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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國小數學學習障礙兒

 童篩選測．驗

 壹、影響兒童數學學習能力的因素

 數學科在學校的課程申，居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學習

 的時數，僅次於語文科。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可以說是

 「數學的世界」。我們的生活離不開數學，透過數學的學習，

 可增進生活適應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數學科的教育學者及教師，認為數學的學習，應包括數

 的概念、計算，及應用等部分。大多數的兒童，能有效的學

 習，但部分兒童，卻產生許多學習困難的現象，教師、家長

 及兒童本身均感困擾。因此，如何協助這些兒童有效的學習

 數學，提高數學的成就，貿為數學科教學上一個急切的課題。

 ̂osc (1981)認為影嚮兒童數學學習能力(mathe^atics

 abil^ty)的四項重要因素為:

 1．心理的因素(Psych^^^g^^^^   factors):如智能

 (inte^^ igence)、認知能力與認知學習策略(cogn^^^^e

ability and Cogni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2．教育的因素(Educationa^  factors) :如數學教學的品

 質與各學習領域的量一即計算(computation)、測量仙easure-

 ̂ent)、時間(time)、及問題解決(Porb^e^ So^ving) o

 3．人格的因素(Persona^ity  factors):如堅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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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stence)、自我概念(s^^f^^oncept)、以及愛好數學的

 態度(attitudes toward mathe^a^^cs)o

 4．神經心理學上的類型(Neuropsycho^ogica^ Patterns) J

 如知覺(Percep^^on)及神經學上異常(neuro^ogica^ trau^^

 a) O Ho^an (1970)認為影響學生數學學習成效的因素有:

 1．知覺技能(Perceptua^ Sk^ l ls) ^因為缺乏空間關係

 (spat^a^ re^a^^onships) ^距離(d^stances) ^1大小關係

 (s^ze re^at^onships)、及其關係等知覺能力，阻礙有關測

 量、估計、問題解決、幾何等項的學習活動。

 2．學習的毅力(Perseverat^on) 0有些學生缺乏由某些課

 題或運算轉移至下一問題演算的能力，會阻礙需要多種複雜

 的問題演算與應用。

 3．語言(Language) :學生如有瞭解數學用詞困難的情況，

 如第一、 後、其次、大於、小於等，會使其缺乏數學的概

 念，降低學習的效果。

 4．推理(Reason^ng)，推理常需賴抽象思考(abstract

 thinking)作為基礎，思考能力的低下，會減低推理的能力。

 5．記憶(Memory) J記憶能力與數學的學習關係密切，對

 概念與操作經驗的保存，影響很大。

 兒童的數學概念與技能，可決定其數學的學習成就水準、

 學習動機、興趣、及其態度。數學的學習可擴增兒童的生活

 經驗(Ho^^es, 1985; Qu^^ter & Harper, 1988; Reyes,^98

 4)經由數學的教學活動，兒童可獲得數的概念，計算與推理

 的技能，學會時間、金錢、長度、重量、容量、及解決問題

 等。因此，各級學校均重視數學科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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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ter與Harper (1988)發現許多兒童在瞭解數學方面，

 存在著若千困難。學習障礙、智能不足、及一些普通兒童，

 由於神經及認知上的障礙(Neuro^ogica^ and Cognitivedef-

 ̂cits)，較難於瞭解數的概念，及獲得計算的技能，或拙於

 思考、推理、及記憶(Caw^ey, 1984;Quilter & Harper, 19

88)?

如何協助學習障礙兒童提高學習數學的效果?改進教材

 與教學方法、增強兒童的學習動機、興趣、及態度，是為重

 要的措施(Langone, 1990)?

 若千教學方案，如數學方案(Project Mat^)(Ca^^ey等，

 1976)與數學學習效果，其效果頗佳。

 許多學者(B^ock, 1971, 1974, 1979; B^ock and Burns,

1976; B^oo^, 1971, 1974,^98^,^987;Chan and Co^e, 19

 87; DeVaux, 1988; Guskey and pigott, 1988)曾採行完全

 學習策略仙astery Iearning Strategy)，以提高兒童的數學

 學習的效果。根據他們的報告，完全學習策略能增進兒童數

 學的學習效果，因為在此教學過程中，安排有學前評量(Pre

 -assess^ent) ^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及總結

 性評量(su^mati^eev^^^a^^^n)等評量活動，並對高成就學生

 給予充實活動，對低成就學生給予補救活動。^mnsdvatteret

 a^. (1988)及Torshen (1977)均認為完全學習策略對兒童的

 數學學習，具有良好的功能。

 Caw^ey (1984)認為學生如缺乏數學的知識與計算技能，

 將導致數學學習的困難。美國全國數學教師協會(The Nationa^

 Counci^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1978)認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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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數學教學方案可提升學生的數學的計算能力。該會指出:

