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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數學」』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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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裕峯主任 張家綺組長

張昊辰老師

林徹輝老師

謝桂莒老師李青蓉老師

李桂玲組長 江珍宜組長

游依娜老師蕭玉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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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充數學遊戲與教具
2.修正指導策略與營運方式
3.辦理成果發表會

1.數學情境教室開幕營運
2.數學教室使用教育訓練
3.指導學生熟悉使用規則
4.推廣數學課室討論文化

1.蒐集優質數學遊戲(數位)
2.彙整數學遊戲、教具
對應教學單元與能力指標

3.建置數學情境教室

1.辦理數學遊戲、教具
推廣活動。

2.購置數學教具
3.規劃數學情境教室

持續營運與修正期(105年9月~)

營運與提升期(104年9月~105年7月)

建置與擴充期(103年9月~104年7月)

規劃與推廣期(102年9月~1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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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的翻轉

校園數學

步道

澄清迷思

概念
數學寫作 同儕回饋

數學溝通

能力

6

數學奠基

遊戲

玩中學

數學探究

教學影片
錄製

同儕回饋 自學能力



數學步道(數學尋寶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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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a/mail.rhps.tyc.edu.tw/math/shu-xue-sheng-huo-sheng-huo-shu-xue/xiao-men-kou/guan-ka-bian-hao-3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rhps.tyc.edu.tw/math/shu-xue-sheng-huo-sheng-huo-shu-xue/xiao-men-kou/guan-ka-bian-hao-3


發現生活中的數學

• 透過數學遊戲競賽，發展學生觀察力，進而瞭解
生活中的數學。

• 結合家長及教師的力量，培養學生如何學的能力
及樂於學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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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與溝通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數學寫作

• 數學日誌為學生在家完成，課中討論，課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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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寫作的重要性

• 「數學溝通活動是能夠促使學生真正參與數學學習的有效
方法之一」(Burns, 2004; Li & Huang 2008; Newton, 2008; Pugalee, 2004; Yang,2005)

• 數學寫作有機會讓學生藉由討論、閱讀、寫作與聆聽等溝
通方法，可以讓學生接受到更多的溝通利益而學到更完善
的數學概念(NCTM, 2000)。

• 數學寫作是聯絡不同表徵的寫作活動。

• 從闡述性寫作(expository writing)開始行動：數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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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數學寫作工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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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寫作與同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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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奠基遊戲

• 藉由有趣的數學活動，對學習數學準備不足之學生，奠
立其學習數學的意願與興趣。

• 實踐「遊戲中學」「做中學」「教中學」「合作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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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成了！
呀比！



V-PBL Cycle專題探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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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影音平台建置

• 提供學生上傳影片連結，並參考各出版社
單元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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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影音評論系統

• 利用影片評論系統及提示功能，

• 讓學生對自我學習成效進行評估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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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理念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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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寫作教學發現：低年級
• 中高成就學生：

– 學生剛開始總是無法用完整的敘述來表達自己解題的想法。透過老師引導，高成
就學生敘述想法時較完整，中等程度的學生也慢慢的能寫出一些關鍵字，老師從
中發現，因為題目的設計而產生了一些認知衝突，又在這些衝突中，產生了多元
的思考模式並對問題的解法有新的認識。

• 低成就的學生：
– 因為語文能力不佳，看到問題時都說寫不出來。我們透過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強化對題目的認知。

• 同儕互動：
– 老師請選不同選項的小朋友分別發表自己選擇的理由時，有學生

想要表達自己不贊同另一位小朋友的答案，但說到一半時，就停
住了，並說老師我可以改答案嗎？ 19



數學寫作教學觀察：中高年級

• 剛開始多數學生只做課本題目抄寫，未能統整學
習概念。

• 經過楷模學習、小組討論分享後，較能做歸納整
理，也慢慢學會如何掌握各單元的學習重點。

• 學生會捨棄課本用數學日誌考前複習，也表示會
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對學習內容進行統整。

• 都很喜歡數學寫作，因為有別於以往的功課，不
是只有算。 20



教師觀察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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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欲望
提升興趣、愛上「數學」

