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小學的分數對於學生向來都是較於抽象的課程，主要是因為分數

的學習需要將實體體操作轉變為抽象的思維，學生較難以將所知道完

整的東西切割成分數的型態，再加上計數單位量的改變，更容易造成

混淆。 

國小階段數學領域的學習中分數是基本且相當重要的概念，而且

與之後小數、比、百分率等學習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張熙明等, 

2006)。現實生活中分數在觀念上有多種不同的使用情境與解釋，造

成學習分數對兒童而言是較困難的。一些分數學習的研究（Kerslake, 

1986; Murray,Oliver & Human, 1996）指出學生常出現的錯誤類型

如：缺乏等分概念、只注意分子或分母，忽略單位量大小或分數概念

不完備等。 

所以分數概念的教學要從具體的情境或操作物中入門，利用多元

的教材或教具以豐富學童的經驗，增加對分數的認知與瞭解，並作為

以後繼續學習比例或比等單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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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探討利用分數多元表徵對國小中年級學生分數概念的影響。 

二、瞭解學生在接受分數多元表徵教學後的對分數概念學習改變情

形。 

貳、待答問題 

一、利用分數多元表徵教學歷程中，國小中年級學生在分數學習情境

中運用成績表現為何？ 

二、實施分數多元表徵教學後，國小三年級學生分數理解能力是否有

顯著提升？ 

三、學生在接受分數多元表徵教學後，對分數活動的看法及改變情形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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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多元表徵 

多元表徵，就是教學時善用多樣化的表徵形式，如利用圖形操作

具體物，來幫助於學生組織思考以及對於問題的分析。(Brenner, et 

al., 1999; Dreyfus & Eisenberg, 1996; Fennell & Rowan, 2001)。

學者的研究指出如教學時將具體物的表徵模式融入，能夠有效的協助

學童發展正確的分數概念以及增加比較分數大小之能力（Cramer＆

Post, DelMas, 2002)。多元表徵，一般認為是「圖形表徵」和「具

體物表徵」。而這兩種表徵形式的意義也較容易掌握（蔣治邦，1994），

因而成為國小學習階段不可或缺的表徵形式。 

貳、分數概念 

    分數一詞來自拉丁文『frangere』，它的意義是分開，通常用來

敘述一個被分開的全體之各個部分（Heddeus，羅鴻翔譯，民 69）。

當日常生活中的整數無法滿足我們所需求，描述事物組成部份或組成

分子的需要便因應而生。 

Hunting（1986）認為，分數概念源於對一個連續物的細分（如

蛋糕、披薩等事物）。而就小學學習分數的初步概念包涵：單位分量、

真分數、假分數、帶分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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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是研究者對自我「行動」進行「研究」的結合，教師在

實際工作情境中，對自己的課程或教學上所遭遇的問題進行探究，協

助實務工作者辨別實務行動中之不同層面反省思考模式

（Schon,1987）。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國小三年級學生運用多元表徵來理解表徵與

分數概念表現之間的關係，並此採取解決問題的行動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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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分數概念 

壹、分數概念 

分數是來自我們實際生活中的需要，為了迎合這種需要，便建立

了一套數學模式來處理分割後的部份或小度量，這就是分數。而分數

一詞來自拉丁文『frangere』，它的意義是分開，通常用來敘述一個

被分開的全體之各個部分（Heddeus，羅鴻翔譯，民 69）。 

在中國，分數出現於《九章算術》中，其中有系統的討論了分數

及其運算。在《九章算術》「方田」章「大廣田術」中指出：「分母

各乘其餘，分子從之。」，這也正式的點出了分母與分子的概念）。 

分數概念起源於“分”，是我們用來解決不足一個單位量的數值的問

題。所以學生在學習分數的過程中，應該發展出三項分數的概念：分

數的命名、意義和運算。Kieren（1976）並提出分數概念的五種建構，

根據不同情況下有不同解釋：1.是部分—全體關係的描述，全體為 m

時，n是 m的部分。2.是一種比值，表示兩數量的相對關係（n：m）。

3.是商，除法的運算，n除以 m的另一種寫法。4.對全體用來測量一

個不滿一個單位量的量的數值問題，或是將兩數量的對等關係數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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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比值。5.分數是運算符號，對於 1個物件，進行分割運作，將『1』

