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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透過數學繪本探索生活中的數學 

  閱讀是學習的重要環節，在市售的圖書中，有許多為孩子而寫的故事，當中

也包含為數學學習而創作的繪本。這些繪本巧妙的將數學概念與日常生活做了連

結，透過虛構的角色呈現數學知識，為孩子提供探索的情境，同時也開展數學學

習的視野。 

  數學繪本的內容通常以兩種方式來連結數學概念與生活事件，一部分的數學

繪本提供了豐富的情境，觸動孩子主動思考與探索數學概念的意念；另一部分的

數學繪本以介紹數學概念為主，透過故事的描繪連結孩子的生活經驗。此外，圖

文並茂的數學繪本，常透過故事描繪提供問題情境，幫助孩子在探索的過程中培

養問題解決的能力。 

 

壹、繪本中的生活情境觸動數學概念的思考 

  與生俱來的好奇心使孩子喜歡觀察日常生活中人事物，因此讓孩子從熟悉

的情境中開始探索數學的奧秘，是學習數學最自然的方法。圖文並茂的數學繪本

常以生活事件作為背景，提供探索數學概念的機會，讓孩子在潛移默化中習得數

學知識，發覺數學的妙用之處。 

 

一、數學是溝通的語言 

  有人說，微笑是世界共通的語言，我們可以藉由笑容來釋出友善之意。有時

候我們也會透過肢體動作來表達想法，當左右搖晃手臂時是在向人打招呼，將食

指置於嘴前時，是希望大家能禁聲。除此之外，數學也可以做為人與人之間陳述

想法與溝通意見的語言喔！ 

  在超級市場裡，桶裝礦泉水的容量是 6000 毫升，比瓶裝的 1500 毫升多了 4

倍，透過精確的數量標示，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桶裝與瓶裝礦泉水容量上的差

距，需要購買時，便能很快掌握到自己所需的品項。 

  一棟高 30 公尺的樓房比高 208 公尺的大廈矮。100 公尺跑步的計時賽中，

用去 12 秒的選手比花了 15 才跑完的人快。大胃王比賽中，一分鐘吃 3枝熱狗的

人勝過只吃完 1枝者。 

  數學的語言幫助我們具體了解生活事物，人數、時間、距離都可以透過數量

的陳述，讓人充分理解現實情況，進而比較或評估人數多寡、時間長短以及距離

遠近等細節，使自己的生活更為便利。 

  以《起床上學囉!》這本繪本的內容來看，起床、上學是孩子生活中最常經

歷的情境，在洗臉、吃早餐、刷牙、穿衣服、整理書包……等事件中，孩子會在

哪一件事情上用去較長的時間呢？繪本中的狗狗，就用一條接一條的線段來呈現

小主人在洗臉、吃早餐、刷牙……等過程中所用去的時間長短。每一條線段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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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長，而且一條線段代表一分鐘，這樣一來孩子就可以很容易從線段累積出的總

長度，發現小主人在哪一件事情上花了較長的時間。 

  在這個生活化的實例中，孩子可以學習使用精確的數學語言來表達時間長

短，了解數學不僅僅只是數字與計算，它也可以成為我們溝通的語言，增進我們

與他人的相互理解。 

 

二、數學是規律的探索 

  你曾仔細觀察過門牌號碼的排列嗎？馬路兩邊的門牌往往都是單號一邊，雙

號一邊，而火車座位的排列也相當有趣，1號和 2號分別是兩邊靠窗的位置，而

3號與 4號則是靠中間走道的一側。 

 

1 3 
走 

道 

4 2 

5 7 8 6 

9 11 12 10 

 

  生活中有許多依規律而設的事物，如同門牌號碼、火車座位一樣充滿探索的

樂趣，而數學繪本可以透過豐富的情節描述，引導孩子從故事的發展中，透過猜

測、觀察與檢驗等步驟來尋找出數學規律，培養邏輯推理的能力。 

  《噓，螞蟻搬東西》以生活常見的小動物作為主角，藉由孩子喜歡觀察螞蟻

搬運食物情形及路線的特質，來呈現富有玄機的數列遊戲。隨著繪本中螞蟻隻數

的增加，1、2、4、8、16……，孩子會忍不住想要猜測下一次出現的螞蟻數量。

為了準確的預測，孩子會在已知的事件中進行分析與歸納，再透過故事情節來驗

證自己的推論，從而發現其中的規律。 

  閱讀這類繪本時，孩子會自然而然運用到數學邏輯推理的方法，大膽假設後

再小心求證，因此在探索規律的過程中，能培養出孩子的數學能力。 

 

貳、繪本中的數學概念連結孩子的生活經驗 

    生活中充滿包羅萬象的數學概念，數學繪本可以透過不同的生活事件來引

導一個數學概念的學習，也可以透過數學概念來連結孩子的生活經驗，幫助孩子

聚焦於學習的重點，有效的進行數學學習活動。 

 

