 ?

7.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什麼 ?

◎學生活動：

學生上台到黑板操作 ,教師觀察並個別指導。

教師布題 1-2

老師有 9 個花片，每 3 個分成一堆，剛好全

部分完，可以分成幾堆？

    ( 老師事先準備數個花片 )  

【活動 1】

可以移動具體物的分裝活動：在具體情境中操作花片，進行分裝。

一、準備活動

教學主題－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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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2-1

學習單上有 8個 ○，請你把 2個圈起來分成

一組，可以分成幾組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這些○可以分幾組？請圈圈看。

2. 幾個○一組圈起來 ?

3. 把 2 個圈起來，還有○，所以再圈 2 個，

還有○，再圈 2 個，還有○，再圈 2 個，

一直到全部分完。

4. 數一數，我們一共圈了幾組 ?

5. 你們會用算式做把剛剛的做法，紀錄下來

嗎 ?

6. 老師示範紀錄方式：

  8-2=6  

 ( 每次圈 2個，就減 2，檢查還有剩 6個 )

  6-2=4

 ( 再圈 2個，再減 2，檢查還有剩 4個 )

  4-2=2 

 ( 再圈 2個，再減 2，檢查還有剩 2個 )

  2-2=0

 ( 圈最後 2個，再減 2，檢查已經全部分完 )

  我們一共減了 4次的 2，也是圈了 4次，    

  可以知道我們可以分成 4組。

◎學生操作後，教師提問，確認學生是否清

楚概念。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2】

利用給定不可移動的圖示表徵，進行分裝活動，並引入減法算式做紀錄。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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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3-1

瑄瑄有 12 顆橘子，每 3 顆裝成一袋，全部

裝完，請問可以裝成幾袋?請你畫○做做看。

並用算式把剛剛的做法，紀錄下來。
(提供空白小白板，由學生讀題後，自行作答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畫○先代表一顆橘子，所以要畫出幾個

○ ?

2. 把 3 個圈起來，檢查還有幾個○，一直到

全部分完，數一數，一共圈了幾組 ?

3. 每次圈 3個，可以怎麼做紀錄 ?

4. 檢查分完了嗎 ? 可以怎麼做紀錄 ?

5. 分裝成幾袋 ?

◎學生活動：

1. 有 12 顆橘子，畫○先代表一顆橘子，所

以要畫出 12 個○。

2. 把 3 個圈起來 ( 因為 3 顆橘子裝一袋 )，

檢查，還有○，所以再圈 3 個，檢查，還

有○，再圈 3 個，檢查，還有○，再圈 3

個，一直到全部分完。

3. 學生以減法做紀錄

    12-3=9 ， 9-3=6 ， 6-3=3 ， 3-3=0；

   一共減了 4 次的 3，也是圈了 4 次，可以

知道分裝成 4袋。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3】

自己做數的分裝活動：利用圖示表徵，進行分裝活動，並練習用算式做紀錄。

二、發展活動

教學主題－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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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4-1

東東有 15 顆橘子，每 3 顆裝成一袋，全部

裝完，請問可以裝成幾袋 ? 用算式做把剛剛

的做法，紀錄下來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當我們不畫○來解題時，你們會用算式做

把剛剛的做法，紀錄下來嗎 ?

2. 老師分享同學的紀錄方式，並請同學來說

明。

◎學生活動：

1. 學生以減法做紀錄

   15-3=12 ， 12-3=9 ， 9-3=6，  

    6-3=3 ， 3-3=0；一共減了 5次的 3，

    可以知道分裝成 5袋。

～本節課結束～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4】

利用減法算式記錄解題的過程：在沒有操作活動及圖示表徵情況下，練習用減法列式解題。

三、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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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白雪公主烤了 12 個蛋糕，每 4個裝一盤 , 全部裝完 , 一共可以裝幾盤 ?

做法 1：拿花片，做做看 做法 2：畫○做做看 做法3：用算式把過程記錄下來。

選擇一種方法做做看：

2. 有 15 個布丁，每 3個裝一盒，可以裝成幾盒 ?你是怎麼分的 ?

做法 1：拿花片，做做看 做法 2：畫○做做看 做法3：用算式把過程記錄下來。

選擇一種方法做做看：

學習單

教學主題－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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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低年級

等分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李宗璇、司昀茜

              李瀅仙、潘詩郁

教案編修  李宗璇、藍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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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等分

透過不同的表徵 ( 圓形、方形及線段 )

及等分配的具體操作，認識等分的

意義。

圓形色紙、方形色紙、緞帶

圖檔來源：myviewboard 製作

四   教學策略

五   教材與學具

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透過老鼠分餅的故事，試探學生是否認識等分概念，認識「等分」的名詞。

 

發展活動

【活動 2】

圓形表徵，進行等分活動：等分圓形單一個物，認識等分的意義。

【活動 3】

方形表徵，進行等分活動：等分方形單一個物，認識等分的意義。

【活動 4】

線段表徵，進行等分活動：等分線段，認識等分的意義。 

  

綜合活動

【活動 5】

老師發下各種等分與不等分的圖形卡 , 請學生輪流上台針對自己所拿到的圖形

卡進行分類，分辨圖形是否有等分。

1

三   學習目標

等分單一個物，認識等分的意義。

2

3

二年級

N-2-10 單位分數的認識：從等分配

的活動（如摺紙）認識單部分為全部

的「幾分之一」。知道日常語言「的

一半」、「的二分之一」、「的四分

之一」的溝通意義。在已等分割之格

圖中，能說明一格為全部的「幾分之

一」。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15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老鼠媽媽買了一塊蔥油餅，要分給給老鼠哥

哥和老鼠弟弟，你們來看看，要怎麼分才公

平呢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怎麼知道哪一種蔥油餅的分法才公平 ?

2. 怎麼知道兩份一樣多 ?

3. 老師在白板上寫下「等分」的板書，介紹

今天主題「等分」就是每一份都一樣大的

分法，如老鼠哥哥和弟弟分到的蔥油餅一

樣大，而且蔥油餅要全部分完。

◎學生活動：

發表想法，並說說理由。

【活動 1】

透過老鼠分餅的故事，試探學生是否認識等分概念，認識「等分」的名詞。

一、準備活動

教學主題－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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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2-1

老師拿出一張圓形紙片 , 問 : 把 1 張圓形紙

片分給兩個人，每個人分到的紙片要一樣

大，圓形紙片要全部分完，要怎麼分？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怎麼知道兩份一樣多 ?

2. 與學生共同確認全部分完，且分成二份的

紙片是否相同大小 ( 把二份紙片疊合在一

起 )：如果有全部分完，並且把二份紙片疊

合在一起，兩份一樣大，我們就可以說 ： 我

們把一個圓等分成兩份。

◎學生活動：

1. 學生 ( 兩人一組 ) 一起討論如何才能等分

(摺紙 )成兩份 (一組一張圓形紙片 )。

2. 學生說明如何摺 ?怎麼知道有一樣大 ?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2】

圓形表徵，進行等分活動：等分圓形單一個物，認識等分的意義。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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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2-2

如果要把 1 張圓形紙片分給 4 個人，每個

人分到的紙片要一樣大，圓形紙片要全部分

完，要怎麼分？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怎麼知道四份一樣多 ?

2. 與學生共同確認全部分完且等分的紙張大

小是否相同 ( 對折再對折 ) ：已經全部分

完，把四份紙片折疊在一起，四份一樣大，

我們就可以說 ： 我們把一個圓等分成四

分。

3.「等分」就是 ?

  ①分到的東西(一部分的圓)是否一樣大。

  ②要全部分完。

◎學生活動：（個人或小組）

1. 學生 ( 兩人一組 ) 一起討論如何才能等分

成四份 (一組一張圓形紙片 )。

2. 學生說出推理的理由：學生說明怎麼摺 ?

怎麼知道有一樣大 ?

 

3. 學生理解「等分」就是

  ①分到的東西 (一部分的圓 )是一樣大。

  ②要全部分完。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學主題－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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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3-1

發下正方形色紙 , 怎麼將這張正方形色紙等

分成兩份 ?

教師布題 3-2

發下正方形色紙 , 怎麼將這張正方形色紙等

分成四份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怎麼知道兩份一樣大 ?

2. 與學生共同確認等分的紙張大小是否相同

且有全部分完：把二份色紙疊合在一起，兩

份面的大小一樣，而且把色紙全部分完，我

們就可以說 ： 我們把一個正方形等分成兩

等分。

3. 有沒有不同的摺法 ?

◎學生活動： 

1. 學生 ( 兩人一組 ) 一起討論如何才等分成

兩份 .( 一人一張色紙 )

2. 分享摺出來的結果。

3.說明如何知道每一份一樣大，且都有分完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怎麼知道 4份一樣大 ?

2. 與學生共同確認等分的紙張大小是否相同：

把四份色紙疊合在一起，四份面的大小都

一樣，我們就可以說 ： 我們把一個正方形

等分成四等分。

3. 有沒有不同的摺法 ?

◎學生活動： 

1. 學生 ( 兩人一組 ) 一起討論如何才等分成

四份 .( 一人一張色紙 ) 

2. 分享摺出來的結果。

3.說明如何知道每一份一樣大，且都有分完 ?

◎老師小結：「等分」就是

  ①分到的方形是一樣大。

  ②要全部分完。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3】

方形表徵，進行等分活動：等分方形單一個物，認識等分的意義。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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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4-1

發下一條緞帶，怎麼將這條緞帶等分成兩段?

教師布題 4-2

發下一條緞帶，怎麼將這一條緞帶，等分成

四段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怎麼知道兩段一樣長 ?

2. 與學生共同確認等分的緞帶長短是否相同

(摺疊比較 )： 把二段緞帶疊合在一起，兩

段一樣長，我們就可以說 ： 我們把一條緞

帶等分成兩等分。

◎學生活動：（個人或小組）

學生 ( 兩人一組 ) 一起討論如何才等分成兩

段 .( 一人一條緞帶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怎麼知道四段一樣長 ?

2. 與學生共同確認等分的緞帶長短是否相同

( 摺疊比較 ) ： 把四段緞帶疊合在一起，

四段都一樣長，我們就可以說 ： 我們把一

條緞帶等分成四等分。

◎學生活動：（個人或小組）

學生 ( 兩人一組 ) 一起討論如何才等分成四

份 .( 一人一條緞帶 )

◎老師小結：「等分」就是

  ①分到的緞帶是一樣長。

  ②要全部分完。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4】

線段表徵，進行等分活動：等分線段，認識等分的意義

二、發展活動

教學主題－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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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5-1

老師發下各種等分與不等分的圖形卡 , 請學

生輪流上台針對自己所拿到的圖形卡進行分

類。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看學生擺放位置是否正確，正確者加分。並

對學生擺放錯誤的圖卡進行說明與錯誤澄

清。

◎學生活動：

學生上台進行圖卡分類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5】

老師發下各種等分與不等分的圖形卡 , 請學生輪流上台針對自己所拿到的圖形卡進行分類，分

辨圖形是否有等分。

三、綜合活動



21

附件 - 圖形卡

教學主題－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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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圖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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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低年級

重量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陳慧音、易元章、賴思妘

教案編修  陳慧音、黃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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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重量

比較重量的物品：

(1)7 種水果各 1 個 ( 如：葡萄、香蕉、百香果、奇異果、橘子、柳丁、蘋果 )，其
中有 2 個水果的大小和重量相似，且用手掂不容易分辨出哪個比較重，用以引發需
要使用工具測量的需求感。

(2) 棒球、網球、籃球。

(3) 恐龍車、小汽車、小跑車。

各小組：天平 1個、小熊砝碼 15 個

五   教材與學具

三   學習目標

能利用天平來紀錄和比較 3 個物

體的重量，及運用遞移律推理比

較，並依重量大小排出順序。

能利用個別單位來紀錄和比較 3

個物體的重量，並依重量大小排

出順序。

1

1

2

2

二年級

N-2-12 容量、重量、面積：以操作活
動為主。此階段量的教學應包含初步
認識、直接比較、間接比較（含個別
單位）。不同的量應分不同的單元學
習。
R-2-1 大小關係與遞移律：「>」與「<」
符號在算式中的意義，大小的遞移關
係。

在學生已知使用天平和個別單位，來
比較 2個物體的重量之情況下：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藉由手掂實物來掌握量感，並和

操作天平的結果連結，以產生重

量的意義，並能口語描述出實際

的量感與放在天平上的現象，以

及誰比誰重。  

利用天平的操作，進行三個物體

的重量比較，推論出誰比誰重、

誰最重、和由重到輕的排序，學

習重量的遞移律。

將具體操作的結果，轉換成文字

符號的紀錄，並將結果予以簡化

表達。

四   教學策略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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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藉由重量相近的 3 個物體，以用手掂掂看的方式，不容易比較出哪個比較重，

以引發使用天平測量的方式。

 

發展活動

【活動 2】

利用天平進行三個物體重量的間接比較，並讓學生練習用「>」、「=」、「<」

紀錄及比較結果，並說明推理的過程和結果。

【活動 3】

利用已知的兩兩物體重量測量之比較結果，讓學生練習用「>」、「=」、「<」

紀錄及比較結果，並說明推理的過程和結果。

【活動 4】

運用重量的個別單位，進行三個物體重量的間接比較。

  

綜合活動

【活動 5】

讓學生實際應用天平或是個別單位，進行三個物體的重量比較。

1

2

3

教學主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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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小紅帽的奶奶生病了，小紅帽想去探望

奶奶，而奶奶最喜歡吃「最重的」水果，因

為重的水果水分多，多汁美味。

小紅帽準備了 1 顆百香果、1 顆奇異果

和 1 根香蕉，小朋友，你知道哪一個水果最

重嗎？你怎麼知道的？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小朋友，這裡有一顆百香果、一顆奇異果和

一根香蕉，你想到有哪些方法，可以知道這

三種水果哪一個最重嗎？ ( 先請學生回答 )

◎學生活動：

1. 回答問題 (哪些方法 ?)，並說說理由。

2. 學生可能的反應：

 (1) 用手掂掂看，感受水果的重量

 (2) 用天平比較看看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我們用手掂掂看時，可以先比較兩種水果

的重量 ( 如：百香果和奇異果 )，看看誰比

誰重?再拿重的和另外一種水果分別用手

掂掂看來比較，看看誰比誰重?

