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三年級「分數」的教學與評量 

胡錦芳/新北市榮富國小教師 

 

    分數在國小階段所代表的意涵及關聯性最廣，除了表示部分與全體的關係之

外，未來分數還會發展為「小數」、「除法」、「比值」等的表示方法。在三年級時

學童透過不同的情境了解真分數的意義，並學習比較分數的大小。本單元是四年

年級進行分數計算及應用的前置重要概念，也是奠定高年級學習小數、分數乘除

計算及比與比值的重要基礎。 
 

單元教材與數學教學簡介 

    三年級本單元的前置概念為認識「單位分數」，二年級時學生透過等分割的

活動已學會單位分數的意涵(包含聽、說、讀、寫、做)；三年級分數的教學重點

則是藉由連續量及離散量兩種不同的情境，了解真分數的意義。除了讓學生瞭解

部分量與全體量單位之間的轉換之外，並利用單位分數的累加比較分數大小及簡

單等值分數。   

     就本單元的內容而言，日常生活中學生最先接觸分數的觀念，是藉由平分

蛋糕、糖果等的過程中觀察與體驗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因此操作及圖像表徵是不

可缺少的活動，而「討論」也是個人在進行數學課時最常用的一種方式，無論是

教師對學生的提問、追問，抑或是小組中學生與學生生之間的對話過程，都可以

幫助教師及學生分享彼此的想法，進而澄清概念。 

 

焦點學習活動 

    三年級上學期分數的學習內容，已由二年級的單位分數提升至認識真分數，

而低年級學生學習分數的困難是能說出分數數詞，但不了解分數所代表的意涵，

因此本單元的學習活動除了透過繪本的導引，複習舊經驗幫助學生對單位分量的

再建立之外，更希望藉由情境問題的討論嘗試讓學生發展策略來表達「
2
1
個披薩」

及「
4
2
個披薩」之間的關係，做為認識簡單等值分數的前置活動。  

 

形成性評量的構想 

    對於形成性評量，個人認為是教師在課室中所進行的評量活動，也就是教師

教學一個段落後，利用討論、發表、操作、習題的練習等方式做為評量學生的工

具，以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而調整教學，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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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焦點學習活動，一開始先用口頭提問的方式問全體同學「說說看什麼是

分數？」教師藉由學生的發表，檢視學生是否具備分數是等分的概念及了解單位

分數是等分割後取 1分的概念。接著透過繪本的故事內容探討
2
1
個披薩與

4
2
的個

披薩關係，學生兩兩討論，教師行間巡視，觀察學生思考的歷程與成果，學生於

討論後發表想法。 

 

形成性評量與教學調整 

    依照原先規劃好的教案設計，首先以繪本導讀作為學習動機，接著應用故事

中的情境問題，作為本單元焦點學習活動的評量構想，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

展現在計畫中的反應之外，與同儕之間的討論互動中更交織出精彩的畫面如下：  

 重新釐清分數的意涵 

    分數的概念在二年級時已學習過簡單分數的意涵，但學生能說出分數是分子

和分母，也會以
2
1
、

3
1
表示分數，但無法說出分母和分子所代表的意涵，因此花

費較多的時間透過具體操作物及圖像表徵，協助學生舊經驗的再確認。安 

 強化單位量之間的轉換 

    教師以繪本導讀引起動機之後透過提問：「1 個披薩平分成 4塊，1 塊是幾個

披薩？」大部分學生對於 1個披薩平分成若干塊，塊與個之間 、片與之間的單

位量轉換無法清楚，於是輔以簡報檔中的圖像動畫協助學童穩固概念。 

 以學生的學習節奏調整進度 

    本次焦點學習的初始設想是希望學生透過平分個物的操作及繪本情境的引

導，強化單位分量的概念，接著將單位分量做為新的計數單位，例如一個披薩平

分成 4份，其中 1份就是
4
1
個披薩、

4
2
個披薩就是 2個

4
1
個披薩，進而建立分數

的數詞序列，
4
1
、

4
2
、

4
3
、

4
4 …...等。 

    計畫中如果學生具有累加單位分量的概念，那麼對於
2
1
個披薩與

4
2
個披薩是

相等的關係，應該很快能夠觀察出來，接著就能順利地進行後續「一半的語言」

及「等值分數」的教學活動，沒想到半數的學生不認為二者是相等的。爲了想進

ㄧ步了解學生的思維，因此調整教學進度，將節奏放慢下來，把問題留給學生討

論，聽聽學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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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評量與促進學習 

    本單元焦點學習活動中及結束後，學生的學習有了不同的進展及變化： 

 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討論的目的是透過教師幫助學生澄清觀念，也是學生幫助學生吸收不同的解