 學生必須具有良好的計算能力與瞭解數學的要領，並能解釋

數^(1979) 0

 為了消除數學的困難，給予較多學習的時間與補救教學

 活動(remedia^ and a^^erna^^^eac^^^^^^es) ?對數學學習

 困難的學生是非常需要的(DeVaux, 1988; Johnson, A^dr^dge,

andA^dr^dge,1985; Mevarech, 1985)?

 數學的基本技能的學習，至為重要。Pe^^eg^^no and

 Go^d^an (1987)認為閱讀、寫作及數學三項，在小學課程申

 為基本的學科技能。這些學習，如有困難，將造成學業上的

 障礙(Sta^^^ngs and St^pek, 1986)?

 Fle^schner, N^z^^, and Marzo^a (1987)研究數學學習

 障礙學生的學習，發現此類學生多半缺乏解決問題的知識與

 技能。Caw^ey (1984)曾列S造成數學學習困難的因素如下:

 1．數學的教與學方面，如教學不適合，學習方法不良等。

 2．心理機能方面，如情緒問題，短期及長期記憶的障礙、

 空間關係、溝通注意、辨別等能力的困難等。

 3．生理機能方面，如視、聽、知動等的障礙。

 4．環境方面，如設備、資源的不足等。

 智能的障礙，亦為造成數學學習困難的原因之一。因其

 缺乏數概念、計算、記憶、推理、思考等能力(B^^sky and

Judd, 1986) o

 對數學的學習，如存有恐懼與焦慮，必將降低數學學習

 的成就水準;反之。低焦慮可提高成就水準(Reyes, 1984) 0

 因此，自我概念、信心及焦慮為影響數學成績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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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1989)認為數學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因為數學能

 訓練未來生活的基本技能，這些技能可達成完滿的生活。

 許多有效的策略可幫助學生解決數學的困難，如完全學

 習策略(Smith,^989)。此外，練習作業、示範演練解題、質

 作、獎勵、自行改正、電腦輔助教學、小組討論等，均可提

 高兒童學習數學效果。

 La^^^^與Hutchens (1986)認為學生如未能完成獨立的作

 業、教師給予過多作業、缺乏學習的機會、口頭引導(ora^

 d^rect^on)、學習興趣與動機、及不瞭解數學用語等，均將

 造成學生在數學學習上的困難。

 Ho^^es (1985)指出:教師始能重視數學概念與類化

 (genera ^^ zat ion)的過程，則兒童學習數學，會學習得更有

 效。

 Reyes (1984)則認為學生的自我概念(se^^-concept)與

 信^b(con^^dence)能影響其數學的成就水準。

卜 本測驗編製經過

 近年來由於教育部加強推動各類障礙兒童教育，對特殊

 兒童的測驗診斷工作受到重視;但因測驗診斷工具尚不充分，

 學校搪任特殊教育及輔導工作的教師，實施測驗診斷時常感

 困難。因此教育部特補助有關單位編製測驗工具，本測驗即

 基於此一需要所編製完成。

 本測驗內容包含數學教學中的數概念、運算及應用等三

 大要項。本編製小組配合國小低年級數學教材內容，先對台

 北市志清、文林、關渡、華江、木柵、忠義、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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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低年級兒童抽樣實施預測，經作項目分析後，保留44題，

 是為本測驗的正式題本。

 本測驗由編製小組成員陳東陞、許澤銘、范金玉、劉淑

 娜、葛竹婷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所編製完成。

參叫言度與效^隻考驗

 本測驗對台北市螢橋、萬大、龍山、東園、中興、明倫

 等國小低年級兒童樣本776人，採重測考驗結果，其信度係數

 為．9274(P弋．001) ;本測驗得分與樣本前學期的數學科學期

 成續的效度係數為．7878 (P弋．001)，均達非常顯著水準。

 肆、實施程序

本測驗的宵施程序如下:

 1．安排施測時間、地點及備妥應用文具。

 2．指導受測兒童進入施測地點並就座。

 3．主試說:「小朋友:現在老師要分給你(你們)一本

 數學測驗卷」(主試分發測驗卷給受測兒童)。並說:「現

 在請填寫封面上的校名、年、班、姓名、性別、測驗日期等

 資料。」

 4．等受測兒童填妥基本資料後，主試說:「小朋友:現

在請翻到第一面說明的地方:

說明

 一、選擇題:

 從第1．題到第28．題，每一題都有三項，其中只有十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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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請你在對的(   )裡面，打一個"號。

例如:

下面那一個圖是三角形?