一、數學源於生活所需 

  桌上放了少許的糖果，你可能會一顆一顆的點算；為了知道舞會中有多少人

在跳雙人舞，你也許會 2個 2 個的數；便利商店的店員要清算養樂多的存貨時，

會因為一排養樂多有五瓶而五個一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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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為了因應生活所需而發展出數算與記數的概念，隨著人事物數量的變化

與增減，也會發展出不同的計數策略。數學繪本藉由生活中易於觀察到的現象，

有系統的介紹數學概念時，除了可以讓孩子發覺數學與生活息息相關外，還能透

過具體的情境來學習數學。 

想要知道一塊地的面積有多大時，我們必須先了解「面積」的概念。《剪剪

貼貼，算面積 》這本繪本嘗試透過孩子的視角，來了解「面有多大」的課題。

繪本中的主人翁從露天電影螢幕前所停的車子數量引發區域大小的思考，接著研

究測量區域大小的方法，分別嘗試以硬幣、車子、到一張張正方形的紙片來鋪設

一個平面，然後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討論出能準確測量面積的方法。透過這本

繪本，我們可以看到面積在生活中出現的痕跡，以及面積概念的使用對於生活所

能提供的幫助。 

 

二、數學概念連結生活觀察 

  一條蜂蜜蛋糕分給二個人，一人可以得到半條蛋糕，如果要分給三個人，那

麼一個人只能得到三分之一條蛋糕了，把蜂蜜蛋糕分給越多人，每個人能獲得的

蛋糕也就越少。這段敘述其實在告訴我們一個單純的數學概念：當分子為 1 時，

分母越大，這個分數就越小。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像這樣的數學概念在繁瑣的日常生活情境中不容易被發覺，但數學繪本可以

透過故事的描繪，引導孩子從生活環境的觀察中來認識數學概念。 

  生活週遭的事物是由許多形狀所組成，在繪本《貪心的三角形 》中，訴說

一個不滿現狀的三角形，經歷四邊形、五邊形、六邊形……的生活後，恢復原本

樣貌的故事。孩子可以透過繪本插畫中圖形日益增加的邊數，發現邊越多的圖形

其形狀會越接近圓形。當孩子將目光從繪本移轉回現實生活後，便會開始在生活

中尋找相關的事物，來佐證自己從繪本中學到的數學概念。 

《世界的一天》這本繪本中描寫到八個國家的跨年活動，插畫中清楚的標示

出每一個國家的日期與時間。同一個頁面中有的國家處於夜晚，有的國家卻呈現

白天節慶活動的樣貌，引發孩子探究的動機。其實每到新舊年交替之際，新聞媒

體都會開始介紹世界各地跨年活動的訊息，在報導當中常會以「臺灣時間」與「當

地時間」來區分活動開始的日期與時刻。《世界的一天》透過故事情境呈現的時

差概念，孩子可以經由生活中的真實事件來加深學習印象，未來在凌晨觀看美國

職棒的實況轉播時，也能舉一反三應用所學嘍！ 

 

參、繪本中的問題情境誘發孩子進行探究  

  數學繪本常以插畫或文字描述提供問題情境，讓孩子根據繪本內容透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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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索尋找解決之道，在循著線索發展進行思考的過程中，可以養成孩子邏輯推理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同時也可以引發孩子的數學想像。 

 

一、繪本故事情境引導問題解決 

  閱讀數學繪本如同閱讀偵探小說，需要我們跟著故事主角一起動動腦，來尋

找破案的線索，而關鍵的數學概念往往是數學繪本中的破案要素。因此在閱讀這

類數學繪本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先發現問題的所在，然後尋找適當的方法來解決。 

  《夢想家的披風》這本繪本是描述一位裁縫師與三個兒子為王子縫製披風的

故事。王子對披風要求很單純，只要能遮風避雨就可以了，但三兒子製成的披風

卻漏洞百出，於是哥哥們想方設法的改造其披風，最後以正六邊形組成的披風取

代了圓形披風，作為弟弟遠行的禮物。 

  從思考如何為裁縫師解決製作披風的難題開始，孩子已經投身於問題解決的

情境中，而這個問題的解決關鍵在於數學多邊形內角和概念的運用。孩子可能學

過相關數學概念，也可能沒有接觸過，但就像偵探為了破解案件疑雲一樣，孩子

會在故事的描述中尋找線索，主動進行思考，再運用已知的概念，嘗試去解決繪

本主角面臨的困境。 

  在這段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孩子進入了數學學習的時空，主動的探索可以讓

孩子展現學習的潛能，同時了解數學並不僅止於單純的計算，數學真正的功能在

於協助我們解決問題。 

 