等分成 m份再取出 n份。 

而分數的種類，在小學學習階段有：1.真分數：分子＜分母的數，

如：  。2.假分數：分子＞分母的分數，如：  。3.帶分數:帶有整

數的分數，如：   。 

4.最簡分數：分子與分母不能再約分，也就是分子和分母互質的分

數，如：  。 

分數是學習數學的一個重要關卡，它對學童而言，是一種複雜又

重要的概念，對於數學具有抽象及前後連貫的特性，是由一連串的概

念抽象化所形成的(林碧珍，1988)。分數學習的失敗對往後的數學學

習發展將會產生很大的阻礙，將很難進行其他數學概念的學習。如在

往後比、比值…等觀念便不可能建立完整正確的數學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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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2%E8%B3%AA&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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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數教學教材 

以目前本校南一版數學教材為例，將學生二至六年級有關分數教

學做一歸納整理。南一版第四冊第 8單元「分東西」-引導學生能在

具體情境中，進行平分的活動，雖然主要含意再讓學童瞭解除的意

義，但對分數而言，平分更是進入分數教學前的關鍵。南一版第五冊

第 8單元「分數」-初步認識分數，透過具體物操作，在連續量的情

境中，理解平分的意義，並對所得的單位分數加以命名。南一版第六

冊第 7單元「分數的加減」-具體情境中，比較同分母分數的大小，

並且進行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應用問題。除此之外，帶入「一半」即為

1/2的概念。南一版第七冊第 6單元「分數」-認識真分數、假分數

與帶分數，並透過操作活動，認識假分數與帶分數的相互關係，並透

過除法來說明除數、商、及餘數與帶分數中整數、分母及分子的關連。

同時也點出分數即是「整數相除」的意涵。南一版第九冊第 4單元「擴

分、約分和通分」-在具體情境中，學會擴分、約分和通分，並利用

通分概念比較異分母分數的大小。南一版第十冊第 5單元「分數的乘

法」-能理解分數乘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南

一版第十一冊第 2單元「分數的除法」-能理解除數為分數的意義及

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瞭解分子與分母互質就是該分數

就最簡分數，並學會利用約分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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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數學多元表徵 

Fennell & Rowan(2001)研究指出，教師教學時利用多樣化的表

徵形式，可以有效幫助學生在學習時組織思考以及面對問題時分析的

呈現。 

Cramer, Post & DelMas (2002)的研究指出將具體物的表徵模式

融入教學中能夠有效的協助孩子發展正確的分數概念並且提升比較

分數大小之能力。 

Fuson & Willis (1989)教導國小二年級的學生利用圖形表徵的

方式來解決加與減的文字問題時，研究發現圖形表徵能夠提昇學生的

數學學習表現。 

國小學習階段，「圖形表徵」以及「具體物表徵」是教學時不可

或缺的表徵形式，因為這兩種表徵形式的意義也較容易掌握（蔣治

邦，1994；許良榮，1996）。 

NCTM(2000)研究亦指出利用具體物以及圖形表徵是發展數學抽

象符號表徵的橋樑。 

張熙明（2004）提到，分數表徵是分數在學習過程中，思考、解

釋接收到的訊息，並用以表達思考結果的呈現，以及和他人溝通的重

要工具。 

Cramer & Henry (2002)教師在數學教學中應多運用、融合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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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徵型態，因一個數學概念利用許多種的表徵方式，可以做為理解

和傳達過程中的媒介，來表達同一個概念，達到教學效果。教師如果

能夠善用各種表徵方式，也鼓勵學生利用各種表徵方式表達自己的想

法，將多重表徵融入分數教學，對於分數學習的成效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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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指在探討利用分數多元表徵對於參與國小中年級補救教