題方式，並重新發展對問題建立概念。對於
2
1
個披薩與

4
2
的個披薩是否相等的問

題，在小組中呈現許多不同的解決策略。其中一位女學童用了畫圖的方式說明，

認為
2
1
個披薩就是四片中的兩片，再把這兩片都分成一半，所以比較小，他的夥

伴不認同她的想法，因此她轉換具體物，用橡皮筋當做披薩說明，以增加說服力。

有的學童用一半的語言說明
2
1
個披薩和

4
2
的個披薩是一樣的，還有的拿出分數拼

板實際操作，整個數學課室熱絡起來。 

 增進溝通表達 

    以提問、追問及小組之間的討論做為形成性評量時，過程中學生為了能清楚

地傳達自己的想法，不斷修正自己的用語及方法，除了概念再一次被澄清，相對

地使用數學語言溝通的能力也跟著提升了。 

 拓展思考的亮點 

    和同儕產生互動的時候，學生能自由的表達意見，彼此說出他們的想法，為

他們的思考解釋或辯護，在意見相左的狀況下，為了說服對方認同自己的看法，

學生學習運用了不同的策略，而這些策略也是引發另一個思考及澄清的開始。  

 促進學習動機及潛能 

    學生在發表及討論時最能呈現他們對學習的參與度及熱忱，在討論時，學生

彼此分享及說明的過程會讓許多低成就的孩子也有自信表達想法，而非成為課室

中的客人。 

 激發想像與創造 

    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隨處可見，但在孩子的心像中課堂上所學的數學概念，

是為了解決數學問題，甚少與生活結合；結束焦點學習活動後，在後續設計班旗

的延伸活動中，學生能自行利用分數概念將各種圖案融入其中，發現數學的學習

不再只是課堂上的計算與作業的練習，學生能自行利用分數概念將各種圖案融入

其中，不但增加學習興趣，也提升了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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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成長 

    就教學方面而言，第一次嘗試以形成性評量的觀點規劃課程，發覺形成性評

量介入後，「計畫往往趕不上變化」雖然在課前已預先設計好教學活動，但隨著

學生的反應及迷思，卻讓我在課堂上不得不調整教學節奏，更改教學進度，將原

本計畫好的內容略作修改，開始聚焦在學生的學習上。另一方面，引入形成性評

量後自己對於課程脈絡會更加仔細探討，期望引出學生更多的學習火花。 

    從評量方面來看，透過形成性評量可以立即了解學生的迷思概念，適時做補

救或澄清。而設計好的形成性評量活動可以引發學生不同的思維，發展多元解題

策略，因此如何設計好的提問及評量任務是個人在這次教學後深覺不足及仍須再

加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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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室形成性評量活動設計(修正Ⅱ版) 

【基本規劃】 

單元名稱 分數 

設計教師 胡錦芳 協同教師 無 

實施班級 三年級 總 節 數 4 

學習目標 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並進行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學習脈絡 

簡要說明（學習要件 ABC…等：包含發展概念所用到的表徵、

程序知識或能力類型） 

 

活動規劃 

教學節次 

(日期) 
學習要件 

學習重點描述 

(就學習要件進行較詳細的內容說明) 

第 1節＊ 

(12月 13日) 
A 

藉由繪本「喔！披薩」的繪本內容，認

識分數意涵及數詞。 

第 2節 

(12月 14日) 

A 分數的聽、說、讀、寫、做。 

B 
透過平分繩子的操作過程，認識單位分

量與全體的關係。 

第 3節＊ 

(12月 18日) 
C 

操作分數拼板，透過單位分數的累加，

進行分數的大小比較，並了解一半的語

言。 

第 4節 

(12月 24日) 
D 

在離散量的情境中，藉由操作小立方

塊，了解單位分量與全體的關係。 

 

註：各單元中兩節課是觀察重點（關鍵教學與評量的錄影），請在活動規劃中以 

    ＊號註記。  

 

 

 

 

 

認識分數
的意涵。 

在 連 續 量
的 情 境 中
理解分數。 

在離散量
的情境中
理 解 分
數。 

在具體情境中進
行同分母分數的
大小比較並了解
一半的語言。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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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活動 A】(詳細規劃錄影兩節) 

節

次 

學習 

要件 
屬性 

學習任務 

(主要佈題) 

學生學習 

困難預測 

預計的 

評量活動 

1 A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1.複習舊經驗，小朋友說說看 

  ，什麼是分數？ 

2.教師提問：「喔！披薩的故

事」中，提到了哪些分數？ 

3.教師依據故事情境內容與

學生共同探討
2
1
、

3
1
、

4
1
、

6
1
所代表的意涵。 

4.教師利用簡報中的被等分

割後的披薩圖示，請學生以

分數回答。 

5.教師提問： 

  兩位客人點了一客披薩，切

成一樣大小的四片，每位客

人各吃了兩片。  

  一位客人說：「我吃了四分

之二個披薩。」  

另一位客人說：「我吃了二

分之一個披薩。」   

  馬力歐說：「你們兩個說的

都對。」 

你認為呢？ 

1.對分數 

  的意涵  

  無法清 

  楚的了 

  解。 

2.學生無 

  法理解 

  
2
1
個披 

  薩與
4
2
 

  個披薩 

  的關係。 

 

