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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題號 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n-04 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6  0.13  0.01  

2* 0.86  0.70  0.97  

3 0.06  0.13  0.02  

4 0.02  0.05  0.0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6  鑑別度 0.2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法文字題，要求學生算出答

案，評量學生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8，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86%，

顯示近九成的學生已具備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能力。 

2.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3%)，6%的學生選擇

選項 3(低分組有 13%)，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5%)。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

算能力；也可能尚未熟記九九乘法；也可能在進位時計算

發生錯誤。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08 

能理解九九乘

法。 

3-n-04 

能熟練三位數乘

以一位數的直式

計算。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

的乘除直式計

算。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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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以「438×7」為例，學生混淆下列兩種解讀 438 的意義： 

(1)將 438 解讀成 400＋30＋8 

(2)將 438 解讀成 4 個百、3 個十和 8 個一 

2.學生在乘法直式計算時，容易在進位時發生錯誤。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法直式計算，是被乘數為三位數乘

法直式計算的基礎，也是除數為三位數除法直式計算的基

礎。 

以 345×678 為例，直式進行了 3 次 345 乘以一位數 6、7、

8 的計算。 

以 4613÷172 為例，學生估商時進行了 2 次 172 乘以一位

數的計算。 

建議教師應要求學生熟練二位及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

法直式計算，並將計算的結果記成一行，為被乘數是二、

三位數及除數是二、三位數的乘、除直式計算鋪路。 

2.有兩種分解 147 的方法，第一種是將 147 分解成 100、40

和 7；第二種是將 147 分解成 1 個百 4 個十和 7 個一。乘

法直式計算採用第二種分解方式，使得每一個單位的個數

都不超過 10，藉以簡化計算。 

下面的圖一是第一種分解方法的乘法直式計算，圖二是第

二種分解方法的乘法直式計算。 

第一種分解方法的乘法直式計算不易將結果記成一行，學

生必須先將 7×6、40×6、200×6 的計算結果記在心裡，再

心算出這三個數的和，才能將圖一的計算結果改記成一

行，國小三年級的學生不易做到。 

  千 百 十 個    千 百 十 個    

  1000 100      1000 100      

   2 4 7     2 4 7    

     6       6    

    4 2      4 2    

   2 4 0     2 4     

  + 1 2 0 0    + 1 2      

  1 4 8 2    1 4 8 2    

                

   圖 一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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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7×6」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將乘法直式計算的積

摘要的記成一行。 

 

 

  

千 百 十 個   千 百 十 個 

1000 100     1000 100   

 1 4 7    1 4 7 

   6      6 

  4 2    8 8 2 

 2 4        

+ 6         

 8 8 2          

 
因為「4」和「24」都是「十」

單位，只要心算出「4＋24」，

就可以省略記成一行。 

因為「2」和「6」都是「百」

單位，只要出「2＋6」，就可

以省略記成一行。 

因此可以省略記成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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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n-03 能用併式記錄加減兩步驟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88  0.78  0.94  

2 0.08  0.12  0.06  

3 0.02  0.06  0.00  

4 0.01  0.04  0.0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8  鑑別度 0.1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先減後加的兩步驟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能算出答案的

算式，評量學生加減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15，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88%，顯示

近九成的學生已具備加減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不清楚

「補貨」的意思，誤以為補貨後飲料的數量會變少，因此將先

減後加的兩步驟文字題解讀為連減的兩步驟問題。 

3.有 2%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6%)，1%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4%)，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題意；也可能不具備加

減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09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兩步驟

問題(加與減，不

含併式)。 

 

3-n-03  

能用併式記錄加

減兩步驟的問

題。 

4-n-04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兩步驟

問題，並學習併

式的記法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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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97 課綱三年級「3-n-03：能用併式記錄加減兩步驟的問題。」

引入兩步驟問題的列式活動，限制用沒有括號的併式記錄先加

(減)後加(減)兩步驟的問題。 

不處理將「5＋3＝8，10－8＝2」改記成併式「10－(5＋3)＝2」

的問題。 

四年級「4-n-04：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

式的記法與計算。」，正式引入兩步驟問題的列式活動。 

108 課綱三年級不引入併式紀錄，也不引入加減兩步驟問題列式

的活動。 

2.學生可能不理解「補貨」的意義，建議教師透過扮演賣場的活

動，幫助學生理解「補貨」就是再買進一些飲料的意思。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分年細目 3-n-03 為分年細目 2-n-09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

該已經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加、減兩步驟問題，並能用兩個

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分年細目 3-n-03 只處理最簡單的加、減兩步驟問題，幫助學生

將兩個算式改記成一個連加、連減或加減混合的算式。 

2.分年細目 3-n-03 不用括號來溝通先算的部份，學生的記法是由

左往右依序計算，教師布題時應迴避併式時會形成「a－(b＋c)」

或「a－(b－c)」等問題。 

例如：甲有 100 元，先給乙 30 元，再給丙 20 元，還剩下多少

元？ 

如果學生的算法是「100－30＝70，70－20＝50」，教師可以要

求改用一個算式「100－30－20＝50」來記錄，這個紀錄滿足「由

左往右算」運算次序的約定。 

如果學生的算法是「30＋20＝50，100－50＝50」，無法用沒有

括號的併式來記錄。 

3.108 課綱三年級不引入併式紀錄，建議教師在三年級只要提供學

生加、減兩步驟問題併式的解題經驗，不必要求學生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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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n-10 能做簡單的三位數加減估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7  0.11  0.04  

2 0.15  0.28  0.05  

3* 0.70  0.47  0.88  

4 0.07  0.12  0.03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0  鑑別度 0.4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 1000 連減兩個三位數的估算情境，要求學生選出最

接近正確答案的選項，評量學生利用簡單三位數加減估算解題的

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0，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70%，顯示

有七成的學生已具備簡單三位數加減估算的能力。 

2.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

估算的意義；或誤認為花 102 元要付 2 張百元的鈔票，花 301

元要付 4 張百元的鈔票，將 102 元估算為 200 元，301 元估算為

400 元，1000－200－400＝400，得到大約還剩下 400 元的答案。 

3.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8%)，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

估算的意義；也可能先算出買蔬果和肉類要花 403 元，誤認為

花 403 元要付 5 張百元的鈔票，將 403 元估算為 500 元，1000

－500＝500，得到大約還剩下 500 元的答案。 

4.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誤解題

意，僅估算買肉類剩下的金額；也可能已具備估算的能力，但

在計算時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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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11 

能做簡單的二位

數加減估算。 

3-n-10  

能做簡單的三位

數加減估算。 

4-n-06 

能在具體情境

中，對大數在指

定位數取概數(含

四捨五入法)，並

做加、減之估

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混淆估算和概算的意義，將估算問題解讀成概算問題，例

如將用掉 502 元解讀成要用掉 6 張百元鈔票。 

2.學生不理解估算的意義，不知道加減估算和加減計算相同，答

案都要求以一為單位，只是估算不要求精確的答案。 

3.97 課綱二年級引入二位數加減估算，三年級引入三位數加減

估算 

        108 課綱二年級引入二、三位加減估算，三年級引入四

則估算(含乘除)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是連減的兩步驟估算問題，學生可能出現下面兩種解題方

法： 

方法一：計算出正確答案後再估算 

1000－102＝898，898－301＝597 

或 102＋301＝403、1000－403＝597 

597 最接近 600、得到 600 元的答案。 

方法二：先估算再計算出正確答案 

102 很接近 100，301 很接近 300， 

1000－100＝900，900－300＝600 

或 100＋300＝400、1000－400＝600 

得到 600 元的答案。 

教師應引入第二種解題的方法，並限制學生改用第二種方法來

解題。 

2.估算與取概數都無法精確地描述個數，因而容忍少量的差異，

只做大概的描述，但是它們最後描述的單位並不相同。 

估算是計算的問題，例如「402＋299」中的 402 很接近 400，

299 很接近 300，400＋300＝700，所以「402＋299」估算的答

案是 700，估算的答案必須以「1」為單位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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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算是先進行單位量轉換後再計算的問題，例如「302＋299」

中的 402 很接近 4 個百，299 很接近 3 個百，4 個百加 3 個百

是 7 個百，所以「402＋299」概算的答案是 7 個百，概算的答

案不是以「1」為單位來描述。 

3.加減估算為四捨五入法取概數的前置經驗，在此不宜進行取概

數的教學。 

例如： 

「甲有 699 元，甲最多有幾張 100 元？」是取概數的問題。 

「甲＝399，乙＝401，甲＋乙的和最接近幾個百？」也是取概

數的問題。 

4.教師在評量估算問題時，不宜直接要求估算結果的標準答案，

例如不可直接提問「312＋299 的答案大約是多少？」，因為

600 和 610 都是合理的答案。 

教師只能布下列的問題： 

例：302＋299＝(  )，答案最接近 400、500、600 中的哪一個

數字？ 

    701－599＝(  )，答案最接近 100、200、300 中的哪一個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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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加、減與除，不含併式）。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18  0.01  

2 0.07  0.18  0.01  

3* 0.78  0.52  0.96  

4 0.06  0.12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8  鑑別度 0.4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先加後除的兩步驟文字題，要求學生算出答案，評量學生

先加後除兩步驟問題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4，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78%，顯示

近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先加後除兩步驟問題

的能力。 

2.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8%)，這些學生可能誤解題

意，將先加後除的兩步驟問題，解讀為先加後乘的兩步驟問題。 

3.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8%)，這些學生可能算出先

加的步驟後，就停止解題。 

4.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將題目

解讀為連除兩次再加的三步驟問題，並在算出第一個步驟 15÷3

＝5 後，就停止解題。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10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解決兩步驟問

題(加、減與乘，

不含併式)。 

3-n-07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解決兩步驟問

題(加、減與除，

不含併式)。 

4-n-04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解決兩步驟問

題，並學習併式的

記法 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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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解兩步驟問題時，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不知道以算式「15

＋12＝27」算出「男生和女生共有 27 人」後，所得到的「27

人」還可以繼續運算，誤以為「27 人」就是答案。 

建議教師可以透過分段布題的方式，幫助學生解題。 

2.如果學生不理解題意，建議教師透過操作具體物的方式來說明

題意，並要求學生再操作一次具體物，檢查學生是否理解題意。 

3.如果學生將先加後除的兩步驟問題，解讀為連除兩次再加的三

步驟問題，並用三個算式紀錄解題過程，教師應先接受，再透

過分段布題，幫助學生解讀為先加後除兩的步驟問題後，改用

兩個算式來記錄，為四年級引入併式的教學鋪路。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先除後加(減)的問題，一定是兩步驟的問題；先加(減)後除的

問題，可以是兩步驟的問題，也可以是三步驟的問題。 

建議教師先引入先除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再引入先加(減)

後除的兩步驟問題。 

以先加後除的兩步驟問題「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

賣 5 元，兩人的錢合起來可以買幾枝？」為例，學生可以用兩

個算式「15＋25＝40，40÷5＝8，答：可以買 8 枝」記錄解題

活動；也可以用三個算式「15÷5＝3，25÷5＝5，3＋5＝8，答：

可以買 8 枝」記錄解題活動。 

剛開始，教師應先接受三步驟的算法，接下來，應透過分段布

題或分段解題，限制學生改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為四年

級引入兩步驟問題的併式紀錄及列式鋪路。 

2.以「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賣 5 元，兩人合起來可

以買幾枝？」為例，教師可透過分段布題的方式幫助學生用兩

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步驟一：先布問題「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兩人合起來有多

少元？」，用算式把做法記下來。幫助學生用算式「15

＋25＝40」把做法記下來。 

步驟二：再布問題「兩人合起來有 40 元，1 枝鉛筆賣 5 元，兩

人合起來可以買幾枝？」，用算式把做法記下來。幫助

學生用算式「40÷5＝8」記錄解題活動。 

步驟三：最後，再布原問題「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

賣 5 元，兩人合起來可以買幾枝？」，用兩個算式把先

算什麼，再算什麼的算法記下來。幫助學生用兩個算式

「15＋25＝40，40÷5＝8」把做法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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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面以「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賣 5 元，兩人合起

來可以買幾枝？」為例，說明兩步驟問題的教學流程。 

(1)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40，40÷5＝8，答：可以買 8 枝 

(2)將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的記法 

將「15＋25＝40，40÷5＝8」改記成「(15＋25)÷5＝8」 

(3)用併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5＝8，答：可以買 8 枝 

(4)用算式填充題來列式 

(15＋25)÷5＝(  ) 

(5)先列式，再用逐次減項記錄解題活動 

(15＋25)÷5＝(  ) 

(15＋25)÷5 

＝40÷5 

＝8，答：可以買 8 枝 

三年級處理的是第(1)部份，其它部份是四年級的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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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連乘，不含併式）。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19  0.01  

2 0.09  0.19  0.02  

3 0.16  0.27  0.05  

4* 0.66  0.34  0.92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6  鑑別度 0.5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連乘的兩步驟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解題算式和

答案，評量學生連乘兩步驟問題解題和記錄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6%，顯示

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連乘兩步驟問題解題和記錄的能力。 

2.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誤解題

意，將連乘兩步驟問題解讀為先加後乘的兩步驟問題。 

3.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算出先乘的

步驟後，就停止解題。 

4.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7%)，這些學生可能誤解

題意，將連乘兩步驟問題解讀為先乘後除的兩步驟問題。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10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兩步驟

問題 (加、減與

乘，不含併式)。 

3-n-08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兩步驟

問題(連乘，不含

併式)。 

4-n-04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兩步驟

問題，並學習併

式的記法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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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解兩步驟問題時，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不知道以算式「8×16

＝128」算出「買 16 個甜甜圈要 128 元」後，所得到的「128

元」還可以繼續運算，誤以為「128 元」就是答案。建議教師

可以透過分段布題的方式，幫助學生解題。 

2.如果學生不理解題意，建議教師透過操作具體物的方式來說明

題意，並要求學生再操作一次具體物，檢查學生是否理解題意。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分年細目 3-n-08 教學重點是解決連乘的兩步驟問題，並用二個

算式記錄解題活動，不討論利用數學性質簡化計算的問題。例

如：面對「37×25×4」的文字題情境時，不討論先算「37×25」

與先算「25×4」，何種算法較有效率。四年級引入乘法結合律

之後，才開始討論簡化計算的問題。 

2.教師可透過分段布題的方式幫助學生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活

動。 

步驟一：先布問題：「一個甜甜圈賣 8 元，每 16 個裝成 1 盒，

請問 1 盒需要付多少元？」幫助學生用乘法解題

8×16=128，得到 1 盒需要付 128 元。 

步驟二：再布問題：「1 盒要付 128 元，買 4 盒需要付多少元？」

幫助學生用乘法解題 128×4=512，得到 4 盒需要付 512

元。 

步驟三：最後再回到原問題：「一個甜甜圈賣 8 元，每 16 個裝

成 1 盒，買 4 盒，共要付多少元？」幫助學生用兩個算

式「8×16=128，128×4=512」把做法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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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內容領

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

目 

3-n-09 能由長度測量的經驗來認識數線，標記整數值與一位小數，並

在數線上做大小比較、加、減的操作。 

試題內

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82  0.64  0.94  

2 0.04  0.09  0.01  

3 0.02  0.07  0.00  

4 0.12  0.19  0.05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2  鑑別度 0.30  

試題品

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4 個標示在數線上點的坐標，要求學生選出哪個點在數

線的最左邊。評量學生標記整數數線及判斷左右方向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0，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82%，顯示超

過八成的學生已具備標記整數數線及判斷左右方向的能力。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9%)，2%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

分組有 7%)，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標記整數數線的能力。 

3.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混淆左

邊和右邊的方向，誤將數線的最右邊解讀為最左邊。 

教材地

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

「公分」、「公尺」

及其關係，並能做

相關的實測、估測

與同單位的計算。 

3-n-09  

能由長度測量的經

驗來認識數線，標

記整數值與一位小

數，並在數線上做

大小比較、加、減

的操作。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

在數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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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

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在判斷左右相對位置關係時發生困難。 

2.學生可能沒有在整數數線上標示數字的解題經驗，本題沒有標

示出數線，學生可能無法自行繪製出數線並在數線上標示出給

定的數字。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可以利用直尺測量物長的經驗來認識數線，例如透過直尺測量

物長是 5 公分，指的是刻度 5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5 公分，幫助

學生認識數線上的刻度 5 有下列兩種意義： 

(1)在數線上的位置(或坐標)是 5。 

(2)和原點 0 的距離是 5。 

2.教師可以透過下列方法繪製數線，幫助學生理解整數數線的意

義。 

步驟一：先利用直尺上的公分刻度繪製有刻度的數線，並標示相

鄰兩刻度間的距離都是 1(單位)。 

 

步驟二：再幫助學生將最左邊的刻度上標示 0，在和 0 距離 1 的

刻度上標示 1，在和 0 距離 2 的刻度上標示 2，在和 0

距離 3 的刻度上標示 3，以此類推。 

 
步驟三：說明相鄰兩刻度的距離都是 1(單位)，刻度 5 和 0 的距離

是 5(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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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n-06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5  0.27  0.04  

2* 0.66  0.39  0.89  

3 0.11  0.20  0.04  

4 0.07  0.12  0.03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66  鑑別度 0.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提示一年有 365 天，要求學生算出 365 天是幾個星期又幾天，

評量學生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除法直式計算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0，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66%，顯示近

七成的學生已具備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除法直式計算能力。 

2.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7%)，11%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0%)，7%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2%)，這些學

生可能不知道一星期有多少天；也可能在直式計算時發生錯誤。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

進行分裝與平分的

活動。 

3-n-05 

能理解除法的意

義，運用÷、＝做橫

式紀錄(包括有餘數

的情況)，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3-n-06  

能熟練三位數除

以一位數的直式

計算。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

的 乘 除 直 式 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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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以「365÷7」為例，學生混淆下列兩種解讀 438 的意義： 

(1)將 365 解讀成 300＋60＋5 

(2)將 365 解讀成 3 個百、6 個十和 5 個一 

2.學生在進行除法直式計算時容易發生商或餘數位值記錄錯

誤。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除法問題有等分除和包含除兩種題型，建議教師在等分除情

境引入二位及三位除以一位數的除法直式計算。並將除法直

式計算視為解題的工具，不論文字題是等分除或包含除問

題，學生只要判斷它是除法問題，就能利用除法直式來解題。 

等分除問題：將 748 元平分給 5 個人，每人最多分到幾元，

還剩下多少元？ 

包含除問題：748 元，每 5 元分給 1 個人，最多可分給幾人，

還剩下多少元？ 

等分除問題可以將 748 元解讀成 7 張 100 元、4 枚十元和 5

個一元，讓百元、十元和一元的個數都不超過 10 個，可以簡

化計算。 

2.以「659 元平分給 4 個人，每個人最多分到幾元，還剩下多少

元？」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學習除法直式計算。 

(1)有兩種分解 659 的方法，第一種是將 659 分解成 600＋50＋9，

第二種是將 659 分解成 6 個百、5 個十和 9 個一。第二種方

法會讓計算的數字變小，本基本學習內容透過第二種分解方

式引入除法直式計算。 

(2)以下說明「將 659 元分解成 6 張百元鈔票、5 枚十元硬幣和 9

個一元硬幣」如何指導： 

先將 6 張百元鈔票平分給 4 個人，每人分到 1 張百元鈔票，

還剩下 2 張百元鈔票不夠分；將 2 張百元鈔票換成 20 枚的十

元硬幣，再加上原有的 5 枚十元硬幣，合起來有 25 枚十元硬

幣；25 枚十元硬幣平分給 4 個人，每人分到 6 枚十元硬幣，

還剩下 1 枚十元硬幣不夠分；將 1 枚十元硬幣換成 10 個一元

硬幣，加上原有的 9 個一元硬幣，合起來有 19 個一元硬幣；

19 個一元硬幣平分給 4 人，每人分到 4 個一元硬幣，還剩下

3 個一元硬幣。 

合起來每個人分到 1 張百元鈔票、6 枚十元硬幣和 4 個 1 元硬

幣，還剩下 3 個一元硬幣，也就是每人分到 164 元，剩下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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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直式將解題過程記錄下來，並說明每個步驟的意義，如果

學生混淆不同單位平分的意義，教師可以在直式上方畫出定

、、100 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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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8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s-01 能認識平面圖形的內部、外部與其周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9  0.29  0.08  

2* 0.66  0.44  0.84  

3 0.10  0.16  0.06  

4 0.05  0.10  0.02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6  鑑別度 0.4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相交的三角形和圓形，要求學生選出正確描述圖

形內部、外部與周界的說法，評量學生辨識平面圖形內

部、外部與其周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0，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66%，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辨識平面圖形內部、外部與其

周界的能力。 

2.有 1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辨識平面圖形內部、外部與其周界的能力，誤以

為圓形的內部不包含三角形內部和周界上面的星星。 

3.有 10%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辨識平面圖形內部、外部與其周界的能力，誤以

為三角形的外部不包含圓內部和周界上面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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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辨識平面圖形內部、外部與其周界的能力，誤以

為三角形的周界不包含圓內部的星星。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s-05 

認識簡單平面圖

形的邊長關係。 

 

3-s-01  

能認識平面圖形

的內部、外部與

其周界。 

3-s-02 

能認識周長，並實

測周長。 

4-s-09 

能理解長方形和

正方形的面積公

式與周長公式。

(同 4-n-18)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不具備辨識平面圖形內部、外部與其周界的能

力，受到另一個圖形的干擾，排除另一個圖形內部與周

界的星星。 

2.本題是學生不常見的題型，教師教學時應強調，只要在

給定圖形外部的星星，都在給定圖形的外部，與其他圖

形無關。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日常生活中將下面兩個圖形都稱為三角形，但是數學上

將它們視為不同的圖形，右邊的圖形稱為三角形，左邊

的圖形是由三角形及其內部所組成的，稱為三角形區

域，教師教學時應區分這兩種圖形的意義。教學的重點

是三角形的構成要素邊和角時，教師應提供三角形來教

學，因為角不是扇形，而是共端點的兩線段；教學的重

點是三角形的面積時，教師應提供三角形區域來教學。 

 

2.教師應以周界來區分圖形的內部與外部，強調圖形本身

的封閉性質。例如三角形將平面分割成三角形、三角形

內部及三角形外部三個部份。數學上稱三角形內部及三

角形合起來的圖形為三角形區域。 

 

  

三角形區域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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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n-01 能認識 10000 以內的數及「千位」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

換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5  0.12  0.00  

2 0.07  0.16  0.02  

3* 0.66  0.39  0.88  

4 0.21  0.32  0.10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66  鑑別度 0.4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四位數及改變千位和十位數字後得到的新

四位數，要求學生算出這兩個四位數的差，評量學生位值

單位換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9，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66%，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 10000 以內的位值單位換算的

能力。 

2.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2%)，7%的學生選擇

選項 2(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位值單位換

算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位值單位換算的能力，但在減

法計算時發生錯誤。 

3.有 21%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32%)，這些學生誤解

題意，把十位數字 7 加 2 解讀成 7 減 2，5678－3658＝

2020；也可能誤解題意，把千位數字 5 減 2 解讀成 5 加 2，

7698－567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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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01 

能認識1000以內

的數及「百位」

的位名，並進行

位值單位換算。 

3-n-01  

能認識 10000 以

內的數及「千位」

的位名，並進行

位值單位換算。 

4-n-01 

能 透 過 位 值 概

念，延伸整數的認

識 到 大 數 ( 含

「億」、「兆」之

位名)，並做位值

單位的換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千位數字 2 有兩種意義，學生可能混淆這兩種意義： 

(1)描述千單位的個數，也就是 2 個 1000 

(2)換成以一為單位的值是 2000，也就是代表的值是 2000。 

2.學生可能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改記成四位數字後再計算 

         千位數字 5 減 2，十位數字 7 加 2，將數字 5678

改記成 3698。 

         5678－3698＝1980 

  方法二：利用位值直接計算 

          千位數字 5 減 2，數值少了 2000 

          十位數字 7 加 2，數值多了 20 

          2000－20＝1980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進行 1000 以內位值單位的換算，指的是： 

能將「幾千幾百幾十幾」聚成「幾個千、幾個百、幾個

十、幾個一」，例如將「2357」聚成「2 個千、3 個百、

5 個十、7 個一」； 

將「幾個千、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化成「幾千幾

百幾十幾」，例如將「2 個千、3 個百、5 個十、7 個一」

化成「2357」的雙向化聚。 

2.國小三年級常透過積木及圖像二組教具，幫助學生進行

位值單位的換算。 

積木：白色積木、橘色積木、百格板、千格板 

10 個白色積木接起來和 1 條橘色積木一樣長，10

個白色積木可以換成 1 條橘色積木，1 條橘色積木

可以換成 10 個白色積木。 

100 個白色積木和 1 張百格板一樣大，100 個白色

積木可以換成 1 張百格板，1 張百格板可以換成

100 個白色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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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橘色積木和 1 張百格板一樣大，10 條橘色積

木可以換成 1 張百格板，1 張百格板可以換成 10

條橘色積木。 

1000 個白色積木和 1 塊千格板一樣大，1000 個白

色積木可以換成 1 塊千格板，1 塊千格板可以換成

1000 個白色積木。 

10 張百格板和 1 塊千格板一樣大，10 張百格板可

以換成 1 塊千格板，1 塊千格板可以換成 10 張百

格板。 

100 條橘色積木和 1 塊千格板一樣大，100 條橘色

積木可以換成 1 塊千格板，1 塊千格板可以換成

100 條橘色積木。 

圖像：、、100、1000 

透過約定，10 個可以換 1 個，1 個可以換 10

個。 

100 個可以換 1 個 100，1 個 100 可以換 100 個。 

10 個可以換 1 個 100，1 個 100 可以換 10 個 

1000 個可以換 1 個 1000，1 個 1000 可以換 1000

個。 

10 個 100 可以換 1 個 1000，1 個 1000 可以換 10 個

100。 

100 個可以換 1 個 1000，1 個 1000 可以換 100 個

。 

其中積木是成比例的教具，圖像是不成比例的教具。 

3.如果學生無法求出改變後的新四位數字是多少，建議教

師可以透過定位板，幫助學生看到改變千位數字後的新

數是多少、改變十位數字後的新數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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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0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n-05 能理解除法的意義，運用÷、＝做橫式紀錄（包括有餘數的

情況），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5  0.22  0.07  

2* 0.32  0.18  0.51  

3 0.13  0.22  0.04  

4 0.38  0.36  0.37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2  鑑別度 0.3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七十幾顆蘋果平分給 10 個人，每個人分到 7

顆」的情境，要求學生算出最多可能剩下多少顆蘋果，評

量學生利用餘數要小於除數或等於 0 性質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4，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32%，

顯示超過三成的學生已認識餘數可以為 0，而且一定比除

數小。 

2.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

將「餘數一定比除數小」誤記成「除數一定比餘數小」。 

3.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

將「餘數一定比除數小」誤記成「除數一定比餘數小」，

同時又混淆除數和商的意義，誤將商 7 看成除數。 

4.有 38%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36%)，這些學生可能

知道餘數一定比除數小，但是混淆除數和商的意義，誤

將商 7 看成除數；也可能誤認為餘數一定比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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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

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07 

能在具體情境

中，進行分裝與

平分的活動。 

 

3-n-05  

能理解除法的意

義，運用÷、＝做

橫式紀錄(包括有

餘數的情況)，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3-n-06 

能熟練三位數除

以一位數的直式

計算。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

的乘除直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解題後沒有列出除法算式，混淆問題情境中除數和

商及算式紀錄中除數和商的意義。 

2.學生混淆餘數必須比除數小，或餘數必須比商小。 

3.很多老師常提問「七十幾顆」有沒有包含 70 顆？ 

  85 課綱在二年級引入概數，因為二年級學生無法掌握概

數是區間代表數的意義，因此引入「七十幾顆」來代表

概數。 

因為每一個整數都要對應一個概數，如果課本將「70 顆，

七十幾顆，80 顆， 

八十幾顆，…」當作概數，「七十幾顆」不包含 70 顆；

如果課本將「七十幾顆，八十幾顆，九十幾顆，…」當

作概數，「七十幾顆」包含 70 顆。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應幫助學生理解除法算式的意義： 

(1)知道「被除數」、「除數」、「商」、「餘數」的名稱

及意義。 

(2)理解商及餘數的意義，知道餘數可以為 0，而且一定要

小於除數。 

(3)理解商及餘數的意義，知道被除數減餘數後就能整除。 

2.除法問題有兩種記錄的格式： 

第一種：a÷b＝q…r，q 是整數，0≦r＜b。 

第二種：a÷b＝
 a 

 b 
，b≠0。 

五年級引入「整數除以整數、商是分數」問題之前，只

處理第一種記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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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b＝q…r，q 是整數，0≦r＜b」中，餘數的範圍是「0

≦r＜b」，也就是說，剩下   0 個中的 0 也是餘數。例

如「將 12(或 13、14)個蘋果平分給 3 個人」，學生必須

解題成功，才知道餘數是 0(或 1、2)。 

建議教師命題時，不論餘數是否為 0，都要同時詢問商數

及餘數。 

例如：將 14 個蘋果平分給 3 個人，每人最多分到幾個蘋

果， 

還剩下多少個蘋果？ 

將12個蘋果平分給3個人，每人最多分到幾個蘋果， 

還剩下多少個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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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n-11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並解決同分母分數的比較

與加減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6  0.03  

2 0.16  0.29  0.05  

3* 0.67  0.39  0.89  

4 0.09  0.15  0.03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7  鑑別度 0.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將 3 條蛋糕中的 2 條都平分成 8 塊的情境，要求

學生選出誰吃的最多、誰吃的最少，評量學生連續量情境

分量、真分數及被分割量大小比較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67%，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在連續量情境中比較分量、真

分數及被分割量大小的能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會「條」和「塊」是兩個不同的單位，直接比較 5、

1 和
 7 

 8 
三個數的大小，得到 5 塊最多、

 7 

 8 
條最少的答案。 

3.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會「條」和「塊」是兩個不同的單位，直接比較 5、

1 和
 7 

 8 
三個數的大小，這些學生知道 5 最大，在比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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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7 

 8 
兩數的大小時，可能認為 1 是最小的數，得到 5 塊

最多、1 條最少的答案。 

4.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5%)，這些學生可能

知道 5 塊和
 7 

 8 
條都是從 1 條分出來的，所以 1 條最多，

但在比較 5 塊和
 7 

 8 
條時，可能認為整數一定比分數大，

得到最 1 大、
 7 

 8 
最小的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07 

能在具體情境

中，進行分裝與

平分的活動。 

3-n-11  

能在具體情境

中，初步認識分

數，並解決同分

母分數的比較與

加減問題。 

4-n-08 

能認識真分數、

假分數與帶分

數，熟練假分數

與帶分數的互

換，並進行同分

母分數的比較、

加、減與整數倍

的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本題是連續量的情境，在連續量情境中比較分量、真分數

及被分割量的大小。 

分量：5 塊，真分數：
 7 

 8 
條，被分割量：1 條。 

題目中有「條」和「塊」兩個單位，學生混淆這兩個單位的

意義。 

2. 17%選擇選項(高分組 5%、低分組 29%)，9%選擇選項

(高分組 3%、低分組 17%)，這些學生都不理會「條」

和「塊」是兩個不同的單位，直接比較 5、1 和 7  8 三

個數的大小。 

他們都選擇蛋糕最多的是 5 塊，選擇選項的學生選擇 1

條蛋糕最少，可能受到點數個數的影響，認為 1 個最少；

選擇選項的學生選擇
 7 

 8 
條條蛋糕最少，可能認為分數

一定比整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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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以「將 1 塊蛋糕平分切成 4 份，其中的 1 份是多少塊蛋

糕？」為例，有兩種命名 1 份蛋糕的方法： 

第一種：透過 1 份蛋糕和 4 份蛋糕的關係來命名，將 4

份蛋糕看成全體，1 份蛋糕是 4 份裡面的 1 份，

稱 1 份為
 1 

 4 
塊蛋糕。 

第二種：透過 1 份蛋糕和 1 塊蛋糕的關係來命名，1 份蛋

糕是從 1 塊蛋糕分出來的，而且是平分成 4 份

中的 1 份，稱 1 份為
 1 

 4 
塊蛋糕。 

第一種命名的方法是比率的關係，將 4 份看成基準量 1，

其中的 1 份是
 1 

 4 
， 

不是
 1 

 4 
塊。五年級才引入比率問題，教師應透過第二種

方法來命名。 

2.本題是連續量的情境，題目中只有「條」和「塊」兩個

單位。 

如果學生無法進行「1 條、5 塊、
 7 

 8 
條」的大小比較，

建議教師先說明 1 條平分成 8 塊，所以 1 條和 8 塊一樣

多，再溝通 1 塊是
 1 

 8 
條，7 塊和

 7 

 8 
條一樣多，再將「1

條、5 塊、
 7 

 8 
條」轉換成同單位來比較。 

方法一：都轉換成「塊」來比較： 

1 條和 8 塊一多，
 7 

 8 
條和 7 塊一樣多，5 塊和

 5 

 8 

條一樣多，8＞7＞5，所以 1 條最多，5 塊最少。 

方法二：都轉換成「條」來比較： 

5 塊和
 5 

 8 
條一樣多，1＞

 7 

 8 
＞

 5 

 8 
，所以 1 條最

多，5 塊最少。 

建議教師幫助利用方法一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二來解

題，幫助學生利用分數來比較大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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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s-06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已知簡單圖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5  0.11  0.01  

2 0.16  0.32  0.04  

3 0.11  0.21  0.03  

4* 0.67  0.35  0.9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67  鑑別度 0.5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將3張一樣大正方形色紙沿著對角線剪成6個全

等三角形的情境，要求學生比較都由兩個三角形所拼成的

3 個圖形面積的大小，評量學生利用面積保留概念解題的

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7，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7%，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面積的保留概念。 

2.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1%)，11%的學生選

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1%)，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面積的保

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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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2%)，這些學生可能

直觀的認為菱形的面積最大(商人常將糕餅切割成菱形來

販售，因為面積相同的四邊形中，視覺上菱形的面積最

大)。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1-s-04 

能依給定圖示，將

簡單形體作平面

舖設與立體堆疊。 

2-s-04(同 2-n-18) 

能認識面積。 

3-s-06  

能透過操作，將

簡單圖形切割重

組成另一已知簡

單圖形。 

5-n-18 

能運用切割重

組，理解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

與梯形的面積公

式。(同 5-s-05)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尚未形成面積的保留概念，不知道圖形對摺剪開後

這兩部分的面積大小和原圖形的大小是一樣的，直觀的

判斷三個圖形面積的大小。 

2.答錯的學生(33%)中，有 17%認為拼成菱形的面積最大，

這些學生可能直觀的認為菱形的面積最大(商人常將糕

餅切割成菱形來販售，因為面積相同的四邊形中，視覺

上菱形的面積最大)。 

11%認為三角形面積比較大，5%認為正方形面積比較

大，認為三角形面積比較大的學生比較多，可能的原因

是受到直線長短的影響。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將簡單平面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已知簡單圖形後，教師