2. 可以確定哪一個水果是最重嗎?

◎學生活動：

1. 學生輪流用手掂掂看，找出最重的水果，

並說出他是怎麼判斷出來的理由。

2. 學生反應：

- 物品掂起來的重量感覺很接近，難以判斷

- 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如果用手掂，無法比較出這三種水果的重

量來，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方法來試試看

呢？

◎學生活動：

1. 回答問題：使用天平

◎教師歸納：

我們用眼睛看的、用手掂掂看的、憑感覺的，

不一定能判斷哪個水果比較重，接下來，我

們使用天平來做比較。

教師布題 1-2

請每人用手掂掂看，選出一個最重的水果，

再說說看你是怎麼判斷出來的。

【活動 1】

藉由重量相近的 3 個物體，以用手掂掂看的方式，不容易比較出哪個比較重，以引發使用天平

測量的方式。

一、準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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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2-1

我們現在用天平來比較這三種水果(百香果、

奇異果、香蕉 )的重量，並把結果記錄下來。

說說看，你是怎麼比的呢？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拿出一個天平，並提問：這個天平只

有 2 端，但我們要比較 3 種水果的重量，

要怎麼比呢？

◎學生活動：

1. 回答問題：可以一次拿兩個水果放在天平

上先比比看，之後再拿兩個水果比比看。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拿出 3 個不同重量的水果，讓學生

自行操作天平來比較，觀察結果並記錄下

來，再依照重量的大小排序。

2. 教師提問：

(1) 你會想先比較哪兩個水果，看看誰比誰

重？再比較哪兩個水果？為什麼？

(2) 用天平秤完後，怎麼知道誰比較重？

(3) 你會怎麼紀錄測量重量的結果呢？

3. 教師引導：

(1) 先用天平比較奇異果和香蕉，看到香蕉往

下沉，可以知道：香蕉比奇異果重；

(2) 使用 >、<、= 的符號來表示誰比誰重，

紀錄為：香蕉 > 奇異果；依序類推進行測

量和紀錄。

◎學生活動：

1. 學生輪流操作及回答問題。

2. 將測量結果記錄下來。

3. 學生可能出現 2種比較的情況：

(1)比2次：香蕉>奇異果，奇異果>百香果，

所以，香蕉 >奇異果 >百香果

(2) 比 3次：香蕉 >奇異果，香蕉 >百香果，

只知道香蕉最重，所以還要再比奇異果和

百香果，結果是：奇異果>百香果，所以，

香蕉 >奇異果 >百香果 >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2】

利用天平進行三個物體重量的間接比較，並讓學生練習用「>」、「=」、「<」紀錄及比較結果，

並說明推理的過程和結果。

二、發展活動

教學主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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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2-2

經過幾次的測量後，你發現哪一種水果最重

呢？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2】

利用天平進行三個物體重量的間接比較，並讓學生練習用「>」、「=」、「<」紀錄及比較結果，

並說明推理的過程和結果。

二、發展活動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提問：

(1) 你們經過了幾次的測量和比較後，才能知

道哪一種水果最重呢？

(2) 說說看，你們是怎麼比較的？

2. 教師將學生測量的結果紀錄寫在黑板上，

並和學生討論，如何推論出哪一種水果最

重？

例如：

(1) 比 2 次的紀錄為：香蕉 > 奇異果，奇異

果 > 百香果，所以，香蕉 > 奇異果 > 百香

果

(2) 比 3次：香蕉 >奇異果，香蕉 >百香果，

只知道香蕉最重，所以還要再比奇異果和

百香果，結果是：奇異果>百香果，所以，

香蕉 >奇異果 >百香果

◎學生活動：

1. 說明操作的過程及結果，並根據結果說出

推理的原因和結論。

｝香蕉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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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3-1

小朋友，在拜訪奶奶的路途上有可能會

遇到大野狼，因此我們需要準備一顆最重的

球來防身。

老師已經用天平比較過了，棒球比籃球

重，籃球比網球重，棒球和網球，誰比誰重？

這三顆球哪一顆球最重？

請你們根據剛剛的策略，討論後說說看

哪一顆球最重？你們是怎麼知道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提問：

    你會如何記錄老師用天平測量的結果呢？

    棒球和網球，誰比誰重？

    這三顆球哪一顆球最重？

2. 如果學生有困難，教師可以如下列引導：

    棒球比籃球重，紀錄：棒球 >籃球

    籃球比網球重，紀錄：籃球 >網球

    可以知道，棒球 >網球，棒球比網球重

    因為棒球比籃球和網球都重，所以棒球最

    重。

3. 透過棒球、網球和籃球的重量比較，可以

澄清「比較大的物體會比較重」的迷失。

◎學生活動：

1. 小組根據比較棒球、籃球和網球的重量結

果記錄，推論出「哪一顆球最重？」並說

說看他們的想法。

2. 如果學生從兩次測量記錄中無法知道棒球

和網球，誰比誰重？教師可以請學生再測

量一次棒球和網球的重量，並根據結果回

答問題。

◎教師小結：

當有三個物體要比較，

□ 甲比乙重，乙又比丙重，可以知道甲比丙

重，且知道甲最重。

□ 乙比甲重，丙比乙重，可以知道丙比甲

重，且知道丙最重。

□ 乙比丙重，乙比甲重，可以知道乙最重。

甲和丙誰比誰重，就不知道，還要再比一

比。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3】

利用已知的兩兩物體重量測量之比較結果，讓學生練習用「>」、「=」、「<」紀錄及比較結果，

並說明推理的過程和結果。

二、發展活動

利用天平比較重量的結果記錄：

棒球 >籃球

籃球 >網球

1. 棒球和網球，誰比誰重？

2. 這三顆球哪一顆球最重？

教學主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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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4-1

小朋友，小紅帽在拜訪奶奶的路上遇到

了小浣熊，小浣熊聽到奶奶生病，也準備了

三個水果 (橘子、柳丁、蘋果 )要送給奶奶。

請你用另一種方法找出最重的水果。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把 2 個相同重量的物品 ( 積木 ) 放在

天平的兩端，提問：

(1) 把這兩個相同重量的物品放在天平的兩

端，天平會怎麼樣呢？

(2) 如果我把另一個物品 ( 積木 ) 換成小熊砝

碼，當天平是平平時，這個物品的重量是

多少個小熊砝碼合起來的呢？

(3) 我們如何知道每一個水果的重量？每一個

水果的重量是多少呢？怎麼紀錄呢？

2. 教師引導：

(1) 在天平的一端放水果，另一端放小熊砝

碼，當天平是平平時，小熊砝碼的個數就

是水果的重量。

(2) 請用天平和小熊砝碼把每一種水果 ( 橘

子、柳丁、蘋果 ) 的重量秤出來，並把結

果記錄下來，由重到輕，填入水果的順

序。

◎學生活動：

1. 學生輪流操作天平和小熊砝碼，並能說出

每一個水果是幾個小熊砝碼重。

2. 將每一個水果是幾個小熊砝碼重的結果記

錄在表格內。

3. 能說出哪一個水果最重、哪一個水果最

輕。

4. 排出三種水果由重到輕的順序，並記錄在

表格內。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學生若在紀錄上出現困難需要引導與協

助，引導語可參考如下：

(1) 柳丁有多重？寫下來。

(2) 橘子有多重？寫下來。

(3) 蘋果有多重？寫下來。

(4) 那麼誰最重？誰最輕？

(5) 請由重到輕排出順序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4】

運用重量的個別單位，進行三個物體重量的間接比較。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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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4-2

小朋友，為了順利早點讓小紅帽抵達奶

奶的住處，我們從這三種車子中 ( 恐龍車、

小巴士、跑車 )，要挑選最重的車子，讓小

紅帽搭乘。

請用天平和小熊砝碼把每一輛車子的重

量秤出來，並把結果記錄下來，由重到輕，

填入車子的順序。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4】

運用重量的個別單位，進行三個物體重量的間接比較。

二、發展活動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說明：這裡有三種小車子 ( 恐龍車、

小巴士、跑車 )，我們要操作天平和小熊

砝碼，找出最重的車子。

2. 教師提問：你們會怎麼做呢？

3. 教師說明：

(1) 請把每一輛車子的重量秤出來，再把結果

記錄下來。

(2) 再由重到輕，排出車子重量的順序。

◎學生活動：

1. 學生輪流操作天平和小熊砝碼，並能口語

說出每一輛車子是幾個小熊砝碼重。

2. 將每一輛車子是幾個小熊砝碼重的結果記

錄在表格內。。

3. 能口語說出哪一輛車子最重、哪一輛車子

最輕。

4. 排出三種車子由重到輕的順序，並記錄在

表格內。

教學主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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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5-1

就在小紅帽好不容易到達奶奶的住處，

發現奶奶被大野狼綁架了，為了搶救奶奶，

我們必須用最重的神奇寶貝球收伏大野狼，

才能順利地搶救奶奶。

這裡有三顆寶貝球 ( 紅寶貝球、綠寶貝

球、藍寶貝球 )，請小朋友分別用我們前面

學過的兩個方法試試看。找出「最重的寶貝

球」來搶救奶奶吧 ! 同時也檢查確認找到的

寶貝球是否一樣唷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提問：

(2) 你們小組決定要使用哪一種方法來比較重

量呢？

(2) 你們需要準備那些物品？

(3) 你們會怎麼紀錄呢？

2. 教師引導：

(1) 方法一：間接比較

   請用天平兩個、兩個比比看，誰比誰重？

經過 2-3 次比較後，可以知道哪一個寶貝

球最重？

(2) 方法二：個別單位比較

   請用天平和小熊砝碼把每一個寶貝球的重

量秤出來，並把結果記錄下來，由重到

輕，填入寶貝球的順序。

3. 學生若在操作或紀錄上出現困難需要引導

與協助，引導語可參考如下：

方法一

(1) 紅寶貝球和綠寶貝球，誰比較重？

(2) 綠寶貝球和藍寶貝球，誰比較重？ 

(3) 誰最重？誰最輕？ 

(4) 由重到輕，填入 1~3

方法二

(1) 紅寶貝球有多重？寫下來。

(2) 綠寶貝球有多重？寫下來。

(3) 藍寶貝球有多重？寫下來。

(4) 誰最重？誰最輕？

(5) 由重到輕，填入 1~3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5】

讓學生實際應用天平或是個別單位，進行三個物體的重量比較。

三、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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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5-2

經過這些活動後，請說說看，你覺得在比較

三個物品的重量時，哪個方法比較好用？為

什麼？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學生活動：（小組活動）

1. 小組討論決定要用方法一或方法二，選定

後可依照下列步驟操作：

方法一

(1) 學生輪流操作天平，兩個、兩個比較看

看，誰比誰重？ 

(2) 能說出哪一個寶貝球比較重。

(3)能運用符號將誰比誰重的結果記錄下來。

(4) 能說出哪一個寶貝球最重、哪一個寶貝球

最輕。

(5) 能以 1~3 來表示由重到輕的順序，並記錄

下來。

方法二

(1) 學生輪流操作天平和小熊砝碼，並能說出

每一個寶貝球是幾個小熊砝碼重。

(2)將每一個寶貝球是幾個小熊砝碼重的結果

記錄下來。

(3) 能說出哪一個寶貝球最重、哪一個寶貝球

最輕。

(4) 能以 1~3 來表示由重到輕的順序，並記錄

下來。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教師提問：

(1) 經過前面的活動後，當我們想要比較三

個物品的重量時，你覺得可以用哪些方法

呢 ?

(2) 哪個方法比較好用呢？為什麼？

◎學生活動：

學生根據自己操作的經驗自由發表，說出哪

個方法比較好，以及說出該方法比較好的原

因。

教學主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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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中年級

帶分數換假分數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陳澤華、許秋娟、鄭怡珍

教案編修  陳澤華、藍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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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帶分數換假分數

( 一 )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理解

假分數與帶分數的意義。透過圓形

分數板的具體操作理解假帶分數的

意義

( 二 )

透過操作圓形分數板，進行帶分數

換假分數，熟練假分數與帶分數的

互換。

( 一 ) 圓形分數板

( 二 ) 學習單 ( 附件一、附件二 )

( 三 ) 圖檔來源：myviewboard 製作

四   教學策略

五   教材與學具

三   學習目標

( 一 ) 能知道帶分數和假分數的意義

( 二 ) 能熟練帶分數轉換成假分數

四年級

N-4-5 同分母分數：一般同分母分數

教學（包括「真分數」、「假分數」、

「帶分數」名詞引入）。假分數和帶

分數之變換。同分母分數的比較、

加、減與整數倍。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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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理解假分數和帶分數的意義。

 

發展活動

【活動 2】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了解 1 和不同單位分數的關係。

【活動 3】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或圖示表徵，了解 2、3、4 等整數與和不同單位

分數的關係。

【活動 4】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或圖示表徵，進行帶分數換假分數的活動。

  

綜合活動

【活動 5】

透過假分數與帶分數的圖示表徵與數字符號表徵，練習假帶分數的轉換對應。

1

2

3

教學主題－帶分數換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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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每位學生一組圓形分數板，如下圖：

教師布題 1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請拿出 2  塊圓形分數板。

2. 請拿出   塊圓形分數板。

◎學生活動： 

學生操作圓形分數板：

1. 嘗試拿出 2  塊圓形分數板。

2. 嘗試拿出   塊圓形分數板。

◎教師小結：

◎ 2  塊是「2塊又多了  塊」，因此要先拿

出兩個 1塊，再拿出一個   塊。

◎   塊是「   塊有 10 個」，所以應該要拿

  出 10 個   塊。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1】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理解假分數和帶分數的意義

一、準備活動

教師布題 1-1

教師布題 1-2

1－3

1－3

1－3
1－3

1－3

10－4

10－4

10－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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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1

1 塊披薩和   塊披薩誰比誰大 ?