 

 

 

 

 

 

 

 

 

1.口頭提

問什麼

是分

數？ 

2.教師提

問，學生

兩兩討

論能說

出
2
1
個 

  披薩與

4
2
個披

薩的關

係。 

 

 

 

 

3 C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1.教師展示圓形分數拼板，並

提問：  

  有一個披薩，老師把它平分

成二份，其中的一份是多

少？  

2.如果把相同大小的一  

  個披薩平分成 4份，老 

  師吃了其中的 1份，是  

  吃了幾個披薩，再吃 1 

  份，共吃了幾個披薩？ 

 

 

1.無法從 

  數詞的  

  變化中 

  了解一 

  半的等 

  值概念。 

 

1.知能道   

  
2
1
是一

半的語

言。 

2.能說出

與
2
1
相

同量的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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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如果把相同大小的一

個披薩平分成 6份，老師吃

了其中的 1份，是吃了幾個

披薩，再吃 1份，又吃了一 

  份，現在共吃了幾個披薩？ 

4.透過分數拼板的展示，教師

提問： 

(1)小朋友，你發現了什麼？ 

   小朋友能說出都是一個披

薩的一半，或
2
1
個披薩。 

(2)說說看，你還可以找到哪

些分數也會是
2
1
？ 

(3)拿出附件，找找看哪些也

有
2
1
，畫上顏色，表示

2
1
的

量。 

3.找出與

2
1
等量

的分數

拼板， 

  
4
2
、

8
4
、

10
5
並將

其塗上

顏色。 

 

【課室活動 B】(詳細記錄評量活動) 

節

次 
關鍵事件 

形成性評量環 

備註 
引出 

(學生的學習 

證據) 

詮釋 

(教師對學生學習的 

詮釋) 

行動 

(詮釋後教師採取的

行動或策略) 

1 

a 

大多數學生對

於 分 數 的 意

涵，以
2
1
，

4
1
的

數詞表示，只有

一二位小朋友

能說出分數是

等分割後的量。 

學生對分數的意

涵並非很明確。 

 

 

 

藉由繪本「喔！披

薩」的繪本內容，

釐清分數的意涵

及認識
2
1

3
1

4
1
的

數詞與全體量的

關係。 

 

b 

透 過 故 事 問

題，半數學生無

法理解
2
1

4
2
個

披薩的關係。 

學生無法從問題

中理解簡單等值

概念。 

透過圖示表徵及

操作，澄清關係。 

 



72 
 

3 c 

透過單位分數

的數詞累加，及

分數拼板的呈

現學生能察覺

一半的語言與

2
1
的關係。 

多數數學生說出

2
1
是一半的量，

少數同學發現分

子與分母在數字

上的變化及規律

性。 

學生上台發表，說

出其他相同的分

數並找出相同分

數的附件拼板，將

相同的
2
1
量塗上

顏色。 

 

【課後評量活動】 

評量活動 日期 
對應節次或 

學習要件 
評量活動說明 

練習單、作業習寫 12.25 

12.26 

一、二、三 依據上課的內容，認識分數

數詞，並進行分數的讀寫。 

學習單 
12.28 

一、三 用分數的概念設計自己王

國的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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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三角形」的教學與評量 

馬恬舒/新北市昌平國小教師 

 

   「三角形」屬於幾何的範疇，國小幾何課程在低年級強調形體的認識、探索

與操作，但尚未能清楚形體的幾何要素，因此，形體的構成要素及其數量性質，

是中年級的學習主軸。而高年級學童需經由形體的分割、拼合等操作，更進一步

了解形體的性質並作推理思考，是故，本單元讓學童透過觀察及操作探索幾何形

體，是中年級邁入高年級培養抽象推理及空間能力的重要單元。 

 

單元教材與數學教學簡介 

    此單元的前置概念是「三角形的構成要素」，學生在二年級時已能由邊長關

係，辨認簡單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對於基本形狀有初步認識，本單元主要是觀

察三角形的「角」與「邊」，並依據邊角關係作三角形的分類及命名，藉以認識

三角形的性質。 

    觀察及操作是學習幾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動，因此在教學時，筆者讓學生

先利用教具製作三角形，因為唯有在製作的過程中，學生才能觀察、發現不同三

角形的特徵，並在小組討論時交流、連結已學之三角形構成要素，進而利用邊角

關係來分類，討論命名的方法。因此教學方向以操作為先，讓孩子們在操作中觀

察，再利用小組討論、全班討論歸納統整想法。 

 