可以詢問拼出來的圖形和原圖形的面積是否一樣大，檢

查學生是否具備面積的保留概念。 

2.將長方形(或正方形)切割成兩個全等的直角三角形後，可

以再由這兩個全等的直角三角形拼回原長方形(或正方

形)，幫助學生認識其中一個直角三角形的面積是長方形

(或正方形)面積的一半。 

3.面積保留概念指的是同一個物體的面積，不論誰來量的

結果都一樣，而且物體的面積不會受到時間、空間與本

身重組等影響而改變，學生必須歸納多次經驗後才能得

到的信念。下面提出四種面積保留概念的特徵，前面兩

種特徵比較早形成，後面兩種特徵比較晚形成，教師可

以透過這些特徵，檢查學生是否具有面積的保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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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物體的面積不會受到位置的影響而改變 

將一張色紙橫放、直放、斜放、移來移去，這

張色紙的面積都不會改變。 

第二種：物體的面積不會受到時間的影響而改變 

昨天、今天、明天、後天、大後天、….，同一

張色紙的面積都不會改變。 

第三種：物體的面積不會受到形狀的影響而改變 

同一張色紙，不論捲曲成任意的形狀，色紙的

面積都不會改變。 

第四種：物體的面積不會受到本身分割或重組的影響而

改變 

將一張色紙切割成幾部分，這幾部分拚接起來

的面積，和原色紙的面積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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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n-02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四位數以內，和＜10000，含多重退位）。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6  0.13  0.01  

2 0.12  0.23  0.03  

3* 0.58  0.35  0.79  

4 0.24  0.27  0.17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8  鑑別度 0.4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組遮掉兩個數字的四位數減法直式紀錄，要求學生選

出被遮掉的數字，評量學生四位數加減直式計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4，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58%，顯示近

六成的學生已具備熟練加減直式計算的能力。 

2.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3%)，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題

意，利用大數減小數算出被遮掉的數字；也可能尚未具備減法直

式計算的能力。 

3.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

題意，利用大數減小數算出被蘋果遮住的數字，及利用加法算出

被草莓遮住的數字；也可能尚未具備減法直式計算的能力。 

4.有 2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7%)，這些學生可能具備減

法直式計算能力，正確利用 15－8＝7 算出被蘋果遮住的數字，

但是在計算被草莓遮住的數字時，忘記十位已拿 1 個十換 10 個

一，誤用 12－4＝8 出被草莓遮住的數字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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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04 

能熟練二位數加

減直式計算。 

2-n-05 

能理解三位數加

減直式計算(不含

兩次退位)。 

3-n-02  

能熟練加減直式

計算 ( 四位數以

內，和＜10000，

含多重退位)。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

的直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忘記處理被借位的程序。 

2.學生不理解減法直式，僅用大數減小數來計算。 

3.81%(58＋23)的學生選擇蘋果的部分要填 7，19%(6＋13)的學生

選擇蘋果的部  

 分要填 3，顯示多數學生能處理個位數字相減的問題。 

4. 23%選擇選項(高分組 16%、低分組 26%)，他們選擇蘋果的部

分要填 7(正確) 

8(錯誤)，不理會個位數字相減時，

已拿 1 個十換  

  10 個一。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給定一組四位數減四位數、兩次退位的減法直式紀錄，學生

必須能推算出被遮掉的正確數字。 

2.對於學生而言，填框的題目是有難度的。如果學生無法推算，建

議教師可以先給完整被減數和減數，確認學生是否可以正確使用

減法直式計算出答案；再將完整的減法直式紀錄拿來對照題目中

被遮掉的位置，幫助學生理解如何推算出題目的答案。 

3.如果學生無法正確使用減法直式計算出答案，教師可提供千、

百、十、一的圖像或錢幣，幫助學生比對圖像的操作和減法直式

算則的對應步驟是相同的，進而理解直式算則每一個步驟的意

義，如下所述： 

(1)以退位減法計算問題「7425－1278」為例，在說明減法退位計

算時，常用「向百位借 1」的說法，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

借了並沒有還回來。 

建議教師改用「拿一個 100 換 10 個 10」的說法。 

(2)有兩種使用定位板的時機，第一種是溝通數字的位值及位名，

第二種是直式計算溝通不同單位的個數，引入定位板時，教師

應說明下面三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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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幾」個十的時候，只能將「幾」記錄在十位，記錄「幾」

個一的時候，只能將「幾」記錄在個位。 

以「將 3 個十，5 個一記在定位板上」為例，定位板記錄不

同單位的個數，因此必須將 3 個十的 3 記在十位，5 個一的

5 記在個位，才能夠溝通不同單位計數的意義。 

一個位置只能記錄 1 個數碼。 

 

以「將 3 個十，15 個一記在定位板上」為例，將 3 個十的 3

記在十位，將 15 個一的 15 記在個位，如上圖。 

當定位板存在時，可以清楚的溝通有 3 個十，15 個一，但

是脫離定位板記成 315 後，會和三百一十五混淆。因此數學

上限制一個位置只能記錄 1 個數碼，必須將 3 個十，15 個

一改記成 4 個十，5 個一。 

某位值的個數是 0 時，必須記 0。 

 

以「將 5 個十記在定位板上」為例，將 5 個十的 5 記在十位，

如上圖所示。當定位板存在時，可以清楚的溝通有 5 個十，

但是脫離定位板記成 5， 

會和 5 個一混淆，因此數學上限制當個位數字是 0 時，必須

在個位上記 0。 

 

  

十位 個位 

 
□ 

5 0 

 

十位 個位 

 □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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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n-09 能由長度測量的經驗來認識數線，標記整數值與一位小數，

並在數線上做大小比較、加、減的操作。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6  0.13  0.01  

2 0.05  0.12  0.00  

3 0.21  0.40  0.06  

4* 0.67  0.34  0.93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67  鑑別度 0.5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3 組在數線上標示兩點坐標的情境，要求學生比

較哪組兩點的距離最長，評量學生在整數數線上做加、減

操作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7%，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計算整數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

距離的能力。 

2.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3%)， 5%的學生選擇

選項 2(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計算整數

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距離的能力。 

3.有 21%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40%)，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計算整數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距離的能力，誤以

為標示的數字愈大時兩點間的距離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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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

「公分」、「公

尺」及其關係，

並能做相關的實

測、估測與同單

位的計算。 

3-n-09  

能由長度測量的

經驗來認識數

線，標記整數值

與一位小數，並

在數線上做大小

比較、加、減的

操作。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

記在數線上。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進行數線上刻度和距離(長度)間的轉換，例如看到刻度

5，無法想到刻度 0 和刻度 5 的距離是 5 個單位。 

2.學生不具備計算座標數線上兩點距離的能力 

3.教師應幫助學生進行下面概念間的轉換 

順序數(序數)和集合數(基數)的互換，例如甲排第 7 個，可以

得到第 1 個到甲，共有 7 個人。  

直尺上刻度與距離的互換，例如刻度 7，可以得到刻度 0 到刻度

7 的距離是 7 公分。 

數線上刻度(坐標)與距離(長度)的互換，例如坐標 7，可以得到

坐標 0 到坐標 7 的距離是 7 個單位。 

量角器上刻度與旋轉角度的互換，例如刻度 20 度，可以得到刻

度 0 度到刻度 20 度間旋轉了 20 度。 

時間數線上時刻與時間的互換，例如時刻 3 時 20 分，可以得到

0 時 0 分到 3 時 20 分中間經過 3 小時 20 分鐘。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可以利用直尺測量物長的經驗來認識數線，例如透過直尺測量

物長是 5 公分，指的是刻度 5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5 公分，幫助

學生認識數線上的刻度 5 有下列兩種意義： 

(1)在數線上的位置(或坐標)是 5。 

(2)和原點 0 的距離是 5。 

2.教師可以透過下列方法繪製數線，幫助學生理解整數數線的意

義。 

步驟一：先利用直尺上的公分刻度繪製有刻度的數線，並標示相

鄰兩刻度間的距離都是 1(單位)。 

 

 



38 
 

步驟二：再幫助學生將最左邊的刻度上標示 0，在和 0 距離 1 的

刻度上標示 1，在和 0 距離 2 的刻度上標示 2，在和 0 距

離 3 的刻度上標示 3，以此類推。 

 
步驟三：說明相鄰兩刻度的距離都是 1(單位)，刻度 5 和 0 的距離

是 5(單位) 

 

3.以「數線上 A、B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12、18」為例，教師

可以先說明 12 指的是 0 和 12 的距離是 12，18 指的是 0 和 18

的距離是 18，可以利用 18－12＝6 算出數線上 12 和 18 兩點的

距離是 6。 

相同的方式，可以算出 312 和 318 兩點的距離，以及 7512 和 7518

兩點的距離都是 6，所以距離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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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5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n-06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0  0.32  0.06  

2 0.24  0.29  0.15  

3* 0.47  0.22  0.76  

4 0.08  0.14  0.03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7  鑑別度 0.5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將一堆蘋果平分給 8 個人的結果，要求學生選出將

這堆蘋果重新平分給 4 個人的結果，評量學生三位數除以一

位數的直式計算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4，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47%，顯

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能力。 

2.有 20%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2%)，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能力，誤以為平分的人數

變為一半時，每個人分到的顆數及剩下的顆數也變為一半。 

3.有 2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可能具

備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計算能力，知道平分的人數變成一半

時，每人分到的蘋果顆數會變成 2 倍，但是這些學生沒有注

意餘數必須小於除數的約定。 

4.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具

備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計算能力，也知道餘數必須小於除數

的約定，但在處理餘數時計算發生錯誤。 

  



40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07 

能在具體情

境中，進行分

裝與平分的

活動。 

 

3-n-05 

能理解除法的意義，運用÷、

＝做橫式紀錄(包括有餘數

的情況)，並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3-n-06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

直式計算。 

4-n-03 

能熟練較大位

數的乘除直式

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沒有察覺「餘數可以為 0，而且一定要小於除數」的約定。 

2.學生可能沒有察覺「被除數固定時，除數變大、商會變小；除數變

小、商會變大」的現象，並延伸至「被除數固定時，除數變成 2 倍、

商會變成一半」的現象。 

3.學生無法掌握有餘數問題情境乘除互逆的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先算出這堆蘋果的顆數，再算出平分給 4 個人的結果 

268＝208，208＋6＝214，透過乘除互逆，算出這堆蘋果有 214 顆。 

214÷4＝53…2，得到每人分到 53 顆蘋果，還剩下 2 顆蘋果的答案。 

方法二：利用平分的人數變成一半時，每人分到的蘋果顆數會變成 2

倍的性          質解題， 

÷8＝26…6，所以÷4＝52…6，因為餘數必須小於除數，

所以剩下的 6 顆還要再分給 4 個人，得到每人分到 53 顆蘋

果，還剩下 2 顆蘋果的答案。 

教師應幫助利用方法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二來解題。 

2.教師應幫助學生理解除法算式的意義，理解除法算式的意義包含下

列部份： 

(1)知道「被除數」、「除數」、「商」、「餘數」的名稱及意義。 

(2)理解商及餘數的意義，知道餘數可以為 0，而且一定要小於除數。 

(3)理解商及餘數的意義，知道被除數減餘數後就能整除。 

3.餘數不是 0 情境的乘除互逆比較困難，教師可以布置「桌上有 14

顆桃子，一堆桃子有 3 顆，共有 4 堆，剩下 2 顆桃子」的情境，幫

助學生理解該情境，同時可以解讀成「1 堆桃子有 3 顆，4 堆桃子

有 12 顆，加上剩下的 2 顆桃子，共有 14 顆桃子，可以記成 3×4＋2

＝14」，「14 顆桃子，平分成 4 堆，一堆有 3 顆桃子，還剩下 2

顆桃子，可以記成 14÷4＝3…2」，「14 顆桃子，每 3 顆分一堆，

能分成 4 堆，還剩下 2 顆桃子，可以記成 14÷3＝4…2」，幫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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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餘數不是 0 情境的乘除互逆。 

教師也可以將上述桃子的情境，改用下面的線段圖來表徵。在線段

圖中也可以同時看到「3×4＋2＝14」、「14÷4＝3…2」及「14÷3

＝4…2」。 

 

4.下面以「26 顆桃子，平分成幾堆後，每堆有 3 顆，還剩下 2 顆？」

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利用乘除互逆的關係來解題。 

第一種：透過文字題的情境 

「26 顆桃子，平分成幾堆後，每堆有 3 顆，還剩下 2 顆」

和「26 個桃子，拿走 2 顆桃子後，每 3 顆桃子分成一堆，

全部可以分成幾堆桃子」的意思相同，因此可以利用 26－2

＝24，24÷3＝8，算出平分成 8 堆。 

第二種：透過線段圖 

線段圖中可以知道 26－2＝24，24÷3＝□ 和 26÷3＝□…2 的

意思相同，可以利用 26－2＝24，24÷3＝8 算出有 8 堆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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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6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s-07 能由邊長和角的特性來認識正方形和長方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3  0.34  0.89  

2 0.22  0.34  0.08  

3 0.07  0.16  0.01  

4 0.07  0.15  0.0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63  鑑別度 0.5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描述大、小兩正方形角與邊的四種說法，要求學

生選出錯誤的說法，評量學生能由邊長和角的特性來認識

正方形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5，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63%，

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已知道正方形四邊等長、四個角都

是直角。 

2.有 22%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4%)，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題意，選出正確的說法；也可能誤認為兩邊必須是

水平方向和鉛垂方向的角才是直角，本題給的正方形的

邊不是水平和鉛垂方向，因此角 1 和角 2 都不是直角；

也可能途中沒有劃出直角記號，學生認為這兩個角不是

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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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6%)，7%的學生選擇

選項 4(低分組有 15%)，這些學生可能不知道正方形四邊

等長、四個角都是一樣大的直角；也可能受到本題給定

正方形的邊不是水平和鉛垂方向，因此認為四個邊不一

樣長，或四個角不一樣大。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s-05 

認識簡單平面圖

形的邊長關係。 

3-s-07  

能由邊長和角的

特性來認識正方

形和長方形。 

4-s-01 

能運用「角」與

「邊」等構成要

素，辨認簡單平面

圖形。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誤認為兩邊必須是水平方向和鉛垂方向的角才

是直角。 

2.學生可能不知道正方形四邊等長、四個角都是一樣大的

直角。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常混淆「長方形的定義(如何辨識圖形為長方形)」與

「長方形的性質(長方形有哪些特徵)」，誤認為一個四邊

形要同時滿足「四個角都是直角，對邊等長、對邊互相

平行，對角線互相平分且等長」這些條件，才能辨識這

個四邊形是長方形。 

數學上利用最少的條件來辨識長方形，一個四邊形，只

要四個角都是直角，就能確認該四邊形為長方形。 

此處定義四個角都是直角的四邊形為長方形，因此只要

一個四邊形的四個角都是直角，該四邊形就是長方形。 

定義長方形之後，可以探討長方形還有哪些共同特徵，

例如長方形對邊等長、長方形對邊互相平行等，都屬於

長方形的性質。 

2.學生可能會認為斜擺的長方形或正方形不是長方形或正

方形，教師可協助學生   利用直尺和三角板檢查斜擺的

長方形或正方形依舊是長方形或正方形。 

3.三年級只能在給定的長方形或正方形圖形中，幫助學生

認識四邊等長且四個角都是直角的四邊形是正方形；兩

對邊等長且四個角都是直角的四邊形是長方形。 

不宜要求學生知道所有的正方形或長方形都滿足上面的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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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s-02 能認識周長，並實測周長。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20  0.01  

2 0.14  0.24  0.05  

3* 0.58  0.32  0.82  

4 0.17  0.21  0.1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8  鑑別度 0.4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邊長相等且一邊重合的正三角形和正方形拼成

的複合圖形，要求學生算出複合圖形的周長，評量學生認

識周長並實測周長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9，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58%，

顯示近六成的學生已具備認識正方形及正三角形周長及

實測周長的能力。 

2.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解題意或不理解圖形周長的意義，僅計算正三角形

的周長。 

3.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解題意或不理解圖形周長的意義，僅計算正方形的

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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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1%)，這些學生可能

混淆「複合圖形周長」和「正方形及正三角形邊長和」

的意義，多算了正方形及正三角形共同邊的長(虛線部份

的長度)。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s-03 

能使用直尺處理

與線段有關的問

題。 

3-s-02  

能認識周長，並

實測周長。 

4-n-18 

能理解長方形和

正方形的面積公

式與周長公式。

(同 4-s-09)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混淆「複合圖形周長」和「正方形及正三角形

邊長和」的意義，誤將正方形及正三角形共同的邊長視

為複合圖形的周長。 

2.學生可能不知道正方形四邊一樣長，正三角形三邊一樣

長。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一個用正三角形和正方形拼成的新圖形，學生要先

理解新圖形的周長範圍是指哪裡，再依據其中一個邊的

長度線索，推算整個新圖形的周長。 

2.如果學生不理解兩塊圖形合併後的新周長範圍，建議老

師引導學生關注題目中合併後的新圖形為一個五邊形，

並再次重申「多邊形的周長就是所有邊長的總和」的意

思。 

3.如果學生無法判斷新圖形的每個邊長都是 3 公分，建議

老師可以透過以下提問引導學生發現： 

「新五邊形的下方是正方形板，正方形每個邊都一樣是 3

公分」 

「新五邊形的上方是正三角形板，正三角形每個邊都一

樣，也是 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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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公斤」、「公克」及其關係，並做相關的

實測、估測與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0  0.32  0.08  

2 0.13  0.23  0.04  

3 0.05  0.10  0.01  

4* 0.62  0.32  0.86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62  鑑別度 0.5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1 公斤秤的秤面，要求學生說出指針所指的刻度是多少公

克，評量學生報讀秤面刻度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5，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2%，顯示超

過六成的學生已具備正確報讀秤面刻度的能力。 

2.有 20%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2%)，這些學生誤將每 1 小

格(5 公克)當成 1 公克，指針位置在的 4 個小格，所以報讀成 404

公克。 

3.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誤將每 1 大

格(50 公克)當成 10 公克，直觀的認為指針指在 400 和 450 這兩

大格的中間，所以報讀成 405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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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0%)，這些學生誤將 1 中格(10

公克)當作 5 公克，指針位置在第 2 個中格，所以報讀成 410 公克。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2－n－17： 

能認識重量 

3-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斤」、「公克」

及其關係，並做相

關的實測、估測與

計算。 

4－n－14：能以複

名數解決量 ( 長

度、容量、重量)

的計算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一公斤秤秤面有大格(50 公克)，中格(10 公克)及小格(5 公克)

三種刻度，學生混淆這三種刻度描述的重量。 

2. 20%的學生(高分組 8%、低分組 32%)誤將每 1 小格(5 公克)

當成 1 公克 

13%的學生(高分組 4%、低分組 23%)誤將每 1 大格(50 公克)

當成 10 公克 

5%的學生(高分組 1%、低分組 10%)誤將每 1 中格(10 公克)

當成 5 公克 

學生報讀小格錯誤的比率最高。 

3.應幫助學生養成先尋找大單位的範圍，再報讀小單位的習

慣。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國小課程中較常使用 1 公斤秤，1 公斤秤面最大刻度上標示

100g、200g、300g、…、1000g 等數字，教師可以利用每次累

加 100 公克砝碼的方式，幫助學童報讀最大的刻度；而秤面上

次大刻度上標示 50g、150g、250g、…、950g 等數字；教師可

以先放置 50 公克的砝碼，幫助學童掌握 50g 刻度的意義，再

透過每次累加 100 公克砝碼的方式，幫助學童報讀次大刻度。 

當學童掌握這些有數字刻度的意義後，才能透過累加 10 公克

及 5 公克的方式，報讀秤面上次小及最小的刻度，例如先透過

每次累加 10 公克砝碼，幫助學生報讀 10g、20g、30g、40g、

50g、…、90g，100g，或先放置 200 公克的砝碼，再透過每次

累加 5 公克砝碼，幫助學童報讀 200g、205g、210g、215g、

220g、…、250g、255g。 

學童學會報讀秤面的刻度後，就可以開始進行實測的活動，實

測的順序是先找出有數字的刻度，再報讀次小及最小的刻度，

例如先找出指針指在 350g 和 400g 之間，再透過報讀 350g、

360g、370g、380g、385g 的方式，得到物重 385g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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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n-01 能認識 10000 以內的數及「千位」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

換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3  0.29  0.75  

2 0.30  0.38  0.20  

3 0.10  0.19  0.03  

4 0.06  0.11  0.0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3  鑑別度 0.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各位數字相同的四位數，要求學生說出千

位數字所代表的值比十位數字所代表的值大多少，評量

學生認識千位位名及位值單位換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6，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53%，

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認識千位位名並具備位值單位換

算的能力。 

2.有 30%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8%)，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題意，回答千位數字所代表的值是十位數字所代表

的值的 100 倍。 

3.有 10%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知道千位數字所代表的值是十位數字所代表的值的 100

倍，誤以為千位數字所代表的值比十位數字所代表的值

大 99 倍。 

4.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能誤

解題意，誤認為千位數字 1 代表 1 個千，十位數字 1 代

表 1 個十，它們的個數都是 1 個， 

1－1＝0，得到千位數字 1 所代表的值比十位數字 1 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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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值大 0 的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01 

能認識1000以內

的數及「百位」

的位名，並進行

位值單位換算。 

3-n-01  

能認識 10000 以

內的數及「千位」

的位名，並進行

位值單位換算。 

4-n-01 

能 透 過 位 值 概

念，延伸整數的認

識 到 大 數 ( 含

「億」、「兆」之

位名)，並做位值

單位的換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千位數字 1 有兩種意義： 

(1)描述千單位的個數，也就是 1 個 1000 

(2)換成以一為單位的值是 1000，也就是代表的值是

1000。 

學生可能混淆這兩種意義。 

2.學生知道千位數字的 1 式十位數字 1 的 100 倍，但是不

知道其意義。 

不知道必須將千位的 1 換成 1000，十位的 1 換成 10，1000

和 10 的單位相同，才能求倍數關係或差異量。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進行 1000 以內位值單位的換算，指的是： 

能將「幾千幾百幾十幾」聚成「幾個千、幾個百、幾個

十、幾個一」，例如將「2357」聚成「2 個千、3 個百、

5 個十、7 個一」，以及將「幾個千、幾個百、幾個十、

幾個一」化成「幾千幾百幾十幾」，例如將「2 個千、3

個百、5 個十、7 個一」化成「2357」的雙向化聚。 

2.建議教師透過下列步驟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說明四位數 1111 中，千位數字 1 的意義 

(1)溝通個數，千位數字 1 指的是有 1 個千 

(2)溝通是多少個一，1 個千和 1000 一樣大。 

步驟二：不同單位不可以相加減，必須將千位數字和十

位數字轉換成相同的單位 

千位數字 1 所表示的值(以一為單位)是 1000 

十位數字 1 所表示的值(以一為單位)是 10 

步驟三：算出千位數字 1 所代表的值比十位數字 1 所代

表的值大多少 

1000－1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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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n-14 能認識長度單位「毫米」及「公尺」、「公分」、「毫米」

間的關係，並做相關的實測、估測與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43  0.19  0.72  

2 0.15  0.24  0.06  

3 0.26  0.33  0.14  

4 0.15  0.23  0.07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3  鑑別度 0.5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四條繩子的長度及「公尺」、「公分」、「毫米」

單位間的換算關係，要求學生選出最長及最短的繩子，評

量學生比較不同單位長度長短關係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4，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43%，

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具備比較「公尺」、「公分」、

「毫米」等不同單位長度長短的能力。 

2.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能不

具備比較「公尺」、「公分」、「毫米」等不同單位長

度長短的能力，直接比較數字的大小，1900 最大、2 最

小，得到乙繩最長，丙繩最短的答案。 

3.有 26%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33%)，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比較「公尺」、「公分」、「毫米」等不同單位

長度長短的能力，直接比較單位的大小，「公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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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毫米」三個單位中，「公尺」最長、「毫米」

最短，只有丙繩的單位中有公尺，所以丙繩最長，只有

乙繩的單位是毫米，所以乙繩最短。 

4.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比較「公尺」、「公分」、「毫米」等不同單位

長度長短的能力，也不理解複名數的意義，直接比較數

字的大小，2053 最大、23 最小，得到丁繩最長，丙繩最

短的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

「公分」、「公

尺」及其關係，

並能作相關的實

測、估測與同單

位的計算。 

3-n-14  

能認識長度單位

「毫米」及「公

尺」、「公分」、

「毫米」間的關

係，並做相關的

實測、估測與計

算。 

3-s-02 

能認識周長，並

實測周長。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

量(長度、容量、

重量 )的計算問

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能不具備比較「公尺」、「公分」、「毫米」等不

同單位長度長短的能力， 

直接比較數字的大小，不管後面的單位。 

2.學生不具備比較「公尺」、「公分」、「毫米」等不同

單位長度長短的能力， 

直接比較單位的大小，不管單位後面的數字。 

3.解題時，都換成公分單位比都換成毫米單位(類比整數由

高位開始比較大小的解題方法最有效率)。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以「3 公尺＝(  )公分」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將大單

位化成小單位。 

3 公尺是 3 個 1 公尺，也就是 3 個 100 公分，可以利用

100＋100＋100＝300 

或 100×3＝300 算出 3 公尺＝300 公分，建議教師要求利

用加法解題的學生， 

將加法算式改記成乘法算式，為五年級學習分、小數倍

化聚鋪路。 

2.以「300 公分＝(  )公尺」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將小

單位聚成大單位。 

類比「3 公尺＝(  )公分」的解題方法，300 公分是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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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1 公分，也就是 

300 個 0.01 公尺，可以利用 0.01×300＝3，算出 300 公分

＝3 公尺。 

但是三年級尚未引入二位小數，因此只能改用拿 100 公

分換 1 公尺的方法來解題，利用 300－100＝200，200－

100＝100，100－100＝0，算出 300 公分＝3 公尺，建議

教師要求學生將減法算式改記成除法算式 300÷100＝3，

為五年級學習分、小數倍化聚鋪路。 

3.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都轉換成毫米單位 

甲繩：210 公分＝2100 毫米 

乙繩：1900 毫米 

丙繩：2 公尺 3 毫米＝2 公尺＋3 毫米＝200 公

分＋3 毫米 

＝2000 毫米＋3 毫米＝2003 毫米 

丁繩：205公分 3毫米＝205公分＋3毫米＝2050

毫米＋3 毫米 

＝2053 毫米 

得到甲繩最長，乙繩最短的答案。 

方法二：都轉換成公分單位 

甲繩：210 公分 

乙繩：1900 毫米＝190 公分 

丙繩：2 公尺 3 毫米＝2 公尺＋3 毫米＝200 公

分 3 毫米 

丁繩：205 公分 3 毫米 

因為 1 公分＝10 毫米，因此只要比較公分單位

就可以得到答案。 

得到甲繩最長，乙繩最短的答案。 

教師應幫助利用方法一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二來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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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公斤」、「公克」及其關係，並做相關的

實測、估測與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7  0.15  0.01  

2* 0.41  0.34  0.51  

3 0.48  0.41  0.47  

4 0.03  0.07  0.01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1  鑑別度 0.1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幾公斤幾公克和幾公克，要求學生算出其和是多

少公斤多少公克， 

評量學生「公斤」、「公克」複名數加法計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17，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41%，

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公斤」、「公克」複名數

加減計算的能力。 

2.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5%)，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 1 公斤＝100 公克，1 公斤 75 公克＝175 公克，並在

計算 175＋25 時進位發生錯誤。 

3.有 4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41%)，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 1 公斤＝100 公克，先透過公斤、公克的位值板(定

位板)，將 1 公斤 75 公克改記成 1.75 公斤，將 25 公克改

記成 0.25 公斤，1.75＋0.25＝2，得到 2 公斤的答案。 

4.有 3%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7%)，這些學生可能誤

解 1 公斤＝10 公克， 先算出 75＋25＝100(公克)，100

公克＝10 公斤，10＋1＝11，得到 11 公斤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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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17 

能認識重量。 

3-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斤」、「公

克」及其關係，

並做相關的實

測、估測與計

算。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

量(長度、容量、

重量 )的計算問

題。 

5-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噸」、「公

噸」及「公斤」

間的關係，並做

相關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沒有孰記 1 公斤＝1000 公克的單位換算關係。 

2.75＋25＝100，讓學生誤認為 1 公斤＝100 公克。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公制單位 

「公制單位」是十進位制的單位，全世界通用，而且方

便記憶。國小課本中出現的單位是社會上較常使用的「公

制單位」，稱之為「常用單位」。 

在測量長度、重量、容量、…時，公制單位都先選擇一

個基準單位，並使用一組形容詞來描述各單位與基準單

位間的十進關係。 

以「長度」單位為例，公制單位選擇「米」當做長度的

基本單位，然後在米前面加上「十、百、千、….、百萬、….、

十億、….」等形容詞表示這些單位與米的「十倍、百倍、

千倍、….百萬倍、….、十億倍、….」的關係，例如千米

表示和 1000 個 1 米接來一樣長。在米前面加上「分、厘、

毫、….、微、….奈、….」等形容詞表示這些單位與米的

「十分之一倍、百分之一倍、千分之一倍、百萬分之一

倍、….、十億分之一倍、….」的關係，例如：厘米表示

百分之一米，毫米表示千分之一米，微米表示百萬分之

一米，奈米表示十億分之一米。 

相同的，公制單位選擇了「公升」當做「容量」的基準

單位，分公升表示十分之一公升，毫公升表示千分之一

公升，微公升表示百萬分之一公升，有時也將分公升、

毫公升等簡稱為分升、毫升。 

因此，當我們知道不同單位的基準單位之後，只要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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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形容詞，就能夠掌握單位間的倍數關係，對解決單

位間的化聚有很大的幫助。 

下面提供長度及容量不同單位對應的表格，第三行的描

述方式和第二行英文公制單位的描述方式一致。 

長度單位： 

公里 公引 公丈 公尺 公寸 公分 公釐 

Km hm dam m dm cm mm 

千米 百米 十米 米 分米 厘米 毫米 

容量單位： 

公秉 公石 公斗 公升 公合 公勺 公撮 

Kl hl dal l dl cl ml 

千公升 百公升 十公升 公升 分公升 厘公升 毫公升 

2.常用單位 

以長度的單位為例，我國每十倍就有一個單位的名稱，

例如公里、公引、公丈、公尺、公寸、公分、公厘都是

長度的單位；公制單位每十倍也有一個單位的名稱，例

如 km(千米)、hm(百米)、dam(十米)、m(米)、dm(分米)、

cm(厘米)、mm(毫米)等都是長度的單位，但是日常生活

中，並不需要用到這麼多的單位。 

以公制長度的基本單位「米」為例，西方人認為 1000 以

內的數量都是可以掌握的，因此 13 個「1 米」稱為 13 米

即可，並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十米」，將 13 米稱為 1

「十米」3「米」；278 個「1 米」稱為 278 米即可，並

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百米」和「十米」，將 278 米稱

為 2「百米」7「十米」8「米」。當「1 米」的個數超過

1000 個時，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千米」，並將 2465 個

「1 米」稱為 2「千米」465「米」。 

公制單位是西方人發明的，延伸西方人三位一撇的概

念，在長度單位中，經常使用的單位是「千米」、「米」、

「毫米」、「微米」、「奈米」，其中「千米」是「米」

的 1000 倍，「米」是「毫米」的 1000 倍、「毫米」是

「微米」的 1000 倍、「微米」是「奈米」的 1000 倍，

也就是說，經常使用的單位間都滿足 1000 倍的關係。 

轉換成我們熟悉的單位，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長度單

位是「公里」、「公尺」、「公分」、「公厘」，重量

單位是「公噸」、「公斤」、「公克」，容量單位是「公

秉」、「公升」、「公撮」，如果將公分拿走，相鄰兩

個單位間都是 1000 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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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換單位概念時，應該先引入兩單位間的 10 倍關係，

再引入兩單位間的 100 倍關係，最後才引入兩單位間的

1000 倍關係，因此國小數學教材，除了出現上面這些常

用的單位外，還要引入 1 公尺＝100 公分、1 公分＝10 毫

米。換句話說，只要能掌握三位一撇的概念，再記憶公

分和公尺、公分和毫米的倍數關係，就可以掌握國小階

段所有不同單位間的倍數關係。 

3.下面以「35＋58」和「3 公尺 5 公分＋5 公尺 98 公分」

為例，說明這兩個運算的方式相同，滿足同構的關係，

二位數的加法是逢十進一（10 個聚成 1 個），長度

的加法是逢百進一（100 個 1 公分聚成 1 個 1 公尺）。 

 

 

  

 十 個  

    

 3 5  

+ 5 8  

  13 5 個加 8 個是 13 個 

 8  3 個加 5 個是 8 個 

 1 3 13 個是 1 個是 3 個 

 8   

 9 3 合起來是 9 個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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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n-11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並解決同分母分數的比較

與加減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9  0.53  0.18  

2* 0.48  0.22  0.77  

3 0.07  0.12  0.03  

4 0.05  0.10  0.01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8  鑑別度 0.5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老師買了 12 條緞帶」的情境，要求學生說出

將拿出的 1 條緞帶平分成 6 份，其中的 5 份是多少條緞

帶，評量學生分數命名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5，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48%，

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連續量情境真分數命名的能

力。 

2.有 3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53%)，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連續量情境真分數命名的能力，選擇題目最前面

和最後面的兩個數字為分子和分母，這些學生可能認為

分數的分子一定比分母小，得到
 5 

 12 
條的答案。 

3.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

具備連續量情境真分數命名的能力，但是將分子分母的

位置寫顛倒了。 

4.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連續量情境真分數命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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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07 

能在具體情境

中，進行分裝與

平分的活動。 

 

3-n-11  

能在具體情境

中，初步認識分

數，並解決同

分。母分數的比

較與加減問題。 

4-n-08  

能認識真分數、

假分數與帶分

數，熟練假分數

與帶分數的互

換，並進行同分

母分數的比較、

加、減與整數倍

的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只要題目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位，教師教學或評量

時應強調處理或運算的是甚麼單位，養成學生注意單位

的習慣。 

2.學生受到多餘資訊的影響，多餘資訊出現在題目最前

面，學生誤將多餘資訊當作被平分的對象。 

3.有 39%選擇選項(高分組 18%、低分組 53%)，5%選擇

選項(高分組 1%、低分組 10%)，這些學生都受到多餘

條件「12 條」的干擾。 

  選擇選項的學生遠多於選擇選項的學生，可能的原

因是三年級學生認為分數的分母一定比分子大。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以「將 1 塊蛋糕平分切成 4 份，其中的 1 份是多少塊蛋

