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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猶記在某天上數學課時，有個小朋友提

問：「在一個圓裡面，直徑是半徑的幾倍？」

全班異口同聲的回答：「2倍。」該生進一步

提問：「那麼反過來半徑是直徑的幾倍呢？」

小朋友靜思幾秒鐘後，陸陸續續的回答：「

應該只有一半、0.5倍。」研究者再問說：「

有沒有其他的表示法？」只見兩三個學生很

沒有信心的回答：「 。」分數在生活中應用

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是從上述例子觀之，學

生不擅長使用分數來表徵問題。在學習上，

分數也常是他們容易產生迷思的一個概念。

許多研究顯示，分數是學生學習數學的一個

絆腳石，例如學生解題時，經常逃避使用

分數。許多學生在代數上的困難，可回溯至

他們早期分數概念了解的不完備（Dickson et 
al., 1984）。因此，分數概念是影響往後學生

學習數學的重要關卡之一。本研究為了澄清

學生的分數概念迷思，提升他們的學習成

效，甚至對未來更高深的比例尺、代數等概

念奠定良好的基礎。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針

對小四學生，分析他們先前學習分數的經

驗，並探討可能產生的迷思概念，研究工具

乃研究者自編之生活情境題，並融入趣味性

的元素來設計補救教學，期望學生能藉由這

樣的教學活動，澄清原有的迷思概念，並提

供未來相關教學之參考。

㆓、㈻生分數迷思概念的分析

與探討

就文獻探討的部分，首先針對二至四年

級的數學教材內容做分析，其次再從先前學

者的研究中歸納出小四學生的分數迷思概

念，以做為設計教學活動的參考依據。內容

分述如下：

（一）康軒版二~四年級分數教材分析

康軒版第四冊第七單元（認識單位分

量—分母在10以內）

康軒版第五冊第八單元（分數的意義—

分母在20以內的真分數）

康軒版第六冊第五單元（同分母真分數

的合成與分解）

康軒版第七冊第三單元（認識真分數、

假分數、帶分數的意義與互換）

（二）小四學生可能之分數迷思概念的探討

分數概念的不完備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

難，也因而產生許多的迷思。探討先前學者

對學生分數迷思概念所做的研究文獻繁多。

研究者就小四學生先前學習分數的教材中分

析、歸納出，學生具有的分數迷思概念分述

如下，並整理如表1所示：

1.分數概念

（1）等分概念不穩固

指將一連續量或離散量細分成好幾個部

份，每一個部份都要一樣大。在連續量中，一

般以幾何圖形來做等分割活動；在離散量中，

是以集聚單位為單位量來做等分活動。多數

學生只注意到平分的份數，卻忽略每一份的

大小是否相同。

（2）對分數的意義有所誤解或無法體會

分數亦為一個數，但學生習慣以部份—

整體的模式看待分數，也就是視  的意義是分

成b等分後其中的a份而受限制。或受到「

子」「母」的字面意義影響，認為比較大的

數為分母，比較小的數為分子。

分數單位量創意教㈻之探究~以小㆕㈻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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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位量辨別困難