(   v   ) (   ) (   )

 從第29．題到第44．題都是計算題，請你算算看。

 5．等受測兒童均明瞭作答方法後，主試說:「小朋友:

 現在從第1．題開始做，做到第44．題。等鈴聲響了就要繳卷。」

 6．時間到即收回測驗卷。本測驗的實施時間，包括說明

 與作答，共40分鐘，即國小一節課時間。

 伍、記分方法

 本測驗共44題，每通過1題得原始分數1分， 高為44分。

各題正確答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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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正確答案

 兩	正確答案	"""題號	"""一正確答案	"""題號	IE m g &
 L	一中-	16	右上	31	343
 L‥竺	右一""一"	17	右	32	一
 卜	右	而	中	33	423
 卜	右	19	右	34	「"乙
 卜	一右	20	一中 一	35	18
 卜	￡?	刀l	右	卜"	72
 T	中	,   22	上	37	X6 ^ 24口
 卜	T	呻	左	38	280+250=530
 T	?	T	中	39   !i	呻"50'""一
 卜	&	卜	T	工	172-134二381@@"""‥一""一
 卜	*	匣	?	T	""一
 卜	*	卜	□左	42	--‥．仁-‥-‥-．」
 卜	*	匣	*	回一	二
 T	「三	卜	@一	44	9X8二72一""一
 回	*	匣	9		

 陸、標準分數常模

本測驗以上述各國小低年級兒童樣本1365人的測驗所得

 原始分數，建立百分等級(P^)、Z分數及T分數三種標準分數

-148-



2.35	73.5
 2．21	72．丁
2.07	70.7
 丁．93	69.3
1．79	67.9
1.65	66.5
 1．51	65．八
 山．37	63.7
1.23	62.3
1．09	60.9
0.95	59.5
0.81	58．1
0.67	56.7
0.53	55.3
0.39	53.9
0.25	52.5
 0．寸1	51．丁
0.04	49.6
 0．寸8	48.2

34	-0.32	46.8
28	-0.46	45.4
24	-0.60	44
21	-0.74	42.6
18	-0.88	41.2
15	-1.02	39.8
 兀3	-1.16	38.4
 寸2	-1.30	37
@	-1.44	35.6
7	-1.58	34.2
@	-1.72	32.8
@	-1.86	31.4
@	-2	30
@	-2.14	28.6
@	-2.28	27.2
1+	-2.42	25.8
l	-2.56	24.4
 寸一	-2.70	23

 染、測驗吋拮果的解釋方法

 本測驗實施結束，經記分後，所得原始分數可查對上表

 原始分數與標準分數常模對照表。以百分等級(P)言，原始分

 數為17分者，其百分等級為9，即表示其數學成續，僅超過百

分之九的同年段的其餘小朋友;但低於百分之九十一的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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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模，其原始分數與標準分數之對照表如下:

國小數學科學習障礙兒童篩選測驗低年級標準分數常模

台北市立師院特殊教育申心民國81年5月建立

 原始分數(RS)    P    z分數T分數^原始分數^RS^    P    Z分數T分數

44

31

76



 段的其餘小朋友，由此可知其數學科的學習成續不佳。

 以Z分數言，原始分數如為20分者，其Z分數為-1.02，表

 示約有百分之八十四左右的其他小朋友的成績勝過他，他的

 成續僅高於百分之十六左右的其他小朋友。得分如為13分者，

 其2分數為-2，則表示有97.73%的同年段的小朋友的成續優

 於他，僅有2．27%的其餘小朋友的成績低於其成續。

 以T分數言，原始分數20分者，其T分數為39．8，其解釋

 方法與上例Z分數-1.02者相同;

 原始分數13分者，其T分數為30，其解釋方法與上例Z分

 數-2者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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