學「分數概念」實施之成效。期透過多元表徵課程教學之行動研究，

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生對「分數」的概念。首先，三年級下學期學期結

束前進行前測，瞭解對分數的迷思，並於暑假設計相關分數教學課

程，透過師生對話與實際操作形式，使學生熟悉分數概念之應用，提

升分數教學的成效。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工具 

壹、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揭露發現問題以求改善，

因而能對行動研究的參與者產生實質的幫助。而行動研究後所提出的

觀點，而啟發自身的反省(潘世尊，2003a：34-37，2003b)。 

對於教育行動研究兼具教育性：改進教學，促成學生認知情意上

有所成長。專業性：教學者從中得到成長。理論性：透過自身反省可

以修正自己教學或重新建構理論。解放性：透過不斷自我反思辯證，

從研究中，澄清教育實踐或是教育信念，是否受到某種「社會結構」

或「意識型態」所影響。（潘世尊，2003）。 

研究者身為教師，站在基層教育工作的第一線，希望透過行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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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來改進教學實踐及落實教育理想時，以讓學生達到良好的學習成

效。 

貳、研究工具 

一、分數概念測驗卷 

參考洪素敏(2004)所設計的測驗題目，並蒐集相關文獻而加以修

正。 

(一)測驗目的 

    本測驗目的在評量國小中年級學生對於分數的基本概念，作為研

究者編撰分數教學課程時的依據。 

(二)測驗內容 

測驗題目共 10題分成三大類：瞭解分數的意義、比較分數的大

小、分數的運算。前與後測題目命題採同一卷，藉由後測的成績結果，

作為教與學成效的依據。 

(三)實施及計分方式 

本測驗紙筆方式完成。以選擇題方式作答，每題有 4個選項，答

對為 1分，答錯及未達為 0分。依據正確答案標準給分，本卷共 10

分。 

(四)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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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題目設計完成後，與本校富經驗老師一同檢視，使其具有

專業效度。內容經過修訂，測驗後並再分析修正，使其具內容效度。

信度則採用 Cronbach α 值來檢測分數概念信度，其結果 α

為.7779，代表檢測具有一致性。 

參、教學成效評量工具 

    本研究將針對學生進行晤談，利用測驗結束後訪談學生，對於答

錯的題目進行瞭解。目的在於瞭解學生的分數概念熟悉程度，以因應

補救教學教材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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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壹、研究架構 

 

 

 

 

 

 

 

 

 

 

 

 

 

 

  

圖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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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一、準備階段： 

1.發現問題：了解研究學生學習情況，針對施測對象實施分數概念測

驗，並分析其對分數的迷思。 

2.界定問題：蒐集相關文獻，了解學生易對分數產生迷思的原因，針

對其原因擬定教學策略，釐清學生對分數的迷思。 

3.擬定研究計畫：擬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並規劃研究設計再執行。 

二、實施教學設計： 

1.擬定/修正教學方案：擬定採用分數多元表徵方式進行教學，及編

選補救教材。 

2.實施教學方案：教師補救教學實施，從多元表徵幫助學生釐清分數

的基本概念。 

3.蒐集資料：在補救教學結束後中，再次檢測，瞭解學生在分數多元

表徵教學中的改變，以及學生對表徵方式教學的心得。 

4.檢討與省思：透過學生檢測的結果以及個別晤談等多元資料進行教

學反思，修訂教學策略，以解決教學現場問題。 

三、完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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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將蒐集資料加以分析。 

2.檢討：檢討教學中之研究目的、教學過程、發現現象與學生學習的

改變等。 

 

 

 

 

 

 

 

 

 

  

 

 

 

 

 

 

 

 

 

 

 

 

 

 

 

 

 

圖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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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目前教授的國小三升四年級攜手計畫班級為研