學習活動的核心 

    在學習本節之前，學生在上一堂課利用扣條製作各式各樣的三角形，並於本

節進行分類活動。學生要順利判斷哪些是同類型的三角形、哪些是不同類型的三

角形，需憑藉舊經驗的連結─三角形的構成要素，方能順利判別。因此，本節的

學習活動核心，便是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對三角形構成要素有新的認識，並利

用構成要素形成對三角形分類的概念。本節教學核心有三： 

一、觀察三角形的三個邊，並用「邊」的關係分類及命名。 

二、觀察三角形的三個角，並用「角」的關係分類及命名。 

三、利用心智圖提升上位概念，分析三角形分類及命名的依據。 

 

形成性評量的構想 

    筆者認為所謂的「形成性評量」就是在課堂中進行的評量活動，教師可以利

用觀察、討論、發表、練習等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狀況，做為教學調整之參考。 

    本節課先進行三角形分類的形成性評量，學生此時透過小組討論，連結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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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構成要素的先備經驗，觀察各種三角形的異同並進行分類，教師此時利用行間

巡視了解學生的多元想法。本節課第二階段的形成性評量活動為三角形的命名，

學生依據所觀察到的邊角關係命名已分好類別的三角形，教師檢視命名的合理

性。 

 

形成性評量與教學調整 

透過操作、探究進行分類，並根據形體分類的特徵予以命名，是學習幾何概

念缺一不可的步驟，而以形成性評量為主的教學設計，更能展現學生在分類及命

名的過程中所具備數學概念的完備度，以下就分類活動的設計構想及課堂活動進

行說明。 

 教具的選擇 

欲進行分類活動，得先具備分類活動要用的物件，可用來作出三角形的工具

很多，如扣條、吸管、釘板、圖卡，甚至是空白的紙也無不可，但各物件有其不

同的特性，這些特性深刻影響分類活動的進行。以評量的角度思考，筆者最終目

的希望學生能以心智圖統整分類方式，利用上位概念做思考的提昇，並與舊經驗

─三角形的構成要素連結，因此，從「邊」或「角」分類便是決定的關鍵。 

若利用釘板分類，能強化三角形有三個角的概念，但卻不易測量邊或角的大

小；若利用三角形圖卡分類，撇除「顏色」易成為分類準則不談，則圖卡的角度

大小容易成為觀察重點，但圖卡的來源是一大挑戰：學生習作附件的圖卡樣式太

少，若教師自行製作恐曠日廢時；而使用扣條進行分類，「邊」的特性便彰顯出

來，學生容易從中初步分出類別，以利後續的教學活動。 

 分類活動喚醒學生的舊經驗 

由於學生拿來分類的各種三角形乃是利用扣條組合而成，筆者預想學生容易

以「邊長」的性質進行分類思考，而較難以「角」的性質來分類，因此在本節課

一開始復習三角形的構成要素時，便將三角形有「三個邊」、「三個角」、「三個頂

點」寫於白板上，以便與之後的分類活動做聯繫。 

果不其然，學生第一次分類時只分出四種三角形，分別為「二邊等長的三角

形」、「三邊等長的三角形」、「有直角的三角形」及「沒有任何特徵的三角形」，

顯示學生在分類時易受到扣條所突顯的邊長特質所影響，因此以邊等長的數量做

為分類的判斷依據；除此之外，學生也察覺到可利用「直角」來分類，由此得出

初步的分類結果。 

    但學生在學習此單元前已具備「角」的基本先備概念，知道依據角度大小可

將角分類為直角、銳角及鈍角，因此，筆者根據學生的分類準則，與三角形構成

要素「邊、角、頂點」連絡，要求學生判斷之前各是以什麼標準來分類，並提問：

「除了直角以外，還有哪些角？」並請學生拿出任意一個的三角形，問學生「手

中所拿三角形的三個角各是什麼角？」此時，學生的舊經驗終於被喚醒，開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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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也可以經由角的大小來分類。經由小組討論後，各組也得出了另一個分類準

則，察覺三角形亦可依角度的大小分為「三個角都是銳角」、「有二個銳角及一個

鈍角」及「有一個直角及二個銳角」三種三角形。 

 

