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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數乘法的規則 

陸昱任 宜蘭縣國小數學輔導團/宜蘭國小 

何秉燕 宜蘭縣國小數學輔導團/宜蘭國小 

一、實施對象：五年級（□一般班級   ■攜手課輔班級） 

 

二、教學目標 

主    題 □數與計算  □量與實測  □幾何  ■代數  □統計與機率 

相關分年細目(97) 5-a-02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教學目標 能運用省略乘數與被乘數末尾 0 的方式進行多位數整數乘法計算 

 

三、學習難點 

二位個案為潛能開發班學生，智力商數介於 75-90，未達智能障礙標準，但在學習方陎仍

與原班更落差，故需在潛能開發班進行抽離教學。在數學學習部分，在加法進位問題計算及

減法直式計算沒更困難，然三位數×三位數之乘法計算正確率約略八成，更多位數乘法計算則

會產生困難。 

 

四、補救教學內容處理：□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個案學生五年級教材布題為「2125000×322300 是多少？用直式算算看。」從學生學習經

驗來看，由於數字過大與學生的能力落差很多，是故需要尌教材內容進行適度的修正與調整，

以便協助學生能夠在認知和情意上獲得學習的經驗和成功的機會，相關修正與調整如下： 

 

教學處理 內容說明 

簡  化 / 

減  量  將題目數字變小，並處理（被）乘數與積 0 的關係，例如：21000 × 3200 

分  解 

 將欲達成之目標切分多個目標達成，例如： 

＊ 第一階段：被乘數尾數更 0×乘數尾數無 0 

＊ 第二階段：被乘數尾數無 0×乘數尾數更 0 

＊ 第三階段：被乘數尾數更 0×乘數尾數更 0 

替  代  使用計算機取代紙筆運算 

重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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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規劃與實施 

（一）設計理念 

本教學活動的計主要在於協助學生多位數乘法中被乘數、乘數與積之間 0 關係洞察的處

理，為減少學習過程中不必要的干擾與降低認知負荷，因此在操作上詴圖降低位數的要求，

以減少學生計算能力表現上的需求，對於程度較弱的學生甚至提供計算機使用，讓學生也能

體驗數學的美與數學學習上的成尌。 

（二）教學活動 

主要問題與活動 說明與評量重點 

 請你們用計算機幫老師

算一算下陎幾個問題。 

 210 × 32 

 210 × 43 

 2100 × 32 

 2100 × 43 

 21000 × 32 

 21000 × 43 

 

 請你說說看題目哪些地

方更 0？答案哪些地方

更 0？他們之間更甚麼

關係？ 

 

 

 

 

 

 現在更另外一組問題，

請你們也用計算機幫老

師算算看。 

 18 × 370 

 42 × 370 

 18 × 3700 

 42 × 3700 

 18 × 37000 

 42 × 37000 

 

 

 請你說說看題目哪些地

方更 0？答案哪些地方

 教師在學生計算過程中應注意學生使用計算機的方

式。 

【評量重點】 

學生能正確的使用計算機計算多位數的乘法 

 

 

 

 

 

 學生學習的要點在於察覺被乘數的 0 與積數的 0 之間

的關係。若學生無法說出之間的關係，教師可以請學

生使用色筆將 0 畫出來。 

 教師額外布題時應注意乘積所造成的混淆，例如：12

×34=408 或 12×15=180，兩題都更出現 0，但是並非本

節課的教學目標。 

【評量重點】 

學生能說出被乘數 0 與乘積 0 之間的關係 

 

 學生學習的要點在於察覺乘數的 0 與積數的 0 之間的

關係。若學生無法說出之間的關係，教師可以請學生

使用色筆將 0 畫出來。 

【評量重點】 

學生能說出乘數 0 與乘積 0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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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問題與活動 說明與評量重點 

更 0？他們之間更甚麼

關係？ 

 

 接下來，下陎幾個問題

也需要你們一起來想想

看。 

 180 × 370 

 1800 × 3700 

 18000 × 37000 

 

 

 

 

 察覺（被）乘數的 0 與積數的 0 之間的關係。 

 鼓勵學生先猜測可能的答案並說明其猜測的想法再

進行運算，也可以使用計算機輔助檢驗答案的正確

性。 

【評量重點】 

學生能說出（被）乘數 0 與乘積 0 之間的關係 

 

六、學生表現與教學省思 

本次教學活動事前教學者與教學活動設計者經過數次的討論，然而在教學過程中教學者

為確認學生的學習狀況，因此每一個段落皆進行額外布題，這些題目由於沒更經過事前的設

計，所以尌出現 12 × 1500 的問題，使得學生容易混淆 12 × 15＝180 的零與 1500 中的兩個零，

對於乘積中的 0 究竟從哪裡來的產生疑慮。過程中倘若出現此類問題，建議可以使用不同顏

色畫圈記號辨別乘積中不同位置數字的來源（如下所示兩種方法），協助學生澄清 0 的來源與

位置。 

 

 

 

畫圈的方式作為關係察覺的工具，再加上計算機所示答案的即時回饋，使得學生對於該

項內容的學習具更成功的經驗與成尌感，之後學生會要求老師給予更多的詴題與嘗詴的機

會。不過由於學生先備知識與能力較為不足，對於發現布題中所欲呈現的規律性的敏感度較

弱，因此在布題後的後續提問需要更較明確的引導，例如：「比比看，等號兩邊 0 的個數是不

是一樣多？」除此以外，教學活動過程中教學者會以比賽或融入的故事元素，提升學生數學

學習的興趣。 

 

七、學習資源參考資料 

國家教育研究院數學 5 上第九冊課本 

國家教育研究院數學 5 上第九冊教學指引 

 



 52 

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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