究對象，8學期中參與人數有 6人，暑期課程參與人數 6人，兩階段

皆參與人數有 6人，故以此 6人為研究對象。 

表 3-1  學生數學程度觀察表 

受試者 

編號 

教師觀察內容 三年級數學

成績 

分數基本概念

成績 
分數概念 

分析 

上課 

情形 上 下 前測 後測 

1 
單位分數無

法辨別、等分

概念薄弱 

有自信，

會主動提

問，但容

易觀念混

淆 

59 67 40 60 

2 
部分/整體的

觀念混淆 

多話，上

課不專心 
56 54 50 60 

3 
大小單位詞

互換混淆 

學習能力

較弱，需

師長多鼓

勵 

61 72 50 70 

4 
等分概念薄

弱、單位量的

混淆 

學習能力

佳，上課

都能完成

指定問題 

55 62 40 50 

5 

分子與分母

後整數的影

響而產生混

淆 

學習能力

不錯，但

作答時容

易受題目

混淆 

42 65 30 50 

6 

單位量的混

淆，未真正了

解分數的意

義 

學習強，

但容易題

目影響而

混淆 

61 68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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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學實施設計—分數多元表徵教學法 

壹、教學目的 

    本研究主體為實施分數多元表徵教學法，以提升學生對分數的基

本概念。並探討學生在教學前及教學後對分數的迷思是否有釐清，促

使學生面對有關分數的問題時，不再迷惘、懼怕。 

貳、教材設計 

    本研究在前測結束後，需設計教學方案，在選擇教材時，符合學

生程度，並結合學生過往的經驗以提升其學習興趣。以下為本研究使

用 20堂，每堂 40分鐘進行分數表徵補救教學計畫： 

表 3-2  分數多元表徵教學課程進度表 

堂數 分數表徵策略 課程內容 備註 

1~2 部份/全體實體物操作 單位分數的認識、命名  

3~5 線型/圓型模型操作 單位分量與部分整體概念的

連接 

 

 

6~8 生活中情境小單位引入 留意分數詞單位  

9~11 實體物的分割 大單位、小單位的轉換  

12~14 線型/圓型模型操作 單位分數比大小  

15~17 線型/圓型模型操作 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18~20 線型/圓型模型操作 分數的加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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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壹、研究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蒐集包含學生前後測資料、教師觀察記錄、學生文件

資料與教學日誌，說明如下： 

一、學生前後測資料 

    學生在教學前與教學後，施以「分數概念測驗卷」所得到之資料。 

二、教師觀察紀錄 

    教師在教學中觀察學生學習狀況，並於課堂後作觀察記錄。觀察

重點在於學生學習分數表徵操作時，對於問題的反應與操作過程的技

巧。 

三、學生文件資料 

    主要是以教學過程中，所發給學生的學習單或是教具教材。教師

可以隨時檢視學生操作情形，並針對學生較易產生迷思的題目進行複

習，讓學生有多次練習的機會。 

四、教師教學日誌 

    研究者針對課程上所發生的細節均給予記錄。如：學生反應與表

現、教學中發現的問題等都在記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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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分析 

一、量化資料 

    量化資料包含教學方案實施前後分數概念測驗卷分析，上述資料

採「單組前後測設計」進行 t考驗分析，以了解教學前後學生分數基

本概念是否有顯著提升？ 

二、質性資料 

    將所蒐集到的質性資料，進行轉譯，完成資料分析前的準備工作

（包含學生前後測資料、教師觀察記錄、學生文件資料與教學日誌

等）。 

 

 

 

 

 

 