形成性評量與促進學習 

教師在課堂中進行的形成性評量，目的在於促進學生的學習，以下就課堂活

動產生的學習變化做說明。 

 分類三角形的二種取向 

銳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鈍角三角形的分類活動可利用二種方式來進行：

一為找出最大角，並以最大角來命名；另一則是分別量出三個角的角度，再討論

如何命名。 

在設計此單元的教學時，筆者以利用「判斷三角形三個角各是哪一種角」的

方式讓學生進行分類，希望學生能自行建構出分類的方式，而由於分類標準不盡

相同─三角形內有一個角為直角，即為直角三角形；有一個角為鈍角，即為鈍角

三角形；三個角都是銳角才是銳角三角形，因此認為學生對於銳角三角形、直角

三角形和鈍角三角形的分類會有困難，但教學時卻發現學生能夠順利分類，因此

將學習任務的重點改為討論如何命名。 

 命名的困難 

此時的學習任務重點改為根據白板上所擺放的「三個角都是銳角」、「有二個

銳角及一個鈍角」及「有一個直角及二個銳角」牌子來命名，當筆者問： 「有

二個銳角及一個鈍角的三角形要叫做什麼？」學生異口同聲的回答：「鈍角三角

形。」此時為確認學生是否理解鈍角三角形的概念，反問「它有鈍角也有銳角，

為什麼要叫做鈍角三角形？」時，大部分的學生卻靜默了，但後來有一位學生說

明「它有二個銳角，但卻只有唯一一個鈍角，(鈍角)很難得，所以要叫鈍角三角

形。」此說法引發學生思考「有一個直角及二個銳角」的三角形命名方式，而產

生許多疑問，在經由小組討論後，學生統整發現：銳角三角形因為三角都是銳角，

毫無疑問得稱為「銳角三角形」；而學生更發現直角三角形都是由一個直角、二

個銳角組成，根據前面所述的「難得原則」，故稱為「直角三角形」，如此，總算

完成了命名任務。 

 探究鈍角三角形的性質 

在命名結束之後，為使學生更清楚鈍角三角形的概念，筆者便提問：「在你

們製作的三角形中，為什麼最多只有一個鈍角？有沒有可能出現有二個鈍角的三

角形呢？」此時，引發學生莫大的興趣，紛紛拿起手邊的工具試圖製作，有人拿

出三角板比對一番、有人乾脆拿出紙筆畫畫看…數分鐘後，有學生在紙筆作畫的

過程中找到答案，也有學生利用扣條示範，再次證明鈍角三角形只會有一個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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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大家終於露出滿意的微笑結束了這堂課。 

 

反思與成長  

初次以形成性評量的觀點來設計教學，在教學設計的過程中，便會預想學生

可能的解題方式及迷思概念，並據此完成教學教案設計。因此在教學時，關注的

焦點便落在學生的學習上，筆者問話目的在於確認學生學會了什麼、還有哪裡不

會，意圖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讓學生的學習成為課堂中最重要的事。 

從評量方面來看，筆者多半透過學生發表的內容做為評量的依據，以形成性

評量為觀點而設計的教學，在此便發揮其功用，使筆者可以確切了解學生的概

念。話雖如此，在課堂上實際演練時仍發生小插曲：在命名時，因學生以等腰直

角三角形做為「有一個直角」類別的示範，致使其他同學對命名產生疑惑，此經

驗也讓我更深刻的體會到教學設計精緻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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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室形成性評量活動設計(修正Ⅲ版) 

【基本規劃】 

單元名稱 三角形 

設計教師 馬恬舒 協同教師 無 

實施班級 四年三班 總 節 數 5 

學習目標 
1.認識並繪製基本三角形。 

2.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學習脈絡 

簡要說明（學習要件 ABC…等：包含發展概念所用到的表徵、

程序知識或能力類型）。 

 

活動規劃 

教學節次 

(日期) 
學習要件 

學習重點描述 

(就學習要件進行較詳細的內容說明) 

第 1節＊ 

(12月 5 日) 
A  

1.知道三角形有三個邊、三個角、三個   

  頂點，並用扣條做出一個三角形。   

2.找出圖形中(           )的三角 

  形。 

3.利用扣條做出不同的三角形。 

第 2節＊ 

(12月 5 日) 
B 

1.利用三角形的「邊」來分類，並認識  

  正三角形及等腰三角形。 

2.利用三角形的「角」來分類，並認識 

  直角、鈍角及銳角三角形。 

3.認識等腰直角三角形。 

4.利用心智圖了解三角形的分類。 

第 3節 

(12月 6 日) 
C  

1.利用量角器，發現正三角形的三個角 

  一樣大。 

2.利用量角器，發現等腰三角形的兩底 

  角一樣大，並做頂角和底角的命名。 

3.利用量角器，發現等腰直角三角形的 

  頂角為 90度，兩底角為 45度。 

4.利用量角器，發現一組三角板含有一 

  個直角三角形和一個等腰直角三角 

  形。 

認識三角

形的性

質。 

畫出 

基本三

角形。 

認識全等

圖形。 

知道三角

形的構成

要素。 

利用邊、

角關係分

類三角

形。 

B A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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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 

(12月 10日) 
E 利用直尺和三角板繪製基本三角形。 

第 5節 

(12月 11日) 
E 

1.透過疊合，了解平面圖形全等的意 

  義。 

2.認識全等圖形的「對應頂點」、「對應 

  邊」及「對應角」。 

 

註：各單元中兩節課是觀察重點（重要學習要件的錄影），請在活動規劃中以＊   

    號註記。  

【課室活動 A】(詳細規劃錄影兩節) 