二、繪本中的數學概念延伸學習範疇 

  故事可以有許多不同的呈現方法，有的故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你慢慢揭

開它背後隱藏的秘密，有的故事雖然提到一些現象，卻沒有說清楚、講明白，甚

至留下一大堆的問題，等著你去一一解開。 

  《私房藍莓派》裡的小熊，勤奮的採集並運用二位數的加法來計算大家撿拾

的成果。一開始，小熊們很容易就算出堅果與藍莓的總數，因為計算過程並不需

要使用到加法進位的概念。但到後面卻出現必須進位的情況，這時小熊們開始討

論起「怎麼加」的問題。 

  當我們跟著小熊們的想法逐一思考與練習，便能從中掌握二位數加法問題發

展的脈絡，理解加法進位的概念，未來在面臨三位數乃至於多位數的加法問題

時，就可以運用相同的概念來解決。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這本繪本在故事陳述的方法上有別於《私房藍莓派》。

故事一開始提到主角正在學習「乘法」，但是被同學暱稱為「數數女王」的主角，

儘管知道「乘法」可以比「數數」更快計算出總數，但他仍習慣以「數數」的方

法來獲知事物的數量。直到「數數女王」做了一場瘋狂大夢之後才明白，想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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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得知東西的數量時，「乘法」會比「數數」管用。儘管故事的內容並沒有告訴

大家──「乘法」該怎麼「乘」，但卻能激勵出孩子深入了解乘法的念頭。 

  《私房藍莓派》與《阿曼達的瘋狂大夢》這兩本繪本以不同的方法來呈現數

學概念的脈絡，在《私房藍莓派》裡清楚的交待了加法概念發展的情況，並提供

解題的訊息，而《阿曼達的瘋狂大夢》僅僅指出乘法與數數的關係，以及它們在

計算數量上的優缺點，卻沒有明確告訴孩子乘法該怎麼做。有趣的是，這兩本繪

本都在故事情節中鋪陳出數學概念的發展脈絡，提供孩子「進階學習」的線索，

讓孩子清楚知道數學概念由淺而深的演進，從而激發孩子進一步學習的動機。 

 

三、故事情境與數學概念連結引發想像與創造 

故事情境可以讓數學概念變得易於學習，而數學概念也可以充實繪本故事的

內涵，以豐富逗趣的故事情節來包裝數學概念的學習，可以激發孩子的想像，讓

孩子投入創作的旅程。 

一群孩子為了送奶奶一份生日禮物，按著說明書的內容，將一堆立體圖形組

織成「最棒的禮物」，而這份禮物究竟是什麼呢？《咦，箱子裡是啥？》這本繪

本就利用孩子與生俱來的好奇心，帶領孩子徜徉在想像世界中，利用立體圖形數

學性質的描述，展開創意大作戰。 

直到繪本翻到最後一頁前，誰都無法預料這份禮物真正的模樣，但每個孩子

都可以根據自己閱讀出來的線索，嘗試構築出禮物的樣貌，也許孩子的想像與創

作與繪本的答案不同，但透過數學來從事創作的歷程就是一場美妙的藝術饗宴。 

  這段過程除了讓孩子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中，進行數學概念的探索與學習，同

時也引領孩子根據立體圖形的數學性質來組織成品，透過實作的過程將想像構築

成型，再對照繪本內容加以檢核、評價，成就一段有趣、精采的數學學習歷程。 

  知識源於人類的日常生活，為了應付生活所需，所以創造、組織與運用許多

概念與知識來解決所遭遇的問題。數學也和多數的文明發展一樣，因人類的生活

需求而不斷被討論、闡明，進而逐漸演變為我們現在所學所用的數學知識。 

  數學繪本是透過插圖與文字來呈現生活中可探查到的數學概念，透過故事情

境與生活經驗的連結，讓孩子運用生活事件的體驗與感受來理解繪本故事，進而

學習當中所要探討的數學問題，藉由繪本也能讓孩子將數學學習的印象遷移至日

常生活中，用來解決生活中面臨的數學問題。 

  簡單來說，數學源於生活所需，可用來增進我們對世界的認識與理解，同時

也使我們能以數學概念來回應生活中的問題。 

  再者，部分繪本的圖文可能提供了問題解決的情境，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

促使孩子開始尋找可使用的數學概念，或跟著故事中的主角一同進行探究，在探

究的過程中學得數學知識。有些繪本內容超過孩子可以理解的範疇，但是當中的

插圖與故事會激發孩子的研究精神，孩子為預測故事的發展，將已知的數學概念

加以延伸運用，達到延伸與擴展學習，從而學到新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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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繪本很重要的功能還包含開發孩子的想像與創造力，透過有趣、簡單

但不直接呈現結果的故事情節，能促使孩子發揮他的創意去構思故事的走向與結

局。這時孩子可能會運用到他的語言能力、創造能力以及數學表達的能力，統整

這些能力而獲得一個更完整、更豐碩的思考活動。 

  數學繪本就是這麼的新鮮有趣，在插畫與文字的交織中呈現出數學概念與生

活息息相關的部份，讓孩子充分了解生活週遭處處充滿數學學習的機會，除了喚

醒孩子主動探索及學習的動機外，還更進一步擴展孩子學習的場域，使孩子獲得

不同層面的學習經驗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