分數單位量概念又稱為整體量概念。當

我們提到  顆蘋果時，1顆蘋果就是單位量；

如果是  打的蘋果，則1打（12顆）蘋果才是

單位量。學生常因為對單位量意義判別困

難，造成整體量指認錯誤。例如：連續量

中，學生忽略整體量是一整個披薩；離散量

中，學生容易發生單位混淆，分子分母解釋

錯誤（如1打12顆的  認為只有2顆）。

（4）不當比較分數之大小

分數依單位量（如顆、打）或單位及單

位分量（1打12顆，  打和3顆哪個多？）的

不同，其大小也不同。造成學生判別困難，

而且容易使用不當策略來比較分數大小。

（5）等值分數無法理解

一個分數量的等分割再等分割後，其分

數值不變（如  ＝  意指一物件分割成2等份

中的1等份，同樣的物件也可以分割成4等份

中的2等份）學生難以理解。

2.分數的運算

（1）單位分數概念薄弱使分數間的化

聚容易產生錯誤

學生對於單位分數的概念薄弱，例如題

目問  是幾個  ？學生很容易回答是    個，如此

迷思概念造成分數間的化聚產生錯誤。

（2）分數形式（真分數、假分數、帶

分數）轉換不易

學生判別真分數、假分數、帶分數的型

式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對於假分數和

帶分數間的運算和轉換常錯誤百出，例如：

 換算成假分數是多少？  換算成帶分數

是多少？學生常感到轉換不容易。

（3）以整數運算法則類推至分數算則

學生常會將視為是由兩個整數所組

成的，未將分數視為一個數，因而在分

數運算時產生錯誤，例如分數加法題：

會把分子加分子、分母加分母

的分數結果當作答案。

（4）對題意不清楚造成解題錯誤

學生在解分數文字題時若是對題意不了

解，再加上分數概念的不穩固，解題就容易

發生錯誤。

（5）胡亂拼湊的解題策略

分數表徵對學生而言並不擅長使用，少

數的學生一旦遭遇到分數算則時，則一律採

用胡亂拼湊的策略來解題。

表1 小㆕㈻生分數迷思概念彙整

項目 迷思概念

分數概念

等分概念不穩固

對分數的意義有所誤解或無法體會

單位量辨別困難

不當比較分數之大小

等值分數無法理解

分數的運算

單位分數概念薄弱使分數間的化聚容易產生錯誤

分數形式（真分數、假分數、帶分數）轉換不易

以整數運算法則類推至分數算則

對題意不清楚造成解題錯誤

胡亂拼湊的解題策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林彥宏，2002；洪素敏，2004；許慧禎，2002；張熙明，2003；黃志敘，
2005；曾靖雯，2003；游政雄、呂玉琴，2002；鄭崑瑜，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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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分數單位量教㈻活動的設