節

次 

學習 

要件 
屬性 

學習任務 

(主要佈題) 

學生學習 

困難預測 

預計的 

評量活動 

1 A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如何有順序的從

圖形中

(           )

找出全部的三角

形？ 

無法有結構性的

找出所有的三角

形。 

在圖形上標示

找出的三角

形。 

2 B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請把這些三角形

分類。 

1.較難利用「角」  

  的性質來分 

  類。 

2.銳角三角形和  

  直角、鈍角三 

  角形的分類標 

  準不同。(有一 

  個直角/鈍角 

  即為直角/鈍 

  角三角形； 三 

  個都是銳角才 

  是銳角三角 

  形)。 

1.口頭提示除  

  了直角之 

  外，還學過 

  哪些角？ 

2.學生分組討 

  論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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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活動 B】(詳細記錄評量活動) 

節

次 

關鍵事件 

a.計劃性 FA-
重要概念 

b.計劃性 FA-
認知改變 

c.交互性 FA-
認知改變 

d.交互性 FA-
正向發展 

形成性評量環 

備

註 

引出/注意 

(學生的學習 

證據) 

解釋/辨識 

(教師對學生 

學習的詮釋) 

行動/回應 

(詮釋後教師採取的

行動或策略) 

1 b 

學生從圖形中找

出三角形時有所

遺漏。 

無法有結構性的

找出所有的三角

形。 

1.提示如何「有 

  順序」的找出 

  所有的三角 

  形。 

2.請學生示範。 

 

2 

c 

有學生用 6個扣

條做出 1個三角

形。 

對「邊」的概念

不清楚，認為二

個直線接在一起

也算是一個邊。 

藉由在黑板上展

示，發現 6個扣

條組成的三角形

不易固定，而造

成不是三角形的

情況。 

 

b 

學生找出 3種三

角形的分類方

式：有直角、二

邊等長、三邊等

長。 

1.未能理解是在 

  利用「邊」或 

  「角」的性質 

  分類。 

2.只用特定角度 

  (900)分類。 

告知學生是在用

「邊」或「角」

的性質分類，並

讓學生檢視手中

的三角形各有幾

個銳角、幾個鈍

角。 

 

c 

將有一個直角、

二個銳角的三角

形命名為「直角

銳角三角形」。 

受「等腰直角三

角形」的影響，

認為同時具備二

種性質時以此為

命名方式。 

請學生討論「一

個直角二個銳

角」、「三個銳角」

及「一個鈍角二

個銳角」的命名

方式並說明。 

 

【課後評量活動】 

評量活動 日期 對應節次或學習要件 評量活動說明 

畫出心智圖 12/5 A、B 
依據上課時分類的內容畫

出三角形的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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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梯形面積和應用」的教學與評量 

余純美/基隆市暖江國小教師   

 

    五年級梯形面積單元在教學前，學生已學過平行四邊形、三角形的面積計

算，因此以平行四邊形面積概念透過操作發展出梯形面積的公式。 

 

單元教材與教學簡介 

    面積是指某一封閉二維區域的大小，也是指一特定區域被數個單位量所覆蓋 

的程度。梯形面積教學前學生已有平行四邊形面積計算的先備知識，此單元主要 

內容從梯形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關係發展，到梯形與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之對應 

關係，再找出梯形的高並熟練梯形面積的計算，能理解梯形的底或高，對面積的 

影響，最後是梯形面積的應用，複合圖形的面積計算等脈絡。 

    讓學生實際操作，將兩個面積相等的梯形圖形透過旋轉、平移後合倂成一平

行四邊形，或是將一個梯形透過切割、翻轉、平移後合倂成一平行四邊形， 

再找出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利用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推演出梯形的面積公

式，有了梯形面積公式才能運用在複合圖形面積的計算。 

 

焦點學習活動 

   平面幾何對學生而言是較困難的範疇，因無法直觀察覺或比較，需透過圖卡

切割、重組活動的進行，讓學生找出梯形的底和高與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之對應

關係，才能推演到其他相似梯形，並畫出或找出不同梯形的高和底。 

   本節教學核心概念有二： 

一、 複合圖形的分解：對不規則的複合圖形圖形，加以分割、扣除或平移成 

規則圖形，再運用面積公式來解題。 

二、 複合圖形的合成：對複合圖形以移補、拼湊或平移成規則圖形，再運用 

    面積公式來解題。 

 

形成性評量的構想 

    幾何圖形的教學與評量，除了利用操作如分解、合成、複製…等，也可讓學

生分組透過觀察、討論、發表來進行評量活動。本節課將規畫兩類型的複合圖形

讓學生小組討論與解題。一類為複合圖形的分解，另一類為複合圖形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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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評量與教學調整 