請你們用圓形分數板拿拿看。

教師布題 2-2

1 塊披薩和幾個    塊披薩一樣大 ?

1 塊披薩和幾個    塊披薩一樣大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塊披薩平分成 4份，1 份是幾塊披薩? 

1 塊披薩和幾個   塊披薩一樣大 ?

1 塊披薩也可以說成「四分之幾」塊披薩?

1 塊披薩和幾個   塊披薩一樣大 ?

1= 

1 塊披薩和幾個   塊披薩一樣大 ?

1= 

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 ?

◎學生活動： 

1. 拿出   塊分數板拼出完整的 1 塊圓形，

點數共有4個   塊，回答是四分之四塊。

   回答 1塊披薩和   塊披薩披薩一樣大

2. 拿出   塊分數板拼出完整的 1 塊圓形，

點數共有3個   塊，回答是三分之三塊。

   回答 1塊披薩和   塊披薩披薩一樣大

3. 回答 1塊披薩和   塊披薩披薩一樣大

4. 學生能說出他們的發現，例如分子分母都

一樣等等。

◎教師小結：

1 塊披薩平分成 4份，會有四個   塊披薩，

也就是   塊披薩，所以 1塊披薩和   塊披

薩一樣大。

1塊披薩平分成 3份，會有 3個   塊披薩，

也就是   塊披薩，所以 1塊披薩和   塊披

薩一樣大。

1塊披薩平分成 6份，會有 6個   塊披薩，

也就是   塊披薩，所以 1塊披薩和   塊披

薩一樣大。

1塊披薩和   塊披薩、   塊披、   塊披薩

一樣大。

1=   =   =   =……

【活動 2】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了解 1和不同單位分數的關係。

二、發展活動

4－4
1－4

4－4

4－4

3－3

6－6

3－3
6－6

1－4

1－3

1－4

1－3

1－4

1－3

1－6

4－4

4－4

4－4

3－3

3－3

3－3

6－6

6－6

6－6

(   )－3

(   )－6

1－3

1－6

1－3
1－6

教學主題－帶分數換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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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3-1

2 張蔥油餅是幾個    張蔥油餅？也就是「四

分之幾」張蔥油餅 ?

◎將學習單 ( 附件一 ) 發給每一位學生。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1 張蔥油餅是   張蔥油餅。

2. 2 張蔥油餅：   張 +   張 =   ，也就是四

分之幾張?

3. 3 張蔥油餅是    張蔥油餅

4. 4 張蔥油餅是    張蔥油餅

5. 如果需要，可以用圓形分數板操作看看。

◎學生活動： 

1. 計算   張 +   張 =

2. 回答是四分之八張。

3. 如果有困難，學生操作圓形分數板後，輔

助看到   張 +   張 =   張的現象。

4. 計算   張 +   張 +   張 =

5. 計算   張 +   張 +   張 +   張 =

◎教師小結：

1. 1 張蔥油餅是   張蔥油餅。

2. 2 張蔥油餅：   張 +   張 =   張

3. 2 張蔥油餅也可以說成   張蔥油餅。

4. 3 張蔥油餅：   +   +   =

5. 4 張蔥油餅：   +   +   +   =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3】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或圖示表徵，了解 2、3、4等整數與和不同單位分數的關係。

二、發展活動

1－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12－4
16－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8－4

8－4
8－4

4－4
( ? )－4

( ? )－4
( ? )－4

( ? )－4

( ? )－4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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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2

3 塊披薩是幾個    塊披薩？也就是「三分之

幾」塊披薩？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提示 1：1 塊披薩 =   塊披薩

提示 2：使用分數板或是畫畫看

◎學生活動：

拿 1換 3個   。也就是 1 =   。

學生可以利用加法來解題：

3 =    +    +    =

也可以利用乘法來解題：

3 =   ×3 =

如果運算有困難，學生操作圓形分數板，輔

助解題。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1 塊披薩平分成 3片，1塊披薩和幾個

     塊披薩一樣大? 1塊披薩=   塊披薩。

2. 3 塊披薩，就拿 1 塊披薩換   塊披薩，

換 3塊，可以使用加法或乘法來解題。

   3 =    +    +    =

   3 =    ×3 =

1－3
3－3

3－3

教學主題－帶分數換假分數

1－3

1－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9－3

9－3
9－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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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4-1

3   塊披薩是幾個    塊 ?也就是「三分之幾」

塊披薩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1 塊披薩 =   塊披薩

2. 3 塊披薩又   塊披薩，把它寫成算式。

◎學生活動： 

1. 可以利用加法來解題：

   3   =   +   +   +   =

   也可以利用乘法來解題：

🞨   ×3 =   ，   +   =

2. 如果運算有困難，學生操作圓形分數板，

輔助解題。

◎教師小結：

1. 拿 1 換 3 個  。

2. 利用加法來解題：

   3   =   +   +   +   =

3. 也可以利用乘法來解題：

🞨   ×3 =   ，   +   =

所以 3  塊也可以記成   塊。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4】

透過圓形分數板的具體操作或圖示表徵，進行帶分數換假分數的活動。

二、發展活動

1－3
1－3

?－3
1－3

1－3
10－3

1－3

1－3

3－3

3－3

9－3

9－3

9－3

9－3

3－3

3－3

3－3

3－3

3－3

3－3

1－3

1－3

1－3

1－3

1－3

10－3

10－3

10－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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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4-2

2   塊披薩是幾個    塊 ?也就是「四分之幾」

塊披薩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請同學嘗試完成學習單上的練習二。

◎學生活動：

1.  拿 1 換 4 個  。 即 1=   。

2. 利用加法來解題：

   2  =   +   +   =

   或利用乘法來解題：

       ×2 =   ，   +   =

3. 如果運算有困難，學生操作圓形分數板，

輔助解題。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拿 1 換 4 個  。即 1 =   。

2. 利用加法來解題：

   2  =   +   +   =

3. 利用乘法來解題：

🞨   ×2 =   ，   +   =

所以 2  塊披薩是   塊披薩。2  塊披薩是 9

個   塊。也就是「四分之九」塊披薩。

1－4
1－4

教學主題－帶分數換假分數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9－4

9－4

9－4

1－4
1－4

1－4
9－4

9－4

8－4

8－4
8－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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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5-1

學習單 ( 附件二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將學習單 (附件二 )發給學生。

2. 說明：「看圖連連看，將圖示所代表的分

數連起來。」

3. 請同學嘗試完成學習單。

◎學生活動： 

1. 填寫學習單，連出正確的分數圖形、帶分

數與假分數。

2. 完成並繳交學習單。

3. 訂正錯誤。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活動 5】

透過假分數與帶分數的圖示表徵與數字符號表徵，練習假帶分數的轉換對應。

三、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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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學主題－帶分數換假分數

1 
 

附件一 

學習單 

  

1. 

2張蔥油餅是幾個
1
 4 張? 也就是四分之幾張蔥油餅? 

① ①1張蔥油餅是
4
 4 張蔥油餅。 

1塊披薩和幾個
1
3  塊披薩一樣大? 

1= 
(  )
3   

1塊披薩和幾個
1
 6  塊披薩一樣大? 

1= 
(  )
6   

 

2張蔥油餅＝ 4
)(
張蔥油餅 

2張蔥油餅=
4
 4 張+

4
 4 張=

?
 4 張張 

 

練練習習

一一 

3塊披薩是幾個
1
 3 塊? 也就是三分之幾塊披薩? 

甲、1塊披薩是 3
)(
塊披薩 

 
 
 
 
 

① 3塊披薩=
3

)(
+

3
)(
+

3
)(  

  3塊披薩＝
3

)(
塊披薩 

2. 
3

1
 3 塊披薩是幾個

1
 3 塊? 也就是三分之幾塊披薩? 

 算式記錄： 

練練習習

二二 

2
1
 4 塊是幾個

1
 4 塊蛋糕? 也就是四分之幾塊蛋糕? 

算式記錄： 

※※可以用圓形分數板操作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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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件二-1 

學習單 

  

★★連連連連看看：：選選出出正正確確的的圖圖示示、、帶帶分分數數與與假假分分數數，，將將他他們們連連起起來來。。  

 圖圖示示    帶帶分分數數    假假分分數數 

1 
 

●  ● 2 ●  ● 9
 4   

2 
 

●  ● 3
1
 3  ●  ● 8

 4  

3 
 

●  ● 1
1
 8  ●  ● 8

 3  

4 

 

●  ● 2
2
 3  ●  ● 10

 3  

5 
 

●  ● 2
1
 4  ●  ● 9

 3  

6 

 

●  ● 3 ●  ● 9
 8  

7 
 

●  ● 3
1
 2  ●  ● 21

 4  

8 
 

●  ● 5
1
 4  ●  ● 7

 2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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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二-2 

學習單 

  

★★連連連連看看：：選選出出正正確確的的圖圖示示、、帶帶分分數數與與假假分分數數，，將將他他們們連連起起來來。。  

 圖圖示示    帶帶分分數數    假假分分數數 

1 
 

●  ● 2 ●  ● 9
 4   

2 

 

●  ● 3
1
 3  ●  ● 8

 4  

3 
 

●  ● 1
1
 8  ●  ● 8

 3  

4 
 

●  ● 2
2
 3  ●  ● 10

 3  

5 
 

●  ● 2
1
 4  ●  ● 9

 3  

6 

 

●  ● 3 ●  ● 9
 8  

7 
 

●  ● 3
1
 2  ●  ● 21

 4  

8 
 

●  ● 5
1
 4  ●  ● 7

 2   

 

附件 2

教學主題－帶分數換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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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中年級

等值分數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林宇婷、周丹雅、藍祺琳

教案編修  藍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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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等值分數

( 一 ) 在連續量情境下，藉由具體物

表徵如披薩圖卡、圓形分數板、長

方形分數板，認識等值分數。

( 二 ) 在離散量情境下，藉由具體物

表徵 ( 蘋果圖卡 )，認識等值分數。

( 一 ) 圓形分數板。

( 二 ) 長方形分數板、色筆。

( 三 ) 蘋果圖卡、白板筆。

( 四 ) 學習單。

( 五 ) 圖檔來源：

1. 翰林數速貼

https://mathsticker.hle.com.tw/index.html

2. 長方形分數板：

h t t p s : / / a c r o b a t . a d o b e . c o m / i d /
urn:aaid:sc:AP:46727c34-c825-4fe6-
9983-6dd25dd4d1cc

四   教學策略

五   教材與學具

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複習分數概念 - 能正確，找出    個披薩和    個披薩圖卡；藉由圖卡操作，了

解    個披薩和    個披薩一樣大。

 

發展活動

【活動 2】

藉由圓形分數板 ( 連續量 ) 的操作，找出和單位分數等值的分數。

【活動 3】

藉由長方形分數板 ( 連續量 ) 的分數條著色活動，找出和單位分數等值的分

數。

 【活動 4】

藉由蘋果圖卡 ( 離散量 ) 的畫記， 找出表示相同內容物的等值分數。

  

綜合活動

【活動 5】

歸納等值分數的意義，並進行練習。

1

三   學習目標

由操作活動中理解等值分數的意義。

2

3

四年級

N-4-6 等值分數：由操作活動中理解

等值分數的意義。簡單異分母分數的

比較、加、減的意義。簡單分數與小

數的互換。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1－2
1－2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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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4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媽媽烤了 2個一樣大披薩，姊姊小珍吃    個

披薩，弟弟小明吃了    個披薩，兩人誰比誰

吃得多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媽媽說兩個人吃得一樣多。媽媽這樣說對嗎?