 20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行動研究了解數學多元表徵課程實施，對

參與補救教學中年級學生之增進分數概念成效，依據研究結果加以闡

述與討論。本章分為「研究實施過程」、「實施歷程中的問題與修正」

以及「教學後分數概念測驗卷」上的表現情形三節。 

第一節  研究實施過程 

    本節來說明研究實施過程中學生對分數表徵的學習表現，討論在

分數表徵學習情境中，透過分數表徵教學策略來減少學生對「單位分

數」、「等分」、「分數在數線上的數值」和「1/2的分數概念」所產生

的迷思。 

壹、單位分數 

    在分數比較大小時，教學前，學生都會用分子或分母數字來比較

大小，忽略了必須先將分母分成相同份數，產生錯誤的答案。教學後，

透過圖形表徵教學，一方面可以說明等分時單位量大小必須一樣大，

另一方面可以讓學生透過單位量，來考慮到分子與分母的關係後，再

來判斷分數的大小。 

貳、等分 

    教學前，對於等分的觀念，學生都是認為分母數字多少，就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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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幾份，但透過圖形來比較時，就產生混淆的情況。因為忽略了等分

的意義，圖形切割未能考慮到每一部分應相等。教學後，學生針對圖

形都能注意到切割每一部分都應相等、相同、公平，這表示等分的觀

念有所改變。 

参、分數在數線上的數值 

在一開始分數教學時，將學生帶入分數的概念，都是透過圖形的

分割來闡述。而將分數當成一個數值擺到數線上時，學生就會產生迷

思，不認為分數本身就是一個數值，還停留在分數就是代表著全部的

幾份、幾片、幾塊的意思。教學後，大多數的學生都能將分數視為一

個數，並且瞭解分數在數線上的位置在哪。 

肆、1/2的分數概念 

教學前，學生對於1/2大部分的認知就是全部的一半，也就是將

全體切割成兩份，執著於一半就是分母一定要是2的迷思。以致於透

過1/2來比較大小時，無法順利找出答案。教學後，學生都能以1/2

當作是基準，來進行分數大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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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歷程中的問題與修正 

問題一：學生對於分數的學習，總是興趣缺缺 

    學生面對分數時，總是覺得它跟之前學的數不一樣，為何有分

子、分母兩種部分，以致於產生排斥，不想學習的念頭。如此一來，

造成教師在教學分數的絆腳石，學生常面臨單位量的內容物不清楚、

等分觀念薄弱，而造成學生在認知上，產生諸多迷思與混淆，導致學

生無法完整學習這一單元課程。 

評估與因應策略： 

    在初期教學設計之時，研究者已透過分數圖形表徵，來進行分數

概念的調整，並做適當的編修，但仍有部分學生無法理解圖形所代表

之分數，研究者可以再評估學生程度能力後，再次修改尚未教學之內

容，使學生更容易瞭解分數的概念，以利後續教學課程之進行。 

問題二：學生無法體會生活情境中的分數 

    在進行分數表徵教學中，對於學生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分數概

念較容易模糊，生活體驗較少，以致於教學時，單單用口述的方式效

果較不佳，學生無法得到良好的教學效果。 

評估與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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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學習中操作圖表的重要性，由教師先針對分數課程建立架

構，並引導學生思考，鼓勵踴躍發表，並在發表後給予正向回饋，並

且引導同儕上台操弄分數表徵教具，增加與學生的互動，進而融入生

活常碰到的分數情境，讓孩子不知不覺中熟悉分數的概念。如此一

來，學生學習上參與度高，相對地教學成效也較佳。 

問題三：學生表達能力有限，往往知道答案卻說不出為何 

    老師上課針對剛剛所講述的分數概念提問時，學生大多保持沈

默。如教師鼓勵發言時，大多是某幾位固定學生舉手發表。而其他學

生常會受限於口語表達能力，無法完成表達自己的意思，進而影響其

自信。所以，無法從課堂上得到師長正面的回饋，以致於上起課來，

意願不高，影響學習的效果。 

評估與因應策略：  

透過同儕間的互動，老師能給予鼓勵與回饋。教師應讓每一個孩

子都能有充分發表的機會。對於表達能力較佳的孩子，應給予鼓勵；

對於表達能力較差的孩子，能適時給予提示、幫助，讓學生慢慢循序

漸進，一步一步地引導。而同學間的互相交流與回饋，也能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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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試者接受分數表徵教學前後在「分數概念測驗