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教學中的互

動，幫助學生澄清他們的分數迷思概念。因

此，教學活動以「分數單位量（離散量）概

念」來做設計，以下說明整個教學動機與範

圍、教學理念與目標、教學活動實施流程、

教學結果與討論，並提出建議供未來相關教

學之參考。

（一）教學動機與範圍

研究者有感於學生在學習分數時有諸多

的迷思概念，但限於研究者本身亦為小四數

學教師，為方便取樣僅能就國小四年級數學

課程中有關於分數的單元來進行探究。歸納

出學生可能具有的分數單位量迷思概念如

下，並據以設計教學活動：

1.學生常因為對單位量意義判別困難，

造成整體量指認錯誤。忽略整體量和

整體分數為1之間的關係，單純以  中

的a為答案（受分子影響）。

2.解題過程中只考慮問題中分母的因

素。

3.分數亦為一個數，但學生習慣以部份—

整體的模式看待分數，也就是視  的意

義是分成b等分後其中的a份而受限制。

4.對分數的意義有所誤解或無法體會，

造成錯誤解題。

（二）教學目標與設計理念

根據小朋友的迷思，研究者設計分數單

位量的補救教學，主要有以下幾個考量面向：

1.教學目標

學生能在「等分後單位分數內容物為

多個個物」的情境下，了解與分量相

對應的具體物是多少。

2.相對應能力指標

N-2-5在等分好，整體1能明顯出現之

具體情境中，能以真分數來描述單位

分數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幾份，進行

同分母真分數的合成、分解活動，並

理解等值分數。

3.教學理念：

（1）教學時可以喚起學生舊經驗—等

分的概念。

（2）釐清學生單位、單位量及單位分

量之間的關係。

（3）分數單位量概念又稱為整體量概

念。透過操作具體物，讓學生了

解整體量的概念，並可以明確的

數出單位分數所對應的單位分量

是多少。

（4）適時融入等值分數的概念。

（5）教學最後階段學生能脫離操作具

體物，利用算式進行分數的運

算，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三）教學活動流程

1.研究參與者：研究者與所任教班級的

小四學生。

2.教學時間：96年12月19日（三）三節

數學課。

3.生活中引入分數單位量的問題：例如

收集Hello Kitty磁鐵貼，每6個相同的

放1盒，可以和其他同學交換（目的

在於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注意力），

那麼當中的  盒有（  ）個磁鐵貼？

4.解說遊戲規則：（每組先發給若干張

A4紙張），研究者請學生把1張A4紙
張當作是1盒磁鐵貼，求  盒有（  ）
個磁鐵貼，先把A4 紙張平分成2等分，

其中1等分就是  盒。（小組討論  盒

有多少個磁鐵貼，可以將圖像表徵或

算式直接寫在A4紙張上）抽籤請小組

派兩位同學甲、乙兩生上台演示小組

討論的結果，甲生負責排列磁鐵貼分

布的情形，乙生負責寫算式表達甲生

的排列結果，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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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依甲、乙兩生表現情形，為小組

在榮譽板上加格以示鼓勵。

5.遊戲開始：依上所示步驟，教學者更

換題目中1盒內的磁鐵貼數目（如12
個、24個、36個、48個…），抽籤請

兩位學生上台演示，且不能重複上台，

以使每位學生都有表現的機會。（在

幾次不同的題目演示之後，研究者鼓

勵學生可以試著不要操作紙張或畫圖，

直接用算式表示看看）

6.紀錄學習單：兩節課後請學生紀錄學

習單，評量學生在脫離操作具體物之

後，是否能直接依據學習單上的分數

單位量問題作答。

㆕、教㈻結果與討論

教學過程中研究者拍攝下整個教學活動

的流程，並蒐集學生在教學活動後所習寫的

學習單，以做為精進教學的參考，經由教學

活動及學習單的分析、整理後，研究者提出

對整個教學活動的發現與教學結果如下：

（一）具體操作物協助學生發展平分與單位

分量的概念

活動一開始，每一組的小朋友即將手邊

的A4紙張依據題目的分數來等分，並且試

圖將平分後每一等分的單位分量多寡用圖像

表徵來呈現，學生看著小組的演示結果，再

討論如何用算式來表達，學生在整個具體操

作A4紙張的過程中，加快了分數的平分與

單位分量概念。例如：學生運算1盒24個磁

鐵貼，  盒有多少磁鐵貼時，能將A4紙張先

平分成4等分，一一畫出每等分應該有6個磁

鐵貼（24÷4＝6），  盒就是4等分中的2等
分，所以要將6×2＝12，得出  盒有12個磁

鐵貼，如圖2所示。

圖1 ㈻生㆓㆟㆖台演示小組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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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生以繪圖輔助方式計算盒磁鐵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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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成學生能理解分數單位量的概念，

並能正確解題

兩節課之後研究者請學生擺脫具體操作

A4紙張，採用形式運思的方式，在學習單

上直接根據題目，用算式表達自己的解法，

研究者發現九成的學生已經能夠理解分數單

位量的概念，並正確解題，如圖3所示。

圖3 ㈻生能用形式運思方式正確解題

（三）少數學生對於分數單位量概念仍不夠

穩固

研究者發現一、二位學生在學習單上的

解題表現仍不理想。進一步進行訪談後瞭

解，學生解題錯誤的原因乃是分數單位量概

念還不穩固，以致於造成解題錯誤，如圖4
所示。

圖4 少數㈻生分數單位量的概念仍不穩固

（四）部份學生能理解整數乘以分數的概念

在學生用算式表達解法的同時，研究者

也試著將整數乘以分數的概念融入課程中，

從學習單上學生的解題表現中發現，五、六

位學生已經能夠用整數乘以分數的算則來呈

現，如圖5所示。

圖5  ㈻生能延伸整數乘以分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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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成學生能瞭解等值分數的概念

研究者藉由佈題將等值分數的概念融入

課程中，發現能被八成以上的學生所接受，

甚至在學習單上，也能看見學生說出等值分

數的意義，如圖6所示。

圖6  ㈻生能瞭解等值分數的意義

（六）分數單位量創意教學活動能引發學生

學習動機

教學結束後研究者請學生填寫回饋單，

發現每位學生都對本教學活動有許多正向回

饋，除了覺得很有趣之外，還能夠幫助他們

澄清原本的迷思概念、覺得既充實又很有意

義，如圖7所示。

圖7 ㈻生對分數單位量教㈻活動的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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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教㈻的反思與建議