先說說看，再利用披薩圖卡觀察看看。

( 先請學生回答，再給學生披薩圖卡操作 )

◎學生活動： 

1. 回答問題 (誰吃的多 ?)，並說說理由。

2. 能利用披薩圖卡，找出   個披薩和   個

披薩圖卡。

3. 觀察披薩圖卡，再比較   個披薩和   個

披薩。

【活動 1】

複習分數概念 - 能正確 , 找出    個披薩和     個披薩圖卡；藉由圖卡操作，了解    個披薩和       

個披薩一樣大。

一、準備活動

1－2

1－2

1－2

1－2

2－4

2－4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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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1

老師這裡有一些圓形分數板，這是    圓，你

們來找一找比一比，幾分之幾個圓和   圓一

樣大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記錄學生的回答。

2. 歸納 (板書 )：

     圓和  圓一樣大，也可以說   和   一

樣大，記成   =   ；  圓和  圓一樣大，

也可以說  和  一樣大，記成  =   ……

     、   、   ，   ，   ，   都和   一樣

大，我們稱它們是   的「等值分數」

◎學生活動：（個人或小組）

1. 找出   圓形分數板，和   圓、  圓比較

看看，和   圓，   圓，   圓比較看看

和不同分數圓比較看看，找出和   圓一

樣大的分數。

2. 把找到的分數(幾分之幾)圓，報給老師。

3. 學生複述：  、  、  ，  ，  ，  都和  

     一樣大，它們是    的「等值分數」

【活動 2】

藉由圓形分數板 ( 連續量 ) 的操作，找出和單位分數等值的分數。

二、發展活動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3

1－4
2－4

3－4

2－3

3－6

3－6

5－10

5－10

6－12

6－12

8－16

8－16

1－2

1－2

1－2

1－2

1－2
1－2

2－4
2－4

2－4
3－6

3－6
2－4

2－4

4－8

4－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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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1

1. 這是長方形分數板 - 分數條，有許多一樣

長的紙帶組合而成，一條紙帶這麼長 ( 手

指著一條紙帶 )，第二條紙帶被平分成 2

等分，第 3 條紙帶平分成 3 等分，第 4 條

紙帶平分成 4 等分，請在第 4 條紙帶上，

把   條塗上顏色 (紅色 )。

2. 請你們找一找幾分之幾條和   條一樣

長，也請你塗上顏色 (橘色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請你們說說看，幾分之幾條和   條一樣

長。

2. 歸納：  條和   條一樣長，記成   =   ；  

     條和   條一樣長，記成    =   ，

     條，   條都和   條一樣長，我們稱    

     、   和   是「等值分數」。

◎學生活動： 

1. 學生在長方形分數板 -分數條上著色

  (    條，紅色 )

2. 找出和   條一樣長的紙帶，並塗上顏色

( 橘色 )，並將找到一樣長的分數報告老

師。

3. 學生複述：   條，   條，都和   條一

樣長；也就是   、   和    是「等值分

數」。

【活動 3】

藉由長方形分數板 ( 連續量 ) 的分數條著色活動，找出和單位分數等值的分數。

二、發展活動

1－4
1－4

1－4

1－4
3－12

3－12
3－12

1－4
1－4

3－12

1－4

1－4
1－4

3－12
3－12

2－8

2－8
1－4

1－4

2－8

2－8
2－8

2－8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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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4-1

一盒蘋果有 12 顆，4顆蘋果是幾盒 ?

一盒蘋果，可以平分 12 等分，   盒是 1 顆

蘋果，4顆蘋果，是幾盒呢 ?

一盒蘋果，可以平分 3 等分，   盒有幾顆蘋

果 ? 4 顆蘋果，是幾盒呢 ? 

一盒蘋果，可以平分 6 等分，   盒有幾顆蘋
果 ? 4 顆蘋果，是幾盒呢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說說看，你們發現甚麼 ? 

2. 歸納：   盒和   盒，都一樣是4顆蘋果，

可以記成   =   ；   盒、   盒、   盒

都一樣是 4顆蘋果，所以我們稱  、  、 

     是「等值分數」。

◎學生活動：先圈圖卡再口頭回答

1. 學生在蘋果盒圖卡上做做看，圈出   盒，

數一數 4顆蘋果是幾盒 ?

2. 學生在蘋果盒圖卡上做做看，圈出   盒，

   數一數 4顆蘋果是幾盒 ?

3. 學生在蘋果盒圖卡上做做看，圈出   盒，

   數一數 4顆蘋果是幾盒 ?

4. 能說出發現   盒、   盒、   盒都是 4

顆蘋果。

5. 學生複述   盒、   盒、   盒，都一樣

有 4顆蘋果，所以   、   、   是「等

值分數」。

備註：此學習活動，學生需先有單位分數內

容物是多個個數的做數經驗，例如   盒蘋果

的內容物是 4顆蘋果。

【活動 4】

藉由蘋果圖卡 ( 離散量 ) 的畫記， 找出等值的分數。

二、發展活動

1－12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2－6
2－6

2－6

2－6

2－6
2－6

1－6

4－12

4－12

4－12
4－12

1－12

1－3

1－6

4－12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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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1－2

3－6

3－6

2－4

2－4

4－8

2－8
2－8

3－12
3－12

1－4
1－4

1－3
2－6

2－6

4－12
4－12

1－3
1－3

1－4

5－10
6－12

8－16

教學主題－等值分數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5-1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第一個圓形分數板活動發現：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都

一樣大，

    可以記成記成   =   、   =   ……。

2. 第二個長方形分數板 - 分數條塗色活動發

現：   條，   條，都和   條一樣長，

可以記成   =   ，   =   ……。

3. 第三個分蘋果活動發現：   盒、   盒、

     盒都一樣是 4顆蘋果，可以記成

      =   、   =   ……。

4. 上面各組的分數，我們發現可以用不同的

分數，去表示同樣的大小(如圓形分數板)

或是同樣的長度 ( 如長方形分數板的分數

條 ) 或是同樣的數量 ( 如分蘋果 )；我們

稱這些不同的分數是「等值分數」，它們

有同樣大小、同樣長度或相同數量的特

性。

【活動 5】

歸納等值分數的意義，並進行練習。

三、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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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5-2

練習一：1盒巧克力有 8顆。   盒巧克力和  

     盒巧克力，是不是一樣多。

練習二：利用長方形分數板 - 分數條，找找

看    條的等值分數及    條的等值分數。

◎學生活動

練習一：學生說出    盒，有幾顆巧克力； 

盒有幾顆巧克力；再判斷   盒巧克力和    盒

巧克力，是不是一樣多 ?

 

練習二：學生在長方形分數板 - 分數條上著

色，找找看    的等值分數及    的等值分數。

2－8
2－8

2－8
1－4

1－4
1－4

1－5

1－5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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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長方形分數板

From：h&ps://acrobat.adobe.com/id/urn:aaid:sc:AP:46727c34-c825-4fe6-9983-6dd25dd4d1cc 

附件1：長⽅形分數板

From：翰林數速貼   https://mathsticker.hle.com.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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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蘋果盒圖卡

附件2：蘋果盒圖卡

From：翰林數速貼   https://mathsticker.hle.com.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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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中年級

併式教學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黃嘉婷、蘇倩媚、

              簡竹君、李虹韻

教案編修  李虹韻、藍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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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併式教學－用一個併式來記錄二步驟解題

 ( 一 ) 透過逆向提問澄清題意裡面的

先算…後算…；用兩個算式記錄解

題活動。

(二 ) 將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的記法：

讓學生將算式中先算的部分用括號

( ) 方式表示，並運用取代的概念，

將先算、再算兩步驟算式，合併為

一個算式表示。

教學簡報或電子白板

參考教材：南一版 / 康軒版數學

四   教學策略

五   教材與學具

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在連減情境下，引出兩步驟解題，學生能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結果。

 

發展活動

【活動 2】

題意在數字小且簡單的連減情境下，將兩個算式的記錄解題，引入括號 ( ) 要

先算，改用一個併式來記錄解題結果。

【活動 3】

題意在複雜且數字大的生活情境下，練習將兩步驟算式，先算的算式用括號

代入，改用一個併式來記錄解題結果。

  

綜合活動

【活動 4】

讓學生練習用來記錄兩步驟算式解題，並用併式紀錄解題結果。

1

三   學習目標

( 一 )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

題，並用一個併式記錄解題過程。

( 二 ) 能用併式列出兩步驟問題的算

式。

2

3

四年級

R-4-1 兩步驟問題併式：併式是代數

學習的重要基礎。含四則混合計算的

約定（由左往右算、先乘除後加減、

括號先算）。學習逐次減項計算。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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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操場上原有12人，先走了3人，又走了5人，

現在操場上有幾人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澄清問題：

 * 請問題目的問題是什麼 ?

 * 成功解決問題需要我們先找出題目中的已

知線索，請問題目提供了那些已知線索 ?

2. 請學生思考並發表其他的解題方法及算

式。

◎學生活動： 

1. 請學生解題。

2. 若學生未能成功解題，則老師再加以指導

學生理解題意。

 * 請學生對題目產生心像：在腦中想出題目

情境。

 * 表徵：發下小白板，分兩組畫圖，畫好後

分別發表。

 * 老師引導先算什麼?再算什麼?

3. 擬定解題計畫：請學生依題意和圖畫列出

解題算式。

4. 執行計畫：請學生進行解題，將答案算出

來。

【活動 1】

在連減情境下，引出兩步驟解題，學生能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結果。

一、準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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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1   ( 同上題 )

操場上原有12人，先走了3人，又走了5人，

現在操場上有幾人 ? 請用一個算式記錄解題

活動。

 

備註：圖示意義：

T - 教師口語指導

○ - 教師教具操作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取「12-3=9；9-5=4」的兩步驟算式作引導。

T： 可以計算一次就把答案算出來嗎 ? 你們先

算什麼 ?再算什麼 ?

○呈現先算：、 後算：的字卡。(附件一 )

○先算：字卡後寫上 12-3=9。

○再算：字卡後寫上 9-5=4。

T： 題目中有提供 12 人、3 人、5 人這些已知

線索，所以算式中出現 12、3、5 這些數

字，我可以理解，但是這個9(指著 9-5=4

的 9) 題目中並沒有告訴我，那 9 是怎麼

來的 ?

T： 所以再算：9-5=4 的 9 就是先算：12-3 的意

思 ? ( 老師邊說邊指 )

T： 我把先算的部份框起來做記號。

○將 12-3 框起來。

T： 我們說 9-5=4 的 9 就是 12-3，那麼，我

可以把12-3放在 9-5=4算式中 9的位置，

取代這個 9。

○另做 12-3 的數字卡，疊放在 9 的位置做

取代的動作。(附件一 )

○寫下一個新算式：12-3-5=4。

T： 現在，我們的算式從剛剛的二個合併成一

個，而且把要先算的 12-3 用框框框起來

做記號，這樣可以很清楚知道框框的部

分是先算的。因此這題的計算是先算 12-

3=9，9 再減 5算出最後的答案 4。

【活動 2】

題意在數字小且簡單的連減情境下，將兩個算式的記錄解題，引入括號 ( ) 要先算，改用一個

併式來記錄解題結果。

二、發展活動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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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2

「現在有「3+5=8；12-8=4」的兩步驟算式，

請你們練習把它併式，改記成一個算式。」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2.取「3+5=8；12-8=4」的兩步驟算式作引導。

T： 你們先算什麼 ?再算什麼 ?

○呈現先算：、 後算：的字卡。

○先算：字卡後寫上 3+5=8。

○再算：字卡後寫上 12-8=4。

T： 為什麼先算 3+5=8 ?

T： 若是要將這兩個算式合併成一個，該如何

記錄呢 ?想想我們剛剛所教的方法。

 

T： 要記得將先算的部份用框框框起來做記

號，框起來的目的是讓我們知道要先算的

部份在哪裡。

 ( 若有學生提到可用 ()，老師再加以延伸，

若無，此節課則不強調學生一定要用 () 來表

示。)

教學主題－併式教學

手

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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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1

小凱要買一套運動服。運動服上衣一件 195

元，褲子一件 160 元，小凱付一張 500 元鈔

票，小凱還剩下幾元？。請用一個算式記錄

解題活動。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請問：

①一套運動服是幾元?

②小凱買了一套運動服後還剩下幾元?

③小凱還剩下幾元?將做法用一個算式表示。

澄清問題：

1. 請問題目的問題是什麼?要知道什麼 ? 才

能知道小凱剩多少錢?

2. 請學生對題目產生心像：在腦中想出題目

情境。

◎學生活動：

1. 學生完成①問題。老師將學生算式及答案

記錄於黑板。

2. 學生完成②問題。老師將學生算式及答案

記錄於黑板。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T： 第 3 個問題問小凱還剩下多少元?並要我

們用一個算式來表示。

T： 我們知道小凱還剩下多少元，是用小凱付

了多少錢減掉花掉的錢來算出小凱還剩下

多少元。

T： 小凱付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你是如何知

道的 ?

T： 小凱花了多少錢，要先把小凱買上衣的

錢和買褲子的錢加起來， 所以要先算

195+160=355，這樣就能知道小凱買一套運

動服花了多少錢。

○先算：字卡後寫上 195+160=355。

T： 知道花了多少錢後，再算剩下多少錢，所

以算式是 500-355=145。

【活動 3】

題意在複雜且數字大的生活情境下，練習將兩步驟算式，先算的算式用括號代入，改用一個併

式來記錄解題結果。

二、發展活動

手



65教學主題－併式教學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再算：字卡後寫上 500-355=145。

T： 要算出小凱剩下多少錢，需要先算小凱花

的錢，才能再算出剩下的錢，因此黑板上

有先算和再算兩個算式。

T： 老師指著算式 500-355=145 中的 355，詢問

學生 355 是怎麼來的? 

