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數學上的「比」探討兩數量間的對等關係，為使學生瞭解比與比值的意義，活動由觀察四個果凍成品的差
異揭開序幕，引導學生思考水、果凍粉的量與果凍口感的關係，接著加入比較與再製的情境引出使用比值與相
等的比的需求，緊密連結比、比值、相等的比三者間的連結。而後延伸至自然領域，探討竿長與影長的關係，
應用比與比值的概念，推測出旗竿等不易實測的物品高度，並反思數學歷史故事中泰利斯使用的策略，提出新
的建議。 
   本活動由解決問題與需求出發，在單一情境中建立比、比值與相等的比的意義，並著重三者間的概念連結，
待學習穩固再擴充至其他情境。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呈現多元思考，並了解比與比值的使用時機。教學時，適當
的提問能有效引導學生思考的方向，因此，經過試教與反覆修正，在教師手冊中詳列學生可能出現的解題策略
及教師可提出之關鍵性問話，供教學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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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歷程與結果 
一、比與比值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活動的設計困難重重，首先，要尋找適合學生
學習同時培養數學素養的真實情境不易，在真實情境的
複雜性，及學生學習起點間的權衡取捨的確耗費許多心
力。進入教學後，學生提出多元觀點與詮釋，教學者如
何接應及統整又是另一項考驗，經過反覆討論與實驗，
團隊夥伴根據學習反應修正教學，並於教師手冊中提出
各項教學建議及提問設計。 

 

 

二、比與比值教學結果與發現 

1. 在探索討論的活動中，學生能連結新、舊經驗解決問
題，並出現多元解題策略。 

2. 適當的情境能讓學生的學習意義化。 

3. 適當難度的教學設計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與挑戰欲望。 

4. 學生能靈活運用相等的比與比值進行比較與複製活動。 

5. 學生能透過觀察發現竿影的連續性，並提出具體策略
進行竿長的推測。 

 

結論與建議 

  本教學設計以培養學生觀察、推論及溝通能力，並在
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問題為設計主軸，活動設
計仍有待改善之處，唯，期望發揮拋磚引玉之效，讓更
多教育專家與先進一起為孩子的學習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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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學領域課程綱要」

實施在即，為研修與推展數學領域教材與教學

模式研發，本研究以培養數學素養為主，從情

境出發，編排教學任務，讓學生進行觀察與探

索，並透過互動討論，提出看法論述，建立數

學概念，並拓展至相關應用。為確保教學品質，

本模組設計經過專家反覆審查以及系統性的試

教與修正。 

 研究方法 

  本教學模組由教授及現場教學者組成之研

究團隊共同研發，並以苗栗縣信德國小六年級

兩班學生為教學對象進行試教，透過教學、反

思修正歷程完成教學活動設計。為了讓教學成

果更客觀，研究團隊從不同的向度收集並分析

資料，資料來源包括學生課堂解題表現、教學

現場的錄影觀察、學生的數學日記、與學生的

個別晤談，教學者的反思紀錄、團體專業對話

討論建議等。教學研究架構如下： 

 

果凍製作 

(認識比與比值) 

立竿見影 

(比與比值應用) 

觀察各果凍成品，探討水、果凍粉與果凍口感的關係，

初步經驗比與比值 

透過再製與比較情境，認識比、比值與相等的比的意

義與三者間的關係。 

連結學生測量竿影的舊經驗，探討同一時間、不同時

間竿長與影長的關係。 

應用泰利斯測量金字塔的故事引導學生進行詮釋整合

與比較分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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