 依據教學的結果與討論，研究者提出

了以下幾點建議，供未來相關教學之參考：

（一）善用具體操作物，促進分數平分與單

位分量概念的發展

教學中採用A4紙張、磁鐵貼等具體操

作物，讓學生透過實際的操作，並運用圖像

表徵來呈現小組討論的結果。觀察發現學生

能經由具體物的操作，進一步將討論的結果

寫成算式（如圖2），可知善用具體物將有

助於學生分數平分與單位分量概念的發展。

（二）發展適應個別差異的補救教學方案，

給予少數低成就學生更多的成功經驗

每位學生均是獨立的學習個體，從具體

操作期過度到形式運思期的時間並不相同，

在大班級的教學課室中，較難針對每位學生

給予個別化的指導，在課堂中仍有三、四位

低成就的學生，因為對於分數單位量的概念

仍不穩固，常呈現錯誤解題的現象。因此，

建議對於少數低成就的學生能先瞭解其分數

概念不穩固的類型，再據以設計適合的補救

教學方案，並採取異質性的分組，讓該生有

觀摩學習的對象。

（三）可延伸整數乘以分數及等值分數概念

的學習

在教學中研究者將整數乘以分數及等值

分數的概念融入課程中，發現部份學生已能

正確解題（如圖5），或寫出等值分數的意

義。建議在日後分數單位量的教學單元中，

可融入整數乘以分數及等值分數的概念，

以延伸分數單位量的學習。

（四）生活化的題材，可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本教學活動使用學生最喜愛的Hello kitty
磁鐵貼做為教具，自學生的生活中取材，較能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進一步加強數學與

真實生活的連結。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都

感到非常新鮮、有趣，對本單元的教學活動

也有許多正向的回饋意見。基於此，本研究

建議數學教學活動可多於學生生活情境中取

材，以提昇學生學習數學的意願與成效。

㈥、結語

在這三節分數單位量的教學活動當中，

研究者觀察到學生在小組裡表現了彼此溝通、

反思、修正想法以及上台發表的數學能力，

對此感到相當欣悅。從學生們在回饋單上的

回應可以發現，學生們很喜歡這樣的上課方

式，其實學生本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應多給

予學生上台發表、與同學展開數學對話的機

會，據以建構、拓展個人的數學知識。

另一方面，在整個活動中，研究者發現

進步最多的應屬學習成就中等的學生，從原

本的迷思概念中獲得成長；但是對於學習低

成就的學生而言，在大班級的教學中，仍屬

於沉默、被動的一群，不管是在具體操作思

考亦或形式運思發展都顯得緩慢，學習的效

果自然不彰。對於這些更需要老師伸出援手

的學生，除了學習困難的診斷外，更應該依

據診斷的結果為低成就的學生搭起學習的鷹

架，設計一個適應個別差異的補救教學方案，

衷心的期盼這些孩子對於數學不再只有感到

失落，而是有更多的成功經驗。

參考文獻

林彥宏（2002）。國小五年級學童分數概念的診斷與補救教學。國立台南師範學院教師在職進修

數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

洪素敏（2004）。國小五年級學童分數迷思概念補救教學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數學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課程與教㈻

研習資訊132 第26卷第6期　98．12

許慧禎（2002）。國小學童等值分數概念的補救教學~以動態評量介入。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熙明（2003）。國小五年級學童分數表徵教學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志敘（2005）。資訊融入等值分數教學。國教天地，160，49-55。
曾靖雯（2003）。以表徵觀點看國小三年級分數教學之行動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游政雄、呂玉琴（2002）。台灣北部地區國小中年級學童分數概念之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

報 ，15，37-68。
鄭崑瑜（2004）。一位三年級在職教師實踐分數教學之行動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數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Dickson,L., Brown, M.&Gibson,O. (1984).Children learning mathematics: A teachers’ guide to recent 
research. London:Holt.



研習資訊 133第26卷第6期　98．12

課程與教㈻

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程與教㈻

研習資訊134 第26卷第6期　98．12

13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