T： 我把先算的部份框起來做記號

○將 195+160 框起來。

T： 我們說 500-355=145 的 355 就是 195+160，

那麼，我可以把 195+160 放在 500-355=145

算式中 355 的位置，取代這個 355。

○另作 195+160 的數字卡，放在 355 的位置做

取代的動作。(附件一 )

T： 所以會得到一個新算式：500-195+160=145 

○寫下一個新算式：500-195+160=145。

T： 現在，我們的算式從剛剛的二個合併成一

個，而且把要先算的 195+160 用框框框起

來做記號，這樣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框框的

部分是先算的。因此這題的計算是先算

195+160=355，500 再減 355 算出最後的答

案 145。

備註：此題情境較複雜的原因：

1. 解題方法，不一定是連減的順序。

2. 學生可能會有的迷思，依數字出現的順序

列式如下：(195+160)-500

手

手

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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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4-1

夏天冰品大特價，一支冰棒原來賣 20 元，

現在每支少 5 元，小美有 45 元，買一支冰

棒後，還剩下多少元？請用一個算式記錄解

題活動。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請先用兩步驟解題，再試著將做法用一個

算式記錄下來。

2. 請先想想題目的情境，也可以用畫圖的方

式將題目意思畫下來，想想要如何擬定解

題計畫；答案是一次就可以算出來嗎?還是

有先算再算?擬定好計畫再決定如何列算

式解題，並回想我們剛剛教了哪些重點，最

後再試著將做法用一個算式記錄下來；算

出答案後請記得檢查答案是否合理，單位

是否正確。

◎學生活動：

1. 正確解題。

2. 若學生不熟悉或仍有錯誤，老師則需再依

上述步驟講解。

◎教師統整：

今天學習的是將先算的部分用框框框起來做

記號，再用取代的方式將兩個算式合併用一

個算式來表示，有了框框的記號，我們就能

清楚知道誰要先算，誰要後算。

---- 本節結束 ----

【活動 4】

讓學生練習用來記錄兩步驟算式解題，並用併式紀錄解題結果。

三、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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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學主題－帶分數換假分數

先算： 再算：

12-3 3+5

195+16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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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高年級

比率與百分率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洪彰佑、李依玲、林鈺芷

教案編修  洪彰佑、黃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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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比率與百分率－打折問題的概念及應用

1. 透過自製教具 ( 折扣條 ) 的動態表

徵，讓學生理解打折的意義，並能

記錄與計算打「幾折」後的價錢。 

2. 透過自製教具 (折扣條 ) 的動態表

徵，讓學生理解「%off」的意義，

並能根據「原價」及「% off」求

出售價。

數種常見的折扣標示、自製教具 ( 折扣

條 )、冰品價目表、抽獎箱

四   教學策略

五   教材與學具

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複習百分率的意義。

 

發展活動

【活動 2】

透過自製教具 ( 折扣條 ) 表徵原價和售價的關係，理解打折的意義，並能記錄

與計算打「折」後的售價。

【活動 3】

透過自製教具 ( 折扣條 ) 表徵原價和「 % off」表示原價某部分不用付錢之間

的關係，理解「%off」的意義，並能根據「原價」及「 % off」求出售價。

  

綜合活動

【活動 4】

熟練「打折」與「% off」的轉換，並能計算出折扣後的價錢。

1

三   學習目標

1. 能認識打折的意義，並求出售價。

2. 能認識「 % OFF」的意義。

3. 能理解「 % OFF」與「打折」間的

關係。

4. 能根據「原價」及「 % OFF」求出

售價。

2

3

五年級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

除的應用。含「百分率」、「折」、

「成」。

備註：

本條目限結果不大於 1（100%）的

應用情境。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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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奶茶的包裝標示乳含量 60%，還記得其中的

「60%」是什麼意思嗎？

教師布題 1-2

防治新冠肺炎有效的方式是以濃度 75% 的酒

精進行消毒，其中「75%」是什麼意思呢？

◎學生活動： 

1. 學生根據提問內容個別發表。

2. 學生可能的回答：奶茶中有 60% 的牛奶。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奶茶的包裝標示乳含量 60%，意思是：有

100 份的奶茶液體，其中 60 份是牛奶，所

以牛奶和奶茶的比率為 60%，可以簡稱為：

「乳含量為 60%」。

2. 教師明示在黑板：我們可以記錄為：

   

   60 ÷ 100 =     = 60%

◎學生活動： 

1. 學生根據提問內容個別發表。

2. 學生可能的回答：瓶子中裡面有 75% 是酒

精。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瓶子上的 75% 指的是酒精的濃度為 75%，

意思是：有 100 份的酒精液體，其中 75 份

是酒精。所以酒精和液體的比率為 75%，

可以簡稱為：「酒精濃度為 75%」。

2. 教師明示在黑板：我們可以記錄為：

   75 ÷ 100 =     = 75%

◎教師歸納：

百分率是生活中常用的比率表示法，把分

數的分母都變成 100，再記成百分率。

【活動 1】

複習百分率的意義。

一、準備活動

60
100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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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1

一瓶飲料 20 元，洪老師商店以原價賣，合

作社阿姨打 8 折，請問誰賣的比較便宜？為

什麼？

教具 ( 折扣條 ) 示意圖：

     售價 = 原價 × 0.8

【活動 2】

透過自製教具 ( 折扣條 ) 表徵原價和售價的關係，理解打折的意義，並能記錄與計算打「折」

後的售價。

二、發展活動

80
100

8
10

原價

◎學生活動： 
學生根據問題計算，並個別發表做法。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展示「折扣條」教具，並向學生說明：

我們將一整條「折扣條」當作原價，分成
10 等份，每份是 10%

2.「打八折」，就是要付原價的 0.8 倍，計
算方式如下：

   打八折 --> 0.8 =     =     = 80%
   「原價 × 0.8 = 售價」
3. 教師將放大版的折扣條貼於白板，並示範

畫法。教師說明：如果一整條「折扣條」
是原價，請在打八折的部分塗上顏色。

4. 教師引導：從 10%、20%、... 到 80% 塗
上顏色，打八折就是原價的 80%，也就是
0.8。

5. 教師引導學生使用折扣條及解題計算
(1) 發下每生一條折扣條
(2) 請學生於折扣條上標出 80%，80%=0.8
(3) 引導列出計算式，並請學生算出折扣價： 

20×0.8 =(   ) 
(4) 所以原價的八折是 16 元，是不是比原價

還便宜呢?
(5) 打 4 折、打 3折，打 5折的意思是什麼 ?

✽學生若小數乘法計算有困難，可以使用計
算機算出答案。

◎學生活動： 
1. 能根據教師說明，在折扣條上標出 80%；
2. 列出計算式，並算出折扣後的價錢。
   20×0.8=(16)
3. 能說出打折後的售價比原價便宜。
4. 能說出打 4折就是「原價 × 0.4 」、打

3折就是「原價 × 0.3 」、打 5折就是
「原價 × 0.5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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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2

書局開幕大特價，筆類全部打 75 折，小智

買一枝原價40元的自動鉛筆，要付多少錢？

板書示範：

  0.75  =       = 75％

( 小數 ) ( 分數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展示 75 折標示，並提問：有時候我

們也可能看到這種折扣的標示，這種打折

標示怎麼念 ?

2. 學生可能讀成「七十五」折

3. 教師說明：

(1)「75 折」的讀法和 2位小數的讀法一樣，

要念成「七五折」。

(2) 打七五折的意思是原價的 0.75 倍。

    0.75 =    ，所以 75折的售價就是「原

價×0.75」的意思。

3. 教師引導學生使用折扣條及解題計算

(1) 發下每生一張折扣條，並說明：如果一整

條是原價，請在 0.75 的部份塗顏色。

(2) 請學生於折扣條上標出 75%，學生畫出

70% 後，再補充說明將 10% 分一半，就

可標出 5% 

(3) 引導列出計算式，並請學生算出答案：

    40×0.75 =(  )

✽學生若小數乘法計算有困難，可以使用計

算機算出答案。

◎學生活動： 

1. 能根據教師說明，在折扣條上標出 75%；

2. 列出計算式，並算出折扣後的價錢。

  40×0.75=(30) 

75
100

75
100

教學主題－比率與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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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3

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到的折扣標示，如

何正確的讀出它們？這些折扣代表原價乘以

多少呢？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從折扣標示圖中隨機抽出「65折」、

「88 折」、「85 折」等常見的折扣標示，

詢問學生：「這些折扣怎麼讀?」

2.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 65 折、88 折、85 折等

折扣標示圖的正確讀法。

3. 教師提問：這些折扣的意思是什麼?

(1) 打「65 折」的意思是：

   「原價×0.65」。

(2) 打「85 折」的意思是：

   「原價×0.85」。

(3) 打「88 折」的意思是：

   「原價×0.88」

◎學生活動： 

1. 能回答折扣標示圖的正確讀法。

2. 能說出折扣和原價的關係。

◎教師總結：

1.我們稱為打「8折」，售價=原價 × 0.8、

   售價 =原價 × 80%。

2. 我們學會了「打幾折」的計算方法，請拿

出布題 1 的折扣條，我們算出來的售價是

原價的 80%，還剩下百分之多少呢?

3. 打八折，就是只要付原價的 80%，也就是

剩下的「20%」不用付錢，可以在折扣條

上將剩下的 20% 打叉或是向後折掉。

4. 請拿出布題 2 的折扣條，我們算出來的售

價是原價的 75%，還剩下百分之多少呢?

5. 剩下的「25%」不用付錢，可以在折扣條

上將剩下的 25% 打叉或是向後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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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1

一瓶飲料 25 元，今日優惠 20% off，請問買

這瓶飲料要付幾元？

【活動 3】

透過自製教具 ( 折扣條 ) 表徵原價和「 % off」表示原價某部分不用付錢之間的關係，理解

「%off」的意義，並能根據「原價」及「 % off」求出售價。

二、發展活動

教學主題－比率與百分率

◎學生活動： 
1. 學生根據提問內容個別發表。
2. 學生可能迷思：認為 20% off 是打 2 折的

意思或是把原價乘以 0.2。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看過「off」? 並引導

「off」可能的意思，例如我們看到電燈
關的標示是「off」，並說明「20% off」
中的「off」是表示：不用付錢、免費、
省下的錢。

◎教師說明：
1.20% off 的意思是：表示這件商品原價的

20% 是不用付錢的，同時拿出折扣條並請
學生上台將 20% 標示出來。

2. 教 師 展 示 標 出 20% 的 折 扣 條， 揭 示
「20%off」表示原價的 20% 是免費的，並
以紅色筆畫叉或是向後折掉，表示不用付
錢、免費。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說明：回到布題 3-1 的「20%off」表

示 20% 是免費的，那麼還有百分之多少需
要付費呢 ?

2. 教師說明 ：100%-20%=80%，還有 80% 需要
付費。

3. 教師提問並揭示：商品的 80% 需付費，表
示：售價 =「原價 × 80%」、售價 =「原
價 × 0.8」

(1) 提問 1：是否聯想到與打「幾折」時的計
算方式相同?

(2) 提問 2：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可以算出買飲
料要付的錢 ?

4.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先算出免費 (20%off) 
的部分是多少，再用原價減去免費
(20%off)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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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2

如果商品上標示「25%off」時，這表示什麼？

「25%off」和打幾折的算法一樣呢？請用折

扣條來說明。

◎學生活動：

1. 能根據教師說明和引導，聯結到「商品的

80%需付費」就和「打8折」的算法一樣。

2. 能先算出免費 (20%off) 的錢數，再將原

價減去免費的錢數，就是售價。

   25×0.2=5，25-5=20

◎教師總結：

1. 這題可以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1) 先算出打幾折，再算售價：

   20%off=1-20%=80%( 打八折 )

   25×0.8=( 20 )

(2) 先算出免費的部分，再算售價：

   先算免費的部分：25×20%=(5)。

   以原價減去免費的部分就是要付的錢， 

   25-5=(20)。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發下每生一張折扣條。

2.請學生標示出「25%off」，先發表「25%off」

的意義，並以紅色筆畫叉或是向後折掉，表

示不用付錢、免費。

◎學生活動： 

1. 能根據教師說明，在折扣條上將 25% 畫叉，

並標示免費。

2. 能說出「25%off」表示原價的 25% 是不用

付錢、免費的。

3.「25%off」就是打七五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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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4-1

便利商店舉辦「夏日冰品大請客」活動，顧

客點選冰品後，再從抽獎箱中抽出折扣，就

是要付的錢，請大家輪流上台選購，看看誰

的手氣最佳。

◎學生活動： 

1. 學生輪流上台選擇冰品並抽出折扣，再操

作折扣條幫助理解及列式後，能計算出折

扣後要付多少錢。

2. 上台分享發表自己抽中的折扣、計算的方

法及結果。

✽學生若小數乘法計算有困難，可以使用計

算機算出答案。

【活動 4】

熟練「打折」與「% off」的轉換，並能計算出折扣後的價錢。

三、綜合活動

「夏日冰品大請客」冰品價目表

項 目 價 錢

紅豆牛奶雪花冰 60

草莓雪花冰 80

黑糖剉冰 50

豆花 40

冰棒 20

抽獎箱內折扣圖舉例：

8折8折 75折75折 6折6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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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高年級

平行四邊形的
面積與公式由來

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何淑玫、簡庭馨、翁嘉珮

              吳佩樺、劉家君、邱詩婷

教案編修  何淑玫、黃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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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與公式由來