糕？」為例，有兩種命名 1 份蛋糕的方法： 

第一種：透過 1 份蛋糕和 4 份蛋糕的關係來命名，將 4

份蛋糕看成全體， 

1 份蛋糕是 4 份裡面的 1 份，稱 1 份為
 1 

 4 
塊蛋

糕。 

第二種：透過 1 份蛋糕和 1 塊蛋糕的關係來命名，1 份蛋

糕是從 1 塊蛋糕分出來的，而且是平分成 4 份

中的 1 份，稱 1 份為
 1 

 4 
塊蛋糕。 

第一種命名的方法是比率的關係，將 4 份看成基準量 1，

其中的 1 份是
 1 

 4 
，不是

 1 

 4 
塊。五年級才引入

比率問題，教師應透過第二種方法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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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3-s-06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已知簡單圖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8  0.54  0.18  

2 0.04  0.11  0.00  

3 0.04  0.10  0.00  

4* 0.52  0.23  0.81  

未作答 0.02    

通過率 0.52  鑑別度 0.5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用四種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長方形地板的結

果，要求學生選出面積最大的個別單位，評量學生是否

理解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面積時，其數值不同。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52%，

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理解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面

積時，其數值不同。 

2.有 3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54%)，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理解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面積時，其數值不

同，誤認為個數比較多時，個別單位的面積比較大；也

可能不理解題意，誤認為數字大的選項面積比較大。 

3.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1%)，4%的學生選擇

選項 3(低分組有 10%)，這些學生可能尚未理解用不同個

別單位測量同一面積時，其數值不同；也可能不理解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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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n-14 

能理解用不同個

別單位測量同一

長度時，其數值

不同，並能說明

原因。 

3-s-06  

能透過操作，將

簡單圖形切割重

組成另一已知簡

單圖形。 

5-n-18 

能運用切 割重

組，理解 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

與梯形的面積公

式。(同 5-s-05)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理解為何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長度時，其數

值不同，也無法說明 

原因。 

2.學生無法將長度情境「能理解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

長度時，其數值不同，並能說明原因」的解題能力，類

推到面積的情境。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二年級分年細目 2-n-14 已引入「能理解用不同個別單位

測量同一長度時，其數值不同，並能說明原因」，本題

只是將長度的情境轉換至面積的情境。 

如果學生無法解題，教師應先復習二年級的教材，例如

先利用差異量較大的個別單位，幫助學生看到用不同個

別單位測量同一長度時，其數值不同的現象，例如 1 條

繩子和 3 條橘色積木接起來一樣長，也和 30 個白色積木

接起來一樣長，因為橘色積木比白色積木長很多，所以

橘色積木的個數比白色積木少；再利用差異量較小的個

別單位，例如利用橡皮擦和迴紋針來測量，檢查學生是

否掌握其意義。 

2.當學生有足夠的解題經驗後，教師也可以布置重量或面

積等情境的問題，例如甲地和 16 塊一樣大的紅色地磚鋪

起來一樣大，也和 25 塊一樣大的藍色地磚鋪起來一樣

大，問紅色地磚和藍色地磚誰比誰大，檢查學生是否能

類推出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塊土地的面積時，其數

值不同，並能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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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4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3-s-03 能使用圓規畫圓，認識圓的「圓心」、「圓周」、「半徑」

與「直徑」。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5  0.10  0.01  

2 0.08  0.17  0.02  

3 0.37  0.44  0.22  

4* 0.48  0.24  0.74  

未作答 0.02    

通過率 0.48  鑑別度 0.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畫圓時筆尖和針尖的距離甲及畫完圓後圓心和

圓周上一點的距離乙，以及將圓形對摺後摺痕的長度丙，

要求學生選出直徑最長的圓，評量學生辨識圓半徑及直徑

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0，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48%，

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辨識圓半徑及直徑的能力。 

2.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0%)，8%的學生選擇

選項 2(低分組有 17%)，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辨識圓半徑

及直徑的能力；也可能不理解題意，不知道筆尖和針尖

的距離，以及圓心和圓周上一點的距離是半徑，也不知

道圓形色紙對摺成一半摺痕的長度是直徑。 

3.有 3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44%)，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辨識圓半徑及直徑的能力，選擇題目中最大的數

20 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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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1-s-03  

能描繪或仿製簡

單平面圖形。 

3-s-03  

能 使 用 圓 規 畫

圓，認識圓的「圓

心」、「圓周」、

「半徑」與「直

徑」。 

5-s-03  

能認識圓心角，

並認識扇形。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

圓周長的公式，

並計算簡單扇形

的 面 積 。 ( 同 

6-s-03)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理解距離的意義，不知道筆尖和針尖的距離，以

及圓心和圓周上一點的距離是半徑。 

2.學生不知道圓形色紙對摺成一半摺痕的長度是直徑。 

3.課本常透過畫圓引入圓的半徑，透過摺紙引入圓的半

徑，教師應幫助學生聯絡半徑和直徑的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圓規只能畫出與圓心 O 的距離是半徑長的點 P，無法畫

出長度是半徑的線段 OP，因此國小學生利用圓規畫線段

時，常無法掌握筆尖及針尖的距離與半徑長度的意義。 

下面提出兩種幫助學生澄清筆尖及針尖的距離與半徑長

度意義的方法： 

(1)在圓規筆尖及針尖之間綁上繩子或橡皮筋，幫助學生

在畫圓時，同時看到筆尖及針尖的距離，以及連接筆

尖及針尖兩點長度的線段。 

(2)先畫出一條直線段，與學生溝通如何在直線段上畫出

長 a 公分的線段，學生先張開圓規的筆尖及針尖，在

直尺上量出筆尖及針尖距離是 a 公分，再以直線段的

端點 A 為圓心，畫弧和直線段交於 B 點，最後再要求

學生測量 AB 的長度，幫助學生察覺筆尖及針尖的距

離為 a 公分時，連接筆尖及針尖的線段長也是 a 公分。 

2.有兩種溝通半徑與直徑關係的方法： 

方法一：分別量出半徑與直徑的長度，例如半徑長 5 公

分，直徑長 10 公分， 

再利用除法算式 10÷5＝2，說明直徑長是半徑長

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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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在圓上畫出直徑，幫助學生發現直徑是由兩條

半徑組成的， 

所以 2 條半徑接起來的長度和直徑一樣長。 

10 是 5 的 2 倍是基準量和比較量關係的描述，指的是以

5 為基準量 1 時，比較量 10 會是 2，三年級學生較無法掌

握 10 是 5 的 2 倍的意義。 

建議教師利用方法二說明半徑與直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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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3-s-04 能認識角，並比較角的大小。（同 3-n-17）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16  0.04  

2* 0.26  0.20  0.37  

3 0.18  0.25  0.11  

4 0.43  0.34  0.47  

未作答 0.03    

通過率 0.26  鑑別度 0.1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提示「三點」的時候，鐘面上分針和時針的夾角是直

角，要求學生判斷「四點和五點」，以及「三點半和四點

半」分針和時針夾角的大小，評量學生比較兩角大小的能

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17，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26%，

顯示近三成的學生已具備比較兩角大小的能力。 

2.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

沒有畫出「四點和五點」，以及「三點半和四點半」鐘

面的圖像。 

3.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沒有畫出「四點和五點」，以及「三點半和四點半」鐘

面的圖像，誤以為 4 比 5 小，所以四點分針和時針所夾

的角比五點大，3 比 4 小，所以三點半分針和時針所夾的

角比四點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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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43%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34%)，這些學生可能

沒有畫出「四點和五點」，以及「三點半和四點半」鐘

面的圖像，誤以為 4 比 5 小，所以四點分針和時針所夾

的角比五點小，3 比 4 小，所以三點半分針和時針所夾的

角比四點半小。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2-s-01 

能認識周遭物體

上的角、直線與

平面（含簡單立

體形體）。 

3-s-04  

能認識角，並比

較角的大小。(同

3-n-17) 

4-s-04 

能認識角度單位

「度」，並使用量

角器實測角度或

畫 出 指 定 的 角

度。(同 4-n-16)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

括平角和周角)的

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沒有畫出「四點」和「五點」，以及「三點半」和

「四點半」鐘面的圖像。 

2.學生受關鍵字的影響，誤以為 4 比 5 小，所以四點分針

和時針所夾的角比五點小，3 比 4 小，所以三點半分針和

時針所夾的角比四點半小。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先說明「三點」的時候，鐘面上分針和時針的夾角

是直角，主要的理由是溝通鐘面上分針和時針可以夾出

一個角。 

2.三年級角的教學重點是張開角，四年級角的教學重點是

旋轉角。 

雖然討論時針旋轉以及討論分針旋轉都是旋轉角的概

念，但是給定時刻後， 

鐘面時針和分針所形成的角，和共端點兩線段張開後所

形成的角相同，換句話說，學生比較兩個不同時刻時針

和分針所夾角的大小，和比較畫出兩個角的大小，解題

時並沒有差異。 

因此，學生只要能畫出「四點」和「五點」鐘面的圖像，

就能判斷「五點」分針和時針的夾角比「四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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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只要能畫出「三點半」和「四點半」鐘面的圖像，

就能判斷「三點半」分針和時針的夾角比「四點半」大。 

3.表徵轉換視數學上重要的概念，建議教師幫助學生養成

將文字描述轉換成圖像的能力，以本題為例，學生只要

畫出「四點」和「五點」，以及「三點半」和「四點半」

鐘面的圖像，就能夠解題成功。 

4.教師應鼓勵學生形成心像，不必畫出鐘面的圖像就能比

較分針和時針夾角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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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題號 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除直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92  0.79  0.99  

2 0.04  0.11  0.01  

3 0.03  0.07  0.00  

4 0.01  0.03  0.0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92  鑑別度 0.2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三位數乘以二位數的文字題，要求學生算出答案，

評量學生利用乘法直式計算解題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0，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92%，

顯示超過九成的學生已具備乘法直式計算的能力。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1%)，3%的學生選擇

選項 3(低分組有 7%)，1%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3%)，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乘法直式計算的能力。也可

能已具備乘法直式計算的能力，但是在進位時計算發生錯

誤。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04 

能熟練三位數乘

以一位數的直式

計算。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除直式計算。 

5-n-01 

能熟練整數

乘、除的直式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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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進行直式乘法計算時，位值概念理解不清楚，可能

未將乘完後的結果(數字)擺放在正確位置。 

2.大數字乘法和除法的教學流程：九九乘法  多位乘以

一位的乘法  大數字乘法和除法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二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法直式計算，是被乘數為二位數乘

法直式計算的基礎，也是除數為二位數除法直式計算的基

礎。 

以 34×678 為例，直式進行 3 次 34 乘以一位數 6、7、8

的計算。 

以 4613÷72 為例，學生估商時進行 2 次 72 乘以一位數的

計算。 

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法直式計算，是被乘數為三位數乘

法直式計算的基礎，也是除數為三位數除法直式計算的基

礎。 

以 345×678 為例，直式進行了 3 次 345 乘以一位數 6、7、

8 的計算。 

以 4613÷172 為例，學生估商時進行了 2 次 172 乘以一位

數的計算。 

2.有兩種分解 147 的方法，第一種是將 147 分解成 100、40

和 7；第二種是將 147 分解成 1 個百 4 個十和 7 個一。乘

法直式計算採用第二種分解方式，使得每一個單位的個數

都不超過 10，藉以簡化計算。 

下面的圖一是第一種分解方法的乘法直式計算，圖二是第

二種分解方法的乘法直式計算。 

不易將第一種分解方法的乘法直式計算結果記成一行，學

生必須先將 7×6、40×6、200×6 的計算結果記在心裡，再

心算出這三個數的和，才能將圖一的計算結果改記成一

行，國小三年級的學生不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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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說明如何幫助學生將乘法直式計算的積摘要的記成一

行。 

 

3.以「307×46」為例，有三種分解被乘數或乘數的方法。 

第一種將「307×46」分解成「307×(40＋6)」 

第二種是將「307×46」分解成「(300＋7)×46」 

第三種是將「307×46」分解成「(300＋7)×(40＋6)」 

建議教師透過第一種方法幫助學生學習乘法直式計算，將

「307×46」分解成「307×6」和「307×40＝(37×4)×10」後，

再進行兩次兩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千 百 十 個   千 百 十 個 

1000 100     1000 100   

 1 4 7    1 4 7 

   6      6 

  4 2    8 8 2 

 2 4        

+ 6         

 8 8 2          

 
因為「4」和「24」都是「十」

單位，只要心算出「4＋24」，

就可以省略記成一行。 

因為「2」和「6」都是「百」

單位，只要出「2＋6」，就可

以省略記成一行。 

因此可以省略記成一行。 

 千 百 十 個    千 百 十 個  

 1000 100      1000 100    

  2 4 7     2 4 7  

    6       6  

   4 2      4 2  

  2 4 0     2 4   

 + 1 2 0 0    + 1 2    

 1 4 8 2    1 4 8 2  

             

  圖 一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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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乘法直式計算時，不鼓勵利用乘法交換律來解題，因

為二位數乘以三位數和三位數乘以二位數直式計算的解

題意義不同，但是平常解文字題或計算題時，應鼓勵學生

使用自己比較能掌握或計算比較簡單的方法來解題，例如

利用乘法交換律來簡化計算。 

 

  

  3 0 7 

×   4 6 

 1 8 4 2 

1 2 2 8 0 

 

307×6＝1842 

307×40＝12280， 

省略個位數的 0，直接計算 307×4

＝1228 後，將 8 記在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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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n-16 能認識角度單位「度」，並使用量角器實測角度或畫出指定

的角。（同 4-s-04）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4  0.09  0.00  

2 0.03  0.07  0.00  

3* 0.83  0.60  0.98  

4 0.10  0.23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3  鑑別度 0.3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兩邊不在量角器刻度 0 上的角，要求學生報讀

該角的角度，評量學生利用量角器測量角度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8，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83%，

顯示超過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量角器測量角度的能

力。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9%)，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利用量角器測量角度的能力，直接以其中一邊外圈

對應的刻度 20 度為答案。 

3.有 3%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7%)，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利用量角器測量角度的能力，直接以其中一邊內圈

對應的刻度 30 度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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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10%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量角器測量角度的能力，直接以其中一邊外

圈對應的刻度 150 度為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17  

能認識角，並

比較角的大小 

(同 3-s-04)。 

4-s-04  

能認識「度」的角度單

位，使用量角器實測角

度或畫出指定的角。

(同 4-n-16)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

括平角和周角）的

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10%選擇選項(高分組 1%、低分組 23%)，他們只報讀外

圈右邊的刻度。 

4%選擇選項(高分組 0%、低分組 9%)，他們只報讀外圈左

邊的刻度。 

3%選擇選項(高分組 0%、低分組 7%)，他們只報讀內圈右

邊的刻度。 

2.學生不理解角度測量的是共端點兩線張開的程度，或固

定端點一線旋轉的程度，直接以一邊對應量角器的刻度

為答案。 

3.兩點才能決定一線，學生沒有養成報讀兩邊刻度的習

慣，例如用直尺測量繩長時，繩子一端對齊刻度 0，另一

端對齊刻度 a，稱繩子的長度是 a 公分。 

相同的方式，用量角器測量角的角度時，角的一邊對齊

刻度 0，另一邊對齊刻度 a 時，稱該角的角度為 a 度。 

4.測量兩邊不在量角器刻度 0 上的角，和利用斷尺測量繩

子的長度滿足同構的關係，教師可以類比斷尺測量繩子

長度的兩種方法幫助學生解題。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為了方便量角度，量角器都有兩組刻度，其中一組是順

時針方向，另一組是逆時針方向，因此，部份學生使用

量角器測量角度時，常將 70 度報讀為 110 度。當學生尚

未掌握直角、銳角及鈍角的意義前，報讀角度時，應要

求同時報讀始邊和終邊兩個刻度，養成先將始邊對齊刻

度 0，也就是先找 0 度，再看終邊刻度的習慣，並將刻度

0 到刻度 70 間的角度稱為 70 度。當學生掌握鈍角及銳角

的意義，知道被測量角度和直角 90 度大小關係後，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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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角 70 度時，不會將它報讀為 110 度。  

2.以「下圖中角 C 的角度是多少度?」為例，提出兩種幫助

學生解題的方法。 

(1)透過點數刻度解題：先找出角兩邊在量角器上外圈(或

內圈)所對應的刻度，例如 50 度和 135 度，再由 50 度

開始，往角的另一邊開始 10 度及 1 度一數，10、20、

30、40、50、60、70、80，81、82、83、84、85，得

到該角角度為 85 度的答案。  

(2)透過旋轉角及減法解題：先找出角兩邊在量角器上外

圈(或內圈)所對應的刻度，例如 50 度和 135 度，先說

明可以利用減法算式 50-0=50 算出由刻度 0 度旋轉到

刻度 50 度所夾的角是 50 度，135-0=135 算出由刻度 0

度旋轉到刻度 135 度所夾的角是 135 度，再說明可以

利用減法算式 135-50=85 算出刻度 50 度旋轉到刻度

135 度所夾的角是 85 度。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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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7  0.01  

2* 0.84  0.61  0.98  

3 0.05  0.13  0.01  

4 0.03  0.09  0.0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4  鑑別度 0.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五條直線，要求學生選出正確描述平行或垂直

關係的敘述，評量學生判斷兩線平行或垂直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7，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84%，

顯示超過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判斷兩線平行或垂直的能

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7%)，5%的學生選擇

選項 3(低分組有 13%)，3%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9%)，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判斷兩線平行或垂直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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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2-s-02 

能認識生活周

遭中平行與垂

直的現象。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

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

和梯形。 

4-s-08 

能利用三角板畫出

直角與兩平行線

段，並用來描繪平面

圖形。 

6-s-04 

能認識面與面的平

行與垂直，線與面的

垂直，並描述正方體

與長方體中面與

面、線與面的關係。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直觀的判斷兩線是否平行或垂直，沒有利用平行或

垂直的定義來檢驗兩線是否平行或垂直。 

平行線的定義：同時垂直於另一條直線的兩直線互相平

行。 

垂直線的定義：兩直線相交且交角中有一個角為直角，

稱這兩條直線互相垂直。 

2.學生可能在兩條直線的情境中能夠判斷這兩條直線是否

平行或垂直，但是在五條直線的情境中，可能漏判斷某

兩條直線的平行或垂直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分年細目 4-s-06 針對平行與垂直下定義，也就是給定一

個判斷兩線是否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的方法。 

兩線平行：L1與 L2同時垂直於 L，稱 L1與 L2兩線互相

平行。 

兩線垂直：L1與 L2相交且有一個交角為直角，稱 L1與

L2兩線互相垂直。 

2.平面上存在下圖中三種垂直的情境，第一種情境只存在 1

個直角，第二種情境存在 2 個直角，第三種情境存在 4

個直角，這三種情境經常隱藏在幾何圖形中，它們都滿

足兩直線互相垂直的關係。建議教師在教學時，這三種

情境都要溝通，不能只討論其中一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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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直線不會相交是平行線的現象，但是不能當作判斷兩

線是否平行的方法，因為無法檢驗兩線是否不會有交點。 

4.日常生活中常出現「水平線」和「鉛垂線」的名詞，水

平線是伴隨著水平面出現的一條虛擬直線，將一杯水平

放在桌面上，水面會是水平面，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水

平面上的邊時，就能觀察到水平線的現象；日常生活中

到處都存在鉛垂線，垂吊的燈飾，懸掛燈籠的繩子等都

是鉛垂線。 

學生可能混淆「水平線」和「平行線」，以及「鉛垂線」

和「垂直線」的意義，誤認為「水平線」就是「平行線」，

「鉛垂線」就是「垂直線」。 

水平線和鉛垂線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存在的一條直線，而

平行線和垂直線是描述兩條直線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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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含「億」、「兆」

之位名），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6  0.01  

2 0.12  0.23  0.03  

3* 0.76  0.52  0.95  

4 0.04  0.08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6  鑑別度 0.4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大數的讀法，要求學生改記成數字，評量

學生大數讀、寫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3，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76%，

顯示近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大數讀、寫的能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題意或忽略題意中的「萬」，直接將「六千五百」

記成數字「6500」。 

3.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大數讀、寫的能力；也可能誤解題意，寫出 6000

有 3 個 0、500 有 2 個 0，合起來有 5 個 0。 

4.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8%)，這些學生可能尚

未具備大數讀、寫的能力；也可能誤解題意，認為

65000000 有 8 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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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01 

能認識 10000 以內

的數及「千位」的

位名，並進行位值

單位換算。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

整數的認識到大數 (含

「億」、「兆」之位名)，

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7-n-04 

能 認 識 負

數，並能以

「正、負」

表徵生活中

性質相反的

量。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尚未具備大數的十進位記數法與萬進位記數法的

互換能力。 

2.盡量不要評量數字的讀法，因為無法評量讀出的聲音，

只能將讀法寫成國字。 

3.學生可能混淆數字讀法和記法的意義： 

  7000000、700 萬、7 百萬，這三個數的讀法相同，但

所代表單位的意義不同 

  7000000 是以一為單位的記法，700 萬是以萬為單位的

記法，表示 700 個萬， 

  7 百萬是以百萬為單位的記法，表示 7 個百萬。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進行「萬」及「億」單位教學時，必須進行 1 萬到 9999

萬與 1 億的命名。以「萬」為單位的教學為例，十進位

記數法逢十進一，只要學會 1 萬到 9 萬，10 個「萬」就

換成 1 個「十萬」，「萬」的個數最多只有 9 個;而萬進

位記數法逢萬進一，學生必須學會 1 萬到 9999 萬，10000

個「萬」才會換成 1「億」。 

日常生活中大數的讀法都是萬進位的讀法，以 23456789

的讀法為例，我們讀作二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

八十九，不會讀做二「千萬」三「百萬」四「十萬」五

「萬」六千七百八十九。教師應透過萬進位記數法的定

位板或改記成四位一撇的方法，幫助學生熟悉大數的讀

法。 

2.大數的命名包含十進位記數法及萬進位記數法： 

十進位記數法將「634567891」這個大數字讀做:六「億」

三「千萬」四「百萬」五「十萬」六「萬」七「千」八

「百」九「十」一。 

634567891 萬進位記數法先將「634567891」這個大數字

由右至左、四位一撇改.記成 6,3456,7891 後，讀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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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三千四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一。教

師應協助學生進行十進位記數法與萬進位記數法的互

換。 

3.「5 百萬」、「500 萬」和「5000000」都一樣大，而且

讀法都相同，但是這三種記法所表示單位的意義不相同。 

「5 百萬」是以「百萬」為單位，指的是 5 個「百萬」合

起來的數;「500 萬」是以「萬」為單位，指的是 500 個

「萬」合起來的數;5000000 是以「一」為單位，指的是

5000000 個「一」合起來的數。 

4.教師應幫助學生將「個、十、百、千」的關係，類推到

「萬、十萬、百萬、千萬」的關係。例如，由 1 個十是

10 個一，類推出 1 個十萬是 10 個萬;由 1 個百是 100 個

一、也是 10 個十，類推出 1 個百萬是 100 個萬、也是 10

個十萬;由 1 個千是 1000 個一、也是 100 個十、也是 10

個百，類推出 1 個千萬是 1000 個萬、也是 100 個十萬，

也是 10 個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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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內容領域 統計與機率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d-01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長條圖。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9  0.01  

2* 0.82  0.61  0.96  

3 0.04  0.09  0.01  

4 0.05  0.11  0.02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2  鑑別度 0.3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民國 101 年至 108 年的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

統計圖」，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敘述，評量學生報讀長

條圖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5，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82%，

顯示超過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報讀複雜長條圖的能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題意，因為每年都有人出生，所以出生的人數越來

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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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9%)，5%的學生選擇

選項 4(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報讀複

雜長條圖的能力。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d-01 

能報讀生活中

常見的表格。 

4-d-01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長

條圖。 

6-d-01 

能整理生活中的

資料，並製成長條

圖。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本題通過率為 82%，顯示四年級學生已掌握報讀生活中

常用長條圖的能力，答錯的學生中，部分學生可能是誤

解題意。 

2. 8%的學生選擇選項，這些學生可能誤解題意，認為每

年都有人出生，所以出生的人數越來越多。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由於資料的屬性不同，適用的統計圖形也不相同，若資

料項目屬於類別變數，也就是只知道某一個項目和其它

的項目不同，這些項目間沒有顯著的關聯性、次序性，

數學上經常使用長條圖來溝通。以統計某年級學生血型

人數的長條圖為例，當改變類別變數(血型)的位置時，並

不會影響長條圖的意義。 

長條圖很容易看到部份與部份間的差異量關係，但是不

容易看到部份與全體間的倍數關係。以圖一為例，我們

較容易看到不同血型人數的差異量，例如 A 型的學生比

O 型的學生少 7 人、A 型和 AB 型學生人數和與 O 型學

生人數一樣多；較不容易看到不同血型學生人數和全體

學生人數間的倍數關係，例如 A 型學生人數佔全體學生

人數的幾分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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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分年細目要求學生必須有有足夠報讀經驗後，才能要

求學生報讀「複雜的長條圖」(如圖二和圖三)。 

 

 

 

  

(圖三) 

(圖二)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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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量（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8  0.48  0.97  

2 0.08  0.18  0.01  

3 0.04  0.11  0.00  

4 0.10  0.23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8  鑑別度 0.4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幾公斤幾公克和幾公克，要求學生算出其差是

多少公斤多少公克，評量學生「公斤」、「公克」複名

數減法計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9，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78%，

顯示近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公斤、公克複名數加減計

算解題的能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8%)，這些學生拿 1

公斤換 1000 公克後，在計算公克單位時發生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1000－502＝508，第二個錯誤：忘記加上

原來的 1 公克。 

3.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

上不具備利用公斤、公克複名數加減計算解題的能力。 

4.有 10%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題意，利用加法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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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斤」、「公克」

及其 關係，並做

相關的實 測、估

測與計算。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

量(長度、容量、重

量)的計算問題。 

5-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噸」及「公

噸」、「公 斤」間

的關係，並做相 

關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沒有孰記公斤和公克單位間「1 公斤＝1000 公克」

的關係。 

2.學生無法類比整數情境兩位加減兩位的直式計算，進行

公斤、公克的複名數加減計算。 

3.三年級第 21 題「農夫採收了 1 公斤 75 公克重的小蕃茄，

拿了一個 25 公克的空箱子來裝小蕃茄，請問箱子和小蕃

茄合起來有多重？」也是重量複名數的加減問題，三年

級的通過率只有 41%(高分組 51%、低分組 34%)，遠低於

本題的 76%，三年級學生中有 48%選擇答案是 2 公斤(高

分組 47%、低分組 41%)，可能的原因是 25＋75＝100，

學生誤認為 1 公斤＝100 公克。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二位數加減二位數的加減問題，與相鄰二階單位的時

間、長度、重量、容量等加減問題，它們的運算方式都

相同，例如「38＋25」、「3 小時 40 分鐘＋2 小時 50 分

鐘」、「3 公尺 60 公分＋5 公尺 80 公分」、「3 公斤 460

公克＋5 公斤 860 公克」、「13 公升 780 毫公升＋23 公

升 380 毫公升」等加法運算都相同，只是二位數的加法

是逢十進一(10 個聚成 1 個)。例子中時間的加法是逢

六十進一(60 個 1 分鐘聚成 1 小時)，長度的加法是逢一百

進一(100 個 1 公分聚成 1 公尺)，重量及容量的加法都是

逢一千進一(1000 個 1 公克或毫公升聚成 1 公斤或 1 公

升)。教師可以幫助學生發現它們之間運算相同的關係，

將長度、容量、重量的複名數加減視為相同的解題方式。 

2.下面以「35＋58」和「3 公斤 500 公克＋5 公斤 800 公克」

為例，建議教師幫助學生理解這兩個運算相同，二位數

的加法是逢十進一(10 個聚成 1 個)，重量的加法是逢

一千進一(1000 個 1 公克聚成 1 公斤)。 



86 
 

   

 

3.公制單位 

「公制單位」是十進位制的單位，全世界通用，而且方

便記憶。國小課本中出現的單位是社會上較常使用的「公

制單位」，稱之為「常用單位」。 

在測量長度、重量、容量、…時，公制單位都先選擇一

個基準單位，並使用一組形容詞來描述各單位與基準單

位間的十進關係。以「長度」單位為例，公制單位選擇

「米」當做長度的基本單位，然後在米前面加上「十、

百、千、….、百萬、….、十億、….」等形容詞表示這些

單位與米的「十倍、百倍、千倍、….百萬倍、….、十億

倍、….」的關係，例如千米表示和 1000 個 1 米接來一樣

長。在米前面加上「分、厘、毫、….、微、….奈、….」

等形容詞表示這些單位與米的「十分之一倍、百分之一

倍、千分之一倍、百萬分之一倍、….、十億分之一倍、….」

的關係，例如：厘米表示百分之一米，毫米表示千分之

一米，微米表示百萬分之一米，奈米表示十億分之一米。 

相同的，公制單位選擇了「公升」當做「容量」的基準

單位，分公升表示十分之一公升，毫公升表示千分之一

公升，微公升表示百萬分之一公升，有時也將分公升、

毫公升等簡稱為分升、毫升。因此，當我們知道不同單

位的基準單位之後，只要記憶一組形容詞，就能夠掌握

單位間的倍數關係，對解決單位間的化聚有很大的幫助。 

  公斤 公克   

  3 500   

＋  5 800   

   1300  500 公克加 800 公分是 1300 公克 

＋  8   3 公斤加 5 公斤是 8 公斤 

  1 300  1300 公克是 1 公斤 300 公克 

＋  8    

  9 300  合起來是 9 公斤 300 公克 

 

      

  3 5   

＋  5 8   

   13  5 個加 8 個是 13 個 

＋  8   3 個加 5 個是 8 個 

  1 3  13 個是 1 個3 個 

＋  8    

  9 3  合起來是 9 個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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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供長度及容量不同單位對應的表格，第三行的描

述方式和第二行英文公制單位的描述方式一致。 

長度單位： 

公里 公引 公丈 公尺 公寸 公分 公釐 

Km hm dam m dm cm mm 

千米 百米 十米 米 分米 厘米 毫米 

容量單位： 

公秉 公石 公斗 公升 公合 公勺 公撮 

Kl hl dal l dl cl ml 

千公升 百公升 十公升 公升 分公升 厘公升 毫公升 

4.常用單位 

以長度的單位為例，我國每十倍就有一個單位的名稱，

例如公里、公引、公丈、公尺、公寸、公分、公厘都是

長度的單位；公制單位每十倍也有一個單位的名稱，例

如 km(千米)、hm(百米)、dam(十米)、m(米)、dm(分米)、

cm(厘米)、mm(毫米) 等都是長度的單位，但是日常生

活中，並不需要用到這麼多的單位。 

以公制長度的基本單位「米」為例，西方人認為 1000

以內的數量都是可以掌握的，因此 13 個「1 米」稱為 13

米即可，並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十米」，將 13 米稱為

1「十米」3「米」；278 個「1 米」稱為 278 米即可，並

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百米」和「十米」，將 278 米稱為

2「百米」7「十米」8「米」。當「1 米」的個數超過 1000

個時，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千米」，並將 2465 個「1

米」稱為 2「千米」465「米」。 

公制單位是西方人發明的，延伸西方人三位一撇的概

念，在長度單位中，經常使用的單位是「千米」、「米」、

「毫米」、「微米」、「奈米」，其中「千米」是「米」的

1000 倍，「米」是「毫米」的 1000 倍、「毫米」是「微

米」的 1000 倍、「微米」是「奈米」的 1000 倍，也就是

說，經常使用的單位間都滿足 1000 倍的關係。 

轉換成我們熟悉的單位，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長度單

位是「公里」、「公尺」、「公分」、「公厘」，重量單位是「公

噸」、「公斤」、「公克」，容量單位是「公秉」、「公升」、「公

撮」，如果將公分拿走，相鄰兩個單位間都是 1000 倍的

關係。 

引入換單位概念時，應該先引入兩單位間的 10 倍關係，

再引入兩單位間的 100 倍關係，最後才引入兩單位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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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倍關係，因此國小數學教材，除了出現上面這些常

用的單位外，還要引入 1 公尺＝100 公分、1 公分＝10

毫米。換句話說，只要能掌握三位一撇的概念，再記憶

公分和公尺、公分和毫米的倍數關係，就可以掌握國小

階段所有不同單位間的倍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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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含「億」、「兆」

之位名），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1  0.20  0.04  

2* 0.70  0.40  0.93  

3 0.11  0.24  0.02  

4 0.08  0.16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0  鑑別度 0.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八位數及改變百萬位和萬位數字後得到的

新八位數，要求學生算出這兩個八位數的差，評量學生大

單位位值單位換算及大數加減直式計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3，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70%，

顯示七成的學生已具備大單位位值單位換算及大數加減

直式計算的能力。 

2.有 11%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誤解

題意，把萬數字 4 減 2 解讀成 4 加 2，14365678－12345678

＝2020000。也可能誤解題意，把百萬位數字 2 加 2 解讀

成 2 減 2，12345678－10325678＝2020000。 

3.有 11%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4%)，8%的學生選擇

選項 4(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位值單位換

算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位值單位換算的能力，但在減法

計算時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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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01 

能認識 10000 以內

的數及「千位」的

位名，並進行位值

單位換算。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

延伸整數的認識到

大數(含「億」、「兆」

之位名)，並做位值

單位的換算。 

7-n-04 

能認識負數，並能

以「正、負」表徵

生活中性質相反的

量。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百萬位數字 2 有兩種意義： 

(1)描述百萬單位的個數，也就是 2 個 1000000 

(2)換成以一為單位的值是 2000000，也就是代表的值是

2000000。 

學生可能混淆這兩種意義。 

2.學生可能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改記成八位數字後再計算 

         百萬位數字 2 加 2，萬位數字 4 減 2，將數字

12345678 改記成 14325678。 

         14325678－12345678＝1980000 

  方法二：利用位值直接計算 

          百萬位數字 2 加 2，數值多了 2000000 

          萬位數字 4 減 2，數值少了 20000 

          2000000－20000＝1980000 

3.三年級試題第 9 題「將 5678 的千位數字 5 減 2，十位數

字 7 加 2，百位數字和個位數字不變，得到一個新的甲

數，請問甲數和 5678 相差多少？」的通過率是 65%(高

分組 87%、低分組 38%)，本題的通過率是 69%(高分組

91%、低分組 41%)，顯示四年級學生對多單位的認識

比三年級學生好一點。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分年細目 4-n-01 為國小整數數概念的總結，學生應掌握

大數的意義。 

2.大數的命名包含十進位記數法及萬進位記數法： 

(1)十進位記數法將「145240607143825」這個大數字讀

做：一「百兆」四「十兆」五「兆」二「千億」四「百

億」零「十億」六「億」零「千萬」七「百萬」一「十

萬」四「萬」三「千」八「百」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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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進位記數法先將「145240607143825」這個大數字由

