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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get強調概念的發展決定於生物個體的成熟與否，相對於此，Vygotsky

 主張「成長步隨著教育的痕跡展開」，其鷹架(^caffoldin^)理論，視內醞化的

 過程，藉由外顯的設計，兒童智能將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林宜臻(民81 ^ 89a)以

 自行設計之結合形成性評量機制的教學活動設計，對班後段學童施以補救教學後，

 發現即使是班後段的學童，點對稱圖形方面的通過率也由2．8%提升至72.2%。林

 宜臻(民88)的擴大圖、縮圖研究指出:年級的高低並不與學生表現間有其正相關，

 而與課程之設計有關，以形成性評量(formnative evaluation)為媒介的數學教學

 活動設計，在高年級的圖形概念建立確實有效。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結合形成性評量機制運用於一年級時，對於認知層面成

 長的可能性。為避免教學經驗的變異，導致結果的擴大解釋，本研究以教學經驗淺

 的L國小實習教師的44i班級133名學生為實驗絀，採用結合形成性評量教學活動設

 計;同校一年級的其他7個班級226名學生為對照組，採用現行教材，探討數學教

 學活動設計結合形成性評量機制，對於一年級學童的數學本質概念掌握，是否更有

 助益。

 此外，學童家長的社經背景影響學童先備經驗。進而影響學童概念學習，故本

 研究不同教學設計組採同一學校外，脆以使用同樣的現行教材的L國小一年級7個

 班級226名及S國小^^年級全體^T^班級144名學童表現，探討一年級學童的數學本

 質概念認知的變異，是否來自學校類型之不同，其中L國小是文化刺激及家長社經

 背景高的都會型學校，S國/卜則是都會邊緣的老社區，文化刺激及家長社經背景偏

 低。

 本測驗的目的在於掌握學童對於數學概念的瞭解情形，因此採效標參照。以

 371名國小一年級學童為樣本，將測驗的同類題目分成兩部分各求其總分，再以

 Pearson]積差相關雙尾檢定，求得相關系數為．468**(P<.01)，顯示本測驗之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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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一致性高。本測驗工具，係筆者根據教學目標與內容編寫而成，具有內容效度

 採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以均等變異法的直交轉軸方式，讓所解釋的變異

 儘量均等。研究者原設之概念計有[數大小的比較]、N[長度比較]、N[形狀(長方

 形、N三角形、N正方形、N圓形)認識]、N[鐘面(幾點鐘、N幾點半)辨識]、^[算

 式判斷]。採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發現[數大小的比較]、N [算式判斷]與研究者原設

 之概念相吻合。另[鐘面(幾點鐘、N幾點半)辨識]涉及指針的長短，所以與[長度

 比較]屬同一因數。形狀概念區隔成兩因素，突其竟在於難度，對於一年級小朋友

 而言，相對於常見0□八□而言，卜戶口又是另一概念。整體而言，本工

 具具有某種程度的建構效度。

 本研究(1)以t檢定進行考驗，以了解數學成績與不同教材間有無相關存在。

 (2)以卡方(X     )同質性檢定考驗不同教材組學童的各子概念答對率之差異情形。(3)

 以卡方(X    )同質性檢定考驗不同教材組學董通過人數百分比之差異情形。(4)以單

 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的顯著性考驗，分析不同教材紐在不同子目標

 下表現的差異情形。(5)以t檢定進行考驗，以了解數學成績與學校類型間有無相關

 存在。(6)以卡方^     2\同質性檢定考驗不同學校類型學童的各子概念答對率之差異

 情形。

 本研究發現:學童的概念掌握的變異來源，來自教學活動設計的不同。接受結

 合形成性評量教學活動設計的實驗教材組的中位數值高於現行教材組，而且較現

 行教材組的分佈集中，相對於現行教材組的42.7%通過率，實驗教材組的通過率達

80.5% 1^

 由以上的發現可以得知: (1)經由主體性引導方式，讓學童由關係洞察、正誤

 區辯—^概念確認、概念再製、概念應用等過程，俾於數學本質概念的掌握。(2)

 以形成性評量為媒介的數學教學活動設計，在高年級的圖形概念建立有效外(林宜

 臻，88 ^ N8ga)，運用於一年級，仍有助於學童數學本質概念的掌握。(3)教學過

 程進行中與進行後，皆須施以形成性評量，方能確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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