1.將圖形透過切割再重組的具體操作，

將平行四邊形拼成長方形。 

2. 透過操作和比較活動，連結平行四

邊形的底和高，與長方形的長和寬

之對應關係。

3. 藉由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推導出平

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並轉換運用

文字記錄公式。

4. 本設計都在使用 1 平方公分的格子

輔助下進行，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

都會是在垂直的情況。而本教學接

續的教學活動應使學生退去平方公

分格子的輔助，找出平行四邊形的

底和高，來解決求面積的問題。建

議可先讓學生覺察底跟高必需垂直

的關係，以引發學習需求感，再進行

「找出與底邊垂直的高」的探討學

習。

四   教學策略

1. 每生各一份：平方公分板、學習單 1~

3( 詳見附件 )、平行四邊形 A 和 B 卡、

彩色筆、剪刀和膠水。

2. 參考教材：南一版數學。

五   教材與學具

三   學習目標

1. 藉由複習本單元的先備知識，能理

解面積的平面計算概念、正方形與

長方形的面積計算與公式。

2. 能透過圖卡的分割、重組活動，理

解平行四邊形和長方形的面積關係，

知道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的由來。

3. 能找出不同平行四邊形的高，並利

用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計算出面

積。

五年級

S-5-2 三角形與四邊形的面積：操作

活動與推理。利用切割重組，建立面

積公式，並能應用。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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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複習正方形與長方形的面積公式。

 

發展活動

【活動 2】

透過切割和重組的方式，將平行四邊形拼成長方形，並利用長方形的面積公

式，算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活動 3】

認識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及與長方形的長和寬之對應關係；並由長方形的

面積公式，推導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

綜合活動

【活動 4】

能應用公式計算平行四邊形面積。

1

2

3

教學主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與公式由來



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82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現在，我們要來複習之前學過的正方形與長

方形的面積概念和公式。計算長方形或正

方形的面積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使用平方公

分板，一種是使用直尺，我們先請使用平方

公分板的同學說一說或示範，你怎麼算出面

積？

教師布題 1-2

如果使用直尺，怎麼算出面積呢？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將「平方公分板」對齊正方形或長方形周

邊的邊長後，可以算出圖形所覆蓋的面積

是幾個 1平方公分 (cm²)。
2. 為了讓計算面積更有效率，可以先計算一

排有幾個 1 平方公分、再數有幾排，再用

乘法算出面積。因此正方形面積公式得出

邊長 × 邊長；長方形面積公式得出長 ×

寬來計算。

◎學生活動： 

1. 學生回答與示範如何使用平方公分板來測

量面積。

2. 教師需確認學生是否有對齊圖形的直角。

◎學生活動： 

1. 學生回答與示範如何使用直尺來量出正方

形的邊長和長方形的長與寬，並利用公式

計算出面積。

【活動 1】

複習正方形與長方形的面積公式。   ( 配合學習單 1)

一、準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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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3

那麼量出圖形的邊長或長、寬後，為什麼兩

邊的長度相乘，就會是圖形的面積呢？

◎學生活動： 

1. 學生回答並畫出圖形邊長與面積方格的意

義 (如左圖示 )。

2. 之前已教過的正方形和長方形邊長與面積

的關係 ： 圖形的兩邊長度，以 1 公分為單

位，畫出虛線格子來計算。

◎教師歸納：

1. 若以平方公分板測量面積，主要是計算圖

形裡有幾個 1 平方公分 (cm²) 合起來和

圖形的面積一樣大。

2. 若以直尺量出圖形的邊長或長、寬時，主

要是心裡要有平方公分板的圖像，知道邊

長或長、寬各代表一邊有幾個 1 平方公分

(cm²)、可以排出幾排，來計算出圖形裡

共有幾個 1 平方公分 (cm²)。可以藉由乘

法算式有效率的計算出來。

教學主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與公式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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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1

這邊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A，它的面積是多少

平方公分呢？

我們看到平行四邊形的圖形裡，有幾個不完

整的 1 平方公分 (cm²)，好像不容易計算出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發給每生一張「平行四邊形 A」卡片

後布題。

◎教師說明與引導：

1. 這張平行四邊形卡片上面畫有每格的面積

是 1平方公分的格子。

2.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算算看有幾個方格，

就可以知道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呢?

3. 但是在平行四邊形的圖形裡，有幾個不完

整的 1 平方公分 (cm²)，好像不容易計算

出它的面積?你想到什麼解決的方法嗎 ?

◎學生活動： 

1. 學生根據提問回答。學生可能會想到可以

把某兩塊合成一個完整的 1 平方公分，之

後再去計算出面積。

【活動 2】

透過切割和重組的方式，將平行四邊形拼成長方形，並利用長方形的面積公式，算出平行四邊

形的面積。

二、發展活動

平行四邊形 A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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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2

如果把平行四邊形透過切割、拼湊，變成長

方形，就可以比較好計算平行四邊形的面

積，那麼如何切割和拚湊呢？如果『只能剪

一條線段』，你會怎麼做呢？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教師引導大家討論，並確認是哪一條線段，

再畫上紅線後，才能剪下去。

◎學生活動： 

1. 學生用紅筆畫出想剪的線段，並剪下來。

2. 小組討論或發表 : 剪下來的面積怎麼拼

湊成長方形?彼此回饋成員的方法是否可

行，以及是否要修正答案。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巡視學生實作情形與回饋 : 學生剪下

線段後，驗證是否能拼湊出自己想像的長

方形。

2. 教師分別展示各個學生的作品，討論是否

成功拼湊成長方形，或如何修正才拼湊成

長方形。

3. 經上述討論後，教師發下學習單 2，請學

生貼上自己的作品。

4. 從學習單 2 裡，我們練習將平行四邊形切

割組合成長方形，可以知道平行四邊形的

面積和長方形的面積一樣，因此只要算出

長方形的面積 ( 長╳寬 )，也就可以知道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了。

教學主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與公式由來

學習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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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3

現在這邊有另一個平行四邊形 B，請你透過

切割、重組變成長方形，來計算出面積。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發給每生一個「平行四邊形 B」卡片

後布題。

2. 教師引導大家討論，並確認是哪一條線

段，再畫上紅線後，才能剪下去。

◎學生活動： 

1. 學生在平行四邊形 B 上用紅筆畫出要剪的

線段，經老師確認後再剪下，並拼出長方

形，貼在學習單 2上。

2. 學生能說出長方形的面積等於平行四邊形

的面積，並能利用長方形的長和寬計算出

面積。

教學主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與公式由來

學習單 2

平行四邊形 B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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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1

剛剛我們把平行四邊形藉由切割、重組變成

長方形後，每個 1 平方公分都是完整的，所

以就比較好算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而且只

要用切割重組後的長方形面積的公式，就可

以很快算出平行四邊形面積。那麼我們來看

看(學單3)這個平行四邊形，面積是多少呢？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前面我們練習將平行四邊形切割組合成長

方形，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和長方形的面積

一樣，並且知道只要運用長方形的長和寬，

算出長方形的面積，就可以算出平行四邊

形的面積。

2. 教師發下每生一張學習單 3

3. 請學生試著算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學生活動： 

1. 學生計算、發表解題方法與答案，

   得出 5×4=20 cm²。

◎教師歸納

1. 計算平行四邊形面積最快的方式，是把它

想成已經切割組合成長方形，然後去算長

乘寬即可知道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活動 3】

認識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及與長方形的長和寬之對應關係；並由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推導出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

二、發展活動

教學主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與公式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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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2

請觀察這個平行四邊形和把它切割重組後的

長方形，從他們的對照關係圖中，你發現了

什麼呢？

◎學生活動：

學生小組討論與發現：

1. 長方形的長 ( 綠邊 ) 與平行四邊形的綠邊

一樣長；

2. 長方形的寬 ( 紅邊 ) 與平行四邊形的紅邊

也一樣長。

◎教師歸納：

1. 將平行四邊形切割、重組後變成長方形，

可以發現兩個圖形裡的紅邊和綠邊各

都是垂直的關係。在長方形裡我們稱為

『長』的綠邊，在平行四邊形裡我們稱

為『底』；在長方形裡我們稱為『寬』的

紅邊，在平行四邊形裡我們稱為『高』。

2. 而且在長方形裡的『長』和『寬』會互相

垂直，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也

一樣互相垂直。

3. 當平行四邊形切割重組成為長方形後，兩

個面積是一樣的，而長方形面積公式是

長 × 寬，所以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是底

× 高。

學習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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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4-1

 1 格的邊長是 l 公分，下圖平行四邊形

ABCD 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

教師布題 4-2

1 格的邊長是 l 公分，下圖平行四邊形 ABCD

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挑選習作題目作為練習題或是派為回

家作業。

2. 教師引導學生能透過切割重組的想法，說

出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與長方形長和寬

的關係。例如底 CD 是切割重組後長方形

的長，高 AE 是切割重組後長方形的寬。

3. 在圖上用不同顏色的線條標示出底和高。

(如左圖 )

4. 利用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算出面積。例如

長方形面積=長 × 寬，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底 × 高，可以利用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

式「底 × 高」，算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是 4×3=12 平方公分。

◎學生活動： 

1. 學生先找出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

2. 再利用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算出 4-1 題

的面積。

◎學生活動：

1. 學生先找出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

2. 再利用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算出 4-2 題

的面積。

【活動 4】

能應用公式計算平行四邊形面積。

三、綜合活動

教學主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與公式由來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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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單 2-1。第一節回家作業。 

回回家家作作業業：：請請用用平平方方公公分分板板或或直直尺尺，，求求出出下下

列列長長方方形形、、正正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正正方方形形 

 

 
  
正正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邊邊長長××邊邊長長  
＝＝((      ))××((      ))  
＝＝((      )) cm² 

正正方方形形  

  

  
  
正正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邊邊長長××邊邊長長  
＝＝((      ))××((      ))  
＝＝((      )) cm² 
 
 

長長方方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  ××寬寬  
＝＝((      ))××((      ))  
＝＝((      )) cm² 

長長方方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  ××寬寬  
＝＝((      ))××((      ))  
＝＝((      )) cm² 
 
 

  

學習單 1

可當成本節前的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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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單 2-2。註：學生先拿實體兩張卡片，透過切割、重組將平行四邊形變成長方形後，再拿學習單填寫 

下下面面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的的卡卡片片，，面面積積是是多多少少平平
方方公公分分呢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cm²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中中，，有有不不完完整整的的 11平平方方公公分分，，那那
麼麼如如何何把把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透透過過剪剪、、拚拚變變成成像像長長方方
形形一一樣樣，，都都是是完完整整的的 11平平方方公公分分比比較較好好計計算算
面面積積呢呢？？如如果果『『只只能能剪剪一一條條線線段段』』((剪剪下下去去之之
前前先先畫畫紅紅線線討討論論))，，你你會會怎怎麼麼做做？？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有有((    ))個個平平方方公公分分((cm²) 
  
  

  

貼貼上上你你的的作作品品 

面積單位： 

    ==  11平平方方公公分分((cm²))  

學習單 2

註：學生先拿實體兩張卡片，透過切割、重組將平行四邊形變成長方形後，再

拿學習單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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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剪、貼後 

剪、貼後 

剪、貼後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剪、貼後 

剪、貼後 

剪、貼後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發發展展活活動動之之活活動動一一：：學學生生練練習習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切切割割重重組組成成長長方方形形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貼貼        

                        上上        

                        作作        

                        品品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    )) cm²                  ＝＝((        )) cm² 

剪、貼後 

剪、貼後 

剪、貼後 

註：為節省紙張，本頁有 3 份相同的學習單

活動一：學生練習平行四邊形切割重組成長方形

活動一：學生練習平行四邊形切割重組成長方形

活動一：學生練習平行四邊形切割重組成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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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單 2-3。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是是多多少少個個平平方方公公分分？？  
  
  
  
  

  

  

  

  
            ((        ))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        ))  ╳╳  ((          )) =(    )cm²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極極其其切切割割後後的的長長方方形形的的公公式式關關係係  
  
  
  
  

  

  

  

  

     ( 底 )         ( 長 )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面面積積      長長方方形形面面積積  
＝＝((底底))  ××((高高))                ＝＝((長長))  ××((寬寬))  
＝＝((    ))  ××((    ))                ＝＝((    ))  ××((    ))  
＝＝((        )) cm²                ＝＝((        )) cm²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長長方方形形 

((    

寬寬    ))   
((        )) 

            

            

            

            

 

平平行行四四邊邊形形 

((  

高    ))   

學習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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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高年級

速率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林蘭菁、謝佩芬

              李慧玲、曾詠微

教案編修  林蘭菁、曾詠微、黃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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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速率

1. 運用生活實例、動物賽跑短片、動

物奔跑時速圖和競走體驗活動等

情境和圖表，讓學生進行比較，瞭解

「距離一定，花的時間越少，跑得越

快」、「時間一定，移動的距離越長，

跑得越快」和「平均單位時間內移

動的距離稱為速率」。 

2. 透過情境表徵轉換成線段圖來解

題。

四   教學策略

1.事先下載「動物賽跑影片」，影片來源：   

   https://youtu.be/Wg5F6bTXDx0

2. 參考教材：南一版、康軒版、翰林版

五   教材與學具三   學習目標

1. 能理解速率的意義及其直接、間接

比較。

2. 能理解速率的普遍單位，並應用在

生活中。

3. 能理解速率導出單位的記法，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4. 能理解速率相關的數量關係，列出

恰當的算式。

六年級

◆ N-6-7解題：速度。比和比值的應用。

速度的意義。能做單位換算(大單

位到小單位)。含不同時間區段的

平均速度。含「距離=速度×時間」

公式。用比例思考協助解題。

◆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前

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式之

活動出發，做觀察、推理、說明。

◆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與函

數的前置經驗。將具體情境或模式

中的數量關係，學習以文字或符號

列出數量關係的關係式。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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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透過生活經驗如 100 公尺賽跑成績，讓學生瞭解在固定距離下，花的時間最

少，跑得最快。

【活動 2】

透過動物賽跑影片，讓學生瞭解在固定時間下，移動的距離最長，跑得最快。 

發展活動

【活動 3】

透過實際體驗競走活動，鞏固速率的基本概念：「在固定距離下，花的時間

最少，跑得最快；在固定時間下，移動的距離最長，跑得最快。」

【活動 4】

透過情境題，理解當時間和距離都不一樣時，無法直接看出誰跑得快，需分

別算出平均 1 秒移動的距離來進行比較，以引出計算速率的需求感；並提供

線段圖的表徵，來表示 1 秒移動的距離。

【活動 5】

透過情境題，確認「速率」的意義，及時速、分速、秒速的單位說法和記法。

綜合活動

【活動 6】

透過情境題，能自行使用線段圖列出正確算式，並求出平均每單位時間所移

動的距離，來比較誰跑得快。

1

2

3

教學主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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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下表是三名參加 100 公尺賽跑選手的成績，

說說看，誰跑的最快？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以田徑對抗賽的成績，來引導學生討

論以下問題：

(1) 秒數差距很小，要如何比較「誰的時間

比較多 ?誰的時間比較少 ? 」

(2) 同樣跑 100 公尺的距離，花的時間最少

的，是跑得最快 ?還是最慢呢 ?