右自左、四位一撇改記成 145,2406,0714,3825 後，讀

做：一百四十五「兆」、二千四百零六「億」、七百

一十四「萬」、三千八百二十五(見下圖)。 

 

3.英、美等西方國家及我國的金融界都習慣使用千進位記數

法，千進位記數法以「個、十、百」這組數詞為基礎，利

用 1 千以內的數量來描述有多少個「一(one)」、多少個「千

(thousand)」、多少個「百萬(million)」、多少個「十億

(billion )」….等，所以遇到大數字時，經常每三位一撇做

一個記號，例如先將 10234567891 這個大數字改記成

10,234,567,891 後，讀做 ten「billion」,two hundred and 

thirty-four「million」,five hundred and sixty-seven

「thousand」,eight hundred and ninety one。 

4.進行「萬」、「億」及「兆」單位教學時，必須進行 1 萬

到 9999 萬、1 億到 9999 億、以及 1 兆到 9999 兆的命名。 

以「萬」單位的教學為例，十進位記數法逢十進一，學生

只要學會 1 萬到 9 萬，10 個「萬」就換成 1 個「十萬」，

「萬」的個數最多只有 9 個；而萬進位記數法逢萬進一，

學生必須學會 1 萬到 9999 萬，10000 個「萬」才會換成 1

億。 

5.「5 百萬」、「500 萬」和「5000000」都一樣大，而且讀

法相同，但是三者所表示單位的意義不相同，「5 百萬」

是以「百萬」為單位，指的是 5 個「百萬」；「500 萬」

是以「萬」為單位，指的是 500 個「萬」；5000000 是以

「一」為單位，指的是 5000000 個「一」。 

 

  

兆 億 萬 一 

145 2406 0714 3825 

 

百 

兆 

十 

兆 
兆 

千 

億 

百 

億 

十 

億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一 

1 4 5 2 4 0 6 0 7 1 4 3 8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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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8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5  0.11  0.01  

2 0.41  0.43  0.35  

3* 0.44  0.30  0.60  

4 0.09  0.15  0.04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44  鑑別度 0.3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三個上底及下底分別在平行線上的四邊形，要求

學生判斷哪些四邊形是梯形，評量學生辨認梯形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0，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44%，

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具備辨認梯形的能力。 

2.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辨認梯形的能力；也可能在學習梯形的過程中，沒有

看過底邊和腰垂直的梯形。 

3.有 41%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43%)，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辨認梯形的能力；也可能在學習梯形的過程中，沒

有看過像圖形甲這種形狀的梯形。 

4.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5%)，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辨認梯形的能力；也可能在學習梯形的過程中，沒有

看過這三種形狀的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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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s-07 

能由邊長和角的特

性來認識正方形和

長方形。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

角、垂直與平行的

意義。 

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

和梯形。 

5-s-05 

能運用切割重組，

理解三角形、平行

四邊形與梯形的面

積公式。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如果教師給定的梯形定義是「有一雙對邊平行的四邊形」，學

生可能混淆梯形的定義，因為「有」有三種意義，至多有，

至少有，恰有。 

建議透過「一雙對邊平行，另一雙對邊不平行的四邊形稱為梯

形」定義梯形。 

2.四年級已給梯形下定義，學生必須掌握所有滿足梯形定義的圖

形，如果教師上課時沒有畫出像甲圖這樣形狀的梯形，學生會

認為甲圖不是梯形。 

 3.41%(高分組 35%、低分組 43%)的學生認為圖形甲不是梯形。 

 5%(高分組 1%、低分組 11%)的學生認為圖形乙不是梯形。 

 9%(高分組 4%、低分組 15%)的學生認為三個圖形都不是梯形。 

 顯示教師可能很少畫出像甲圖這類的梯形。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數學上透過「平行」的關係，辨認下列的平面圖形。 

平行四邊形：兩雙對邊都平行的四邊形。 

梯形：一雙對邊平行，另一雙對邊不平行的四邊形。 

等腰梯形：兩腰等長的梯形。 

2.教師不宜稱「有一組對邊平行的四邊形為梯形」，應該稱「一

雙對邊平行，另一雙對邊不平行的四邊形為梯形」。因為「有」

可以包含三種意義，第一種是「至多有」，第二種是「恰有」，

第三種是「至少有」，學生可能混淆其意義。 

3.四年級給梯形下定義，指的是學生應能判斷所有形狀的梯形。

建議教師定義梯形時，應提供不同樣式的梯形，相當多學生(低

分組有 35%，低分組有 43%)不認為甲圖是梯形，可能的原因

是教師上課時沒有畫出這樣形狀的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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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內容領域 統計與機率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d-02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折線圖。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5  0.13  0.00  

2 0.09  0.21  0.01  

3 0.05  0.12  0.01  

4* 0.81  0.52  0.98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1  鑑別度 0.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1 月 23 日至 1 月 29 日的氣溫預報圖」，要求

學生選出正確的敘述，評量學生報讀折線圖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6，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81%，

顯示超過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報讀複雜折線圖的能力。 

2.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3%)，9%的學生選擇

選項 2(低分組有 21%)，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報讀複雜折線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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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d-01 

能報讀生活中

常見的表格。 

4-d-02  

能報讀生活中常

用的折線圖。 

6-d-02 

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資

料，並繪製成折線圖。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本題通過率為 81%，顯示四年級學生已掌握報讀生活中

常用長條圖的能力，答錯的學生中，部分學生可能是誤解

題意。 

2.學生報讀圖表時，未能理解高溫與低溫差距的意義，而

選擇錯誤選項①和②。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由於資料的屬性不同，適用的統計圖形也不相同，如果

資料項目屬於有序變數，例如時間、成績、身高、體重等，

也就是當變數有方向或次序的關係時，數學上經常使用折

線圖來溝通。以不同時間太陽高度角測量的折線圖為例，

當我們改變有序變數(時間)的位置時，就會失去折線圖原

本要傳遞訊息的意義。 

一般而言，折線圖是探討資料隨著時間或次序關係增加的

變化情形，或用以預測可能的變化趨勢，其橫軸大都是依

據時間的先後順序或數字的大小順序排列的，以下圖為

例，我們很容易看到由 8 時至 14 時太陽高度角的變化情

形。 

  

2.本能力指標要求學生必須有報讀折線圖的能力，有足夠

的報讀經驗後，才能要求學生解讀。 

報讀：看到資料直接讀出數據。 

解讀：觀察資料以後，能使用自己的話說出對資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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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0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的記法與計

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4  0.21  0.06  

2 0.30  0.44  0.10  

3* 0.48  0.19  0.82  

4 0.08  0.14  0.02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48  鑑別度 0.6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先乘後減的兩步驟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能算出正確答

案的算式，評量學生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63，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48%，顯

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先乘後減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2.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1%)，這些學生可能不理

解題意，依題目數字出現的先後順序列式，題目先出現「78

塊和 12 塊」的單位都是塊，因此先相減，後出現「剛好裝成

6 包」是分裝的語意，因此除以 6。這些學生也不知道「括號

先算及先乘除後加減」運算次序的約定，直接列出算式 78－

12÷6。 

3.有 30%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44%)，這些學生可能不理

解題意，依題目數字出現的先後順序列式，題目先出現「78

塊和 12 塊」的單位都是塊，因此先相減，後出現「剛好裝成

6 包」是分裝的語意，因此除以 6。這些學生知道「括號先算

及先乘除後加減」運算次序的約定，列出算式(7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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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不理

解題意，將先乘後減的兩步驟問題解讀為先減後乘的兩步驟問

題。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2-n-10 

能在具體情境中，

解決兩步驟問題

(加、減與乘，不含

併式)。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

解決兩步驟問題，

並學習併式的記法

與計算。 

5-n-02  

能在具體情境中，

解決三步驟問題，

並能併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解兩步驟問題時，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不知道以算式

「126＝72」算出「6 包有 72 塊」後，所得到的「72

塊」還可以繼續運算，誤以為「72 塊」就是答案。建議

教師可以透過分段布題的方式，幫助學生解題。 

2.學生可能可以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過程，但是在改記成

併式時，沒有遵守「括號先算，先乘除後加減，由左往右

算」運算次序的約定。 

3.學生誤解題意，題目先出現「78 塊和 12 塊」的單位都

是塊，因此先相減，後出現「剛好裝成 6 包」是分裝的語

意，因此除以 6。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的教學順序如下： 

二年級：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加、減」及「加(減)、乘」

兩步驟問題。 

三年級：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加(減)、除」及「連乘」

兩步驟問題。 

四年級：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乘、除」及「連除」兩步

驟問題。 

六年級：分數兩步驟問題及小數兩步驟問題。 

2.下面以「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賣 5 元，兩

人合起來可以買幾枝？」為例，說明兩步驟問題的教學流

程。 

(1)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40，40÷5＝8，答：可以買 8 枝 

(2)將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的記法 

將「15＋25＝40，40÷5＝8」改記成「(15＋25)÷5＝8」 

(3)用併式記錄解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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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5＝8，答：可以買 8 枝 

(4)用算式填充題來列式 

(15＋25)÷5＝(  ) 

(5)先列式，再用逐次減項記錄解題活動 

(15＋25)÷5＝(  ) 

(15＋25)÷5 

＝40÷5＝8，答:可以買 8 枝 

3.四年級兩步驟計算問題中，只會用到括號先算、先

乘除後加減、由左往右算，這三個約定其中的一個約定。 

括號先算：13－(2＋5)＝13－7＝6 

7×(5－2)＝7×3＝21 

先乘除後加減：5＋3×4＝5＋12＝17 

12－6÷2＝12－3＝9 

5×6＋2＝30＋2＝32 

60÷2－9＝30－9＝21 

由左往右算：12＋3－5＝15－5＝10 

12÷3×2＝4×2＝8 

建議教師將兩步驟計算問題分成有括號和沒有括號兩

類，來幫助學生解題。 

第一類：有括號的兩步驟計算問題 

括號的部份要先算，簡稱為括號先算。 

第二類：沒有括號的兩步驟計算問題 

(1)算式中加、減，乘、除都有時，要先算乘、除的部份。 

簡稱為先乘除後加減 

(2)算式中都是乘、除時，要由左往右算；算式中都是加、

減時，也要由左往右算。簡稱為由左往右算。 

4.對四年級學生而言，「先乘除後加減」的四則混合計算

問題最困難，建議教師透過比較下列左右兩個算式的運算

次序，幫助學生發現兩個共同的特徵。 

(1)這些算式中，「加、減」和「乘、除」這兩類運算符

號都有。 

(2)左邊的算式有括號，括號的部份要先算，右邊的算式

中沒有括號，有乘或除運算的部份要先算。 

再說明算式中「加、減」這一類和「乘、除」這一類的

運算都有的時候，要先算. 「乘、除」的部份，稱這

種運算次序的約定為「先乘除後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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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n-06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大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

法），並做加、減之估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5  0.47  0.96  

2 0.17  0.32  0.04  

3 0.05  0.13  0.00  

4 0.02  0.07  0.0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5  鑑別度 0.4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四位數和取概數的單位，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

概數，評量學生利用無條件進位法取概數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9，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75%，

顯示有七成五的學生已具備對大數在指定位數利用無條

件進位法取概數的能力。 

2.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2%)，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對大數在指定位數利用無條件進位法取概數的能

力；也可能誤解題意或受到關鍵字「至少」的影響，將

無條件進位取概數的問題解讀為無條件捨去取概數的問

題。 

3.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3%)，2%的學生選擇

選項 4(低分組有 7%)，這些學生可能未具備對大數在指

定位數利用無條件進位法取概數的能力。 

  



101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10 

能做簡單的

三位數加減

估算。 

4-n-06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

大數在指定位數取

概數 (含四捨五入

法)，並做加、減之

估算。 

6-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

整數及小數在指定位

數取概數 (含四捨五

入法)，並做加、減、

乘、除之估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利用無條件進入法或無條件捨去法取概數的教學重點是

除法運算，不是針對給定的大數取概數。 

本題透過除法算式「5246÷100＝52…46」，只要判斷剩

下 46 人是否也要戴帽子，如果要戴帽子，就多買一包，

如果不要戴帽子，買 52 包就夠了。 

2.「360002 個蘋果」以萬為單位，用四捨五入法取概數，

合理的答案是「36 萬」個蘋果(以「萬」為單位)，不是

「360000」個蘋果(以「1」為單位) 

3.學生可能混淆「無條件進位法」和「無條件捨去法」解

題的意義。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估算與取概數都無法精確地描述個數，因而容忍少量的

差異，只做大概的描述，但是它們最後描述的單位並不

相同。 

估算是計算的問題，例如「402＋299」中的 402 很接近

400，299 很接近 300，400＋300＝700，所以「402＋299」

估算的答案是 700，估算的答案必須以「1」為單位來描

述。 

概算是先進行單位量轉換後再計算的問題，例如「402＋

299」中的 402 很接近 4 個百，299 很接近 3 個百，4 個

百加 3 個百是 7 個百，所以「402＋299」概算的答案是 7

個百，概算的答案不是以「1」為單位來描述。 

二年級及三年級的教學重點是估算，四年級才引入取概

數及加減概算的問題。 

2.教師應幫助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產生的無條件進入法

和無條件捨去法情境中取概數。 

無條件進入法取概數的例子： 

(1)計程車 1 輛限搭 4 人，14 人搭計程車，最少要搭幾輛

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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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縣運動會選手有 5246 人，要為這些選手準備帽子(一

人一頂)。如果帽子 10 頂(或 12 頂)裝成一包，最少要準

備多少包帽子才夠？也就是多少頂帽子？ 

無條件捨去法取概數的例子： 

(1)300c.c.的果汁裝 1 瓶，5000c.c.的果汁最多能裝滿幾瓶？ 

(2)玩具工廠今天生產 1249 件相同的玩具，要將這些玩具

裝箱放進倉庫。 

如果每 100 件(或 80 件)裝成一箱，最多能裝成多少箱？

也就是多少件玩具？ 

3.日常生活中常見利用無條件進入法或無條件捨去法取概

數的問題，但是它們取概數時不一定都是以十、百、千

或萬為單位。 

不論是否以十、百、千或萬為單位，都可以透過除法算

式來解決問題，建議教師透過除法算式，幫助學生理解

利用無條件進入法或無條件捨去法取概數的意義。 

(1)不是以十為單位取概數的問題「14 人搭計程車，每輛

計程車只能坐 4 人，至少要幾輛計程車才夠？」：教師

可以透過除法算式「14÷4＝3…2」，幫助學生理解只有

3 輛計程車時，還有 2 人沒車坐，必須要 4 輛計程車才

夠。 

(2)以百為單位取概數的問題「全市運動會路跑參賽選手有

5246 人，一人戴一頂帽子，要為這些選手準備帽子，

如果帽子 100 頂裝成一包，至少要準備多少包帽子才

夠？也就是多少頂帽子？」：教師也可以透過除法算式

「5246÷100＝52…46」，幫助學生理解只準備 52 包時，

還有 46 人沒分到帽子，必須要準備 53 包才夠，也就是

5300 頂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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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數線上。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6  0.12  0.01  

2 0.06  0.14  0.01  

3 0.17  0.34  0.04  

4* 0.71  0.39  0.94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71  鑑別度 0.5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3 組在數線上標示兩點分數坐標的情境，要求

學生比較哪組兩點的距離最長，評量學生在分數數線上

做加、減操作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5，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71%，

顯示超過七成的學生已具備計算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距

離的能力。 

2.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在數線上標記分數的能力，或不會在數線上求

出兩分數間的距離。 

3.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2%)，6%的學生選擇

選項 2(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計算分數

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距離的能力。 

4 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34%)，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計算分數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距離的能力，誤

以為標示的數字愈大時兩點間的距離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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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09  

能由長度測量的

經 驗 來 認 識 數

線，標記整數值與

一位小數，並在數

線上做大小比較、 

加、減的操作。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

記在數線上。 

5-n-13 

能將分數、小數標

記在數線上。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進行數線上刻度和距離(長度)間的轉換，例如看

到刻度 5，無法想到刻度 0 和刻度 5 的距離是 5 個單位。 

2.學生可能在刻度是整數的情境中，掌握數線上刻度和距

離(長度)間轉換的關係，但無法將該關係類比至分數或帶

分數的情境。 

3.學生不具備計算數線上兩點距離的能力。 

4.三年級第 14 題「數線上 A、B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12、

18。數線上 C、D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312、318。數

線 上 E 、 F 兩 點 位 置 標 示 的 數 字 是 7512 、          

7518。請問哪兩點的距離最長？」；五年級第 4 題「數

線上 A、B 兩點位置所標示的數字分別是 5.3、8.3。數線

上 C、D 兩點位置所標示的數字分別是 85.3、88.3。數線

上 E、F 兩點位置所標示的數字分別是 725.3、728.3。 

  請問哪兩點的距離最長？」都是求兩點距離的題目，三

年級給的數字是整數，四年級給的數字是同分母的分

數，五年級給的數字是小數。 

 

 

 

 

 

 

 

 

 

 

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發現，三年級無法解決兩點距離的學

生，到五年級還是無法解決。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通過率：  67       71       67 

高分組：  93       94       93 

低分組：  34       39       36 

選擇數字大  距離長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選項率：  21       17       19 

高分組：  06       04       05 

低分組：  40       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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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可以透過下列方法繪製分數數線，幫助學生認識分

數數線： 

步驟一：先復習整數數線的意義，幫助學生標示出整數

數線 0、1、2、…。 

 

步驟二：先建立 0 和 1 間的分數數線。 

0 和 1 兩點間的距離是 1，將 1 平分成 4 份，其

中的 1 份長
 1 

 4 
，在數線標示每一份的長是

 1 

 4 
。 

 

步驟三：透過和 0 的距離是多少的想法，標示出數線上

的分數。 

數線上的
 1 

 4 
指的是

 1 

 4 
和 0 的距離是

 1 

 4 
，

 2 

 4 
指的

是
 2 

 4 
和 0 的距離是 2 個

 1 

 4 
，也就是

 2 

 4 
，

 3 

 4 
指的

是
 3 

 4 
和 0 的距離是 3 個

 1 

 4 
，也就是

 3 

 4 
， 

 

步驟四：仿前面建立 0 和 1 間分數數線的步驟，建立其

它的分數數線。 

下面以建立 2 和 3 之間的分數數線為例說明： 

先標示整數數線 0、1、2、3、…。 

數線上的 2
 1 

 4 
指的是 2

 1 

 4 
和 2 的距離是

 1 

 4 
，2

 2 

 4 
指

的是 2
 2 

 4 
和 2 的距離是

 2 

 4 
，2

 3 

 4 
指的是 2

 3 

 4 
和 2

的距離是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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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幫助學生建立其它的分數數線。 

2.可以利用直尺測量物長的經驗來認識數線，例如透過直

尺測量物長是 5 公分，指的是刻度 5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5

公分，幫助學生認識數線上的刻度 5 有下列兩種意義： 

(1)在數線上的位置(或坐標)是 5。 

(2)和原點 0 的距離是 5。 

再以「數線上 A、B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12、18」為例，

教師可以先說明 12 指的是 0 和 12 的距離是 12，18 指的

是 0 和 18 的距離是 18，可以利用 18－12＝6 算出數線上

12 和 18 兩點的距離是 6。 

相同的方式，可以算出
1

2
5
、 4

3
5
兩點的距離，以及 1

12
5
、

4
13

5
和

1
102

5
、 4

103
5

 

兩點的距離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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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括平角和周角）的意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7  0.14  0.01  

2* 0.70  0.44  0.90  

3 0.16  0.24  0.08  

4 0.07  0.17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0  鑑別度 0.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量角器上吸管指向的角度和分別依順、逆時針

旋轉後指向的角度，要求學生找出吸管最後指向的角

度，評量學生運用旋轉角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6，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70%，

顯示七成的學生已具備運用旋轉角解題的能力。 

2.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運用旋轉角解題的能力；也可能誤解題意，只算

出順時針旋轉 30 度指向的角度。 

3.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運用旋轉角解題的能力；也可能誤解題意，只算

出逆時針旋轉 70 度指向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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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7%)，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運用旋轉角解題的能力。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s-04  

能認識角，並比

較角的大小。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括

平角和周角 )的意

義。 

5-s-03 

能認識圓心角，

並認識扇形。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因為旋轉角只有一邊在轉動，學生可能不理解旋轉角的

意義，誤認為有兩邊的張開角才是角。 

2.學生可能混淆順時針方向旋轉和逆時針方向旋轉的意

義。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可以利用合成兩次旋轉及一次旋轉的比較活動，幫

助學生理解可以用加法算式記錄角度合成結果，以及減

法算式記錄角度分解結果的意義。 

例如先進行兩次旋轉的活動，第一次由甲邊順時針方向

旋轉至乙邊，用∠1 記錄旋轉的結果；第二次由乙邊順時

針方向旋轉至丙邊，用∠2 記錄旋轉的結果，用∠1＋∠2

記錄這兩次旋轉活動合成的結果。 

再進行一次旋轉的活動，由甲邊直接順時針旋轉至丙

邊，用∠3 記錄旋轉的結果。 

透過比較「∠1＋∠2」和「∠3」，幫助學生發現，它們

的始邊、終邊、旋轉方向和旋轉大小都相同，是相等的

旋轉角，可以記成∠1＋∠2＝∠3。 

 

2.三年級討論的是「張開角」，教學重點是比較兩角張開

程度的大小。 

四年級討論的是「旋轉角」，旋轉角教學的重點是結合

三年級張開角的概念及旋轉現象，不是將旋轉角當做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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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詞來定義。 

「張開角」角度的範圍不能超過 180 度，「旋轉角」角

度的範圍可以在 360 度以內。 

3.旋轉角是向量，應要求學生說明旋轉的方向及旋轉的度

數，例如「順時針旋轉 30 度」或「逆時針旋轉 150 度」，

但是不引入旋轉角的記法(例如－30 度或＋150 度）。 

4.可以將旋轉角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向右轉」可以

看成「順時針旋轉 90 度」，「向左轉」可以看成「逆時

針旋轉 90 度」，「向後轉」可以看成「旋轉 180 度」，

「轉一圈」可以看成「旋轉 360 度」。 

 

  



110 
 

 

題號 1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0  0.14  0.05  

2 0.16  0.19  0.14  

3* 0.61  0.47  0.74  

4 0.12  0.19  0.07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61  鑑別度 0.2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等分除情境的除數、商及餘數，要求學生改用

分數表示兩數相除的結果，評量學生將「a÷b＝q….r」格

式改記成「a÷b＝
 a 

 b 
」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7，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61%，

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將「a÷b＝q….r」格式改記成

「a÷b＝
 a 

 b 
」的能力。 

2.有 10%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將「a÷b＝q….r」格式改記成「a÷b＝
 a 

 b 
」的能力。 

3.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知道要將剩下的 3 公克改記成分數，但是混淆等分除和

包含除的意義，並沒有將剩下的 3 公克再平分成 16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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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1 罐再分到
 3 

 16 
公克的結果，這些學生選擇將 1 罐 8

公克為全體，將 3 公克改記成
 3 

 8 
罐，他們也混淆罐和公

克單位的意義，將
 3 

 8 
罐解讀為

 3 

 8 
公克，得到一瓶重 3

 3 

 8 

公克的答案。 

4.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將「a÷b＝q….r」格式改記成「a÷b＝
 a 

 b 
」的能力，

沒有進行將餘數 3 公克改記的活動。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05 

能理解除法的意義，運

用÷、＝做橫式紀錄(包

括有餘數的情況)，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3-n-11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

認識分數，並解決同分

母分數的比較與加減

問題。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

數相除」的意涵。 

5-n-09 

能理解除數

為整數的分

數除法的意

義，並解決生

活 中 的 問

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區分「a÷b＝q….r」及「a÷b＝
 a 

 b 
」兩種記法使

用的時機。 

2.學生不具備將「a÷b＝q….r」格式改記成「a÷b＝
 a 

 b 
」的

能力，不知道可以利用 r÷b＝
 r 

 b 
，將「a÷b＝q….r」改記

成「a÷b＝q＋
 r 

 b 
」。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先算出藥膏的重量，再平分成 16 罐(學生必須掌

握整數情境的乘除互逆) 

816＋3＝131(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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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6＝
 131 

 16 
＝8

 3 

 16 
(公克) 

方法二：將剩下的 3 公克再平分成 16 罐 

3÷16＝
 3 

 16 
(公克) 

8＋
 3 

 16 
＝8

 3 

 16 
(公克) 

教師可以幫助使用方法一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

二來解題。 

2.「1＝
 n 

 n 
」是帶分數及假分數互換的先備知識。 

學生可以利用加法或乘法算式「1＝
 7 

 7 
，

 7 

 7 
＋

 7 

 7 
＋

 7 

 7 
＋

 4 

 7 

＝
 25 

 7 
」或「

 7 

 7 
×3＝

 21 

 7 
，

 21 

 7 
＋

 4 

 7 
＝

 25 

 7 
」，將帶分數「3

 4 

 7 
」

換成假分數「
 25 

 7 
」。 

利用減法或乘法算式「
 7 

 7 
＝1，

 25 

 7 
－

 7 

 7 
－

 7 

 7 
－

 7 

 7 
＝

 4 

 7 
」

或「
 7 

 7 
×3＝

 21 

 7 
，

 25 

 7 
－

 21 

 7 
＝

 4 

 7 
」，將假分數「

 25 

 7 
」換

成帶分數「3
 4 

 7 
」。 

教師不宜限制學生，只能利用「25÷7＝3…4」的算法，

得到
 25 

 7 
＝3

 4 

 7 
。 

3.以將假分數「
 25 

 7 
」換成帶分數「3

 4 

 7 
」為例，說明如何

幫助學生利用 

「25÷7＝3…4」的算法，得到
 25 

 7 
＝3

 4 

 7 
。 

拿出 1 條黑色積木(長 7 公分)，將黑色積木平分成 7 份，

其中的 1 份和 

1 個白色積木一樣長，可以用 1 個白色積木代表
 1 

 7 
條黑色

積木。 

 25 

 7 
是 25 個

 1 

 7 
，拿出 25 個白色積木代表 25 個

 1 

 7 
，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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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白色積木換 1 條黑色積木，先幫助學生用減法算式「25

－7＝18，18－7＝11，11－7＝4」，得到可以換 3 條黑

色積木，還剩下 4 個白色積木，也就是
 25 

 7 
＝3

 4 

 7 
的答案，

再幫助學生用除法算式「25÷7＝3…4」，以較有效率的

算法得到
 25 

 7 
＝3

 4 

 7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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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5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的直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42  0.22  0.69  

2 0.21  0.25  0.14  

3 0.06  0.13  0.01  

4 0.31  0.39  0.15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42  鑑別度 0.4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幾億幾萬－幾億幾萬」的計算題，要求學生算出

差是多少，評量學生位值單位換算及大數減法直式計算的

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7，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42%，

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具備位值單位換算及大數減法直

式計算的能力。 

2.有 21%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位值單位換算及大數減法直式計算的能力。計算

「52 億 25 萬－26 億 55 萬」時，拿 1 個億換 1000 個萬，

1025－55＝970，得到 25 億 970 萬的答案，又誤將 25 億

970 萬記成 259700000。 

3.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3%)，這些學生可能未

具備位值單位換算及大數減法直式計算的能力。 

4.有 31%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39%)，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位值單位換算及大數減法直式計算的能力。計算

「52 億 25 萬－26 億 55 萬」時，拿 1 個億換 100 個萬，

125－55＝70，得到 25 億 70 萬的答案，又誤將 25 億 70

萬記成 2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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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3-n-02 

能熟練加減直式

計算 ( 四位數以

內，和＜10000，

含多重退位)。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

的直式計算。 

7-n-06 

能理解負數的特

性並熟練數(含小

數、分數)的四則混

合運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進行大數「十進位結構」和「萬進位結構」間的

轉換。 

2.學生不知道 1 億是 10000 個萬，誤將 1 億看成 1000 萬或

100 萬。 

3.31%(高分組 15%，低分組 39%)的學生拿 1個億換 100個萬。 

  21%(高分組 14%，低分組 25%)的學生拿 1 個億換 1000 個

萬。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先算出複名數「52 億 25 萬－26 億 55 萬」的答案，

再改記成數字 

52 億 25 萬－26 億 55 萬＝25 億 9970 萬 

25 億 9970 萬可以記成 2599700000。 

方法二：先將「52 億 25 萬」及「26 億 55 萬」改記成數字，

再算出答案 

52 億 25 萬可以記成 5200250000 

26 億 55 萬可以記成 2600550000 

5200250000－2600550000＝2599700000 

2.進行「萬」及「億」單位教學時，必須進行 1 萬到 9999 萬

與 1 億的命名。 

以「萬」為單位的教學為例，十進位記數法逢十進一，只

要學會 1 萬到 9 萬，10 個「萬」就換成 1 個「十萬」，「萬」

的個數最多只有 9 個；而萬進位記數法逢萬進一，學生必

須學會 1 萬到 9999 萬，10000 個「萬」才會換成 1「億」。 

3.日常生活中大數的讀法都是萬進位的讀法，以 23456789 的

讀法為例，我們讀作二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

九，不會讀做二「千萬」三「百萬」 

四「十萬」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九。 

教師應透過萬進位記數法的定位板或改記成四位一撇的方

法，幫助學生熟悉大數的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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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數的命名包含十進位記數法及萬進位記數法： 

十進位記數法將「634567891」這個大數字讀做：六「億」

三「千萬」四「百萬」五「十萬」六「萬」七「千」八「百」

九「十」一。 

 

萬進位記數法先將「634567891」這個大數字由右至左、四

位一撇改記成 6,3456,7891 後，讀做：六「億」、三千四百

五十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一。 

 

教師應協助學生進行十進位記數法與萬進位記數法的互換。 

 

  

億 萬 一 

6 3456 7891 

 

億 千萬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個 

6 3 4 5 6 7 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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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6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除直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4  0.26  0.84  

2 0.20  0.29  0.11  

3 0.15  0.25  0.03  

4 0.10  0.18  0.0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4  鑑別度 0.5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將一堆蘋果平分給 36 個人的結果，要求學生選

出將這堆蘋果重新平分給 18 個人的結果，評量學生較大

位數的乘除直式計算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7，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54%，

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具備較大位數的乘除直式計算能

力。 

2.有 20%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可能

具備較大位數的除法直式計算能力，知道平分的人數變成

一半時，每人分到的蘋果顆數會變成 2 倍，但是這些學生

沒有注意餘數必須小於除數的約定。 

3.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5%)，10%的學生選

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8%)，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較大位數

的除法直式計算能力，誤以為平分的人數變為一半時，每

個人分到的顆數及剩下的顆數也變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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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06  

能熟練三位數

除  以一位數

的直式計算。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除直式計算。 

5-n-01  

能 熟 練 整 數 

乘、除的直式計

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沒有察覺「餘數可以為 0，但是一定要小於除數」的

約定。 

2.學生可能沒有察覺「被除數固定時，除數變大、商會變小，除

數變小、商會變大」的現象，並延伸至「被除數固定時，除數

變成 2 倍、商會變成一半」的現象。 

3.學生無法掌握有餘數問題情境乘除互逆的關係。 

4. 20%(高分組 11%、低分組 29%)的學生知道除數(平分的人數)

變為一半時，商(每人分到的顆數)會變成 2 倍，餘數(剩下的顆

數)不變。但是沒有注意餘數必須小於除數的約定。 

25%選擇選項或，這些學生認為除數(平分的人數)變為一半

時，商(每人分到的顆數)也變為一半。它們可能認為餘數(剩下

的顆數)也變為一半，但是 23 不 能整除 2，因此選擇餘數是

12 或 11。 

5.三年級第 15 題「將一堆蘋果平分給 8 個人，每個人分到 26 顆，

還剩下 6 顆。如果將這一堆蘋果全部平分給 4 個人，每個人最

多可以分到幾顆蘋果？還剩下多少顆蘋果？」的通過率是

47%(高分組 76%、低分組 22%)，本題的通過率是 54%(高分組

84%、低分組 26%)，顯示四年級的學生解這類問題的能力略勝

三年級的學生。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先算出這堆蘋果的顆數，再算出平分給 18 個人的結果 

3626＝936，936＋23＝959，透過乘除互逆，算出這堆蘋果

有 959 顆 

959÷18＝53…5，得到每人分到 53 顆蘋果，還剩下 5 顆蘋果的

答案。 

方法二：利用平分的人數變成一半時，每人分到的蘋果顆數會

變成 2 倍的性質解題，÷36＝26…23，所以÷18＝52…23，

因為餘數必須小於除數，所以剩下的 23 顆蘋果還要再分給 18

個人，得到每人分到 53 顆蘋果，還剩下 5 顆蘋果的答案。 

教師應幫助利用方法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二來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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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應幫助學生理解除法算式的意義，理解除法算式的意義包

含下列部份： 

(1)知道「被除數」、「除數」、「商」、「餘數」的名稱及意義。 

(2)理解商及餘數的意義，知道餘數可以為 0，而且一定要小於除

數。 

(3)理解商及餘數的意義，知道被除數減餘數後就能整除。 

3.餘數不是 0 情境的乘除互逆比較困難，教師可以布置「桌上有

14 顆桃子，一堆桃子有 3 顆，共有 4 堆，剩下 2 顆桃子」的情

境，幫助學生理解該情境，同時可以解讀成「1 堆桃子有 3 顆，

4 堆桃子有 12 顆，加上剩下的 2 顆桃子，共有 14 顆桃子，可

以記成 3×4＋2＝14」，「14 顆桃子，平分成 4 堆，一堆有 3

顆桃子，還剩下 2 顆桃子，可以記成 14÷4＝3…2」，「14 顆

桃子，每 3 顆分一堆，能分成 4 堆，還剩下 2 顆桃子，可以記

成 14÷3＝4…2」，幫助學生認識餘數不是 0 情境的乘除互逆。 

教師也可以將上述桃子的情境，改用下面的線段圖來表徵。在

線段圖中也可以同時看到「3×4＋2＝14」、「14÷4＝3…2」及

「14÷3＝4…2」。 

 

4.下面以「26 顆桃子，平分成幾堆後，每堆有 3 顆，還剩下 2

顆？」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利用乘除互逆的關係來解題。 

此處提供兩種幫助學生利用乘除互逆關係解題的方法： 

第一種：透過文字題的情境 

「26 顆桃子，平分成幾堆後，每堆有 3 顆，還剩下 2 顆」和「26

個桃子，拿走 2 顆桃子後，每 3 顆桃子分成一堆，全部可以分

成幾堆桃子」的意思相同，因此可以利用 26－2＝24，24÷3＝

8，算出平分成 8 堆。 

第二種：透過線段圖 

線段圖中可以知道 26－2＝24，24÷3＝□和 26÷3＝□…2 的意思

相同，可以利用 26－2＝24，24÷3＝8 算出有 8 堆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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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s-03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7  0.35  0.15  