    課室評量中，當各小組發表時出現錯誤類型時，教師會立刻介入透過口頭提

問，傾聽學生的回答，找出學生的錯誤或迷思，修正教學方式再教學。 

舉例說明如下： 

教師布題後，請各小組進行討論。 

 

題目：請算出下圖塗色部分的面積 

      
 

    小組發表過程中，有兩組學生無法發現此圖是三個三角形所組合成的梯形圖

形，有一組學生甚至提出說明表示資訊不足無法計算。教師了解學生的困難後，

立刻請學生在另外兩個空白三角形上著色，完成後讓學生透過操作並將圖形向右

旋轉 90度，使圖形成一上底為 7公尺、下底為 15公尺、高為 19公尺的直角梯

形，再進行小組討論。 

    討論後小組再次發表，各組都能正確說出，此梯形圖是由三個三角形組合而

成，其中有兩個直角三角形，將梯形面積算出來減掉兩個直角三角形面積，所得

到的答案就是塗色部分的面積。完成後教師再布題來檢驗學生是否都已學會。 

題目：請小組討論並算出塗色部分的面積？ 

 
 
討論過程中，學生發現有兩種解題策略： 

一、 將原圖形中左邊塗色部分圖形與右邊塗色部分圖形視為兩個三角形，再

分別找出兩個三角形的底和高，便可計算出塗色部分的面積。 

二、 是將原圖形視為一個完整的梯形，計算出梯形面積後，減去白色的平行

四邊形面積，便是塗色部分的面積。 

學生在此題的表現上良好，多數學生選擇第二種解題策略作為他的解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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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評量與促進學習 

    課室中的形成性評量設計得宜，將會促使學生主動學習，激發學生的潛能，

以小組討論及上台發表方式進行，同時在小組發表過程中為檢驗各組的對錯，全

班會再一次進行討論，針對小組發表的錯誤或不易理解處，提出修正與建議。 

 溝通、表達能力的提升，能啟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舉例說明如下： 

教師布題後，請各小組進行討論。 

題目：請算出下圖塗色部分的面積                                 

            

各小組透過討論，發展出三種解題策略： 

一、在圖形的對角線上進行切割，將原來圖形分割成兩個梯形，再進行解題。 

二、圖形右上方與左下方補上直角三角形後，原圖會變成一個完整的長方形， 

    再進行解題。 

三、圖形右上方補上直角三角形後，原圖會成為一個梯形，再由小組共同解 

    題。 

    第三種解題策略並不存在於教師預先的教學設計中，而是透過小組討論與發

表後，所激盪出的另一種解題策略，這算是教師在評量過程中的另一種收穫。  

       

反思與成長 

    幾何圖形的教學，學生在學習上常出現迷思，如果是非一般常見直立式的梯

形，而是橫躺式的梯形，則學生是無法辨認出梯形的上底、下底和高。因此在形

成性評量活動中教學者對此會特別加強。另外針對多數學生課堂中發生的迷思概

念，也會在教學中的立即澄清並加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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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室形成性評量活動設計(修正Ⅱ版) 

【基本規劃】 

單元名稱 梯形面積和應用 

設計教師 余純美 協同教師 無 

實施班級 五年一班 總 節 數 6 

學習目標 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梯形的面積並運算。 

學習脈絡 

簡要說明（學習要件 ABC…等：包含發展概念所用到的表徵、

程序知識或能力類型） 

 

活動規劃 

教學節次 

(日期) 
學習要件 

學習重點描述 

(就學習要件進行較詳細的內容說明) 

第 1 節 

(12月 7日)  

梯形和平

行四邊形

的面積關

係。 

將兩個全等的梯形拼成一平行四邊

形，再用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導

出梯形的面積公式。 

梯形和平

行四邊形

的面積關

係。 

將梯形切割、重組為平行四邊形，導

出梯形的面積公式。 

第 2節＊ 

(12月 10 日) 

梯形與平

行四邊形

的底和高

之對應關

係。 

透過圖卡切割、重組活動，察覺梯形

的底和高與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之對

應關係。 

找出梯形

的高。 

能畫出或找出不同梯形的高。 

第 3 節 

(12月 11 日) 

能簡記梯

形面積公

式。 

梯形面積＝（上底＋下底）×高÷2 

梯形面積

的計算。 

能辨識梯形的上底、下底和高，並計

算出梯形面積。 

第 4 節  

(12月 12 日) 

等底、等 

高的梯形 

面積。 

理解等底、等高的梯形面積是相等的。 

梯形和平
行四邊形
的面積關
係。 

梯形與平行
四邊形的底
和高之對應
關係。 

熟練梯
形面積
的 計
算。 

理 解 梯 形
的底或高， 
對 面 積 的
影響。 

複合圖
形的面
積 計
算。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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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的底

或高之變

化，對面 

積的影響。 

理解梯形的底或高之變化，對面積的

影響，例如：A、B兩不同的梯形，當

上底、下底的和相等時，B 的高是 A

的 2倍，則 B面積是 A面積的 2 倍大。 

第 5節＊ 

(12月 13 日) 