2. 教師請學生排出三位選手的名次，並鼓勵

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

◎學生活動： 

1. 學生依前三名選手跑一百公尺所花的時間

進行比較，並發表結果。

2. 學生能說出：

   第一名是 14 秒 06

   第二名是 14 秒 13

   第三名是 14 秒 29

【活動 1】

透過生活經驗如 100 公尺賽跑成績，讓學生瞭解在固定距離下，花的時間最少，跑得最快。

一、準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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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2】

透過動物賽跑影片，讓學生瞭解在固定時間下，移動的距離最長，跑得最快。

一、準備活動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1

請觀賞這個動物們參加 60 公尺賽跑比賽的

影片，並請猜猜看，影片中哪種動物的速

度最快？

教師布題 2-2

請仔細觀賞影片並回答問題，請注意從裁判

鳴槍開始，到老師按下暫停的時間點，每

隻動物跑的時間都一樣，你如何從定格畫面

中，判斷出哪種動物跑的比較快？ ( 或是速

度比較快？ ) 為什麼？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播放動物賽跑影片。

2. 教師將影片定格在終點，並提問：

(1) 每隻動物跑的距離都一樣是 60 公尺，哪

種動物的速度最快 ? 

(2) 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

3.教師引導學生可從「誰先達到終點」和「所

花的時間長短」來判斷。

  

◎學生活動： 

1. 學生小組討論依影片中動物比賽結果討論

下列問題並發表：

(1) 誰最先到達終點 ? ( 鹿 )

(2) 誰花的時間最少 ? ( 鹿 )

2. 能說出鹿最先到達終點，是因為鹿花的時

間最少。

◎教師歸納：

根據田徑對抗賽與動物運動會比賽結果，我

們可以歸納如下：

在固定距離下，誰先到達終點，花的時間最

少，就跑得最快。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播放動物賽跑影片一段時間後，再將

影片定格在某一時間，接著重述 PPT 的題

目，並引導學生回答。

2. 教師引導學生可從「時間相同，跑的距離

比較長，速度比較快」的概念來判斷。

◎學生活動：（小組討論）

1. 學生依影片中動物比賽結果，小組討論並

發表。

2. 能說出鹿跑的比較遠，距離最長。

教學主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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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3

以下是參加世界動物馬拉松大賽的選手，比

賽時間是 1 小時，猜猜看，由遠到近排出前

3名？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呈現左圖的 PPT 時，學生可能出現以直覺

經驗來判斷速率，而未考量到距離和時間

的因素，如：前 3 名是：非洲獵豹→美國

羚羊→非洲獵犬。

2. 教師接著展示「動物每小時奔跑距離比較

圖」並說明：圖上的動物分別為人類、非

洲獅子、澳洲袋鼠、非洲獵犬、歐洲野兔、

非洲駝鳥、美國羚羊和非洲獵豹，這裡標

示著他們每小時奔跑的距離，請按照他們

奔跑速度的快慢進行排名。

3. 教師引導學生可從「時間相同，跑的距離

比較長，速度比較快」的概念來判斷，並

排出前三名：澳洲獵豹→美國羚羊→非洲

駝鳥。

◎學生活動：

1. 學生先試著猜猜看由遠到近的前 3 名動

物，並發表自己的想法和理由。

2. 學生根據動物時速圖，來比較動物在固定

時間下，所奔跑的距離長短來進行排名，

並發表結果。

3. 能比較動物奔跑的距離並找出速度最快的

前三名：1.非洲獵豹、2.美國羚羊、3.非

洲駝鳥

◎教師歸納：

1. 根據動物運動會與動物奔跑時速圖結果，

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在固定時間下，誰跑的距離最長，就跑得

最快。

2. 從這幾個活動中，我們學到：

(1) 固定距離下，誰先到達終點，花的時間

最少，就是跑得最快。

(2) 固定時間下，誰跑得距離最長，就是跑

得最快。

圖片來源

http://www.fivedream.com/page1.aspx?no=2

21252&step=1&newsno=2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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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3】

透過實際體驗競走活動，鞏固速率的基本概念：「固定距離下，花的時間最少，跑得最快；在

固定時間下，移動的距離最長，跑得最快。」

二、發展活動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3-1

我們來進行走廊競走比賽，看看誰的速度最

快？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透過 PPT 說明兩種比賽方式：

(1) 距離固定：20 公尺

姓名 A 生 B 生

時間
( 秒 )

名次

(2) 時間固定：5秒

姓名 A 生 B 生

距離
( 公尺 )

名次

2.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兩種方式的競走比賽，

並在表格中做紀錄。

3. 教師根據比賽結果提問：

(1)在固定距離20公尺下，誰走的速度最快?

為什麼 ?

   學生可能迷思：在固定距離下，學生還是

說出花費時間較多者，速率則較快。教師

可再讓學生實際操作如從賽跑中體會花的

時間較少，速率就較快，或舉例生活情境

助其理解。

(2) 在固定時間 5 秒下，誰走的速度最快 ?

為什麼 ?

教學主題－速率

競走比賽紀錄表(距離：20 公尺)

競走比賽紀錄表(時間：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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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學生活動： 

1. 學生分成二組完成兩種競走比賽方式，並

將比賽結果記錄在表格中，再共同討論問

題及發表結果。

(1) 在固定距離 20 公尺下，某生花的時間比

較短，所以速度比較快。

(2) 在固定時間 5 秒下，某生走的距離比較

長，所以速度比較快。

◎教師歸納：

根據競走體驗活動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1. 在固定的距離下，花的時間最少，就跑得

最快。

2. 在固定的時間下，跑的距離最長，就跑得

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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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4】

透過情境題，理解當時間和距離都不一樣時，無法直接看出誰跑得快，需分別算出平均 1 秒移

動的距離來進行比較，以引出計算速率的需求感；並提供線段圖的表徵，來表示 1 秒移動的距

離。

二、發展活動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4-1

下表是信安和志傑的賽跑紀錄，誰跑得比較

快呢？為什麼？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播放 PPT 的題目

2.教師說明：信安跑了50公尺花了10秒鐘，

志傑跑了 45 公尺花了 9 秒鐘，誰跑得比

較快呢 ?說說看你的想法 ?

3. 教師請學生自由發表，學生可能迷思：判

斷速率時，只考慮距離或時間其中之一的

變項。

4. 教師給予視覺提示，將信安和志傑賽跑的

距離及時間分別匡出。

◎學生活動：

1. 學生根據提問內容個別發表。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提示：當時間和距離都不一樣，沒有

辦法直接比較，可以從下面 2 種方法來思

考，並引導學生覺察找出誰跑得最快：

(1) 把時間變一樣，都變成 90 秒；那麼，

信安跑的距離，就會是 50 公尺 ×9=450

公尺；志傑跑的距離，就會是 45 公尺

×10=450 公尺。兩個比較，發現當跑的

時間一樣時，兩人跑的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兩個人跑得一樣快。

(2) 把距離變一樣，都變成 450 公尺；那麼，

信安跑的時間，就會是 10秒×9=90 秒；

志傑跑的時間，就會是9秒×10=90秒。

發現當跑的距離一樣時，兩人所用的時

間是一樣的，所以兩個人跑得一樣快。

教學主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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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學生活動： 

1. 學生根據提問內容個別發表解決方法。

2.學生可能迷思：無法理解平均速率的概念。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提示：當時間和距離都不一樣，無法

直接進行比較，可以分別算出兩人平均 1

秒跑幾公尺後，再進行比較。

2. 教師引導學生使用線段圖算出平均速率：

(1) 信安 10 秒鐘跑 50 公尺，把 50 公尺分成

10 等分，算出 1秒跑多少公尺

算式：50 ÷10 = 5 

答：信安平均 1秒跑 5公尺

(2) 志傑 9秒鐘跑 45 公尺，把 45 公尺分成 9

等分，算出 1秒跑多少公尺

算式：45 ÷ 9 = 5 

答：志傑平均 1秒跑 5公尺

(3) 兩人平均 1 秒跑的距離都是 5 公尺，所

以兩個人跑得一樣快。

3. 教師提問：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表示「平均

1秒跑 5公尺」嗎?

(1) 說法：「秒速 5公尺」

(2) 記法：「速率是 5公尺 /秒鐘」

◎學生活動： 

1. 能使用線段圖算出信安和志傑平均 1 秒跑

的距離都是 5公尺。

2. 能說出平均 1 秒信安和志傑跑的距離都是

5公尺，所以兩個人跑得一樣快。

3. 能說出「平均 1 秒跑 5 公尺」的秒速說法

和記法。

教師布題 4-2

除了上面的方法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

以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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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5】

透過情境題，確認「速率」的意義，及時速、分速、秒速的單位說法和記法。

二、發展活動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5-1

1. 爸爸開車 3 小時，走了 180 公里，車子平均

1小時行駛幾公里?

2. 小玉老師跑 800 公尺花了 4 分鐘，平均 1

分鐘跑幾公尺?

◎學生活動：

1. 教師發下題目和含有線段圖的學習單給每

位學生。

2. 學生分別以線段圖，算出車子及小玉老師

平均每單位時間移動的距離。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策略：透過解題活動，幫助學生認識

時速：每小時移動的距離

分速：每分鐘移動的距離

2. 解題說明：

(1) 車子：

180 ÷ 3 = 60

答：車子平均 1 小時行駛 60 公里，我們還可

以說成時速60公里，或記成60公里 /小時。

教學主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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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2) 小玉老師：

800 ÷ 4 = 200

答：小玉老師平均 1 分鐘跑 200 公尺，我們

還可以說成分速 200 公尺，或記成 200 公尺

/分鐘。

◎教師歸納：

1. 說明速率的定義：

(1) 在數學或生活上習慣算出「平均每單位

時間所走的距離」稱為平均速率，簡稱

速率。

(2) 而「每單位時間」包含每 1 秒、每 1 分

鐘及每 1小時。

(3) 平均 1秒鐘所走的距離，可以稱為秒速；

平均1分鐘所走的距離，可以稱為分速；

平均1小時所走的距離，可以稱為時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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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6】

透過情境題，能自行使用線段圖列出正確算式，並求出平均每單位時間所移動的距離，來比較

誰跑得快。

三、綜合活動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6-1

下表是三隻烏龜的賽跑紀錄。請問誰跑得最

快 ?為什麼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播放 PPT 呈現情境題。

2. 教師提問：誰跑得最快?為什麼?