2* 0.60  0.37  0.83  

3 0.07  0.15  0.01  

4 0.05  0.11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0  鑑別度 0.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2 個全等的三角形及一組長度相等的邊和一組

角度相等的角，要求學生選出正確描述對應邊和對應角的

敘述，評量學生辨識全等圖形對應邊、對應角關係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6，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60%，

顯示六成的學生已具備辨別全等圖形對應邊、對應角關係

的能力。 

2.有 27%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5%)，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辨別全等圖形對應邊、對應角關係的能力，直觀的

選擇擺放位置相同且看起來等長的兩邊為答案。 

3.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5%)，5%的學生選擇

選項 4(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未具備辨別全等圖

形對應邊、對應角關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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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1-s-04 

能依給定圖示，將

簡單形體作平面舖

設與立體堆疊。 

4-s-03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

等的意義。 

5-s-04 

能認識線對稱與簡

單平面圖形的線對

稱性質。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本題給定 2 個全等的三角形及一組長度相等的邊和一組

角度相等的角，學生無法透過旋轉和平移將它們疊合或

擺放在相對應的位置，因而找不出其他 2 組對應邊和 2

組對應角。 

2.三角形兩邊的長度差異不大，直觀的選擇擺放位置相同

且看起來等長的    兩邊為對應邊。這些學生不知道應

該透過邊 AB 和邊 DE 的長度相等，確定  

  邊 AB 和邊 DE 互為對應邊，角 A 和角 D 的角度相等，

確定角 A 和角 D 互為對應角後，才能判斷其他的兩邊

是否為對應邊，其他的兩角是否為對應角。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將一個圖形平移、旋轉或翻轉後，該圖形的形狀和大小不

會改變，討論的是圖形形狀的保留概念；將一個圖形平

移、旋轉或翻轉後，會和另一個圖形完全疊合，討論的是

兩個圖形的全等關係。學生必須掌握圖形形狀的保留概

念，才能透過疊合判斷兩圖形是否全等。 

當學生掌握兩圖形全等的意義後，可以開始討論全等關係

的對稱性及遞移性。 

全等的對稱性：圖形甲和圖形乙全等，圖形乙也會和圖

形甲全等。 

全等的遞移性：若圖形甲和圖形乙全等，圖形乙和圖形丙

全等，則圖形甲和圖形丙全等。 

教師應透過平移、旋轉或翻轉圖形，幫助學生理解圖形的

性質，在全等的操作下不會改變。例如將等腰三角形橫

放、直放、斜放或翻轉，兩腰等長或兩底角相等的性質不

會改變。 

2.甲圖形經過平移、旋轉或翻轉後，和乙圖形完全疊合，稱

甲、乙兩個圖形全等。 

下面以圖一、圖二及圖三為例說明。 

在圖一中，只要將左邊的圖形平移至右邊，就能透過疊合

的方式知道這兩個圖形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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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二中，必須先將左邊的圖形平移至右邊，再將左邊的

圖形順時針旋轉 90 度，或逆時針旋轉 270 度，才能透過

疊合的方式知道這兩個圖形全等。 

在圖三中，將左邊的圖形平移至右邊，不論如何旋轉，這

兩個圖形都無法完全疊合，必須將左邊的圖形翻轉，才能

透過疊合的方式知道這兩個圖形全等。 

 

3.四年級引入全等圖形、五年級引入線對稱圖形、六年級引

入放大與縮小圖，這些教材討論的重點都是兩個圖形之間

的關係。 

全等是最容易溝通的關係，教師應透過操作，幫助學生認

識兩圖形間構成要素的對應關係，例如三角形 ABC 和三

角形 DEF 全等，將兩圖形疊合後，邊 AB 和邊 DE 重合，

稱邊 AB 的對應邊為邊 DE，也稱邊 AB 和邊 DE 互為對應

邊； 

∠A 和∠D 重合，稱∠A 的對應角為∠D，也稱∠A 和∠

D 互為對應角；A 點和 D 點重合，稱 A 點的對應點為 D

點，也稱 A 點和 D 點互為對應點，為五年級及六年級學

習相關教材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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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內容領域 代數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a-02 能在四則混合計算中，運用數的運算性質。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3  0.26  0.85  

2 0.17  0.23  0.07  

3 0.18  0.29  0.04  

4 0.12  0.20  0.04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3  鑑別度 0.5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四組加減混合計算的算式，要求學生選出等號

不成立的算式，評量 

學生利用數的加減混合運算性質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53%，

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數的加減混合運算性質

解題的能力。 

2.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數的加減混合運算性質解題的能力，認為「a

＋b－c＝a－c＋b」成立，但是「a－c＋b＝a＋b－c」不

成立。 

3.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數的加減混合運算性質解題的能力，認為「a

＋b＋c＝a＋c＋b」不成立。 

4.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數的加減混合運算性質解題的能力，認為「a

－b－c＝a－c－b」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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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2-a-02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認識加法順序

改變並不影響其

和的性質。 

4-a-02  

能在四則混合計

算中，運用數的運

算性質。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

運算的性質，做整

數四則混合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掌握數的加減混合運算性質： 

(1)三數相加時，加法順序改變並不影響其和 

(2)a＋b－c＝a－c＋b 

(3)a－b－c＝a－(b＋c) 

國小階段不處理 a－b＋c＝a－(b－c) 

2.學生沒有數感或估算的能力，例如將 5024 看成 5000，

2987 看成 3000。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數的加減混合運算性質： 

(1)三數相加時，加法順序改變並不影響其和 

(2)a＋b－c＝a－c＋b 

(3)a－b－c＝a－(b＋c) 

國小階段不處理 a－b＋c＝a－(b－c) 

2.以「甲有 80 元，給乙 10 元，給丙 20 元，還剩下多少元？」

為例， 

說明如何幫助學生理解 a－b－c＝a－(b＋c) 

步驟一：先提供兩種解題的方法，限制用併式來記錄解

題過程 

方法一：80─10─20＝50 

方法二：80─(10＋20)＝50 

步驟二：幫助學生看到這兩個算式的答案相同 

可以記成 80─(10＋20)＝80─10─20 

或 80─10─20＝80─(10＋20) 

步驟三：幫助學生察覺這兩種方法都是合理的算法，因

此不必算出答案也知道它們的答案一定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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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s-01 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圖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4  0.46  0.13  

2 0.06  0.14  0.01  

3 0.06  0.13  0.01  

4* 0.53  0.26  0.84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3  鑑別度 0.5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鈍角三角形中鈍角的角度，要求學生選出不可

能是其他角的角度，評量學生辨認鈍角三角形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53%，

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具備辨識鈍角三角形的能力。 

2.有 3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46%)，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辨識鈍角三角形的能力；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或

課堂活動中很少看到角度是 1 度的角，這些學生可能認

為三角形中不會存在角度是 1 度的角。 

3.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4%)，6%的學生選擇

選項 3(低分組有 13%)，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辨識鈍角三

角形的能力。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s-07 

能由邊長和角

的特性來認識

正方形和長方

形。 

4-s-01  

能運用「角」與「邊」

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

平面圖形。 

4-s-02 

能透過操作，認

識基本三角形與

四邊形的簡單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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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教師不宜透過「有一個角是鈍角的三角形」來定義鈍角

三角形，教師應透過「有一個角是鈍角、其它二個角是

銳角的三角形」來定義鈍角三角形。 

因為五年級才引入「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的性質，

四年級學生不知道有一個角是鈍角的三角形，其他兩個

角一定是銳角。 

2.在日常生活中或課堂活動中學生很少看到角度是 1 度的

角，因此認為三角形中不會存在角度是 1 度的角。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分年細目 4-S-01 透過「角」與「邊」的特徵比對，辨認

下列三角形，也就是給下列三角形下定義。 

等腰三角形：兩邊等長或三邊都等長的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直角，另兩個角是銳角的三角

形。 

銳角三角形：三個角都是銳角的三角形。 

鈍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鈍角，另兩個角是銳角的三角

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直角的等腰三角形。 

正三角形：三邊都等長的三角形。 

2.有三種定義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及鈍角三角形的方

法： 

第一種方法：直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直角、其它二個角

是銳角的三角形。 

鈍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鈍角、其它二個角

是銳角的三角形。 

銳角三角形：三個角都是銳角的三角形。 

第二種方法：直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直角的三角形。 

鈍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鈍角的三角形。 

銳角三角形：三個角都是銳角的三角形。 

第三種方法：直角三角形：最大角是直角的三角形。 

鈍角三角形：最大角是鈍角的三角形。 

銳角三角形：最大角是銳角的三角形。 

因為五年級才引入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 度的性質，學生不知道一

個角是直角或鈍角時，其它兩個角一定是銳角，因此限制使用第一

種方法定義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及鈍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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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5  0.39  0.65  

2 0.16  0.23  0.12  

3* 0.13  0.18  0.12  

4 0.15  0.20  0.11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13  鑑別度 -0.0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條緞帶及其長度幾公尺，要求學生選出正確

描述平分成 5 段後其中一段的分數，評量學生是否理解

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0.06，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13%，

顯示超過一成的學生已能理解分數是「整數相除」的意

涵。 

2.有 5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9%)，這些學生可能

已掌握連續量情境分數的命名活動，知道「將 1 條繩子

平分成 5 段，其中的 1 段是
 1 

 5 
條繩子」是正確的敘述，

但是忽略題目使用「1 條」和「8 公尺」兩個單位描述繩

子，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分數是「整數相除」的意涵，

不知道「將 8 公尺平分成 5 段，其中的 1 段是
 8 

 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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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正確的敘述；也可能認為分數必須比 1 小，認為
 8 

 5 
公

尺不是合理的答案。 

3.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理解分數是「整數相除」的意涵，知道「將 8 公尺平分

成 5 段，其中的 1 段是
 8 

 5 
公尺」是正確的敘述，但是忽

略題目使用「1 條」和「8 公尺」兩個單位描述繩子，沒

有注意「將 1 條繩子平分成 5 段，其中的 1 段是
 1 

 5 
條繩

子」也是正確的敘述。 

4.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解分數是「整數相除」的意涵，也無法進行連續量

情境分數的命名活動。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11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初步認識分

數，並 解決同分母

分數的比較與加減

問題。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

數相除」的意涵。 

5-n-09 

能理解除數為整數

的分數除法的意

義，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沒有注意題目使用「1 條」和「8 公尺」兩個單位描

述繩子，「將 1 條繩子平分成 5 段，其中的 1 段是
 1 

 5 
條

繩子」和「將 8 公尺平分成 5 段，其中的 1 段是
 8 

 5 
公尺」

都是正確的敘述。 

2.只要題目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位，教師教學或評量

時應強調處理或運算的是甚麼單位，養成學生注意單位

的習慣。 

3.學生常有分數必須比 1 小的迷思概念，認為
 8 

 5 
公尺不是

合理的答案。 

 4.有 55%的學生選擇選項(高分組 65%、低分組 39%)，

這些學生人為「1 條繩子平分成 5 段，其中 1 段是
 1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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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而「8 公尺平分成 5 段，其中 1 段是
 8 

 5 
公尺」錯誤。 

有 16%選擇選項(高分組 12%、低分組 23%)，這些學生

人為「1 條繩子平分成 5 段，其中 1 段是
 1 

 5 
條」錯誤，而

「8 公尺平分成 5 段，其中 1 段是
 8 

 5 
公尺」正確。顯示多

數學生不孰悉單位問題 (用條和公尺兩種單位描述緞

帶)情境。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整數除以整數，商數是分數，且沒有餘數問題」的題

型包含等分除情境、包含除情境和測量情境三類問題。 

等分除情境：3 個(或 13 個)蘋果平分給 5 個人，全部分完，

每人分到幾個蘋果？ 

包含除情境：一盒蘋果有 5 個，3 個(或 13 個)蘋果相當於

幾盒？ 

測量情境：一條繩子長 5 公分，3 公分(或 13 公分)相當於

幾條？ 

本題是等分除情境的問題。 

2.以等分除問題「5 公升果汁，平分裝成 3 瓶，全部裝完，

每瓶裝幾公升？」為例，可以有兩種解題的策略，第一

種是回到整數除以整數，商數是整數，餘數是 0 的舊經

驗；第二種是回到分數命名的舊經驗(每次拿 1 公升來

分)，建議教師必須引入第二種解題策略，幫助學生擴展

分數的意義。 

下面分別說明這兩種解題策略。 

第一種：回到整數除以整數，商數是整數，餘數是 0 的

舊經驗 

5 公升＝
 15 

 3 
公升(15 個

 1 

 3 
公升)，15÷3＝5(5 個

 1 

 3 

公升)， 

答：每瓶裝
 5 

 3 
公升 

第二種：回到分數命名的舊經驗(每次拿 1 公升來分) 

1÷3＝
 1 

 3 
(1 公升果汁平分成 3 份，其中的 1 份是

 1 

 3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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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升是 5 個 1 公升 
 1 

 3 
×5＝

 5 

 3 
(公升)， 

答：每瓶裝
 5 

 3 
公升 

當學生有一些解題成功的經驗後，應要求學生用沒有餘數

的除法算式「5÷3＝
 5 

 3 
」把問題和答案記下來，並說明以

後再遇到這個問題時，可以直接利用整數除以整數的算式

「5÷3＝
 5 

 3 
」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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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內容領域 代數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結合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6  0.26  0.06  

2 0.37  0.38  0.27  

3 0.18  0.20  0.17  

4* 0.28  0.15  0.49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28  鑑別度 0.3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連乘兩步驟問題情境，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列

式，評量學生利用乘法結合律及交換律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4，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28%，

顯示近三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乘法結合律及交換律解題

的能力。 

2.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利用乘法結合律及交換律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

具備利用乘法結合律及交換律解題的能力，但是被要求

「答案問的是幾個口罩」，9 個口罩必須記在算式的最前

面，因此選擇只有甲和乙兩個算式正確。 

3.有 3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8%)，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利用乘法結合律及交換律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

具備利用乘法結合律及交換律解題的能力，但是被要求

要列出能簡化計算的算式，因此選擇只有乙和丙兩個算

式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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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利用乘法結合律及交換律解題的能力。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2-a-02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認識加法順序

改變並不影響其

和的性質。 

4-a-01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理解乘法結合

律。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

運算的性質，做整

數四則混合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被要求「答案問的是幾個口罩」，9 個口罩必須記在

算式的最前面，因此選擇只有甲和乙兩個算式正確。 

二、三年級為了強調乘法算式的意義，教師常要求學生

被乘數和乘數位置不可互換，但是到四年級學完乘法交

換律和乘法結合律以後，教師應放寬要求，接受所有合

理的記法，為國中階段引入代數記法鋪路。 

2.學生混淆「合理的算式」和「有效率的算式」，教師應

鼓勵學生利用乘法交換律和乘法結合律來簡化計算，但

應說明沒有簡化計算效果的算式也是合理的算式，例如

本題的甲和丙也是能算出答案的合理算式。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建議教師在具體情境中，幫助學生理解乘法結合律。 

以「一盒蘋果裝 25 顆，12 盒蘋果裝一箱。爸爸進口 20

箱蘋果，請問進口幾顆蘋果？」為例，幫助學生認識先

算 1 箱有 25×12 顆蘋果，再算 20 箱有幾顆蘋果，記成

(25×12)×20＝6000；和先算 20 箱有 12×20 盒蘋果，再算

12×20 盒有幾顆蘋果，記成 25×(12×20)＝6000，因為答案

相同，所以(25×12)×20＝25×(12×20)。 

2.教師應幫助學生從「觀察現象」的層次發展至「預期」

的層次，以「一盒蘋果裝 25 顆，12 盒蘋果裝一箱。爸爸

進口 20 箱蘋果，請問進口幾顆蘋果？」為例，有兩個認

識乘法結合律性質的層次： 

層次一：學生必須算出答案，才相信「(25×12)×20」和

「25×(12×20)」的答案 

相同。 

層次二：學生不必算出答案，就能預期它們的答案一定相

同。 

教師應幫助層次一的學生提升至層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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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結合律來簡化計算時，計算過程中常同時利用到乘法

交換律及乘法結合律。例如計算(25×11)×4＝25×(11×4)＝

25×(4×11)＝(25×4)×11＝100×11＝1100。教師教學時不必詳

細說明上述計算過程，只要透過情境幫助學生認識乘法順

序改變並不影響其積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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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兩步驟）。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4  0.24  0.18  

2 0.17  0.29  0.06  

3 0.22  0.28  0.13  

4* 0.36  0.17  0.61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6  鑑別度 0.4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三個用逐次減項記法紀錄的四則混合計算算

式，要求學生選出算法和答案都正確的算式，評量學生

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4，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36%，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 

2.有 2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也可能誤解「先乘除後加

減」運算次序的約定，不知道「先乘除後加減」指的是

「算式中加、減，乘、除都有時，要先算乘、除的部份」，

誤將「先乘除後加減」解讀為「乘法和除法算式在一起

時，要先算乘法的部分」；也可能不知道「由左往右算」

運算次序的約定是「算式中都是乘、除時，要由左往右

算；算式中都是加、減時，也要由左往右算」，「48÷32」

滿足「由左往右算」的約定，正確的算法是 48÷32＝16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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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除了

上面選擇選項 1 的迷思外，也可能不知道「a－c＋b＝a

＋b－c」，誤認為「a－c＋b＝a－(b－c)」。 

4.有 22%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8%)，這些學生除了

上面選擇選項 1 及選項 2 的迷思外，可能沒有括號的混

和計算都是由左往右依次運算，這些學生不知道「先乘

除後加減」指的是「算式中加、減，乘、除都有時，要

先算乘、除的部份」，「34＋167」滿足「先乘除後加

減」的約定，正確的算法是 34＋167＝34＋112＝146。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

式的記法與計算。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兩步驟)。 

5-n-03  

能熟練整數四

則混合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誤解「先乘除後加減」運算次序的約定，不知道「先

乘除後加減」指的是「算式中加、減，乘、除都有時，

要先算乘、除的部份」，誤將「先乘除後加減」解讀為

「乘法和除法算式在一起時，要先算乘法的部分」。 

2.學生計算沒有括號的四則混和計算都是由左往右依次運

算，這些學生不知道先乘除後加減」指的是「算式中加、

減，乘、除都有時，要先算乘、除的部份」。 

3.學生不知道「a－c＋b＝a＋b－c」成立。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2×3＋7＝6＋7＝13 是利用「先乘除後加減」運算次序的

約定，不是利用「由左往右算」運算次序的約定。 

2.「12÷3×2＝12÷6＝2」是學生常出現的迷思概念，這些學

生混淆「先乘除後加減」運算次序的約定，誤認為乘的

運算次序比除優先。教師應說明這些算式都是「乘、除」，

要使用「由左往右算」運算次序的約定。 

3.以 7＋2＋2＋2＋2 為例，學生可以利用加法來解題，如

果學生將算式改記成 7＋2×4，就表示要先算「2＋2＋2

＋2＝2×4」的部份，所以數學上約定乘的部份要先算。 

4.四年級兩步驟計算問題中，只會用到括號先算、先乘

除後加減、由左往右算，這三個約定其中的一個約定。 

括號先算：13－(2＋5)＝13－7＝6 

7×(5－2)＝7×3＝21 

先乘除後加減：5＋3×4＝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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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12－3＝9 

5×6＋2＝30＋2＝32 

60÷2－9＝30－9＝21 

由左往右算：12＋3－5＝15－5＝10 

12÷3×2＝4×2＝8 

建議教師將兩步驟計算問題分成有括號和沒有括號兩

類，來幫助學生解題。 

第一類：有括號的兩步驟計算問題 

括號的部份要先算，簡稱為括號先算。 

第二類：沒有括號的兩步驟計算問題 

算式中加、減，乘、除都有時，要先算乘、除

的部份。簡稱為先乘除後加減 

算式中都是乘、除時，要由左往右算；算式中

都是加、減時，也要由左往右算。簡稱為由左

往右算。 

5.對四年級學生而言，「先乘除後加減」的四則混合計算問

題最困難，建議教師透過比較下列左右兩個算式的運算次

序，幫助學生發現兩個共同的特徵。 

這些算式中，「加、減」和「乘、除」這兩類運算符號都

有。 

左邊的算式有括號，括號的部份要先算，右邊的算式中沒

有括號，有乘或除運算的部份要先算。 

再說明算式中「加、減」這一類和「乘、除」這一類的運

算都有的時候，要先算「乘、除」的部份，稱這種運算次

序的約定為「先乘除後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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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量（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8  0.23  0.11  

2* 0.35  0.23  0.58  

3 0.18  0.26  0.07  

4 0.28  0.25  0.23  

未作答 0.02    

通過率 0.35  鑑別度 0.3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幾公尺幾公分＋幾公分＝甲公尺乙公分」、

「幾公里幾公尺＋幾公尺＝丙公里丁公尺」及「1 公里＝

1000 公尺，1 公尺＝100 公分」，要求學生算出甲、乙、

丙和丁的答案，評量學生長度複名數的換算與加減計算

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5，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35%，

顯示三成五的學生已具備長度複名數(公尺與公分、公里

與公尺)間的換算與加減計算的能力。 

2.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長度複名數(公尺與公分、公里與公尺)間的換算與

加減計算的能力；也可能知道 1 公尺＝100 公分，但誤認

為 1 公里＝100 公尺。 

3.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長度複名數(公尺與公分、公里與公尺)間的換算與

加減計算的能力；也可能誤認為 1 公里＝100 公尺，1 公

尺＝100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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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28%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長度複名數(公尺與公分、公里與公尺)間的換算與

加減計算的能力；也可能知道 1 公里＝1000 公尺，但誤

認為 1 公尺＝1000 公分。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14 

能認識長度單位

「毫米」，及「公

尺」、「公分」、「毫

米」間的關係，

並作相關的實

測、估測與計

算。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量(長

度、容量、重量)的計

算問題。 

4-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

里」，及「公里」與其

他長度單位的關係，並

作相關計算。 

5-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噸」及「公

噸」、「公斤」間

的關係，並 

做相關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學生沒有孰記 1 公里＝1000 公尺，1 公尺＝100 公分的單

位換算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評量指標內容強調「公尺、公分」、「公里、公尺」

進退位的加減及整數倍乘法計算，這些單位都是 100：1

或 1000：1 的關係。 

四年級長度單位引入「公里、公尺、公分及毫米」；開

始處理跨單位及雙向化聚的問題。雙向化聚問題評量時

以「公里、公尺」及「公尺、公分」為宜。 

2.二位數加減二位數的加減問題，與相鄰二階單位的時

間、長度、重量、容量等加減問題，它們的運算方式都

相同，例如「38＋25」、「3 小時 40 分鐘＋2 小時 50 分

鐘」、「3 公尺 60 公分＋5 公尺 80 公分」、「3 公斤 460

公克＋5 公斤 860 公克」、「13 公升 780 毫公升＋23 公

升 380 毫公升」等加法運算都相同，只是二位數的加法

是逢十進一(10 個聚成 1 個)。例子中時間的加法是逢

六十進一(60 個 1 分鐘聚成 1 小時)，長度的加法是逢一百

進一(100 個 1 公分聚成 1 公尺)，重量及容量的加法都是

逢一千進一(1000 個 1 公克或毫公升聚成 1 公斤或 1 公

升)。教師可以幫助學生發現它們之間運算相同的關係，

將長度、容量、重量的複名數加減視為相同的解題方式。 

3.下面以「35＋58」和「3 公尺 50 公分＋5 公尺 80 公分」

為例，建議教師幫助學生理解這兩個運算相同，二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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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法是逢十進一(10 個聚成 1 個)，長度的加法是逢

一百進一(100 個 1 公分聚成 1 公尺)。 

 

 

  

  公尺 公分    

  3 50    

＋  5 80    

   130   50 公分加 80 公分是 130 公分 

  8    3 公尺加 5 公尺是 8 公尺 

  1 30   130 公分是 1 公尺 30 公分 

＋  8     

  9 30   合起來是 9 公尺 30 公分 

 

       

  3 5    

＋  5 8    

   13   5 個加 8 個是 13 個 

  8    3 個加 5 個是 8 個 

  1 3   13 個是 1 個3 個 

＋  8     

  9 3   合起來是 9 個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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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n-11 能認識二位小數與百分位的位名，並做比較。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6  0.38  0.25  

2 0.18  0.30  0.05  

3 0.08  0.14  0.05  

4* 0.36  0.16  0.63  

未作答 0.02    

通過率 0.36  鑑別度 0.4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先說明 0.20、0.30 都是二位小數，要求學生找出比 0

大、比 1 小的二位小數個數，評量學生是否認識二位小

數。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8，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36%，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認識二位小數的能力。 

2.有 3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8%)，這些學生可能

已認識二位小數，但是誤解題意，只算出 0.10 到 0.20 間

的 9 個二位小數(0.11、0.12、…、0.18、0.19)；也可能誤

解題意，只算出百分位數字為 0 的 9 個二位小數(0.10、

0.20…、0.90)。 

3.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0%)，這些學生可能

未具備二位小數的辨識能力，以示例中 2 個小數的小數位

數字相減：30 20=10，故找出比 0 大、比 1 小的二位小

數有 10 個。 

4.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未

具備二位小數的辨識能力；也可能在課堂活動時認為

0.20、0.30 這些百分位為 0 的小數必須改記成 0.2 或 0.3，

因此它們不是二位小數，這些學生不理會題目的提示

「0.20、0.30 都是二位小數」，算出 0.01〜0.09，0.11〜

0.09，…，0.91〜0.99 等共有 90 個二位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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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n-12 能認識一位

小數，並作比較與

加減計算。 

4-n-11  

能認識二位小數

與 百 分 位 的 位

名，並做比較。 

5-n-10  

能 認 識 多 位 小

數，並做  比較與

加、減與整數倍的

計 算，以及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認為 0.20、0.30 這些百分位為 0 的小數必須改記成

0.2 或 0.3，因此它們不是二位小數。 

2.0.20、0.30 等都是二位小數的記法，因為 0.20 和 0.2 一樣

大(和等值分數的意義相同)，習慣上我們將 0.20、0.30 改

記成 0.2 或 0.3。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小數是整數十進位系統的延伸，在引入一位小數時，十

分位的值必須是個位的
 1 

 10 
倍，因此規定「0.1＝

 1 

 10 
」。

在引入二位小數時，百分位的值必須是個位的
 1 

 100 
倍，

因此規定「0.01＝
 1 

 100 
」。百分位位名的由來是「

 1 

 100 
＝

0.01」的關係。 

2.教師常要求學生將計算後的結果 3.0 改記成 3，2.30 改記

成 2.3，可以這樣記的原因是 3.0 和 3 等值，2.30 和 2.3

等值，而 3 和 2.3 是最簡小數的概念。 

六年級引入最簡分數後，我們會要求分數問題最後的答

案要用最簡分數來表示，相同的理由，我們也希望小數

問題最後的答案要用最簡小數來表示。 

四年級學生將計算後的結果記成 3.0 或 2.30，教師應先接

受，再幫助學生改記成 3 或 2.3。 

3.最小的 2 位小數為 0.01，最大的 2 位小數為 0.99。 

教師可以以 0.01 為單位由累加 0.01 開始累加，0.01、

0.02…0.09、0.10、 

0.11…0.19、0.20、0.2 累加 1…0.89、0.90…0.99，點數出

共有 99 個二位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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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4-s-01 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圖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1  0.32  0.23  

2 0.16  0.23  0.08  

3 0.13  0.19  0.07  

4* 0.37  0.23  0.60  

未作答 0.03    

通過率 0.37  鑑別度 0.3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關於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種說法，要求學生選

出正確的說法，評量學生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

要素，辨認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8，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37%，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

素，辨認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能力。 

2.有 31%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2%)，這些學生可能

知道等腰直角三角形指兩條邊一樣長，只有兩個角一樣

大，也可能知道等腰直角三角形有一個角是直角，但是

不知道直角是最大的角。 

2.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會辨認等腰直角三角形，知道等腰直角三角形有兩條邊

一樣長，有一個角是直角，而且是最大角，但是無法掌

握等腰直角三角形兩底角相等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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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辨認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能力，不知道等腰直角三

角形有兩邊一樣長。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s-04 

能認識角，並比

較角的大小。(同

3-n-17) 

4-s-01  

能運用「角」與「邊」

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

平面圖形。 

5-s-01 

能透過操作，理解

三角形三內角和

為 180 度。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易同時掌握「有兩邊等長」及「有一個角為直角」

這兩個性質，不理解「有 2 條邊一樣長且有一個角是直

角的三角形為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說法，誤以為只要其

中一個條件成立的三角形，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2.學生沒有比較三角形三個角大小的解題經驗，不知道「最

大的角」的意義。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以等腰直角三角形 ABC，∠A 是直角為例，教師可以說

明等腰直角三角形 ABC 中有∠A、∠B、∠C 三個角，其

中∠A 是直角，∠A 比∠B 大，∠A 也比∠C 大，我們說

∠A、∠B、∠C 這三個角中，∠A 最大。 

2.教師不宜直接宣告有 2 條邊一樣長且有一個角是直角的

三角形為等腰直角三角形，學生不易同時掌握「有兩邊

等長」及「有一個角為直角」這兩個性質。建議教師透

過下列兩種方式幫助學生理解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意義。 

第一種：由等腰三角形中找出直角三角形 

教師可以利用扣條等教具先做出等長的兩條

邊，也就是先滿足等腰三角形的條件，再旋轉

扣條讓兩邊的夾角是直角，最後圍成一個三角

形，稱這個做出來的三角形為等腰直角三角形。 

第二種：由直角三角形中找出等腰三角形 

教師可以先利用三角板畫出直角，也就是先滿

足直角三角形的條件，再利用圓規畫出等長的

兩邊，最後再連成一個三角形，稱這個畫出來

的三角形為等腰直角三角形。當學生有這兩種

方法的學習經驗後，較能夠掌握等腰直角三角

形同時具備「有兩邊等長」及「有一個角為直

角」這兩個性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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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可以畫出數個等腰直角三角形，幫助學生察覺這些

等腰直角三角形，邊和角都具備下列性質 

(1)邊的性質：三條邊中，都有兩條邊一樣長，另一條不一

樣長的邊，比等長的這兩條邊長。 

(2)角的性質：都有一個角是直角，另外的兩個角一樣大，

但是都比直角小。 

如果教師行有餘力，可以幫助學生察覺邊和角都具備下

列關係： 

(1)直角是最大角，對應的邊是最長邊 

(2)兩個一樣大的角，對應的邊都一樣長；兩個一樣長的

邊，對應的角都一樣大。 

(3)直角比另一個角大，直角對應的邊比另一個角對應的

邊長。 

最長的邊對應的角是直角，比另一邊對應的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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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題號 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4  0.08  0.01  

2* 0.77  0.56  0.93  

3 0.05  0.10  0.02  

4 0.14  0.26  0.04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7  鑑別度 0.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24 的所有因數，要求學生找出 24 和 42 的最大

公因數，評量學生找出兩數最大因數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7，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77%，

顯示近八成的學生已具備找出兩數最大因數的能力。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8%)，5%的學生選擇

選項 3(低分組有 10%)，1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找出兩數最大公因數的能

力；也可能已具備找出兩數最大公因數的能力，但是在

判斷該數是否為 42 因數時計算發生錯誤；也可能先找出

42 所有的因數後，再找出兩數的公因數，但是在找出 42

所有因數時計算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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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2-n-08 

能理解九九乘

法。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因

數、公倍數、最大公

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

數 的 最 大 公 因

數、最小公倍數。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無法掌握公因數的意義，先找出 42 所有的因數後，

再找出兩數的公因數，因為找 42 所有的因數計算繁雜，可能

在計算發生錯誤。 

2.學生可能不知道公因數是兩數共同的因數，只要逐一判斷給定

24 的因數是否也是 42 的因數，即可找出 24 和 42 的公因數及

最大公因數。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內容限制五年級透過列出兩數所有因數的方式，尋找兩

數的公因數及最大公因數；透過列出兩數部份倍數的方式，尋

找兩數的公倍數及最小公倍數。 

2.國小五年級引入因數問題時，給定的數字多在九九乘法的範

圍，因此部份教師喜歡透過乘法算式幫助學生認識因數。建議

教師必須提供學生利用除法判斷因數的解題經驗，因為當數字

變大時，無法直接利用乘法算式找出因數，以「23 是否為 12581

的因數」為例，學生不易透過乘法算式「23×(  )＝12581」來

判斷，必須透過除法算式「12581÷23」來判斷。 

3.以「求 18 和 24 的所有公因數」為例，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分別求出 18 和 24 的所有因數，再找出共同的因數 1、

2、3、6，共同的因數為 18 和 24 的公因數。 

方法二：先求出 18 所有的因數 1、2、3、6、9、18，再判斷這

些數是否為 24 的因數。 

1、2、3、6 是 18 的因數，也是 24 的因數，所以 1、2、

3、6 是 18 和 24 的公因數。 

教師應引入方法二，幫助學生簡化求公因數的解題過程。 

4.當學生求出 1、2、3、6 是 18 和 24 的公因數，6 是 18 和 24

的最大公因數後，教師應幫助學生認識公因數 1、2、3、6 是

最大公因數 6 的因數，為六年級利用短除法解公因數的文字題

鋪路。六年級利用短除法解題時，只能求出最大公因數，無法

求出所有的公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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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n-11 能用直式處理乘數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2  0.03  

2* 0.68  0.45  0.88  

3 0.08  0.16  0.02  

4 0.16  0.26  0.06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8  鑑別度 0.4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三位小數乘以一位小數的算式，要求學生算出相同數

字整數相乘的積，評量學生利用小數乘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2，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68%，顯示

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小數乘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 

2.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尚未

具備利用小數乘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這些學生可能知道 m

位小數乘以 n 位小數時，算出相同數字整數的乘積後，小數點

要移(m＋n)位，但是記錯小數點移位的方向，1.325 小數點左

邊只有一個數字，看成一位小數，98.8 小數點左邊有二個數

字，看成二位小數，因此將 130.91 的小數點往左移三位，得到

13091 的答案；也可能認為 1.325×98.8＝130.91，將它轉換成整

數乘法 1325×988 時，只要把三位小數乘以一位小數的積變成

整數即可，得到 13091 的答案。 

3.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

備利用小數乘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只注意被乘數是

三位小數，因此將積 130.91 的小數點往右移三位，得到 130910

的答案。 

4.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

備利用小數乘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利用小數

乘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但在移位時點數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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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

計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5-n-11  

能用直式處理乘

數是小數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6-n-08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小數的

兩步驟問題，並

能併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以「1.32598.8」為例，學生算出「1325988＝1309100」

後，因為整數乘積 1309100 中沒有小數點，學生可能混淆

小數點移位的關係，不知道該由最右邊的數字 0 往左移 4

位，或由最左邊的數字 1 往右移 4 位。 

2.小數乘法中，積的小數位數＝被乘數的小數位數＋乘數的

小數位數。 

部分學生可能尚未察覺「m 位小數乘以 n 位小數，小數點

向左移(m＋n)位」的關係。 

3.學生無法應用「m 位小數乘以 n 位小數，小數點向左移(m

＋n)位」的概念，解決反向問題。 

以「1.32598.8＝130.91」為例，1.325 是三位小數，98.8

是一位小數，三位小數乘以一位小數，是「1325×988」乘

積的小數點向左移(3＋1)位，也就是移 4 位。反之，

「1325×988」是「1.32598.8」乘積的小數點向右移(3＋

1)位，也就是移 4 位。 

4.本題也可以利用估算的方式來解題，1325988 的雞很接

近 13251000，13251000＝1325000，選項的答案最

接近 1325000。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下面以「245×381＝93345，2.45×3.81＝(    )」為例，說

明如何進行小數乘法的教學。 

建議教師先幫助學生理解三位整數乘以三位整數乘法直

式算則的意義以及能正確算出「245×380＝93100」後，再

依照下面步驟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幫助學生看到整數除以 10、100、1000、10000

等數，商的小數點位置移位的關係。 

24689. ÷1    ＝24689. 