卷」上的表現情形 

    本研究為更進一步瞭解教學介入對受試者分數概念的改變，在分

數表徵教學法介入前後，分別施以「分數概念測驗卷」，此測驗包含

10題，每題都有一個正確答案，請受試者選擇好選項後，並解釋為何

要選擇此一答案的理由。分析受試者在分數表徵教學學前、後在測驗

上表現，整理分析如下。 

表4-1國小中年級學童在分數概念測驗卷(T分數)得分之描述性

統計資料 

測 驗 內 容 平均數 

(平均正確百

分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第一次施測 43.33 8.16 30 50 

第二次施測 58.33 7.52 50 70 

 

由表 4-1可知，第一次施測平均數為 43.33分，標準差 8.16，

最小值 30，最大值 50。第二次施測平均數為 50.62分，標準差 4.81，

最小值 50，最大值 70。由上述可知經過分數表徵教學法課程後，學

生在心理概念測驗卷上平均 T分數表現有 15分的進步，答對題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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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2題。在最小值與最大值在前後測間，都存在答對 2 題的差距。

但仔細探討學生在測驗上表現發現兩次測驗分數都有進步，答對題數

增加 1~2題，表示學生在接受分數表徵教學法後，個體上有進步的結

果。 

表4-2 分數概念測驗卷前後兩次測驗的得分之差異考驗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第一次施測 43.33 8.16 

-6.708* 

第二次施測 58.33   7.52 

備註：1. 測驗得分以 T分數為計分。 

2.* p < .05    ** p < .01    *** p  < .001 

由表 4-2可知第一次與第二次施測平均分數有顯著差異(p 

< .05)，顯示學生在接受分數表徵教學法後在分數概念測驗卷上 T分

數平均表現有顯著的進步。也可知分數表徵教學法對分數概念有提升

之成效。 

    綜合上述的分析，受試者在「分數概念測驗卷」前、後測的比較

上， T 分數平均數提升15分，看似進步很多，但以答對題數來看，

每位學生都增加1~2題，這顯示分數表徵教學法對分數概念釐清上，

效果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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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以國小中年級參與補救教學學生為研究對

象，利用分數多元表徵教學法進行提昇「分數概念」的教學研究。旨

在瞭解分數多元表徵教學實施時，學生在分數學習中的表現情形、和

在接受分數表徵教學後，在分數概念表現上的進步情形。本研究結論

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結論 

一、在利用數學表徵教學應用在分數概念上，學生對於分數初步的迷

思有所改善。這表示分數概念表現上在本教學行動後已得到很大的正

向進步。 

    在分數表徵教學法的實施過程中，教師妥善運用各項表徵符號，

學生表現可隨著教學行動的修正次數增加而進步。初期對於分數的迷

思都能有所釐清，進而瞭解分數所要表達的內容含意。最後，能逐漸

在學習環境中熟練地運用數學表徵符號，進而提昇在分數概念上的表

現。 

二、數學表徵教學法實施後，國小中年級參與補救教學學生能運用表

徵符號來減少分數的迷思，進而提升分數概念理解能力。 

    透過分數概念測驗卷前測與後測，顯示出學生在接受數學表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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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後平均T分數成績高於第一次施測，顯示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逐漸

表徵符號的用途，並且類化至日常生活分數概念中，學生對於分數的

圖表和意義，更能掌握與瞭解，因此進而提升其對分數之概念。。 

三、國小中年級補救教學學生在接受分數表徵教學後，對分數概念的

增進普遍持正向態度，表示喜歡表徵式的教學方法，並肯定學習分數

透過表徵符號能夠提升學習動機。 

    參與本研究之國小中年級補救教學學生大多表示喜愛學習分數

採用符號表徵式教學優於傳統口述教學型態，並認為透過教師的教具

引導，以及同儕上台操作表徵教具，可以提升學習分數概念成效。此

外，學生認為表徵符號教學方式較為活潑，與一般數學教學方式大都

是老師口述教學有很大的不同，透過自行操作過程，從中去認知覺察

自己對於分數概念的理解程度，以提升解決分數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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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補救教學分數課程實施數學表徵符號之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於數學科教學中融入「表徵符號教學法」 