複合圖形

的分解。 

複合圖形通常為不規則圖形，對圖形

加以分割、扣除或平移成規則圖形，

運用面積公式來解題。 

複合圖形

的合成。 

對複合圖形以移補、拼湊或平移成規

則圖形，再運用面積公式來解題。 

第 6 節 

(12月 14 日) 

運用面積

公式算出

複合圖形

的面積。 

複合圖形面積的計算。 

 

註：各單元中兩節課是觀察重點（重要學習要件的錄影），請在活動規劃中以＊ 

    號註記。  

【課室活動 A】(詳細規劃錄影兩節) 

節

次 

學習

要件 
屬性 

學習任務 

(主要佈題) 

學生學習 

困難預測 

預計的 

評量活動 

2 

梯

形、平

行四

邊形

的底

和高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兩個相同的梯形所拼成的平行四

邊形底是幾公分？高是幾公分？ 

兩個相同的

梯形需翻轉

才能拼成平

行四邊形，學

生對於翻轉

圖形不易理

解。 

課堂上布

兩題類似

題，立即

檢驗學生

是否學

會。2-P1 

梯形

的高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能畫出或找出不同梯形的高。 

（1）   （2）    （3） 

 
（4） 

  

學生對於

（4）小題的

高會容易誤

判，因它的

高需作輔助

線畫在梯形

的外面。 

課堂上布

兩題類似

題，立即

檢驗學生

是否學

會。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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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複合
圖形
的分
解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請各小組討論，如何透過移補、拼

湊或切割方式來算出下面圖形的

面積？ 

 

通常學生對

於複合圖形

用移補方式

來算出圖形

面積較不熟

悉，預估學生

會用切割方

式來處理。 

課堂上布

兩題類似

題，立即

檢驗學生

是否學

會。5-P1 

複合
圖形

的合
成 

□概念 
  理解 
□程序 

  知識 
■問題 
  解決 

請各小組討論，如何算出塗色部分

的面積？ 

 

此圖形渴拼

湊成一梯形

或切割成兩

個三角形，但

學生較不易

找到左邊三

角形的高。 

課堂上布

兩題類似

題，立即

檢驗學生

是否學

會。5-P2 

【課室活動 B】(詳細記錄評量活動)  

節

次 

關鍵

事件 

形成性評量環 

備

註 

引出 

(學生的學習證據) 

詮釋 

(教師對學生

學習的詮釋) 

行動 

(詮釋後教師採取

的行動或策略) 

2-

P1 

兩相

同梯

形翻

轉拼

成平

行四

邊形 

 

翻轉後的梯形學生無法判讀

它的高。 

幾何圖形無

論是翻轉或

平移對多數

學生在學習

是較困難。 

給定與題目相同

的圖形，透過操

作和小組討論，

讓學生發現右邊

的梯形是左邊梯

形的翻轉圖形，

只是上底、下底

改變位置。 

 

2-

P2 

找 

梯形 

的高 

畫出梯形的高： 

 

畫高如果需作輔助線，則學生

會有迷思。 

多數學生認

為任何圖形

的高一定是

在 圖 形 內

部。 

在梯形的上底、

下底各做一條底

邊的延長線，且

兩延長線平行，

讓學生討論兩平

行線上垂直距離

是否相等？再討

論此垂直距離是

否為梯形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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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1 

複合 

圖形

的 

分解 

小組討論，如何透過移補、拼

湊或切割方式來算出下面圖

形的面積？ 

 

學生透過討論，發展出三種解

題策略 

一、將圖形切割成兩個梯 

    形。 

二、圖形右上方與左下方 

   補上直角三角形後， 

   成為一個長方形。 

三、圖形右上方補上直角 

   三角形後，成為一個 

   梯形。 

老師刻意將

圖形的輔助

線遮住，讓

學生在訊息

不足夠的情

況下，討論

解題策略，

學生能找出

三種解題方

法，並且能

很 清 楚 說

明。 

  

5-

P2 

複合

圖形

的合

成 

小組討論並算出塗色部分的

面積？ 

 

 

 

 

 

討論過程中，學生發現有兩種

解題策略，一種是將左邊與右

邊塗色部分視為兩個三角

形，一種是將完整的梯形面積

減去白色的平行四邊形面積。 

討 論 過 程

中，學生不

易找出左邊

三角形的高

30 公分。 

讓學生透過操

作，切割後再將

兩個三角形合

併成一梯形，再

討論出原本兩

個三角形的高

相等，且長都是

30公分。 

 

【課後評量活動】 

評量活動 日期 對應節次或學習要件 評量活動說明 

習作 p87 
12/10 

第 2節 梯形與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之對

應關係。 

 習作 p89 12/13 第 5節 複合圖形的分解與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