24689. ÷10   ＝2468.9 

24689. ÷100  ＝246.89 

24689. ÷1000 ＝24.689 

24689. ÷10000＝2.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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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透過比對小數乘以小數乘法直式算式和改記成分

數乘以分數逐次減項的算式，幫助學生理解小數

乘以小數乘法直式算則解題的意義。 

2.45×3.81＝
 245 

 100 
×

 381 

 100 
  

＝
 245×381 

 100×100 
 (先算出 245×381＝93345) 

＝
 93345 

 10000 
 

＝93345÷10000 

＝9.3345 

步驟三：將步驟二的解題活動改記成直式。 

 

步驟四：幫助學生察覺「m 位小數乘以 n 位小數，小數點

向左移(m＋n)位」的關係。小數乘法中，積的小

數位數＝被乘數的小數位數＋乘數的小數位

數。以 2.45×3.81 為例，2.45 是二位小數，3.81

也是二位小數，二位小數乘以二位小數，是

735×245 乘積的小數點向左移(2＋2)位，也就是

移 4 位。 

步驟五：當學生累積相當多「m 位小數乘以 n 位小數，小

數點向左移(m＋n)位」的解題經驗後，教師重新

布題－給定三位整數乘以三位整數及積的算

式，要求學生將它們改記成相同數字的二位小數

乘以二位小數的積。例如：「245×381＝93345，

2.45×3.81＝(    )」。此部分教學重點在於幫助

學生察覺「2.45×3.81」和「245×381＝93345」

乘積間的小數點移位的關係。 

 

 

列出直式  245×381 的乘積  小數點往左移 4 位 

 2. 4 5    2. 4 5    2. 4 5  

× 3.

3 

8 1  ×  3. 8 1  ×  3. 8 1  

       2 4 5    2 4 5  

     1 9 6 0   1 9 6 0   

     7 3 5    7 3 5    

     9 3 3 4 5  9. 3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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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學生掌握小數乘以小數乘法直式算則解題的意義後，

教師應幫助學生理解小數乘法中，積的小數位數＝被乘

數的小數位數＋乘數的小數位數。 

以「4.3×1.5＝？」為例，「4.3」是一位小數，「1.5」也是

一位小數，在計算一位小數乘以一位小數時，先算出

「43×15＝645.」，再將乘積的小數點向左移(1＋1)位，也

就是移 2 位，就能得到「4.3×1.5＝6.45」。 

再以「2.38×1.6＝？」為例，「2.38」是二位小數，「1.6」

是一位小數，計算二位小數乘以一位小數時，先算出

「238×16＝3808.」，再將乘積的小數點向左移(2＋1)位，

也就是移 3 位，就能得到「2.38×1.6＝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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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01 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4  0.10  0.01  

2 0.14  0.25  0.05  

3 0.13  0.19  0.09  

4* 0.68  0.44  0.85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8  鑑別度 0.4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被除數及除數數字後面有多個 0 的包含除問題，要

求學生算出商及餘數，評量學生利用整數除法直式計算解

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1，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8%，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整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

能力。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整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將 43000÷400

轉換成 430÷4 後，計算 430÷4 時商忘了補 0，得到商是

17，且直接以 430÷4 的餘數 2 為餘數。  

3.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整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將 43000÷400

轉換成 430÷4 後，計算 430÷4 時商忘了補 0，得到商是

17，但是他們有將 430÷4 的餘數 2 轉換成 200。   

4.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整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將 43000÷400

轉換成 430÷4 後，正確算出 430÷4 的商 107 和餘數 2，但

直接以 430÷4 的餘數 2 為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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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

乘除直式計算。 

5-n-01  

能熟練整數乘、除

的直式計算。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

除法的計算，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在做多位數除法問題時，常常會在不夠除時，商忘了補

0，而繼續往下算。 

2.學生不理解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單位的解題方法，不知道將

43000÷400 轉換成 430÷4，指的是將被除數 43000 和除數 400

同時轉換成以 100 為單位，因此 430÷4 的餘數 2 指的是 2 個

100，也就是 200。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此評量指標為 4-n-03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該已經熟練

二位數乘以二位數的直式計算，也熟練四位數乘以一位數、二

位數乘以三位數、三位數乘以二位數的直式計算；應該也已經

熟練四位數除以一位數、三位數除以二位數的直式計算。而指

標 5-n-01 為整數乘、除直式計算的總結。評量時不宜出現太

多位數的大數，學生只要熟悉「四位數乘以三位數以內」；「四

位數除以三位數以內」的計算即可。 

2.以「6000÷700＝(  )…(  )」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1)先布問題「60 張百元鈔票，每人分 7 張，最多可以分給多少

人？還剩下幾張百元鈔票？也就是多少元？」。 

學生可以利用「60÷7＝8…4」，得到可以分給 8 人，還剩下 4

張百元鈔票也就是 400 元的答案。 

(2)再布問題「6000 元，每人分 700 元，最多可以分給多少人？

還剩下多少元？」，限制學生必須將 6000 元和 700 元都換成

100 元鈔票後再計算，學生將 6000 元換成 60 張 100 元，將 700

元換成 7 張 100 元，透過「60÷7＝8…4」，算出可以分給 8

人，還剩下 4 張百元鈔票，也就是 400 元。教師可以說明此方

法是將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成以 100 為單位的算法。 

3.教師可引導學生利用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單位的算法來檢驗

較大數字除法計算的合理性。以檢驗「63300 422=15」答案

的合理性為例，因為 63300 422 的商大約等於 60000÷400＝

600÷4＝150，所以「63300 422=15」答案不合理。 

 

  



153 
 

題號 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n-13 能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上。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18  0.02  

2 0.05  0.12  0.01  

3 0.19  0.33  0.05  

4* 0.67  0.36  0.93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7  鑑別度 0.5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3 組在數線上標示兩點小數坐標的情境，要求學

生比較哪組兩點的距離最長，評量學生在小數數線上做

加、減操作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7，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7%，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計算小數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

距離的能力。 

2.有 19%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33%)，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計算小數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距離的能力，誤以

為標示的數字愈大時兩點間的距離就愈大。 

3.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8%)、有 5%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計算小

數數線上給定坐標兩點距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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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10 

能將簡單分

數標記在數

線上。 

5-n-13  

能將分數、小數標

記在數線上。 

7-n-08 

能理解數線，數線上兩

點的距離公式，及能藉

數線上數的位置驗證

數的大小關係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進行數線上的刻度和長度間的轉換關係，例如看

到刻度 5.67 時，無法將刻度 5.67 轉換乘刻度 0 和刻度 5.67

的距離是 5.67 的關係。 

2.學生可能利用兩點數字的大小來判斷兩點的距離，誤認為

標示的數字愈大時兩點間的距離就愈大。 

3.三年級第 14 題「數線上 A、B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12、

18。數線上 C、D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312、318。數線

上 E、F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7512、7518。請問哪兩點

的距離最長？」；四年級第 12 題「數線上 A、B 兩點位置

標示的數字是 
1

2
5
、 4

3
5
。數線上 C、D 兩點位置標示的

數字是 1
12

5
、

4
13

5
。數線上 E、F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1
102

5
、 4

103
5
。請問哪兩點的距離最長？」都是求兩點距

離的題目，三年級給的數字是整數，四年級給的數字是同

分母的分數，五年級給的數字是小數。 

 

 

 

 

 

 

 

 

 

 

 

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發現，三年級無法解決兩點距離的學

生，到五年級還是無法解決。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通過率：  67       71       67 

高分組：  93       94       93 

低分組：  34       39       36 

 

選擇數字大  距離長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選項率：   21       17       19 

高分組：   06       04       05 

低分組：   40       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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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刻度和距離 

可以利用直尺測量物長的經驗來認識數線，例如透過直尺

測量物長是 5 公分，指的是刻度 5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5 公

分，幫助學生認識數線上的刻度 5 有下列兩種意義： 

(1)在數線上的位置(或坐標)是 5。 

(2)和原點 0 的距離是 5。 

再以「數線上 A、B 兩點位置標示的數字是 12、18」為

例，教師可以先說明 12 指的是 0 和 12 的距離是 12，18

指的是 0 和 18 的距離是 18，可以利用 18－12＝6 算出

數線上 12 和 18 兩點的距離是 6。 

相同的方式，可以算出 5.3、8.3 兩點的距離，以及 85.3、

88.3 和 725.3、728.3 兩點的距離都相等。 

2.整數數線 

教師可以透過下列方法繪製數線，幫助學生理解整數數線

的意義。 

步驟一：先利用直尺上的公分刻度繪製有刻度的數線，並

標示相鄰兩刻度間的距離都是 1(單位)。 

 

步驟二：再幫助學生將最左邊的刻度上標示 0，在和 0 距

離 1 的刻度上標示 1，在和 0 距離 2 的刻度上標

示 2，在和 0 距離 3 的刻度上標示 3，以此類推。 

 
步驟三：說明相鄰兩刻度的距離都是 1(單位)，刻度 5 和 0

的距離是 5(單位) 

 

 

3.小數數線 

教師可以透過下列方法幫助學生理解小數數線： 

步驟一：以 1 公分為單位，利用直尺上的公分刻度繪製整

數數線，並說明刻度 1 指的是 0 和 1 的距離是 1，

刻度 2 指的是 0 和 2 的距離是 2，……。 

幫助學生理解整數數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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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以 10 公分為 1 單位，1 公分為 0.1 單位，利用直

尺上的公分刻度， 

幫助學生理解小數數線的意義。如下所示： 

 

 

步驟三：將一位純小數標示在小數數線上，並理解刻度 0.1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0.1 單位，刻度 0.5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5 個 0.1 單位，也就是 0.5 單位，……。

如下所示： 

 

 

 

步驟四：將小數數線擴充至 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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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n-02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4  0.08  0.01  

2 0.08  0.15  0.02  

3 0.27  0.45  0.07  

4* 0.61  0.31  0.9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1  鑑別度 0.5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先加後除再乘的三步驟問題，要求學生選出解題的

算式，評量學生三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1%，

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已具備三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8%)，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三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3.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5%)，這些學生可能

已具備三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但是沒有注意「括號先

算」運算次序的約定，沒有將先加的兩數加上括號。 

4.有 2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45%)，這些學生可能

誤解題意，將先加後除再乘的三步驟問題解讀為先加後

除再除的三步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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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04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兩步驟

問題，並學習併

式的記法與計

算。 

5-n-02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解決三步驟問

題，並能併式計

算。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決分數的兩步驟問

題，並能併式計算。 

6-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決小數的兩步驟問

題，並能併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可以使用多個算式紀錄解題活動，但是無法將

這些算式改記成併式，導致無法列式。 

2.學生可能已具備列式的能力，但在列式時，不理會「括

號先算」、「先乘除後加減」及「由左往右算」運算次序

的約定。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指標首次引入三步驟問題，三步驟問題的教學順序如

下： 

(1)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驟問題。 

(2)能用一個併式，記錄三步驟問題的解題活動，並認識

「括號先算」、「先乘除後加減」及「由左往右算」運

算次序的約定。 

(3)能先列式，再用逐次減項的記法記錄三步驟問題的解

題過程。 

2.下面以「小洋原本有 100 元，買了 2 個 25 元的麵包後，

爸爸又給他 48 元， 

請問小洋現在有多少元？」為例，說明三步驟問題的教

學流程。 

(1)用一個併式及一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100－25×2＝50，50＋48＝98，答：現在有 98 元 

(2)將一個併式及一個算式改記成併式的記法 

將「100－25×2＝50，50＋48＝98」改記成「100－25×2

＋48＝98」 

(3)用併式記錄解題活動 

100－25×2＋48＝98，答：現在有 98 元 

(4)用算式填充題來列式 

100－25×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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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先列式，再用逐次減項的記法記錄解題活動 

100－25×2＋48＝(  ) 

100－25×2＋48 

＝100－50＋48 

＝50＋48 

＝98，答：現在有 98 元 

3.以逐次減項的記法「5×(12＋8)－10＝5×20－10＝100－10

＝90」為例， 

逐次減項是以下解題過程的摘要記法： 

5×(12＋8)－10＝5×20－10， 

5×20－10＝100－10， 

100－10＝90 

因為等號滿足遞移性(A＝B，B＝C，C＝D，所以 A＝D)， 

所以 5×(12＋8)－10＝90 

逐次減項記法中除了把重複出現的算式「5×20－10」和

「100－10」只記一次之外，還把解題過程最重要的部份

「因為等號滿足遞移性，所以 5×(12＋8)－10＝90」也省

略了。教師可以透過詢問為什麼「5×(12＋8)－10」的答

案是 90，檢查學生是否掌握利用等號遞移性記錄的意義。 

4.學生面對沒有見過的多步驟問題時，只能用多個算式來

記錄解題活動，學生解題成功後，教師應要求學生將多

個算式改記成併式。以後再遇到相同的問題時，應要求

學生先用併式來列式，再利用逐次減項的記法記錄解題

活動。儘量要求學生以併式的方法思考與演算，這是代

數列式的前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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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s-01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2  0.24  0.80  

2 0.04  0.08  0.01  

3 0.05  0.10  0.01  

4 0.39  0.57  0.18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52  鑑別度 0.5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三角形一個鈍角的角度，要求學生選出不可能是

三角形其他角的角度，評量學生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質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6，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52%，

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

性質解題的能力。 

2.有 39%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57%)，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質解題的能力；

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或課堂活動中很少看到角度是 1 度

的角，這些學生可能認為三角形中不會存在角度是 1 度

的角。 

3.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0%)、有 4%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8%)，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三

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質解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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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s-04 

能認識角，並比較

角的大小。 

5-s-01  

能透過操作，理解

三角形三內角和

為 180 度。 

8-s-10 

能理解三角形的

基本性質。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在日常生活中或課堂活動中學生很少看到角度是 1 度的

角，因此認為三角形中不會存在角度是 1 度的角。 

2.四年級教師不宜透過「有一個角是鈍角的三角形」來定

義鈍角三角形，四年級教師應透過「有一個角是鈍角、

其它二個角是銳角的三角形」來定義鈍角三角形。因為

五年級才引入「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的性質，四

年級學生不知道有一個角是鈍角的三角形，其他兩個角

一定是銳角。 

五年級教師應先複習四年級的定義，並說明因為已經學

過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 度，因此有一個角是鈍角時，另

外兩個角一定是銳角，所以可以將四年級的定義簡化為

「有一個角是鈍角的三角形稱為鈍角三角形」。 

3.四年級第 19題「鈍角三角形ABC中角A的角度是 92度，

下列何者不可能是角 B 的角度？」和本題類似，差別是

四年級說明三角形是鈍角三角形，五年級只說明是三角

形。 

 

 

 

 

 

 

 

 

 

 

 

 

 

 

四年級    五年級    

通過率：   53        52   減少 1% 

高分組：   84        80   減少 4% 

低分組：   26        24   減少 2% 

 

選擇 1 度的學生 

         四年級    五年級 

選項率：   34        39   增加 5% 

高分組：   13        18   增加 5% 

低分組：   46        57   增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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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發現，五年級學生學過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 度的性質後，對鈍角三角形定義的掌握並沒有增加，更

令人憂心的是，選擇 1 度的學生增加了 5%，其中含 5%的高

分組學生及 11%的低分組學生。 

建議五年級教師應先複習四年級的定義，並說明因為已經學

過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 度，因此有一個角是鈍角時，另外兩

個角一定是銳角，所以可以將四年級的定義簡化為「有一個

角是鈍角的三角形稱為鈍角三角形」。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下面提供三種幫助學生理解三角形的內角和是 180 度的

方法： 

方法一：拿出或畫出很多不同的三角形(要包含直角、銳

角及鈍角三角形三類)，要求學生測量出這些三

角形的所有角，再分別算出這些三角形三個角的

和。幫助學生察覺所有三角形三個角的角度和大

約都是 180 度。 

方法二：拿出一些三角形(要包含直角、銳角及鈍角三角

形三類)，要求學生剪下三角形的 3 個角，再將

同一個三角形的 3 個角拼湊在一起，幫助學生察

覺所有三角形的三個角都可以拼成一個平角，這

些三角形 3 個角的角度和大約都是 180 度。 

方法三：教師也可以只剪下兩個角，再和沒有剪下的那個

角拼湊在一起，也能夠拼出一個平角，得到三角

形 3 個角的角度和大約都是 180 度。 

 

 

2.本分年細目教學重點是所有三角形的內角和都是 180

度，教師不宜只求出某一個三角形的內角和是 180 度，

就說明所有三角形的內角和都是 180 度。教師應幫助學

生認識，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及鈍角三角形的內角

和都是 1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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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的意義，並熟練其計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2  0.04  

2 0.32  0.43  0.16  

3 0.14  0.20  0.06  

4* 0.46  0.24  0.74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46  鑑別度 0.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整數乘以分數的文字題，要求學生算出答案，評量

學生利用乘數是分數乘法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46%，

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乘數是分數乘法解題的能

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乘數是分數乘法解題的能力；也可能誤解或不

理解題意，將兩個單位不同的數字相加算出答案。 

3.有 32%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43%)，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乘數是分數乘法解題的能力；也可能知道要用

乘法來解題，但在解題時混淆分數乘法和擴分的意義，透

過擴分算出答案。 

4.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乘數是分數乘法解題的能力；也可能知道要用

乘法來解題，但是在解題時誤將被乘數 4 乘在乘數分母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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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n-08  

能認識真分數、

假分數與帶分

數，熟練假分數

與帶分數的互

換，並進行同分

母分數的比較、

加、減與整數倍

的計算。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

的意義，並熟練

其計算，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6-n-05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分數的

兩步驟問題，並

能併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以「1 桶水有 4 公升，3 桶水有多少公升」為例，學生知

道可以透過連加 

(4＋4＋4＝12)來解題，並將連加的算式改記成 4×3＝12。

但是學生面對「1 桶水有 4 公升，
 3 

 5 
桶水有多少公升」

時，無法透過連加
 3 

 5 
次來解題，也就是說，學生無法類

比整數乘法來解乘數是分數的問題。 

2.學生四年級有分數整數倍問題的解題經驗，學生可以透過

連加的想法利用乘法來解題，五年級學習了約分與擴分

後，學生可能混淆「約分、擴分」與「整數乘以分數」解

法的意義，透過將乘數的分子與分母同乘被乘數的方法來

解題。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指標為 4-n-08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該已經

能進行分數整數倍的計算。本學習指標學習內容則是將乘

數的範圍由整數擴充至分數。 

2.本學習指標建議教師盡量能從適合的生活情境問題入

手，首次引入乘數是分數的乘法問題，建議教師布題時依

下列順序引入： 

(1)整數乘以分數，積是整數的乘法問題。 

(2)整數乘以分數，積是分數的乘法問題。 

(3)真分數乘以真分數的乘法問題。 

(4)假分數乘以假分數的乘法問題。 

(5)帶分數乘以帶分數的乘法問題。 

3.下面透過三個問題，說明乘數是分數和整數問題的差異，

以及如何幫助學生解乘數為分數的乘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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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一桶果汁 12 公升，3 桶有多少公升？ 

問題 2：一桶果汁
 2 

 7 
公升，3 桶有多少公升？ 

問題 3：一桶果汁 12 公升，
 3 

 4 
桶有多少公升？ 

【問題 1】是整數乘以整數的乘法問題，學生可以利用連

加的算式 

「12＋12＋12＝36」來解題，並將連加的算式

改記成乘法算式「12×3＝36」。 

【問題 2】是分數乘以整數的乘法問題，學生也可以利用

連加的算式 

「
 2 

 7 
＋

 2 

 7 
＋

 2 

 7 
＝

 6 

 7 
」來解題，並將連加的

算式改記成乘法算式 

「
 2 

 7 
×3＝

 6 

 7 
」。 

【問題 3】是整數乘以分數的乘法問題，因為 12 無法加
 3 

 4 

次，因此無法利用連加的算式算出答案。 

建議教師利用比的想法，透過下列的關係式，

先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1，再類比問題 1 的解題

方式，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3。 

 

1 桶有 12 公升，3 桶是 3 個 1 桶，也就是 3 個

12 公升，可以利用加法 12＋12＋12＝36 或乘

法 12×3＝36，算出 3 桶有 36 公升。 

 

1 桶有 12 公升，
 3 

 4 
桶是把 1 桶平分成 4 份，

再取出其中的 3 份，可以利用除法 12÷4＝3 和

1桶 

 3 

 4 
桶 

12公升 

□公升 

1 桶 

□公升 

12 公升 

3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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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 3×3＝9，算出
 3 

 4 
桶有 9 公升。 

4.區分「20÷4」和「20×
 1 

 4 
」的意義。 

【問題 1】：一盒蘋果有 20 個，全部平分給 4 個人，每

個人分到幾個蘋果？ 

【問題 2】：一盒蘋果有 20 個，甲分到
 1 

 4 
盒，甲分到幾

個蘋果？ 

【問題 3】：一盒蘋果有 20 個，乙分到
 3 

 4 
盒，乙分到幾

個蘋果？ 

上面三個問題中，【問題 2】和【問題 3】的語意類似，

解【問題 3】時，必須先將 20 個蘋果平分成 4 份，再取出

其中的 3 份，透過算式「20÷4＝5，5×3＝15」，可以算出

乙分到 15 個蘋果。 

因此解【問題 2】時，也必須先將 20 個蘋果平分成 4 份，

再拿出其中的 1 份給甲，透過算式「20÷4＝5，5×1＝5」，

才能算出甲分到 5 個蘋果。 

但是解【問題 1】時，只要將 20 個蘋果平分成 4 份即可，

透過算式「20÷4＝5」，可以算出每人分到 5 個蘋果。 

由上面的說明可以知道，「20÷4」和「20×
 1 

 4 
」的答案雖

然相同，但是「20×
 1 

 4 
」指的是「(20÷4)×1」，所以「20÷4」

只是「20×
 1 

 4 
」解題活動中的一部份。 

5. 【問題 1】：將 5 公升果汁，平分成 4 份，1 份是多少

公升？ 

【問題 2】：一桶果汁 5 公升，
 3 

 4 
桶有多少公升？ 

【問題 1】是【問題 2】的先備知識，學生必須先解決【問

題 1】，才能解決【問題 2】。 

1 桶果汁有 5 公升，
 3 

 4 
桶果汁是把 1 桶果汁平分成 4 份，

再取出其中的 3 份，學生必須先解決把 5 公升平分成 4

份的問題，並用除法算式 5÷4＝
 5 

 4 
記錄解題過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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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乘法
 5 

 4 
×3＝

 15 

 4 
，算出 3 份，也就是

 3 

 4 
桶有

 15 

 4 
公

升。 

首次引入【問題 2】時，教師不宜直接要求學生利用

「5×
 3 

 4 
＝

 15 

 4 
」來解題，因為學生不易掌握解題的意義。 

當學生有一些解題成功的經驗後，教師可以要求學生用

算式「5×
 3 

 4 
＝

 15 

 4 
」把問題和答案記下來，並說明以後

遇到這類問題時，可以直接利用整數乘以分數的算式

「5×
 3 

 4 
＝

 15 

 4 
」算出答案。 

 

  



168 
 

題號 8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5-n-18 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

式。（同 5-s-05）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17  0.03  

2 0.08  0.18  0.01  

3* 0.68  0.46  0.85  

4 0.14  0.19  0.1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8  鑑別度 0.3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底邊及一邊長都相等，但另一邊長都不相等的三

個銳角三角形，要求學生選出面積最大的三角形，評量學

生利用三角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9，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68%，

顯示近七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三角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

力。 

2.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三角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利

用三角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但是認為底邊和一邊等長

的三個三角形，高也會一樣長。 

3.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7%)、有 8%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8%)，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三角

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利用三角形面積公

式解題的能力，但是找不到三角形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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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18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

方形的面積公式與

周長公式。 

5-s-05  

能運用切割重組，

理解三角形、平行

四邊形與梯形的面

積公式。(同 5-n-18)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

性質解決簡單的幾

何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題目只給定三角形的底，沒有提供三角形的高，學生無法

利用三角形面積公式算出答案。 

2.當三角形的底邊及另一邊的長度固定時，學生無法由第三

邊長度的變化察覺三角形高的變化。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三角形面積公式 

透過將兩個全等的三角形拼成平行四邊形的方式，導出三

角形面積公式，其中三角形的底就是拼成平行四邊形的

底，三角形的高就是拼成平行四邊形的高。三角形面積＝

平形四邊形面積÷2＝(底×高)÷2。 

 
學生並不知道兩個全等三角形拼成的四邊形一定是平行

四邊形，教師應要求學生檢查拼成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

形；也要強調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互相垂直，所以三角形

的底和高也互相垂直，為以後找不同形狀三角形給定底邊

求對應高的問題鋪路。 

2.找三角形的高 

以「下圖是三角形 ABC，畫出以 BC 為底邊的高」為例，

說明如何幫助學生畫高。四年級已有給定一直線 L 及線外

一點 P，要求學生畫出過 P 且平行 L 直線的解題經驗，也

認識兩平行線間的距離處處相等。教師可以透過上述性

質，先將三角形底邊延長，再過頂點 A 話出和底邊 BC 平

行的直線，幫助學生理解兩平行線間的距離相等，所以

EC 和 AD 都是三角形 ABC 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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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5  0.35  0.88  

2 0.15  0.25  0.06  

3 0.12  0.23  0.04  

4 0.08  0.17  0.02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5  鑑別度 0.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複名數時間量的乘法問題，要求學生算出答案，評

量學生利用複名數時間量乘法計算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3，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65%，

顯示六成五的學生已具備利用複名數時間量乘法計算解

題的能力。 

2.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已具備利用複名數時間量乘法計算解題的能力，但是在

秒鐘聚成分鐘的計算出現錯誤，誤認為 1 分鐘＝100 秒

鐘，學生算出 31 秒的 8 倍是 248 秒後，誤認為 248 秒是

2 分鐘 48 秒，但是這些學生在處理分鐘聚成小時的計算

過程是正確的。 

3.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已具備利用複名數時間量乘法計算解題的能力，但是在

分鐘聚成小時的計算出現錯誤，學生算出 31 秒的 8 倍是

248 秒後，正確的算出 248 秒是 4 分鐘 8 秒，但是在處理

116 分鐘是幾小時的時候，誤認為 1 小時＝100 分鐘，算

出 116 分鐘是 1 小時 1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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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7%)，這些學生可能

已具備利用複名數時間量乘法計算解題的能力，但是在

秒鐘聚成分鐘，以及分鐘聚成小時的時候都發生錯誤，

誤認為 1 分鐘＝100 秒鐘，1 小時＝100 分鐘。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n-13  

能解決複名數的

時間量的計算問

題。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

除計算問題。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

義及其常用單

位。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不知道分鐘、秒鐘時間量複名數的乘法和二位

乘以一位的乘法運算 

方式相同，滿足同構的關係。 

2.低分組學生混淆「1 分鐘＝60 秒鐘」、「1 小時＝60 分鐘」

和十進位或百進位間的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指標為 4-n-13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該已經

能解決複名數時間量的加、減計算及複名數時間量整數

倍的乘法計算(不進退位)。本學習指標開始引入可進退位

時間量整數倍的乘法計算，以及等分除和包含除情境時

間量的除法計算。 

2.以「小明每天長跑時間是 1 小時 30 分鐘，連續 7 天，共

跑多少小時多少分鐘？」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先複習時間單位的化聚關係，1 小時＝60 分鐘，

60 分鐘＝1 小時 

步驟二：溝通利用時間複名數乘法直式算則解題時，最後

答案的分鐘數字不能比 60 大。 

步驟三：利用直式算出答案 10 小時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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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0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07 能用通分做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減。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5  0.27  0.18  

2 0.15  0.23  0.08  

3* 0.50  0.29  0.72  

4 0.10  0.20  0.0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0  鑑別度 0.4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三個分數，要求學生找出比給定分數大的分數，

評量學生利用異分母分數大小比較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3，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50%，

顯示五成的學生已具備異分母分數大小比較的能力。 

2.有 2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7%)，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異分母分數大小比較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異

分母分數大小比較的能力，但是算出甲比給定的分數大

後，誤認為滿足條件的選項甲就是答案，而未去判斷另

兩個分數是否符合題目的條件。 

3.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有 10%的學生

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異分

母分數大小比較的能力。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06 

能用約分、擴分

處理等值分數的

換算。 

5-n-07 

能用通分做簡單

異分母分數的比

較與加減。 

6-n-05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分數的

兩步驟問題，並

能併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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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透過通分，比較題目中 4 個分數的大小，因為

通分時解題的數字太大，導致計算發生錯誤。 

2.本題必須比較三個分數和
 2 

 3 
的大小關係，學生可能只算

出一個結果，就直接以此當做題目的答案。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以「
 1 

 6 
、

 3 

 8 
、

 2 

 3 
，哪一個分數最大？」為例，說明如

何幫助學生解異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問題。 

1.透過等值分數解題： 

 1 

 6 
的等值分數：

 1 

 6 
、

 2 

 12 
、

 3 

 18 
、

 4 

 24 
、

 5 

 30 
、

 6 

 36 
、

 7 

 42 
、

 8 

 48 
、

 9 

 54 
、… 

 3 

 8 
的等值分數：

 3 

 8 
、

 6 

 16 
、

 9 

 24 
、

 12 

 32 
、

 15 

 40 
、

 18 

 48 
、

 21 

 56 
、

 24 

 64 
、

 27 

 72 
、… 

 2 

 3 
的等值分數：

 2 

 3 
、

 4 

 6 
、

 6 

 9 
、

 8 

 12 
、

 10 

 15 
、

 12 

 18 
、

 14 

 21 
、

 16 

 24 
、

 18 

 27 
、

 20 

 30 
、

 22 

 33 
、

 24 

 36 
、

 26 

 39 
、

 28 

 42 
、

 30 

 45 
、

 32 

 48 
、… 

 1 

 6 
＝

 4 

 24 
＝

 8 

 48 
，

 3 

 8 
＝

 9 

 24 
＝

 18 

 48 
，

 2 

 3 
＝

 16 

 24 
＝

 32 

 48 
 

 16 

 24 
＞

 9 

 24 
＞

 4 

 24 
，或

 32 

 48 
＞

 18 

 48 
＞

 8 

 48 
，所以

 2 

 3 
最大。 

2.透過以三分數分母的公倍數為公分母解題 

 1 

 6 
等值分數的分母：6、12、18、24、30、36、42、48、

54、… 

 3 

 8 
等值分數的分母：8、16、24、32、40、48、56、6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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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等值分數的分母：3、6、9、12、15、18、21、24、

27、30、33、36、39、42、48、… 

 1 

 6 
＝

 (4) 

 24 
，

 3 

 8 
＝

 (9) 

 24 
，

 2 

 3 
＝

 (16) 

 24 
 

 16 

 24 
＞

 9 

 24 
＞

 4 

 24 
，所以

 2 

 3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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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5-n-09 能理解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5  0.09  0.02  

2* 0.59  0.29  0.86  

3 0.20  0.32  0.08  

4 0.16  0.30  0.03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59  鑑別度 0.5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張色紙及經過三次等分割後的三角形，要求學

生描述三角形是多少張色紙，評量學生利用除數為整數的

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7，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59%，

顯示近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解

題的能力。 

2.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9%)，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利用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覺得塗色部

分比色紙的面積小很多，所以直接選擇最小的分數
 1 

 64 
為

答案。 

3.有 20%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32%)，這些學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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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具備利用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也可

能已具備利用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但是只

注意到經過兩次四等分割後，最小的正方形是
 1 

 16 
張色

紙，沒有注意到塗色部份是
 1 

 16 
張色紙的一半。  

4.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3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不知道等

分割後圖形的面積會一樣大，他們點數色紙被分割成 8 個

圖形，塗色部分是其中的 1 個圖形，得到塗色部分是
 1 

 8 
張

色紙的答案；也可能注意到經過兩次四等分割後，最小的

正方形是
 1 

 16 
張色紙，但是在求三角形是多少張色紙時計

算發生錯誤，他們透過
 1 

 16 
×2＝

 1 

 8 
，得到塗色部份是

 1 

 16 

張色紙。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

數相除」的意涵。 

 

5-n-09  

能理解除數為整

數的分數除法的

意義，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

的意義及熟練其

計算，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沒有養成注意問題問甚麼單位的習慣，問題最後問代

表多少張色紙，因此被分割的單位是 1 張色紙。 

2.學生沒有將 1 張色紙全部平分成和三角形一樣大，以判斷

1 張色紙被等分成幾份的習慣，例如先將左下方的 4 個「小

正方形」都進行二等分割的活動， 

可以看到左下方的「中正方形」被等分割成 8 份，將 4 個

「中正方形」都等分割成 8 份後，可以看到「大正方形(1

張色紙)」被等分割成 32 份，三角形是 1 張色紙被等分成

32 份後的 1 份，所以是
 1 

 32 
張色紙。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四年級(4-n-07)分數除法教學重點是整數除以整數，商是

分數的等分除及包含除問題；五年級(5-n-09)分數除法教

學重點是分數除以整數，商是分數的等分除問題；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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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04)才引入除數是分數的除法問題。 