◎學生活動： 

1. 學生根據提問內容個別發表解題的方法和

理由。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引導學生使用線段圖，分別算出三隻

烏龜平均 1 分鐘所移動的距離，請學生個

別發表解題過程，指導學生修正錯誤。

(1) 小白：

80 ÷ 4 = 20

答：小白平均1分鐘跑20公尺，分速20公尺，

可記成 20 公尺 /分鐘。

(2) 小綠：

60 ÷ 6 = 10

答：小綠平均1分鐘跑10公尺，分速10公尺，

可記成 10 公尺 /分鐘。

(3) 小黑：

90 ÷ 3 = 30

答：小黑平均1分鐘跑30公尺，分速30公尺，

可記成 30 公尺 /分鐘。

教學主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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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學生活動： 

1. 能以線段圖算出小白平均 1 分鐘跑 20 公

尺；小綠平均 1 分鐘跑 10 公尺；小黑平

均 1分鐘跑 30 公尺。

2. 學生統整答案並能表達出：

● 小白平均1分鐘跑20公尺，分速20公尺。

● 小綠平均1分鐘跑10公尺，分速10公尺。

● 小黑平均1分鐘跑30公尺，分速30公尺。

● 同樣 1 分鐘的時間裡，小黑跑的距離最

遠，所以小黑跑得最快，速率也最快。

◎教師歸納：

1. 當時間和距離都不一樣，沒有辦法直接比

較，可以分別算出平均 1 分鐘跑幾公尺後

再進行比較。

2. 複習：速率就是「平均每單位時間所走的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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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6-2

老師要去金門玩，從高雄搭金門快輪大約要

花 8 個小時，金門距離高雄大約 296 公里，

請問金門快輪平均 1小時行駛幾公里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播放 PPT 的題目。

2. 教師可提示學生畫出線段圖來解題，將

296 公里平分成 8 等分，算出平均 1 小時

走多少公里。

◎學生活動： 

學生使用線段圖算出金門快輪平均 1 小時所

走的距離，再個別發表解題過程：

296 ÷ 8 = 37

答：金門快輪平均 1小時行駛 37 公里，

時速 37 公里，可記成 37 公里 /小時。

◎教師歸納：

速率就是「平均每單位時間所移動的距離」，

也就是「平均每 1 小時、每 1 分鐘或是每 1

秒所移動的距離」。

教學主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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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特教數學教學
適用年級 高年級

雞兔同籠問題
的錢幣活動

教學主題  

共備設計  王聖皓、宋玉釧

              王雅芳、林純安

教案編修  王聖皓、黃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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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雞兔同籠問題的錢幣活動

1. 透過具體錢幣的操作和運用「錢幣

個數方格卡」限制錢幣個數來解

題。

2. 將具體操作結果轉換成表格記錄。

3. 從觀察表格的紀錄，找出解題 ( 錢

幣 )問題的規律性。

4. 利用列表方式來解題。

四   教學策略

1.5 元和 10 元的錢幣各 20 個、自製

學具「錢幣個數方格卡」(5 格、6

格 )( 視學生學習情況提供 )

2. 錢幣圖檔來源：中央造幣廠網址：

https://www.cmc.gov.tw/Product/

List/PST01D01

五   教材與學具三   學習目標

1. 能透過具體操作方式解出錢幣問

題。

2. 能夠運用列表方式找出解題的錢幣

問題的規律性。

3. 能夠運用列表方式進行雞兔同籠問

題的解題。

六年級

R-6-4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係，列

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N-6-9）。

可包含：

(1)較複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式)。

(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加法原

理或其混合。

(3)較複雜之情境：如雞兔問題、年齡

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連結

R-6-2、R-6-3。

一   適用年級

二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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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活動 1】

限定錢幣合起來的總金額 ( 固定 )，透過實際操作 5 元和 10 元錢幣，找出不

同的錢幣組合，教師將操作結果記錄在表格上，並藉由教師引導能覺察：當

總金額固定時，5 元和 10 元錢幣個數的多寡和總錢幣個數的關係。

發展活動

【活動 2】

透過「錢幣個數方格卡」，限定 5 元和 10 元合起來錢幣的個數 ( 固定 )，透

過實際操作，找出不同的錢幣組合方式，並學習運用表格有系統 ( 有順序 ) 的

將結果紀錄下來的策略，並藉由教師引導能覺察：當錢幣的數量固定，並能

察覺 5 元和 10 元之間更換時，跟總金額變化的關係。

【活動 3】

透過總金額的變換，實際操作找出 5 元和 10 元的組合方式，並運用表格紀錄

結果，再藉由教師引導能覺察： 5 元和 10 元之間更換時，跟總金額變化的關

係，及學習利用「錢幣個數方格卡」解題的方法。

綜合活動

【活動 4】

脫離錢幣和「錢幣個數方格卡」的具體操作，而以列表或畫圖的方式來解題。

註：但如果學生尚需要「錢幣個數方格卡」或是具體操作的輔助，老師仍可

以提供學具來幫助學生學習。

1

2

3

教學主題－雞兔同籠問題的錢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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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1-1

請利用 5 元和 10 元錢幣，找出 45 元的各種

組合方式。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發下每組五個 10 元、九個 5 元硬幣，

說明此題目的限定是：合起來的總金額都

是 45 元，請學生利用 5 元、10 元找出 45

元的各種組合方式。

2. 學生可能只會拿出四個 10 元、一個 5 元。

教師需引導還有沒有其他的組合方式。

3. 學生可能找到的組合舉例﹕

4. 教師引導學生將操作結果記錄在表格上。

5. 待大家都完成表格紀錄並發表後，教師提

問：請仔細觀察錢幣組合的紀錄表格，你

發現了什麼?

◎學生活動： 

1. 學生兩人一組利用具體操作的方式解題，

並將每一次操作的結果紀錄在表格上。

2. 發表找到的硬幣組合。

3. 能說出自己的發現。

◎教師歸納：

(1)5 元比較多時，錢幣的個數合起來比較多。

(2)10 元比較多時，錢幣的個數合起來比較少。

【活動 1】

限定錢幣合起來的總金額 ( 固定 )，透過實際操作 5 元和 10 元錢幣，找出不同的錢幣組合，教

師將操作結果記錄在表格上，並藉由教師引導能覺察：當總金額固定時，5 元和 10 元錢幣個

數的多寡和總錢幣個數的關係。

一、準備活動

10 元的數量
( 個 )

5 元的數量
( 個 )

總金額
( 元 )

45 45 45 45 45
10元的數量(個) 4 3 2 1 0

5 元的數量 ( 個 ) 1 3 5 7 9

總金額 ( 元 ) 45 45 45 45 45

10 元的數量
( 個 )

4 3 2 1 0

5 元的數量
( 個 )

1 3 5 7 9

總金額
( 元 )

45 45 45 45 45

5 元比較多時，
錢幣的個數合起
來比較多。

10 元比較多時，
錢幣的個數合起
來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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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教師布題 2-1

小文有 5 元和 10 元的錢幣共有 5 個，合起

來有 40 元，請問 5 元和 10 元的錢幣各有幾

個呢？想想看，你們會怎麼做呢？ 

「錢幣個數方格卡」(5 格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發下每組一張學具「錢幣個數方格

卡」(5格 )(如下圖，以下簡稱方格卡 )、

五個 10 元、五個 5 元硬幣，說明題目中

限定硬幣數量 5 個，所以每一格都要有一

個硬幣。

( 學具「錢幣個數方格卡」(5 格 )：用以讓學

生理解題目限制錢幣數量。)

2. 教師提問：如果總金額合起來規定只能是

40 元，你會怎麼做呢?

3. 教師引導：你可以多試幾種不同錢幣的擺

法，並把你每次操作錢幣的結果記錄在表

格裡。

4. 如果學生是隨機擺放 5 個錢幣去紀錄結果

時，教師宜引導學生學習有系統、有順序

的操作錢幣和紀錄。

5. 從放 5 個 10 元開始，之後每次減去 1 個

10 元，換成 1 個 5 元，並算出總金額，

記錄在表格中，依此類推。

6. 教師實際操作一次，並示範如何記錄在表

格。

7.教師提問：符合題目要求的是哪些組合呢?

並請學生發表，把答案圈起來。

◎學生活動： 

1. 學生兩人一組利用具體操作的方式解題，

並將每一次操作的結果紀錄在表格上。

2. 發表自己的解題方法和找到的硬幣組合。

3. 學生在記錄表格時，可能會將硬幣的個數

記錄成幾個硬幣合起來的錢數。

【活動 2】

透過「錢幣個數方格卡」，限定 5 元和 10 元合起來錢幣的個數 ( 固定 )，透過實際操作，找出

不同的錢幣組合方式，並學習運用表格有系統 ( 有順序 ) 的將結果紀錄下來的策略，並藉由教

師引導能覺察：當錢幣的數量固定，並能察覺 5元和 10元之間更換時，跟總金額變化的關係。

二、發展活動

10 元的數 ( 個 )

5元的數量 (個 )

總金額 ( 元 )

10 元的數
( 個 )

5 4 3 2 1 0

5 元的數量
( 個 )

0 1 2 3 4 5

總金額
( 元 )

50 45 40 35 30 25

10 元的數
( 個 )

5 4 3 2 1 0

5 元的數量
( 個 )

0 1 2 3 4 5

總金額
( 元 )

50 45 40 35 30 25

教學主題－雞兔同籠問題的錢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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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3-1

小文有 5 元和 10 元錢幣共 5 個，合起來有

35 元，5元和 10 元的錢幣各有幾個 ?

「錢幣個數方格卡」(5 格 )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提問：如果總金額改成 35 元，你會怎

麼做呢 ?把你的做法紀錄在表格中。

2. 引導學生可以利用具體操作「方格卡」(5

格 ) 和錢幣並列表紀錄的方式解題；也可

以利用列表的方式解題。

3. 讓答對的學生分享自己的解題方式。

4. 對於能用上一題歸納的解題策略來解題的

能力較好的學生，可再準備其他題目給予

練習。

◎學生活動： 

1. 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來解題。

2. 發表找到符合題目要求的硬幣組合。

◎學生活動：

觀察所紀錄的表格，回答問題。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可依序引導：

觀察表格，當 10 元的個數減少時，5 元的個

數和總金額會有什麼改變呢?

(1) 把 1 個 10 元換成 1 個 5 元時，總金額會

變少。

(2) 當 10 元少 1 個時，5 元就會多 1 個，總

金額會少 5元。

(3) 把 1 個 5 元換成 1 個 10 元時，總金額會

多 5元。

2. 教師提問：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

【活動 3】

透過總金額的變換，實際操作找出 5 元和 10 元的組合方式，並運用表格紀錄結果，再藉由教

師引導能覺察： 5元和10元之間更換時，跟總金額變化的關係，及學習利用「錢幣個數方格卡」

解題的方法。

二、發展活動

10 元的數
( 個 )

5 4 3 2 1 0

5 元的數量
( 個 )

0 1 2 3 4 5

總金額
( 元 )

50 45 40 35 30 25

10 元的數
( 個 )

5 4 3 2 1 0

5 元的數量
( 個 )

0 1 2 3 4 5

總金額
( 元 )

50 45 40 35 30 25

教師布題 3-2

請仔細觀察錢幣組合的紀錄表格，你發現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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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0 5 5 合起來＝ 40

10 10 5 5 5 合起來＝ 35

教學情境設計或布置 教學筆記

◎學生活動：

1. 小組討論並發表討論結果：

(1) 因為一個 10 元可以換成兩個 5 元，或是

10 元是 5 元的兩倍，所以把 1 個 10 元

換成 1個 5元時，總金額會少 1個 5元。

(2) 如果把一個 5 元換成一個 10 元，總金額

就會多 5元。

◎教師歸納解題策略：

當 5元和 10 元的錢幣總個數被固定時，我們

可以怎麼解題呢?

1. 如果合起來的錢不夠時，可以把其中幾個

5元換成 10 元，讓總金額增加。

2. 但如果合起來的錢超過時，可以把其中幾

個 10 元換成 5元，讓總金額減少。

3. 我們也可以利用畫圖方式解題：

(1) 先畫出 5 個格子，假設有 3 個 10 元和 2

個 5元，並在格子內畫出來。

(2) 計算合起來的總金額是 40 元，超過 35

元。

(3) 把一個 10 元換成 5 元，變成 2 個 10 元

和 3個 5元，畫圖表示。

(4) 再計算合起來的總金額是 35 元，答案：2

個 10 元和 3個 5元。

【活動 3】

透過總金額的變換，實際操作找出 5 元和 10 元的組合方式，並運用表格紀錄結果，再藉由教

師引導能覺察： 5元和10元之間更換時，跟總金額變化的關係，及學習利用「錢幣個數方格卡」

解題的方法。

二、發展活動

因為「一個 10 元可以換成兩個 5元」

或是「10 元是 5元的兩倍」

當錢幣的個數固定時，

合起來的錢不夠時，可以把其中幾個5元換成10元。

合起來的錢超過時，可以把其中幾個10元換成5元。

一個 10 元換成一個 5

元，總錢數會少 5元

一個 5 元換成一個 10

元，總錢數會多 5元

( 可將上圖設計成重點提示的教具，並呈現

於黑板的兩側隨時提醒，亦可結合後續活動

的概念 )

以「畫圖方式」解題

教學主題－雞兔同籠問題的錢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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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布題 4-1

小文有 5 元和 10 元錢幣共 6 個，合起來有

55 元，5元和 10 元的錢幣各有幾個 ?

一、列表

◎教師參考提問或引導語言：

1. 教師提問：這題的錢幣合起來的個數是 6

個，如果沒有錢幣可操作，你會怎麼解這

題呢 ? 

2. 教師引導學生可以選擇列表或畫圖的方式

來解題。

3. 教師根據學生的選擇，優先示範第一次，

再請學生共同依序進行，協助建構圖像化

的能力。

(1) 學生若選擇列表，教師可引導其有系統

的列表 ( 如左圖 )，再列出算式計算出

總金額，並將結果紀錄在表格上。

 ①先假設全部有 6 個 10 元，0 個 5 元，合

起來有 60 元。

 ②學生再每次依序減少 1 個 10 元，增加 1

個 5 元，並列出算式算出總金額，完成

表格紀錄。

(2)學生若選擇畫圖，教師可引導其運用策略：

先各拿一半個數的 10 元和 5元錢幣。

 ①先假設全部有 3 個 10 元，3 個 5 元，合 

起來有 45 元。

 ②畫圖表示，並計算出總金額。

 ③判斷是超過或不足，再決定 10 元和 5 元

更換的方法。

4. 如果學生仍需要方格卡和實際操作錢幣來

解題，教師可提供上述學具。

◎學生活動： 

學生依據教師引導，逐步完成表格紀錄，或畫

圖，並找出正確答案。

【活動 4】

脫離錢幣和「錢幣個數方格卡」的具體操作，而以列表或畫圖的方式來解題。

三、綜合活動

10 元的數
( 個 )

6 5 4 3 2 1 0

5 元的數量
( 個 )

0 1 2 3 4 5 6

總金額
( 元 )

60

二、畫圖

策略：

先假設全部有 3 個 10 元，3 個 5 元，合起來有

45 元。

不足，把 1個 5元換成 10 元

又不足，再把 1個 5元換成 10 元

10 10 10 5 5 5 合起來＝ 45

10 10 10 10 5 5 合起來＝ 50

10 10 10 10 10 5 合起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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