• 學生願意花更多時間在討

論數學上。

• 遇到難題不會像以前容易

放棄，總試著用自己的方

式解題，雖然仍常出錯，

但不放棄表示喜歡。

• 對於數學科普書籍的閱讀

率更高，班上有八成以上

的同學沒事就把數學科普

書籍拿出分享，互相討論

與解題。

學習過程
習慣改變、愛「上數學」

• 學生上課更主動，願意發

表自己的想法，但教師對

於課堂的討論要有更大的

包容能力。

• 不只是數學課，其他課程

內容學生也很願意深入探

討，而且比較其他班級，

實驗班級更有「發展策略

並執行」的能力。

學習方法
策略應用、效率、理解力

• 學生對於數學題目能夠從

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而

不只是要求100分就好，

他們現在要求自己要了解。

• 數學日誌成為學生評量考

前複習的必備工具，也是

學生平日課後討論話題與

休閒項目。有些學生不只

是內容豐富，還力求版面

漂亮。

學習信念
能力增加、建議與看法

• 家長認同獲得數學高分之

前，理解數學更重要，對

於學校數學教育也給予讚

揚

• 學生理解、邏輯、閱讀、

發表能力皆有提升，自主

學習能力極高。



數學寫作教學反思：低年級

• 數學寫作工作單是課程範圍內的，活動進行時是
在小朋友還未上這個單元之前，就先讓他們思考
相關題目，不論小朋友是否能立刻寫出對問題解
法的完整敘述，因為學生已先思考過題目，對相
關概念已有印象，所以，當課堂上老師開始講解
題目時，學生都可以很快的跟上老師的腳步，不
用再做很多的講解，也減少了解題時的錯誤，對
教學相當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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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饋

• 家長表示他對孩子的數學解題過程，不再只是看
答案對不對，有時會問問孩子這樣算的原因是什
麼，對孩子在說解題過程時會較有耐心的聽聽看
孩子的想法，家長覺得數學不是只有答案對就好

• 以前做題目就是拿數字來運算，怎麼教她都不願
意，遇到比較難的題目，很難教懂她。現在她不
用上安親班，自己就可以完成所有習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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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迷思與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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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與心得分享

數學寫作練習數學繪本教學分享

小組重點摘要分享

小組分享與回饋

數學迷思概念討論

數學溝通能力訓練

探討數學學習的樣貌



數學奠基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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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平面變立體

六年級畫出立體圖四年級五連方塊

李勝義老師教學示範

工作坊大合照

三年級圓形分數板

二年級六形七色板創作

ㄧ年級數棒應用



親師共學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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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繪本教學應用

數學活動師分享教學數學玩具推廣討論

家長參與教學研討

數學三點全錄社團

團討對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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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落實基礎數學教育模式：

– 錄製教學影片

– 同儕回應與評論

– 數學寫作：品讀數學親子活動

二、教學特色

– 深化與內化數學概念

– 自我評估與批判

– 親師生合作
30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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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擬數學學習與發展核心，逐步推動全校數學課程。

2. 成立家長共備共學工作坊，翻轉數學教育從家長做起。

3. 成立數學小老師志工隊，落實拔尖扶弱願景目標。

4. 7/1、7/4開辦好好玩數學營隊

5. 7/4~7/6辦理線上數學寫作教學實務工作坊

6. 建置數學數位資源圖書館：教學影片、文本寫作作品、教

學媒材、教學活動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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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數學」、愛「上數學」

改良課程與教學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建立學習習慣

辨思力、合作力、表達力、創造力、自學力、問題解決

繪本、MagicBoard、遊戲、玩具、平板、社群平台

數學闖關、數學寫作、影片錄製、IRS、各階段能力檢測



1.親師說繪
2.魔數小子
3.數概玩具
4.親子共讀
5.創意闖關

玩數高手 數繪高手 演算高手 推理高手 應數高手 E數高手

1.親師說繪
2.魔數小子
3.數概玩具
4.認知寫作
5.創意闖關

1.APP初體驗
2.KenKen數獨
3.神奇24點
4.數學寫作
5.四則運算
檢測

6.數學鐵人
三項

1.科普達人
2.數學PK賽
3.數繪創作
4.數學寫作
5.數學鐵人
三項

6.APP探究與
推理

1.生活數學
大解析

2.數學之美
3.數學寫作
4.數學步道
闖關

5.Hour of Code hour
探究與推理

1.數學遊戲
大變身

2.E數小老師
3.數學專題大
進擊

4.遊戲設計
(scratch)

喜歡
數學

學習
數學

精進
數學

理解
數學

發表
數學

創作
數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