2.教師應先引入被除數的分子是除數整數倍的問題(見問題

1)，再引入被除數的分子不是除數整數倍的問題(見問題

2)。 

【問題 1】：「將
 12 

 5 
公升漂白水全部平分成 4 杯，其中

的一杯是幾公升？」 

【問題 2】：「將
 3 

 5 
公升漂白水全部平分成 4 杯，其中的

一杯是幾公升？」 

【問題 1】中的
 1 

 5 
公升並沒有被分割，將【問題 1】中的

 12 

 5 

公升解讀為 12 個
 1 

 5 
公升，就能利用整數除法 12÷4＝3，

算出
 12 

 5 
公升漂白水全部平分成 4杯，其中的一杯是

 3 

 5 
公

升。而【問題 2】中的
 1 

 5 
公升被分割成 4 等份。 

3.以等分除問題「
 3 

 5 
公升果汁，平分裝成 4 瓶，全部裝完，

每瓶裝幾公升？」為例，可以有兩種解題的策略，建議教

師必須引入第二種解題策略，幫助學生擴展分數的意義。 

第一種：回到整數除以整數，商數是整數，餘數是 0 的舊

經驗 

 3 

 5 
公升＝

 3×4 

 5×4 
＝

 12 

 20 
公升(12 個

 1 

 20 
公升)，

12÷4＝3(3 個
 1 

 20 
公升)， 

答：每瓶裝
 3 

 20 
公升 

第二種：回到分數命名的舊經驗(每次拿
 1 

 5 
公升來分) 

 1 

 5 
÷4＝

 1 

 5×4 
＝

 1 

 20 
(
 1 

 5 
公升果汁平分成 4 份，

其中的 1 份是
 1 

 20 
公升) 

 3 

 5 
公升是 3 個

 1 

 5 
公升

 1 

 20 
×3＝

 3 

 2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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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每瓶裝
 3 

 20 
公升 

當學生有一些解題成功的經驗後，應要求學生用沒有餘數

的除法算式「
 3 

 5 
÷4＝

 3 

 5×4 
＝

 3 

 20 
」把問題和答案記下

來，並說明以後再遇到這個問題時，可以直接利用整數除

以整數的算式「
 3 

 5 
÷4＝

 3 

 5×4 
＝

 3 

 20 
」算出答案。 

4.以「將
 1 

 5 
公升漂白水全部平分成 4 杯，其中的一杯是幾

公升？」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教師不宜先畫出一個長方形代表
 1 

 5 
公升，再將長方形平

分成 4 份，透過算式「
 1 

 5 
÷4＝

 1 

 5×4 
＝

 1 

 20 
」說明其中 1

份是
 1 

 20 
公升，在圖中看不到

 1 

 20 
公升。 

 

教師應先強調題目最後問的單位是什麼，題目最後問的單

位是「公升」，因此先畫出一個長方形代表 1 公升，再將 1

公升平分成 5 大份，得到其中的 1 大份是
 1 

 5 
公升。 

 

再將
 1 

 5 
公升平分成 4 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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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看不到 1 小份和 1 公升的關係，因此將平分成 4 小份

的線延長，就能看到 1 公升被分割成 20(5×4)小份，並透

過算式「
 1 

 5 
÷4＝

 1 

 5×4 
＝

 1 

 20 
(公升)」，說明其中的 1 小份

是
 1 

 20 
公升。 

 

5.本題是屬於三次分割的題目，將此圖形題轉化，以「將
 

 
公

升漂白水全部平分成 4 杯，其中的半杯是幾公升？」為例，

來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教師可以先畫出一個正方形，代表 1 公升，再將正方形平

分成 4 份，知道每份是
 

 
公升，再將此

 

 
公升平分成 4 份，

透過算式「
 

 
÷ 4＝

 

   
＝ 

 

  
 (公升)」說明其中的 1 份是

 

  

公升，如此圖中才較容易看到
 

  
公升。而題目問的是半

杯，則再將
 

  
÷ 2＝

 

    
＝ 

 

  
 (公升)。要注意的是，教

師應先強調題目最後問的單位是什麼，題目最後問的單位

是「公升」，因此先畫出一個長方形代表 1 公升，再將 1

公升平分成 4 大份，得到其中的 1 大份是
 

 
公升。再將

 

 
公

升平分成 4 小份，因為看不到 1 小份和 1 公升的關係，因

此將平分成 4 小份的線延長，就能看到 1 公升被分割成

16(4×4)小份，並透過算式「
 

 
÷4＝ 

 

   
＝ 

 

  
 (公升)」，

說明其中的 1 小份是
 

  
公升，然後再求其

 

  
公升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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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16  0.03  

2 0.08  0.15  0.02  

3* 0.52  0.28  0.80  

4 0.30  0.41  0.14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2  鑑別度 0.5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兩個整數，要求學生判斷這兩個整數的乘積加

2、減 2、乘 2 和除 2 後，哪個算式的答案是原來兩個整

數的公倍數，評量學生利用兩數公倍數概念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2，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52%，

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兩數公倍數概念解題的

能力。 

2.有 30%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41%)，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兩數公倍數概念解題的能力，不知道

477488 是 487 和 488 的公倍數；也可能知道  477488

是 487 和 488 的公倍數，但受到 488÷2 的商是整數的影

響，認為 477488÷2 也是 477 和 478 的公倍數。 

3.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5%)、有 9%的學生選

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兩

數公倍數概念解題的能力，不知道 477488是 487和 488

的公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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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04  

能理解因數和倍

數。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

因數、公倍數、

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

數的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

數。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無法將 487488 看成一個數，必須算出乘積

後，才能判斷算出的乘  

 積是否為 487 和 488 的倍數。 

2.幫助學生認識 4871，4872，4873，…都是 487 的

倍數，所以 487488 也是 487 的倍數；同理 4881，

4882，4883，…都是 488 的倍數，所以 488487 也

是 488 的倍數。可以得到 487488 是 487 和 488 的公倍

數，可以推出 4874882 也是 487 和 488 的公倍數。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區分「倍數」與「幾倍」的意義。 

學生可能混淆「倍數」與「幾倍」的意義，誤認為 2 是

0.1 的倍數。正確的說法是：2 不是 0.1 的倍數，但 2 是

0.1 的 20 倍。 

(1)倍數的意義： 

數學上只在整數的情境討論因數與倍數，因此，不論

透過乘法 b＝a×q 或除法 b÷a＝q…0，判斷 a 是否為 b

的因數時，a、b 和 q 都必須是整數。0.1 不是整數，因

此 0.1 不是 2 的因數，2 也不是 0.1 的倍數。 

(2)幾倍的意義： 

a 是 b 的
 a 

 b 
倍，指的是將 b 視為基準量 1 時，比較量

a 是
 a 

 b 
。 

將 0.1 視為基準量 1，比較量 2 是 20 個 0.1，因此 2 是

0.1 的 20 倍。 

2.以求「8 和 12 的公倍數」為例，教師可以先求出 12 部份

的倍數 12、24、36、48、60、72、84、96 等，再判斷這

些數是否為 8 的倍數，例如 24、48、72、96 也是 8 的倍

數，所以 24、48、72、96 是 8 和 12 的公倍數，幫助學

生簡化求公倍數的解題過程。 

3.以求「8 和 12 的公倍數」為例，當學生求出 24、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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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等是 8 和 12 的公倍數，24 是 8 和 12 的最小公倍數後，

教師應幫助學生認識公倍數 24、48、72、96 等都是最小

公倍數 24 的倍數，為六年級利用短除法解公倍數的文字

題鋪路。六年級利用短除法解題時，只能求出最小公倍

數，無法求出其它的公倍數。 

4.以本題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學生知道 4871、4872、4873、4874、…、

都是 487 的倍數，          所以 487488 會

是 487 的倍數。 

步驟二：學生知道 4881、4872、4873、4874、…、

都是 488 的倍數，          所以 487488 也

會是 488 的倍數。 

步驟三：487488 是 487 的倍數，也是 488 的倍數，所

以 487488 是 487 和 488 的公倍數。 

步驟四：487488 是 487 和 488 的公倍數，所以

4874882 也是 487 和 488 的公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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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13 能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上。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2  0.20  0.05  

2* 0.28  0.11  0.55  

3 0.08  0.10  0.07  

4 0.52  0.59  0.33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28  鑑別度 0.4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小數，要求學生選出在數線上最接近給定小

數的數，評量學生利用小數數線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4，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28%，

顯示近三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小數數線解題的能力。 

2.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小數數線解題的能力。 

3.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0%)，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利用小數數線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利用減法算出四個

小數和 5.1 的差，5.021 和 5.1 的差最大，他們誤以為差最

大的小數最接近 0.1。 

4.有 5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5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小數數線解題的能力；這些學生也可能利用減

法來解題，但是在計算時發生錯誤；這些學生也可能利用

小數數線來解題，但是將小數標示在數線上時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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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10  

能將簡單分數

標記在數線上。 

5-n-13  

能將分數、小數

標記在數線上。 

7-n-08  

能理解數線，數線上兩

點的距離公式，及能藉

數線上數的位置驗證

數的大小關係。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不理解距離比較短的兩點，這兩點坐標(代表的

數)的差也比較小， 

無法利用減法來解題。 

2.學生可能無法畫出刻度是 0.01 或 0.001 的小數數線，並在

小數數線上標示給定的小數。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指標為 4-n-10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該已經能

將簡單分數標記在數線上。而 5-n-13 幫助學生自製數線，

並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上，並且能明白數與數在數線

上的位置關係，也可藉此來判斷兩數的大小關係。 

2.數線教學跨越了三個年級，其重點皆有所不同： 

(1)三年級(3-n-09)的教學重點是教師繪製數線，學生能將

整數及一位小數標示在數線上。 

(2)四年級(4-n-10)的教學重點是教師繪製數線，學生能將

簡單分數標示在數線上。 

(3)五年級(5-n-13)的教學重點是學生自製數線，並將分、

小數標示在數線上。 

3.因為小數數線的結構和整數數線相同，教師可以先複習整

數數線，為學習小數數線鋪路。 

例如透過直尺測量物長是 5 公分，指的是刻度 5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5 公分，幫助學生認識數線上的 5 有下列兩種意

義： 

(1)在數線上的位置(或坐標)是 5 

(2)和原點 0 的距離是 5。 

4.教師可以透過下列方法幫助學生理解小數數線： 

(1)以 1 公分為單位，利用直尺上的公分刻度繪製整數數

線，並說明刻度 1 指的是 0 和 1 的距離是 1，刻度 2 指

的是 0 和 2 的距離是 2，…。幫助學生理解整數數線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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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10 公分為 1 單位，1 公分為 0.1 單位，利用直尺上的

公分刻度，幫助學生理解小數數線的意義。如下所示： 

 

   

 

   

(3)將一位純小數標示在小數數線上，並理解刻度 0.1 和刻

度 0 的距離是 0.1 單位，刻度 0.5 和刻度 0 的距離是 5

個 0.1 單位，也就是 0.5 單位，……。 

如下所示： 

 

   

 

   

(4)將小數數線擴充至 1 以上。 

 

5.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先算出四個小數和 5.1 的差，差最小的數距離 5.1

最近 

5.12－5.1＝0.02 

5.102－5.1＝0.002 

5.1－5.021＝0.079 

5.1－5.01＝0.01 

答：5.102 距離 5,1 最近 

方法二：在數線上標示四個點，找出距離 5.1 最近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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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4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5-s-02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7  0.38  0.77  

2 0.09  0.18  0.03  

3 0.11  0.17  0.05  

4 0.22  0.26  0.15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7  鑑別度 0.4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四邊形的最長邊和兩條邊的長度，要求學生選出

不可能是第四邊的長度，評量學生利用三角形任意兩邊和

大於第三邊性質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57%，

顯示近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

三邊性質解題的能力。 

2.有 2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性質解題的

能力；也可能誤解題意，題目中給定 16 公分和 6 公分兩

個長度，他們選出和給定長度能圍成三角形的 15 公分為

答案。 

3.有 11%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7%)、有 9%的學生

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8%)，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

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性質解題的能力。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1-s-01 

能認識直線與曲

線。 

5-s-02  

能透過操作，理解

三角形任意兩邊和

大於第三邊。 

8-s-10 

能理解三角形的基

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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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學生無法將「三角形任兩邊的和大於第三邊」改寫為「三

角形較短兩邊的  和大於最長邊」，因此無法將是否能圍

成三角形的判斷的方法延伸至是否能圍成四邊形上。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五年級學生應該已能掌握連接兩點的繩子，以直線為最

短。教師可以利用這個性質，幫助學生理解三角形任意兩

邊和大於第三邊。以三角形 ABC 為例，連接 A、B 兩點

的繩子，以線段 AB 為最短，所以 AC＋BC＞AB；連接 

A、C 兩點的繩子，以線段 AC 為最短，所以 BC＋ AB

＞AC；連接 B、C 兩點的繩子，以線段 BC 為最短，所

以 AB＋AC＞BC，也就是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2.「三角形任兩邊的和大於第三邊」與「三角形比較短的兩

邊和大於最長邊」是等價的定義。假設三角形三邊的長度

是 a、b、c，abc，如果 b＋c a 成立，那麼 a＋b c、a

＋c b 一定也會成立。所以當「三角形比較短的兩邊和大

於最長邊」成立時，「三角形任兩邊的和大於第三邊」也

會成立。 

建議教師教學時必須說明「三角形任兩邊的和大於第三

邊」的性質，但是在判斷是否能圍成三角形時，只要判斷

「比較短的兩邊和是否大於最長邊」即可。學生只要掌握

「比較短的兩邊和大於最長邊」時，就能圍成三角形，就

能發展出「比較短的三邊和大於最長邊」時，就能圍成四

邊形，以及「比較短的 n－1 邊和大於最長邊」時，就能

圍成 n 邊形的性質。 

3.判斷給定的三線段是否能拼成三角形時，不必檢查任意兩

邊和大於第三邊，只要檢查較短的兩邊和是否大於最長邊

即可。 

如左下圖，較短的兩邊和大於最長邊，因此可以圍成一個

三角形。 

如右下圖，較短的兩邊和小於最長邊，因此不可以圍成

一個三角形 

 

4.下面以「以 2、7、5(公分)，以及 2、7、6(公分)為三邊長，

是否能圍成三角形？」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建議教師依下列步驟，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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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先找出最長邊 7 公分。 

步驟二：檢查剩下兩邊的和是否大於 7 公分 

2＋5＝7，以 2、7、5(公分)為三邊長不能排成三

角形。 

步驟三：檢查剩下兩邊的和是否大於 7 公分 

2＋6＞7，以 2、7、6(公分)為三邊長能排成三角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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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5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03 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9  0.50  0.21  

2 0.17  0.20  0.14  

3 0.20  0.20  0.18  

4* 0.24  0.09  0.47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24  鑑別度 0.3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四步驟的四則混合計算問題，要求學生算出答案，評量

學生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8，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24%，顯

示超過二成的學生已具備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  

2.有 3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50%)，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也可能知道「括號先算」的約

定，但是不知道「先乘除後加減」的約定，他們先算括號的部

份，但是都由左往右依序計算，學生可能的計算過程如下：560

＋60÷(45－152)＝560＋60÷(302)＝560＋60÷60＝600÷60＝

10 

3.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也可能知道「括號先算」和「先

乘除後加減」的約定，但是只有在計算括號內的運算時遵守「先

乘除後加減」的約定，去括號後則由左往右依序計算，學生可

能的計算過程如下：560＋60÷(45－152)＝560＋60÷(45－30)

＝560＋60÷15＝600÷15＝40。 

4.有 20%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不

具備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的能力；也可能知道「括號先算」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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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除後加減」的約定，但是在計算括號內的運算時由左往右依

序計算，去括號後則遵守「先乘除後加減」的約定，學生可能

的計算過程如下：560＋60÷(45－152)＝560＋60÷(302)＝560

＋60÷60＝560＋1＝561。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05  

能做整數四

則混合計算

(兩步驟)。 

5-n-03  

能熟練整數四則

混合計算。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

數的兩步驟問題，並能併

式計算。 

6-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

數的兩步驟問題，並能併

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理解「先乘除後加減」的約定：算式中加、減，乘、除

都有時，要先算乘、除的部份。 

2.學生不理解「由左往右算」的約定：算式中都是乘、除時，要

由左往右算； 

算式中都是加、減時，也要由左往右算。 

3.2×3＋7＝6＋7＝13 是利用「先乘除後加減」運算次序的約定，

不是利用「由左往右算」運算次序的約定。 

4.「12÷3×2＝12÷6＝2」是學生常出現的迷思概念，這些學生混

淆「先乘除後加減」運算次序的約定，誤認為乘的運算次序比

除優先。教師應說明這些算式都是「乘、除」，要使用「由左

往右算」運算次序的約定。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指標為 1-a-01、1-a-02、2-a-03、4-a-01 及 5-a-01 之後

續學習概念的統整，故學生應該已經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

法交換律、加法結合律、乘法交換律、乘法結合律、乘法對加

(減)法的分配律。而本指標旨在幫助學生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

性質，簡化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2.有關數的運算性質指的是： 

加法交換律：「a＋b＝b＋a」； 

加法結合律：「(a＋b)＋c＝a＋(b＋c) 

乘法交換律：「a×b＝b×a」； 

乘法結合律：「(a×b)×c＝a×(b×c)」 

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 

(a＋b)×c＝a×c＋b×c(右分配)； a×(b＋c)＝a×b＋a×c(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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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年級兩步驟計算問題中，只會用到括號先算、先乘除後

加減、由左往右算，這三個約定其中的一個約定。 

建議教師將兩步驟計算問題分成有括號和沒有括號兩類，來幫

助學生解題。 

第一類：有括號的兩步驟計算問題 

括號的部份要先算，簡稱為括號先算。 

第二類：沒有括號的兩步驟計算問題 

(1)算式中加、減，乘、除都有時，要先算乘、除的部份。簡稱為

先乘除後加減 

(2)算式中都是乘、除時，要由左往右算；算式中都是加、減時，

也要由左往右算。簡稱為由左往右算。 

4.五年級引入三步驟計算問題，學生只要知道第一步要算什麼，

三步驟計算問題，就能簡化成二步驟計算問題。四年級將兩步

驟計算問題分成有括號和沒有括號兩類，來幫助學生解題的約

定，也能適用於三步驟問題及更多步驟的問題。 

第一類：有括號的三步驟計算問題 

括號的部份要先算，簡稱為括號先算。 

第二類：沒有括號的三步驟計算問題 

(1)算式中加、減，乘、除都有時，要先算乘、除的部份。簡稱為

先乘除後加減。 

(2)算式中都是乘、除時，要由左往右算；算式中都是加、減時，

也要由左往右算。簡稱為由左往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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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6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06 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的換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5  0.22  0.06  

2 0.37  0.47  0.18  

3 0.14  0.20  0.07  

4* 0.33  0.10  0.69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3  鑑別度 0.5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分數及分子及分母用未知數符號表示的兩

個等值分數，要求學生算出這兩個未知數之差，評量學生

利用約分與擴分處理等值分數換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33%，

顯示超過三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約分與擴分處理等值分

數換算的能力。 

2.有 3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47%)，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約分與擴分處理等值分數換算的能力，將

有未知數符號兩個分數的已知分子和分母相減再除以

2，25－9＝16，16÷2＝8，得到 8 的答案。 

3.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約分與擴分處理等值分數換算的能力，直

接將有未知數符號兩個分數的已知分子和分母相減，25

－9＝16，得到 16 的答案。 

4.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約分與擴分處理等值分數換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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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n-09 

能認識等值分

數，進行簡單異

分母分數的比

較，並用來做簡

單分數與小數的

互換。 

5-n-06  

能用約分、擴分

處理等值分數的

換算。 

5-n-07 

能用通分做簡單

異分母分數的比

較與加減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6 

 10 
＝

  

 5 
、

 6 

 10 
＝

 18 
  都是整數倍運算的問題。 

 6 

 10 
＝

  

 25 
、

 6 

 10 
＝

 9 
  都是分數倍運算的問題。 

學生必須將
 6 

 10 
約分成

 3 

 5 
後，才能將分數倍運算的問題

轉換成整數倍運算的 

問題。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區分等值分數和約分、擴分與通分的意義： 

等值分數：在選取相同單位量的情境下，兩分數雖然等

分割的份數與合成的份數不同，但是兩分數

所代表的量(值)一樣多。 

例如
 1 

 2 
條繩子和

 4 

 8 
條繩子一樣長，可以記

成
 1 

 2 
條＝

 4 

 8 
條。 

 2 

 5 
盒蘋果和

 4 

 10 
盒蘋果一樣多，可以記成

 2 

 5 
盒＝

 4 

 10 
盒。 

約分、擴分：將一個分數轉換成它的等值分數稱之為約

分或擴分。分割份數由少變多稱為擴分，

例如
 1 

 2 
＝

 4 

 8 
；分割份數由多變少稱為約

分，例如
 4 

 10 
＝

 2 

 5 
。 

通分：透過約分或擴分，讓兩個分數分母相等的活動稱

為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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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約分與擴分教學時，因為分割的份數不同，因此要選

用不同的量詞來描述，例如將 1 張圓形色紙平分成 3 大

塊，將另一張一樣大的圓形色紙平分成 6 小塊。 

不可以說將 1 張圓形色紙平分成 3 塊，將另一張一樣大

的圓形色紙平分成 6 塊，因為 3 塊中的「1 塊」和 6 塊中

的「1 塊」大小不一樣，學生會混淆量詞「塊」的意義。

建議教學方式如下： 

      

擴分：
 1 

 3 
＝

 1×2 

 3×2 
＝

 2 

 6 
 (1 大塊可以換成 2 小塊) 

約分：
 2 

 6 
＝

 2÷2 

 6÷2 
＝

 1 

 3 
 (2 小塊可以換成 1 大塊) 

3.以「
 12 

 16 
＝

 (   ) 

 8 
」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決約分

的問題。 

步驟一：如圖 A，
 12 

 16 
指的是將 1 張色紙平分成 16 小份，

把其中的 12 等小份塗上顏色。如圖 B，
(   )

 8 
指

的是將 1 張色紙平分成 8 大份，不知道要塗其

中的幾中份，才會和圖 A 塗色的面積一樣大？ 

     

步驟二：圖 A 的 16 小份合起來，和圖 B 的 8 大份合起

來一樣大，所以 1 大份和 2 小份合起來一樣大。 

步驟三：1 大份和 2 小份合起來一樣大，16 小份中的 12

小份合起來和 8 大份中的 6 大份合起來一樣

大，可以利用算式「
 12 

 16 
＝

 12÷2 

 16÷2 
＝

 6 

 8 
」，得

到
 12 

 16 
＝

 ( 6 ) 

 8 
。 

圖Ｂ 圖 A 

平分成 6 小塊 平分成 3 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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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
 12 

 16 
＝

 3 

 (   ) 
」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決約分

的問題。 

步驟一：如圖 C，
 12 

 20 
指的是將 1 張色紙平分成 20 小份，

把其中的 12 小份塗上顏色。如圖 D，指的是不

知道 1 張色紙被平分成幾大份，只知道把其中

的 3 大份塗上顏色。 

     

步驟二：12 小份合起來和 3 大份合起來一樣大，所以 1

大份和 4 小份合起來一樣大。也可以說圖 C 中，

每 4 小份等於圖 D 的 1 大份，已知圖 C 全部平

分成 20 小份，所以可以得知圖 D 被平分成 5 大

份。 

步驟三：圖 C 的 20 小份中的 12 小份合起來和 4 大份中

的 3 大份合起來一樣大，可以利用算式「
 12 

 20 
＝

 12÷4 

 20÷4 
＝

 3 

 5 
」，得到

 12 

 20 
＝

 3 

 ( 5 ) 
。 

 

  

圖Ｄ 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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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內容領域 代數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3  0.25  0.20  

2 0.26  0.26  0.24  

3* 0.31  0.25  0.40  

4 0.19  0.23  0.15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1  鑑別度 0.1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9 個奇數和 8 個奇數相加的情境，要求學生選出

他們的和可能是多少評量學生利用奇數個奇數相加必為

奇數，偶數個奇數相加必為偶數性質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15，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31%，

顯示超過三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奇數個奇數相加必為奇

數，偶數個奇數相加必為偶數性質解題的能力。 

2.有 23%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5%)，26%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6%)，19%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

有 23%)，這些學生可能知道奇數加奇數為偶數，奇數加

偶數為奇數，但是不理解題意，不知道題目評量的重點

是奇數個奇數相加必為奇數，偶數個奇數相加必為偶數。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a-02  

能在四則混合計

算中，運用數的

運算性質。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

運算的性質，做

整數四則混合計

算。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

量關係，列出恰當

的算式，進行解

題，並檢驗解的合

理性。(同 6-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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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知道奇數加奇數為偶數，奇數加偶數為奇數，但是無

法將上述性質  

應用在解題上，不知道題目評量的重點是奇數個奇數相加必為

奇數，偶數個奇數相加必為偶數。 

2.學生可能缺少數感。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此題學生看到題目，常會不知所措，多數採用盲湊的方式，但

要漫無目標的湊答，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會有多種的答

案，所以並非出題者要檢測的能力，從給予的飛鏢標靶上的 5

種分數來看，皆為奇數，而一個投中 9 次，一個投中 8 次，那

麼目的是要讓學生利用奇偶的關係來判別答案的可能性。教師

可以化繁為簡，讓學生看到奇偶的變化關係， 

例如： 

a.若只投中一次，出現的分數可能是哪些：1、3、5、7、9 

b.若只投中兩次，出現的分數可能是哪些：2、4、10、6、14、… 

c.若只投中三次，出現的分數可能是哪些：9、11、15、11… 

教師可以讓學生分別湊出投中三次（或四、五次），然後記錄

下來，問問學生，發現了什麼？讓學生看到只要投中偶數次，

則出現的分數都會是偶數，若投中的次數是奇數次，那麼得分

都是奇數，從中觀察出規律，並歸納結果，再利用歸納出來的

結果來判斷 4 個選項的可能性即可。 

2.教師只要提示奇數加奇數為偶數，奇數加偶數為奇數，多數學

生就能夠成功的解題。但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教學時應幫助學

生建立數感： 

(1)三個連續的整數相乘一定是 6 的倍數。 

(2)最後兩位數字是 4 的倍數，該數就是 4 的倍數 

(3)計算「137×5」時，可以利用「1370÷2」算出答案(5＝
 10 

 2 
)。 

計算「137×25」時，可以利用「13700÷4」算出答案(25＝

 100 

 4 
)。 

(4)計算「59×40」時，可以利用「60×40－40」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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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內容領域 代數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

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1  0.34  0.89  

2 0.09  0.17  0.02  

3 0.18  0.27  0.06  

4 0.11  0.21  0.02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1  鑑別度 0.5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兩數相乘的算式，要求學生選出答案相同的算

式，評量學生利用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律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5，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61%，

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

律解題的能力。 

2.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7%)，這些學生可能

無法利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來簡化「18＋8×18」的計

算，認為「18＋8×18」和「18×9」的答案不同。 

3.有 11%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1%)、這些學生可能

無法利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來簡化「18×10－18」的計

算，認為「18×10－18」和「18×9」的答案不同。 

4.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7%)，這些學生可能

無法利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來簡化「18×7＋18×2」的

計算，認為「18×7＋18×2 」和「18×9」的答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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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a-02 

能在四則混合計

算中，運用數的

運算性質 

5-a-01 

能在具體情境

中，理解乘法對

加法的分配律，

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

運算的性質，做

整數四則混合計

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以「18＋8×18」為例，教學時可能直接宣告將 18 改記成

18×1，18＋8×18＝18×1＋8×18＝18×1＋18×8＝18×(1＋8)

＝18×9，學生不理解為何要將 18 改記成 18×1，認為「18

＋8×18」和「18×9」是答案不同的兩個算式。 

2.不宜透過計算題情境引入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以

37×(14＋23)為例，學生認為 37×(42＋14)＝37×56，不理

解為何要改記成 37×(42＋14)＝37×42＋37×14。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以「豆漿一杯 20 元，奶茶一瓶 40 元，媽媽各買了 6 杯，

要付多少元？」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理解乘法對加

法的分配律。 

教學時應出現下面兩種解題的方法，如果學生只出現其

中一種解法，教師應提供另一種解法讓學生討論。 

方法一：分別計算 6 杯豆漿和 6 瓶奶茶的錢，再算合起

來是多少錢。 

20×6＝120，40×6＝240，120＋240＝360， 

並改用併式「20×6＋40×6＝360」來記錄。 

方法二：將 1 杯豆漿和 1 瓶奶茶看成 1 份，先算 1 份的

錢，再算 6 份的錢。 

20＋40＝60，60×6＝360， 

並改用併式「 (20＋40)×6＝360」來記錄。 

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有兩個層次： 

層次一：學生必須分別算出方法一的答案「20×6＋40×6

＝360」和方法二的答案「(20＋40)×6＝360」，

發現這兩種方法算出的答案相同，才可以記成

「20×6＋40×6＝(20＋40)×6」。 

層次二：學生知道它們是同一個問題的兩種合理算法，

不必算出答案，就能預期它們的答案一定相

同，可以記成「20×6＋40×6＝(20＋40)×6」 

教師應幫助層次一的學生提升至層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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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透過面積模型幫助學生記憶乘法對加法分配律的意

義，為國中利用長方形面積記憶乘法公式鋪路。 

有兩種計算下列兩個長方形面積和的方法： 

方法一：5×4＋3×4＝32 

方法二：(5＋3)×4＝32 

它們是同一個問題的兩種合理算法，不必算出答案，就

能預期它們的答案一定相同，可以記成「5×4＋3×4＝(5

＋3)×4」。 

 
3.部份學生無法利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來簡化「35×99＋

35」的計算，下面提供三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教師直接宣告將 35 改記成 35×1 

35×99 ＋ 35 ＝ 35×99 ＋ 35×1 ＝ 35×(99 ＋ 1) ＝

35×100＝3500 

部份教師習慣利用方法一來教學，學生不理解

為何要將 35 改記成 35×1，很快就會忘記。 

方法二：給定「一枝筆賣 35 元，甲先買 99 枝，再買 1

枝，共花多少元?」的情境，再提供三種解法，

幫助學生理解 35 是 35×1 的省略記法。 

 35×99＋35×1 

 35×99＋35 

 35×(99＋1) 

方法三：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是兩種算法答案一定相等

的關係，學生可能將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解讀成

運算。 

學生比較熟悉 35×(99＋1)  35×99＋35×1 的乘

法運算，比較不熟悉 35×99＋35×1＝35×(99＋1)

提公因數的運算。 

教師可以透過「35×(99＋1)＝35×99＋35×1＝

35×99＋35」，幫助學生理解 35 是 35×1 的省略

記法，必須將 35 改記成 35×1，才能利用乘法對

加法的分配律來解題。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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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7  0.16  0.45  

2 0.35  0.34  0.31  

3 0.18  0.29  0.07  

4 0.19  0.20  0.16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27  鑑別度 0.2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兩個關於圓心角、半徑和幾分之幾圓的敘述，要

求學生選出正確的敘述，評量學生利用圓心角及扇形概念

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9，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27%，

顯示近三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圓心角及扇形概念解題的

能力。 

2.有 35%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4%)，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圓心角及扇形概念解題的能力；也可能混淆圓

或扇形半徑、圓心角和面積的關係，認為半徑比較長的圓

面積比較大，所以半徑比較長的
 1 

 3 
圓圓心角比較大。 

3.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圓心角及扇形概念解題的能力；也可能混淆圓

或扇形半徑、圓心角和面積的關係，認為半徑比較長的圓

面積比較大，所以半徑比較長的
 1 

 3 
圓圓心角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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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19%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圓心角及扇形概念解題的能力；也可能混淆圓

或扇形半徑、圓心角和面積的關係，認為
 2 

 3 
圓的

 2 

 3 
是

 1 

 3 

圓的
 1 

 3 
的 2倍，所以半徑 4公分

 1 

 3 
圓和半徑 8公分

 2 

 3 
圓

的圓心角一樣大。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3-s-01  

能認識平面圖形

的內部、外部與其

周界。 

4-s-04  

能認識「度」的角

度單位，使用量角

器實測角度或畫

出指定的角。(同

4-n-16)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

認識扇形。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

圓周長的公式，並

計算簡單扇形的

面積。。(同 6-s-03)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混淆圓或扇形半徑、圓心角和面積的關係，認為半徑

比較長的圓面積比較大，所以半徑比較長的
 1 

 3 
圓圓心角

比較大。 

2.學生混淆圓或扇形半徑、圓心角和面積的關係，認為
 2 

 3 
圓

的
 2 

 3 
是

 1 

 3 
圓的

 1 

 3 
的 2 倍，所以半徑 4 公分

 1 

 3 
圓和半徑

8 公分
 2 

 3 
圓的圓心角一樣大。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指標為 3-s-03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該已經認

識圓的「圓心」、「圓周」、「半徑」與「直徑」。而本指標

旨在幫助學生認識扇形及圓心角。 

2.圓的圓心角是周角，周角的角度是 360 度，而扇形的圓

心角是周角的部份，
 1 

 2 
圓的是圓心角是周角的

 1 

 2 
，可以

利用 360×
 1 

 2 
＝180(度)，算出

 1 

 2 
圓的圓心角是 1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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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方式，可以透過 360×
 1 

 n 
，算出

 1 

 n 
圓的圓心角是

多少度。 

3.部份學生誤認為半徑比較長的
 1 

 n 
圓，它的圓心角比較

大，半徑比較短的
 1 

 n 
圓，它的圓心角比較小。教師可以

透過下圖，幫助學生理解，半徑比較長的
 1 

 6 
圓，扇形面

積比較大，圓心角對應的圓弧比較長，但是它們的圓心角

都是 60 度，都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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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5-s-01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8  0.30  0.06  

2 0.17  0.24  0.07  

3* 0.46  0.22  0.77  

4 0.18  0.23  0.10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6  鑑別度 0.5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由 8 個全等且角 1 共端點三角形拚成的圖形，以

及由 6 個全等且角 2 共端點三角形拼成的圖形，要求學生

算出角 3 的角度，評量學生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

質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5，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46%，

顯示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度性質解題

的能力。 

2.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0%)，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質解題的能力；也

可能誤解題意，透過 360÷8＝45，將算出角 1 是 45 度當作

角 3，得到 45 度的答案。 

3.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質解題的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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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具備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質解題的能力，

但計算發生錯誤，透過 180－60－45＝85，得到 85 的答

案；也可能直觀的認為角 3 很接近直角，選擇最接近 90

度的 85 度為答案。 

4.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 180 度性質解題的能力；也

可能誤解題意，透過 360÷6＝60，將算出角 2 是 60 度當作

角 3，得到 60 度的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3-s-04 

能認識角，並比

較角的大小。 

5-s-01  

能透過操作，理

解三角形三內角

和為 180 度。 

8-s-10 

能理解三角形的

基本性質。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題目中沒有給定三個角中任意角的角度，學生無法由給

定的圖想到可以利用周角是 360 度的性質算出角 1 和角 2

的角度。 

2.學生沒有角度的量感。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下面提供三種幫助學生理解三角形的內角和是 180度的方