    大多數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總是感到懼怕，因為學生對於各種表徵

之間會出現轉換困難的情形，所以教師必須使用不同的表徵方式，來

讓學生學習新的概念並連結以前舊有經驗，協助學生將「具體表徵」

抽象化，進而推論出成人「算則」。 

二、數學表徵教學內容著重表徵間的關係 

研究者於數學表徵教學的過程中發現，由一開始的「具體表徵」

經由「圖畫表徵」，最後到「符號表徵」，這些表徵之間關係的「轉換，

對學生而言，都是一個概念的新詮釋。因此，必須讓學生將概念放入

表徵中，並可以很彈性地處理新的概念，才能將一個表徵系統轉換至

另一表徵系統（引自呂玉琴，1991）。 

三、融入多媒體教學 

    在教學過程中，除了製作教具外，若能適當融入多媒體素材，可

以讓學生接受不同感官刺激，同時也能夠加強同儕學習互動的機會，

使學生印象深刻，進而應用到其他數學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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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擴展不同學習單元 

    本研究旨在研究學生在接受分數表徵教學後，對分數概念能力的

提升。故未來研究方向可擴展至其他單元的教學上，並配合多元表徵

符號進行教學，以瞭解多元表徵教學法對學生在各種主題的數學理解

能力是否有成效。 

二、後續分數概念之追蹤研究 

    本研究進行分數概念能力前後測，僅針對分數基本觀念及簡單分

數加法進行研究，對往後其他分數概念，如異分母的加減、分數乘法、

分數除法等單元，成效是否如預期，仍待檢驗。因此時間允許，可針

對分數教學上，可以採用數學表徵法教學成效作進一步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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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分數概念測驗卷 

班級：        姓名：         測驗日期：102年   月   日 

請在每一題中，選出適合的答案，並且在下面寫出為何選這個答案的

理由。 

(   )1.下列哪一個圖形塗色部分可以表示 3/4？ 

Ａ.                       B. 

 

 

C.                        D.                         

 

 

我的理由是（                                              ） 

(   )2.下列哪一個圖形塗色部分可以表示 2/3？ 

A. B. 

 

 

C.                        D. 

 

我的理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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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校有一正方形步道，小名從 A點出發，走了整個步道的

1/2，下列請問哪一個位置是小名走的位置？ 

A. B. 

 

 

C.                      D. 

 

 

 

我的理由是（                                              ） 

(   )4.下列哪一圖形代表 4/5比 3/5大？ 

A. B. 

 

 

B. D. 

 

 

 

我的理由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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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下列哪一圖形代表 4/5+2/5=？ 

A. B. 

 

 

 

C.                       D. 

 

 

 

我的理由是（                                              ） 

(   )6.下列哪一圖形代表 3/4比 5/8大？ 

A. B. 

 

 

C.                       D. 

 

 

 

我的理由是（                                              ） 

5/8 

 

 

 

3/4 

5/8 

 

 

 

3/4 

5/8 

 

 

 

3/4 

5/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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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下列哪一圖形代表 1/2比 1/3大？ 

A.                        B. 

 

 

C.                        D. 

 

 

 

我的理由是（                                              ） 

(   )8.下列哪一圖形代表 5/6-2/3=？ 

A.                        B. 

 

 

 

C.                        D. 

 

 

 

我的理由是（                                              ） 

5/6 
5/6 

5/6 

5/6 

2/3 
2/3 

2/3 

2/3 

1/2 

 

1/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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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請問圖中灰色三角形占整個正方形幾分之幾？ 

 

 

 

A. 1/6    B. 1/8  C. 1/10  D. 1/12 

我的理由是（                                              ） 

(   )10.請問下列數線中，1/2+1/3最接近哪一個點？ 

 

 

 

我的理由是（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