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為了提供有意義的學習，本模組嘗試設計大量實作活動，並利用競賽情境包裝，逐步引導孩子在探討與修

正過程中，察覺、認識進而理解長方體與正方體的相關數學概念。根據教學想法，我們設計三大活動：紙盒製
作、展開圖與示意圖。在紙盒製作活動中，透過引導讓孩子認識長方體與正方體的構成要素及面、邊的關係。
接著，從方便性與檢驗的角度切入展開圖的認識，並實際測量物品，設計適當的包裝盒。最後，透過不同角度
的描繪，說明數學對示意圖的詮釋，而後藉溝通的需求，引出標註長、寬、高的數據，完成包裝盒示意圖的繪
製。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呈現多元思考，並能應用所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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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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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實作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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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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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歷程與結果
一、長方體與正方體教學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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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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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體與長方體教學發現

1.任務導向，孩子更清楚學習的路。

2.「實作」讓描述、解釋的內容更具體。

3.從「需求」出發，學習更有需求。

4.適當的難度引發孩子學習與挑戰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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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黃敏晃、謝堅、朱建正、魯炳寰和廖淑麗（2006）。國小數學教材分析
-幾何。台北：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紙盒製作

•拼組紙盒(經驗形體的構成要素及面、邊關係)

•認識長方體與正方體的構成要素

•認識長方體與正方體面與線的垂直平行關係

展開圖

•認識正方體與長方體的展開圖

•量身訂做---實測與展開圖設計

示意圖

•透過繪製認識正方體長與方體的示意圖

•了解示意圖上的數據與實體大小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