法： 

方法一：拿出或畫出很多不同的三角形(要包含直角、銳

角及鈍角三角形三類)，要求學生測量出這些三

角形的所有角，再分別算出這些三角形三個角的

和。幫助學生察覺所有三角形三個角的角度和大

約都是 180 度。 

方法二：拿出一些三角形(要包含直角、銳角及鈍角三角

形三類)，要求學生剪下三角形的 3 個角，再將

同一個三角形的 3 個角拼湊在一起，幫助學生察

覺所有三角形的三個角都可以拼成一個平角，這

些三角形 3 個角的角度和大約都是 180 度。 

方法三：教師也可以只剪下兩個角，再和沒有剪下的那個

角拼湊在一起，也能夠拼出一個平角，得到三角

形 3 個角的角度和大約都是 1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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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分年細目教學重點是所有三角形的內角和都是 180 度，教

師不宜只求出某一個三角形的內角和是 180 度，就說明所有

三角形的內角和都是 180 度。教師應幫助學生認識，直角三

角形、銳角三角形及鈍角三角形的內角和都是 1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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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5-n-12 能用直式處理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的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4  0.21  0.52  

2 0.31  0.38  0.24  

3 0.21  0.25  0.14  

4 0.13  0.16  0.08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4  鑑別度 0.3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被除數未知，除數、商及餘數已知的除法算式，

要求學生算出商算到小數點後第二位時的餘數，評量學生

能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計算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1，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34%，

顯示超過三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

小數計算解題的能力。 

2.有 31%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8%)，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計算解題的能

力；也可能已具備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計算

解題的能力，透過乘除互逆算出被除數甲是多少後，再利

用直式計算出答案，但是在計算過程中發生錯誤。 

3.有 21%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計算解題的能

力；也可能已具備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計算

解題的能力，透過乘除互逆算出被除數甲是多少後，再利

用直式計算出答案，但是在求餘數位值時發生錯誤，誤將

於數 0.12 記成 1.2。 

4.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6%)，這些學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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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備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計算解題的能

力；也可能已具備利用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計算

解題的能力，透過乘除互逆算出被除數甲是多少後，再利

用直式計算出答案，但是在計算過程中發生錯誤。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

的乘除直式計算。 

5-n-12  

能用直式處理整

數除以整數，商為

三位小數的計算。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

除法的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知道已知「a÷b＝q…r，q 是整數」時，計算「a÷b」

的商到小數第二位時的餘數，和計算「r÷b」的商到小數

第二位的餘數相等。 

2.學生無法掌握有餘數情境的乘除互逆，無法算出甲是多

少。 

3.商是小數時，學生無法掌握餘數的位值。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指標為 5-n-01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該已經能

熟練整數除法的直式計算。而本學習指標則將被除數及商

數的範圍由整數延伸至小數。 

2.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透過乘除互逆算出被除數甲是多少後，再利用直

式計算出答案。 

方法二：算出餘數 13 除以 28 的商到小數點後第二位時的

餘數為答案 

教師應幫助【方法一】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二】來解題 

3.教師可以先布小數除以整數，商數是小數且有餘數的問

題，例如：「17.5÷4」。再布整數除以整數，商數是小數且

有餘數的等分除問題，例如：「17÷4」。「17.5÷4」的被除

數是一位小數，學生較容易類比整數除法直式計算，將整

數位的餘數 1 轉換成 10 個 0.1，再加上原有的 0.5 後繼續

運算。而「17÷4」的被除數是整數，學生不易自行加上小

數點，再將整數位的餘數 1 轉換成 10 個 0.1。 

4.以「將 231.8 公升果汁，平分裝成 14 瓶，每瓶最多可以裝

幾公升，剩下幾公升？(商數算到小數第一位)」為例，說

明如何幫助學生解小數除以整數除法直式計算。 

步驟一：將 231.8 分解為 2 個「100」、3 個「10」、1 個「1」

和 8 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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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先分 2 個「100」，2 個「100」平分成 14 份不夠

分；將 2 個「100」換成 20 個「10」，加上原有

的 3 個「10」，合起來是 23 個「10」。 

23 個「10」平分成 14 份，每份是 1 個「10」。 

步驟三：還剩下 9 個「10」不夠分，9 個「10」再換成 90

個「1」，加上原有的 1 個「1」，合起來是 91 個

「1」。 

步驟四：91 個「1」平分成 14 份，每份是 6 個「1」，分

掉 84 個「1」。 

步驟五：還剩下 7 個「1」不夠分，7 個「1」換成 70 個

「0.1」，加上原有的 8 個「0.1」，合起來是 78 個

「0.1」。 

步驟六：78 個「0.1」平分成 14 份，每份是 5 個「0.1」，

分掉 70 個「0.1」。 

步驟七：剩下 8 個「0.1」。 

步驟八：每瓶分到 1 個「10」、6 個「1」和 5 個「0.1」，

剩下 8 個「0.1」，也就是每瓶分到 16.5 公升，剩

下 0.8 公升。 

上述的解題活動，可以使用下列直式來記錄： 

 

5.最簡分數的分母是 2
m

×5
n的樣式，其中 m、n 都是非負整

數，才能轉換成有限小數。 

例如：
 3 

 8 
的分母是 2

3
×5

0，可以透過下列算式將
 3 

 8 
改記成

有限小數。 

 3 

 8 
＝

 3×5×5×5 

 8×5×5×5 
＝

 3×5×5×5 

 2×5×2×5×2×5 
＝

 3×5×5×5 

 10×10×10 
＝

 375 

 1000 
＝0.375。 

  

   
 

1 6. 5  步驟八 

1 4  2 3 1. 8  步驟一 

   1 4    步驟二 

    9 1   步驟三 

    8 4   步驟四 

     7 8  步驟五 

     7 0  步驟六 

      8  步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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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內容領域 代數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5-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

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4  0.25  0.41  

2* 0.40  0.36  0.43  

3 0.17  0.25  0.10  

4 0.09  0.13  0.06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0  鑑別度 0.0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 ab＝c，要求學生算出(b－2) a 和 b(a－2)

的差，評量學生利用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律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07，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40%，

顯示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律解

題的能力。 

2.有 3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律解題的能力，誤

認為甲數的被乘數比乙數的被乘數少 2，甲數的乘數比乙

數的乘數多 2，所以甲、乙兩數會一樣大，得到兩數差為

0 的答案。 

3.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5%)、有 9%的學生

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3%)，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

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律解題的能力，任選甲、乙數的

被乘數或乘數當成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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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a-02 

能在四則混合計

算中，運用數的

運算性質 

5-a-01  

能在具體情境

中，理解乘法對

加法的分配律，

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

運算的性質，做

整數四則混合計

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題目給定 99969997＝99930012，部分學生可能無法將

甲、乙兩個算式改記成和「99969997」有關的算式，利

用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律解題。如下所示：甲＝

9995×9996 ＝ (9997 － 2) 9996 ，乙＝ 9997×9994 ＝

9997(9996－2)。 

2.部分學生可能將甲、乙兩個算式改記成和「99969997」

有關的算式，無法進一步利用互消解題。如下所示：甲

＝9995×9996＝(9994＋1) 9996，乙＝9997×9994＝(9996

＋1) 9994，無法進一步將 99969994 互消解題。 

3.學生沒有數感，9995×9996 的個位數字為 0，9997×9994

的個位數字為 8，8－0＝8，10－8＝2，兩數差的個位數

字不是 8 就是 2，只有選項滿足。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有三種解題的方法： 

第一種：分別算出甲和乙的答案後，再求甲和以的差。 

99959996＝99910020 

99949997＝99910018 

99910020－99910018＝2 

第二種：透過已知條件，利用乘法對加法、減法分配律

解題。 

已知：99969997＝99930012 

99959996＝(9997－2)9996＝99979996－

29996 

9997×9994＝9997(9996－2)＝99979996－

99972 

99972－29996＝2 

第三種：透過將被乘數轉換成相同的數，利用乘法對加

法、減法分配律解題。 

99959996＝(9994＋1)9996＝99949996＋

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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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7×9994＝ (9996＋1)9994＝99969994＋

19994 

9996－9994＝2 

建議教師幫助使用方法一或方法三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

二來解題。 

2.以「豆漿一杯 20 元，奶茶一瓶 40 元，媽媽各買了 6 杯，

要付多少元？」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理解乘法對加

法的分配律。 

教學時應出現下面兩種解題的方法，如果學生只出現其

中一種解法，教師應提供另一種解法讓學生討論。 

方法一：分別計算 6 杯豆漿和 6 瓶奶茶的錢，再算合起

來是多少錢。 

20×6＝120，40×6＝240，120＋240＝360， 

並改用併式「20×6＋40×6＝360」來記錄。 

方法二：將 1 杯豆漿和 1 瓶奶茶看成 1 份，先算 1 份的

錢，再算 6 份的錢。 

20＋40＝60，60×6＝360， 

並改用併式「 (20＋40)×6＝360」來記錄。 

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有兩個層次： 

層次一：學生必須分別算出方法一的答案「20×6＋40×6

＝360」和方法二的答案「(20＋40)×6＝360」，

發現這兩種方法算出的答案相同，才可以記成

「20×6＋40×6＝(20＋40)×6」。 

層次二：學生知道它們是同一個問題的兩種合理算法，

不必算出答案，就能預期它們的答案一定相

同，可以記成「20×6＋40×6＝(20＋40)×6」 

教師應幫助層次一的學生提升至層次二。 

3.可以透過面積模型幫助學生記憶乘法對加法分配律的意

義，為國中利用長方形面積記憶乘法公式鋪路。 

有兩種計算下列兩個長方形面積和的方法： 

方法一：5×4＋3×4＝32 

方法二：(5＋3)×4＝32 

它們是同一個問題的兩種合理算法，不必算出答案，就能

預期它們的答案一定相同，可以記成「5×4＋3×4＝(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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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份學生無法利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來簡化「35×99＋

35」的計算，下面提供三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教師直接宣告將 35 改記成 35×1 

35×99 ＋ 35 ＝ 35×99 ＋ 35×1 ＝ 35×(99 ＋ 1) ＝

35×100＝3500 

部份教師習慣利用方法一來教學，學生不理解

為何要將 35 改記成 35×1，很快就會忘記。 

方法二：給定「一枝筆賣 35 元，甲先買 99 枝，再買 1

枝，共花多少元?」的情境，再提供三種解法，

幫助學生理解 35 是 35×1 的省略記法。 

 35×99＋35×1 

 35×99＋35 

 35×(99＋1) 

方法三：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是兩種算法答案一定相等

的關係，學生可能將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解讀成

運算。 

學生比較熟悉 35×(99＋1)  35×99＋35×1 的乘

法運算，比較不熟悉 35×99＋35×1＝35×(99＋1)

提公因數的運算。 

教師可以透過「35×(99＋1)＝35×99＋35×1＝

35×99＋35」，幫助學生理解 35 是 35×1 的省略

記法，必須將 35 改記成 35×1，才能利用乘法對

加法的分配律來解題。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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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7  0.23  0.11  

2 0.25  0.29  0.17  

3* 0.36  0.21  0.57  

4 0.21  0.25  0.14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6  鑑別度 0.3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時間量包含除情境的文字題，要求學生算出商及餘

數，評量學生利用時間的乘除計算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6，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36%，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時間的乘除計算解題的能

力。 

2.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3%)，25%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9%)，21%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

有 25%)，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時間的乘除計算解題

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利用時間的乘除計算解題的能

力，但解題時將被除數和除數的單位都換成分鐘，利用

除法算出答案後，再將分鐘為單位的答案換算成幾日幾

小時幾分鐘，因為計算過程繁雜，在計算過程中發生錯

誤。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n-13  

能解決複名數的

時間量的計算問

題。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

除計算問題。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

義及其常用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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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將被除數和除數的單位都換成分鐘，利用除法算出答案

後，再將分鐘為單位的答案換算成幾日幾小時幾分鐘，

因為計算過程繁雜，在計算過程中發生錯誤。 

2.學生沒有養成解包含除問題時先估商，商的數字比較小

時，採用先乘後減的方法來解題。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學習指標為 4-n-13 之後續學習概念，故學生應該已經

能解決複名數時間量的加、減計算及複名數時間量整數

倍的乘法計算(不進退位)。而此學習指標開始引入可進退

位時間量整數倍的乘法計算，以及等分除和包含除情境

時間量的除法計算。 

2.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將被除數 10 日和除數 4 日 10 小時 20 分鐘的單

位都換成分鐘，利用除法算出答案後，再將分

鐘為單位的答案換算成幾日幾小時幾分鐘，因

為計算過程繁雜，學生常在計算過程中發生錯

誤。 

方法二：透過估商，利用先乘後減的方式解題 

學生應該很容易估出最多只能完成 2 件作品，

接著則可以用先乘後減的方式算出答案： 

4 日 10 小時 20 分鐘×2＝8 日 20 小時 40 分鐘， 

10 日－8 日 20 小時 40 分鐘＝1 日 3 小時 20 分

鐘 

得到甲＝2，乙＝1，丙＝3，丁＝20 

建議教師幫助使用【方法一】解題的學生改用【方法二】來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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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的意義，並熟練其計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1  0.26  0.14  

2* 0.24  0.19  0.28  

3 0.35  0.33  0.42  

4 0.18  0.20  0.14  

未作答 0.02    

通過率 0.24  鑑別度 0.0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分數乘法文字題和兩個解讀乘法算式意義的說

法，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說法，評量學生是否理解分數乘

法算式的意義。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09，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24%，

顯示超過二成的學生已理解分數乘法算式的意義。 

2.有 3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33%)，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解分數乘法算式的意義，不知道題目描述「一瓶水

有
 5 

 8 
公升」時，1 公升已經進行一次八等分割的活動，

而題目描述「
 3 

 4 
瓶水有多少公升」時，1 瓶水進行一次

四等分割的活動，而 1 公升又進行一次四等分割的活動，

因此 1 公升的水進行了二次等分割的活動，被等分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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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份，其中的 1 分是
 1 

 32 
公升。這些學生不知道分母

乘分母是將 1 公升分割成 84 份，誤以為分母乘分母是

將 1 瓶分割成 84 份，但是知道分子乘分子是計算多少

個
 1 

 32 
公升。 

3.有 21%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6%)、有 18%的學生

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分數乘

法算式的意義，不知道分母乘分母是將 1 公升分割成

84 份，誤以為分母乘分母是將 1 瓶分割成 84 份，或

不知道分子乘分子是計算多少個
 1 

 32 
公升，誤以為分子

乘分子是計算多少個
 1 

 32 
瓶。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09 

能理解除數為整

數的分數除法的

意義，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

的意義，並熟練

其計算，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

的意義及熟練其

計算，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透過口訣進行分數乘法的解題活動，雖能正確

算出答案卻不理解「分母分母，分子分母」所代表的

意義。 

2.學生可能不理解分數乘法算式的意義，不知道題目描述

「一瓶水有
 5 

 8 
公升」時，1 公升已經進行一次八等分割

的活動，而題目描述「
 3 

 4 
瓶水有多少公升」時，1 瓶水

進行一次四等分割的活動，而 1 公升又進行一次四等分

割的活動，因此 1 公升的水進行了二次等分割的活動，

被等分割成 84 份，其中的 1 分是
 1 

 32 
公升。這些學生

不知道分母乘分母是將 1 公升分割成 84 份，誤以為分

母乘分母是將 1 瓶分割成 84 份，但是知道分子乘分子

是計算多少個
 1 

 32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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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下面以「一瓶水有
 4 

 7 
公升，

 3 

 5 
瓶水有多少公升？」為

例，說明為什麼可以透過「分子乘以分子，分母乘以分

母」的方式算出答案。 

步驟一：題目問「水有多少公升？」，先畫一個長方形表

示 1 公升，接著畫出
 4 

 7 
公升表示 1 瓶水，如下

圖： 

 

步驟二：以 1 瓶水（
 4 

 7 
公升）為單位，平分成 5 份，再

取出其中的 3 份，並在這 3 份畫上斜線，斜線

部份就是
 3 

 5 
瓶水，如下圖： 

 

步驟三：「和 1 公升（原來的長方形）比比看，1 公升被

分割成幾小份？」，可以用算式「7×5＝35」算

出 1公升被分割成 35小份，其中的 1小份是
 1 

 35 

公升。再算算看，斜線部份有幾小份，用算式

「4×3＝12」算出有 12 小份，這 12 小份合起來

是
 12 

 35 
公升。如下圖： 

 

步驟四：看著算式「
 4 

 7 
×

 3 

 5 
＝

 4×3 

 7×5 
」說說看： 

「分母乘以分母(7×5)」是否記錄了將 1 公升(原

來的長方形)先平分成 7 份、每 1 份再平分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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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份？也就是將 1 公升平分成 35(7×5)小份，而

其中的 1 小份是
 1 

 7×5 
公升。」 

「分子乘以分子(3×4)」是否記錄了有 12 個

 1 

 7×5 
公升？也就是 12 個

 1 

 35 
公升。」 

2.以「一桶果汁
 5 

6
公升，

 3 

 4 
桶有多少公升？」為例，學生

利用「
 5 

6


 3 

 4 
」解題時，不宜要求學生將被乘數的分母 6

和乘數的分子 3 直接約分，因為
 5 

6
和

 3 

 4 
兩個數字的單位

不一樣。 

當學生算出「
 5 

6


 3 

 4 
＝

 53 

 64 
」之後，

 53 

 64 
是一個數字，

因為分母的 6 和分子的 3 有公因數 3，所以可以將(6×4)和

(5×3)同時除以 3，得到 

 

教師也可以比對先約分和算出積後再約分的算式，幫助學

生認識最後的結果都一樣，因此可以先約分後算出答案。 

 

  

 5 

6


 3 

 4 
＝

 53 

 64 
＝

 51 

 24 
＝

 5 

 8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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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5-s-04 能認識線對稱與簡單平面圖形的線對稱性質。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9  0.14  0.06  

2 0.19  0.25  0.13  

3* 0.32  0.19  0.50  

4 0.38  0.41  0.30  

未作答 0.02    

通過率 0.32  鑑別度 0.3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正方形和平行四邊形的圖像，要求學生選出兩

圖形正確的對稱軸個數，評量學生找出簡單平面圖形對

稱軸個數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1，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32%，

顯示超過三成的學生已具備找出簡單平面圖形對稱軸個

數的能力。 

2.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

認為只有水平或鉛垂方向的直線才可能是對稱軸，因此

給定的正方形只有兩條對稱軸，這些學生可能知道給定

的平行四邊形沒有對稱軸。 

3.有 19%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

認為和邊平行的直線才可能是對稱軸，因此給定的正方

形只有兩條對稱軸，這些學生可能認為和平行四邊形兩

邊平行的直線也是平行四邊形的對稱軸，所以給定的平

行四邊形也有 2 條對稱軸。 

4.有 38%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41%)，這些學生知道

正方形有 4 條對稱軸，但誤認為和平行四邊形兩邊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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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線也是對稱軸，因此給定的平行四邊形有 2 條對稱

軸。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s-03 

能認識平面圖形

全等的意義。 

5-s-04  

能認識線對稱與簡

單平面圖形的線對

稱性質。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

放大、縮小對長

度、角度與面積的

影響，並認識比例

尺。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因為平行四邊形兩雙對邊互相平行，部份學生誤認為平

行四邊形也是線對稱圖形(如下圖)。 

 

2.部份學生誤認為只有水平或鉛垂方向的直線才可能是對

稱軸，因此給定的正方形只有兩條對稱軸，給定的平行

四邊形沒有對稱軸。 

3.學生沒有實際操作，透過對褶檢查圖形是否為對稱軸的

解題經驗。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因為平行四邊形兩雙對邊互相平行，部份學生誤認為平

行四邊形也是線對稱圖形(如下圖)。 

教師應提供學生對摺平行四邊形判斷是否可能重合的解

題經驗，幫助學生認識 L 不是平行四邊形的對稱軸，所

以平行四邊形不是線對稱圖形。 

 

2.部份學生在尋找線對稱圖形有幾條對稱軸時，常遺漏一

些對稱軸，下面提出一種幫助學生能找出所有對稱軸的

方法。 

教師可以先拿出一些已畫出所有對稱軸的線對稱圖形，

例如下圖中的七個線對稱圖形，要求學生將這些圖形，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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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對稱軸和對稱圖形交點間的關係進行分類，幫助學生

將對稱圖形的對稱軸分成下列三類。 

第一類：對稱軸通過對稱圖形的兩個頂點。 

例如：菱形、正方形、六邊形 

第二類：對稱軸通過對稱圖形的一個頂點和一邊的中點。 

例如：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正五邊形 

第三類：對稱軸通過對稱圖形兩邊的中點。 

例如：正方形、長方形、六邊形 

當學生理解對稱軸和對稱圖形間只有這三類關係後，只

要依這三類關係分別找出對稱軸，就不會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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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題號 1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s-04 能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線與面的垂直，並描述正方體

與長方體中面與面、線與面的關係。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4  0.09  0.00  

2* 0.92  0.80  0.99  

3 0.03  0.07  0.01  

4 0.02  0.04  0.0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92  鑑別度 0.1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長方體的透視圖和一個面，要求學生選出沒有和

該面垂直的邊，評量學生正確描述長方體中線與面垂直關

係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18，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92%，

顯示超過九成學生已經認識長方體中線與面的垂直關係。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9%)，3%的學生選擇選

項 3(低分組有 7%)，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4%)，

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正確描述長方體中線與面垂直關係

的能力；也可能誤解題意，選擇符合線與面垂直關係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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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

角、垂直與平行

的意義。 

6-s-04  

能認識面與面的

平行與垂直，線

與面的垂直，並

描述正方體與長

方體中面與面、

線與面的關係。 

9-s-13 

能認識線與平

面、平面與平面

的垂直關係與平

行關係。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因為學生較能掌握面與面的平行或垂直關係，較不容易

掌握面與線的垂直關係，因此 108 課綱將面與線垂直關係

的教才移至國中。 

2.學生可能混淆線與線的垂直關係和面與面的垂直關係。 

3.學生可能不理解透視圖所代表的意義。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建議教師多舉一些日常生活中面與面互相垂直的例子，

例如天花板和地板、桌面的隔板等；以及面與面互相平行

的例子，例如牆壁和地板、桌面和側面板等，幫助學生認

識面和面的垂直及平行的現象。 

2.面會向四面八方無限的延伸，而長方體的面是封閉的多

邊形區域。在檢驗長方體底面和側面是否互相垂直時，常

將長方體底面平放在桌面上來檢驗，當底面在桌面上時，

無法檢驗底面和側面是否互相垂直，只能檢驗桌面和側面

是否互相垂直，許多學生無法掌握長方體的底面與桌面之

間的包含關係，不知道長方體的側面和桌面互相垂直時，

長方體的側面也和底面互相垂直。 

建議教師製作上底和下底是空的，而側面都存在的長方體

燈籠骨架模型，將下底平放在桌面上，幫助學生察覺：燈

籠骨架模型的底面都在桌面上，底面和桌面都是同一個平

面，底面和桌面重合。 

3.針對本題建議教學步驟如下： 

步驟一：建議教師先製作上底和下底是空的，而側面都存

在的長方體燈籠骨架模型，將下底平放在桌面

上，幫助學生察覺：燈籠骨架模型的底面都在桌

面上，底面和桌面都是同一個平面，底面和桌面

重合；燈籠骨架模型側面的邊和桌面互相垂直

時，側面的邊和底面也會互相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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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接著透過上底是空的長方體，從外部和內部觀察

線與面的垂直關係。 

步驟三：承(步驟二)依序就三組不同的面分別進行探討，

幫助學生察覺每個長方體的面分別有4條邊與其

垂直。 

步驟四：最後，除了實物之外，建議教師還要再幫學生建

立立體透視圖與實體長方體之間的連結，以利學

生能透過平面的立體透視圖來理解長方體中線

與面的垂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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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8  0.00  

2 0.04  0.08  0.01  

3* 0.81  0.60  0.98  

4 0.07  0.14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1  鑑別度 0.3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公因數情境的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不是公因數的

答案，評量學生利用求兩數公因數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8，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81%，

顯示超過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求兩數公因數解題的能

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8%)、7%的學生選擇

選項 4(低分組有 14%)、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8%)，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求兩數公因數解題的能

力；也可能誤解題意，誤選是兩數公因數的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04 

能理解因數和倍數。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因

數、公倍數、最大公

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

的最大公因數、最小

公倍數。 

7-n-02 

能理解因數、質因

數、倍數、公因數、

公倍數及互質的概

念，並熟練質因數分

解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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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面對情境問題時，無法判斷該利用公因數或利用公

倍數的關係來解題。 

2.學生沒有透過判斷選項的答案是否合理的策略解題的習

慣。 

3.學生可能誤解題意，忽略了本題是要求何者「不可能」，

選出可能是一枝原子筆售價的答案。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學生面對利用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性質解題的文字

題時，常不知道該用哪一種性質來解題。教師不宜要求學

生記憶題型，看到題目就直接作答，應幫助學生養成利用

嘗試錯誤解題的能力。 

例如解「長方形紙長 96 公分，寬 54 公分，哥哥要裁成一

樣的正方形，此正方形最大的邊長是幾公分？」時，先假

設正方形的邊長是 1 公分，發現滿足題意，再假設正方形

的邊長是 2 公分，發現也滿足題意，就知道必須利用最大

公因數的性質來解題。 

例如解「弟弟想用長 4 公分、寬 6 公分的長方形色紙，排

成正方形，最少需要幾張色紙？」時，先假設正方形的邊

長都是 1 公分，發現不滿足題意，再假設正方形的邊長都

是 24 公分，發現滿足題意，就知道必須利用最小公倍數

的性質來解題。 

2.教師也可以提醒學生，1 是兩數的最小公因數，如果 1 滿

足題意，就是求公因數的問題，如果 1 不滿足題意，就是

求公倍數的問題。 

3.以「找出 18 和 24 的最大公因數」為例，說明如何利用

質因數分解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 

步驟一：先將 18 及 24 進行質因數分解：18＝2×3×3；24

＝2×2×2×3 

步驟二：教師提供 18 和 24 的所有因數(以質因數分解算

式呈現)。 

18 的因數：1、2、3、2×3、3×3、2×3×3 

24 的因數：1、2、3、2×2、2×3、2×2×2、2×2×3、

2×22×3 

步驟三：幫助學生找出公因數 1、2、3、23，以及最大

公因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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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要求學生觀察最大公因數 23，和 18 及 24 質因

數分解的算式：  

幫助學生理解最大公因數 23 是 18 和 24 共同

質因數的 

乘積。 

步驟五：給定 18 及 24 質因數分解的算式，要求學生直接

找出 18 及 24 的最大公因數。 

4.以「找出 18 和 24 的最大公因數」為例，說明如何利用

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 

步驟一：複習質因數分解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18 和

24 的最大公因數 23 是共同質因數的乘積。 

步驟二：  

2 是 18 和 24 共同的質因數，提出質因數 2， 

得到 18＝2×9，24＝2×12。 

步驟三：   

3 也是 18 和 24 共同的質因數，提出質因數 3， 

得到 18＝(2×3)×3，24＝(2×3)×4。 

步驟四：3 和 4 互質，沒有共同的質因數。 

步驟五：共同質因數的乘積是 2×3，2×3 是 18 和 24 的最

大公因數。 

5.教師亦應幫助學生理解公因數是最大公因數的因數，公倍數

是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利用短除法解題時，只能求出最大公因數，無法求出所有的

公因數。 

利用短除法解題時，只能求出最小公倍數，無法求出其它的

公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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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n-11 能理解常用導出量單位的記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3  0.06  0.00  

2 0.03  0.06  0.01  

3 0.05  0.12  0.01  

4* 0.89  0.76  0.98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9  鑑別度 0.2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先說明速率導出量單位記法的意義，再給定印有導出

量單位的標籤，要求學生選出正確描述標籤意義的敘述，

評量學生是否理解導出量單位記法的意義。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2，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89%，

顯示近九成的學生已理解導出量單位記法的意義。 

2.有 3%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6%)，3%的學生選擇選

項 2(低分組有 6%)，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導出量單位記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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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在

生活中的應用 (含

「 百 分 率 」、

「折」)。 

6-n-11  

能理解常用導出量

單位的記法，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

及其常用單位。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低分組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2，高分組有 1%的學生選擇選項 2，這些學生可能習慣於日常

生活中單一單位的標示，也認為標籤上所標示的即是最後的總

重或是總金額而非兩量之間關係的描述。 

2.低分組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3，高分組有 1%的學生選擇選項

3，這些學生則是習慣於兩量的描述僅止於每 1 單位量的表述方

式，所以認為 90 元/100g 是每 1 公克 90 元，整盒重 100g。 

3.本題的通過率是 88%(高分組有 98%，低分組有 70%)，顯示多

數學生理解生活中常用導出單位記法的意義，建議教師在進行

不同單位比或比值的教學(例如交換問題或密度問題)時，應幫

助學生使用導出單位的記法來記錄。 

例如：3 個蘋果賣 50 元可以記成 50 元/3 個 

      5 公尺長的鐵絲重 17 公斤可以記成 17 公斤/5 公尺或 

      5 公尺/17 公斤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不同單位比的問題包含交換問題和密度問題： 

交換問題 60 元可以買 3 個水蜜桃，幾元可以買 1 個水蜜桃？ 

教師可以幫助學生將 60 元可以買 3 個水蜜桃記成 60 元/3 個 

將 20 元可以買 1 個水蜜桃記成 20 元/個 

密度問題10公尺長的鐵絲重5公斤，1公尺長的鐵絲重幾公斤？ 

                                    1 公斤重的鐵絲長幾公尺？ 

教師可幫助學生將 10 公尺長的鐵絲重 5 公斤記成 10 公尺/5 公斤 

將 5 公斤重的鐵絲長 10 公尺記成 5 公斤/10 公尺 

將 1 公尺長的鐵絲重 0.5 公斤記成 0.5 公斤/公尺， 

將 1 公斤重的鐵絲長 2 公尺記成。 

2.回到原問題，幫助學生理解 90 元/100g 代表的是每 100 公克賣

90 元，也可以說 200 公克賣 180 元…等。 

3.建議教師可以連結速率的記法，幫助學生更進一步理解導出單

位是一種比值，也是兩量之間關係的一種描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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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除法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7  0.15  0.02  

2* 0.83  0.66  0.96  

3 0.06  0.11  0.02  

4 0.04  0.08  0.0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83  鑑別度 0.3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三種不同公升容量的價格，要求學生選出每公升最低

的售價，評量學生利用小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0，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83%，顯示

超過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小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 

2.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5%)、6%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11%)、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8%)，這些學

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小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在

計算時發生錯誤。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12 

能用直式處理整數

除以整數，商為三位

小數的計算。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

除法的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6-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決小數的兩步驟問

題，並能併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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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學生可能不理解「哪一個廠牌每公升的售價最便宜？」的

意義。 

教師應先問「哪一個廠牌 1 公升的售價最便宜？」，再問

「哪一個廠牌每公升的售價最便宜？」 

前者是特例的問法，後者是集合的問法，學生不易理解集

合的問法。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小數除以小數的除法，是透過將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單

位的策略解題，但難度較高，建議先從整數換單位的除法

解題策略切入，待學童熟練後再解決小數除以小數的除法

問題。 

2.以整數情境為例，說明「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單位」解

題策略的意義。 

(1)14 張 1000 元鈔票，每人分 3 張 1000 元鈔票，最多可

以分給幾人，剩下幾張 1000 元鈔票?也就是剩下多少

元？」。 

教師幫助學生透過 14(張)÷3(張)＝4(人)…2(張)，得到最

多可以分給 4 個人，剩下 2 張 1000 元鈔票，也就是剩

下 2000 元的答案。 

(2)「14000 元，每人分 3000 元，最多可以分給幾人，剩

下幾元？」。 

教師幫助學生將被除數 14000 元及除數 3000 元，同時

以 1000 元為單位來換單位，14000 元換成 14 張千元鈔

票，3000 元換成 3 張千元鈔票，再透過 14(張)÷3(張)

＝4(人)…2(張) 

得到最多可以分給 4 個人，剩下 2 張 1000 元鈔票，也

就是剩下 2000 元的答案。 

3.以小數除以小數，商數是整數且有餘數的包含除問題

「36.2 公升果汁，1.4 公升裝一瓶，最多裝滿幾瓶，剩下

多少公升？」為例，說明如何透過「被除數和除數同時以

0.1 公升換單位」的策略幫助學生解題。 

教師幫助學生將被除數 36.2 公升及除數 1.4 公升，同時以

0.1 公升為單位來換單位，36.2 公升轉換成 362 個 0.1 公

升，1.4 公升換成 14 個 0.1 公升，再透過 362÷14＝25…12，

得到最多可以裝滿 25 瓶，剩下 12 個 0.1 公升，也就是剩

下 1.2 公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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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生無法掌握以 0.1 公升為單位的意義，教師可以透

過命名 0.1 公升為 1 罐的方式，將被除數 36.2 公升及除數

1.4 公升，轉換成 362 罐和 14 罐，再透過 362÷14＝

25…12，得到最多可以裝滿 25 瓶，剩下 12 罐，也就是剩

下 1.2 公升的答案。 

4.當商數較小時，例如商數是一位數字時，教師也可以幫

助學生利用先乘後減的策略解題。 

例如：41.57 公升果汁，11.4 公升裝一瓶，最多裝滿幾瓶，

剩下多少公升？ 

利用先乘後減「11.4×3＝34.2，41.57－34.2＝7.37，答：

最多裝滿 3 瓶，剩下 7.37 公升」來解題，不但學生較易

理解其意義，而且也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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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4  0.22  0.04  

2 0.10  0.17  0.03  

3 0.12  0.23  0.03  

4* 0.65  0.38  0.90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5  鑑別度 0.5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用短除法求兩數最大公因數，其中含有未知數符

號的計算過程，要求學生選出互質的兩個數，評量學生是

否理解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及兩數互質的意義。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2，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5%，

顯示六成五的學生已理解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及

兩數互質的意義。 

2.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解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的意義；也可能混淆兩

數最大公因數和兩數互質的意義。 

3.有 10%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7%)，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解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和兩數互質的意義；也

可能不知道 C 是 15 的因數，誤認為 C 和 15 互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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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

不理解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和兩數互質的意義；也

可能誤認為 42 和 B 提出公因數 A 後，得到的兩數 D 和

15 一定互質。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因

數、公倍數、最大

公因數與最小公倍

數。 

6-n-01 

能認識質數、合

數，並用短除法做

質因數的分解。(質

數＜20，質因數＜

20，被分解數＜

100)。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

的最大公因數、最

小公倍數。 

N-7-2  

質因數分解的標準

分解式：質因數分

解的標準分解式，

並能用於求因數及

倍數的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只是程序性的利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但

是不知道短除法運算的意義。不知道利用短除法求兩數最

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時，兩數互質，也就是兩數沒有共

同的質因數，是判斷短除法運算停止的條件。 

2.學生混淆兩數最大公因數和兩數互質的意義。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建議教師以已知的兩數進行質因數分解求兩數最大公因

數，以及短除法求最大公因數，再連結短除法的各個步驟

與質因數分解求最大公因數的意義，以幫助學生探討並釐

清短除法各步驟所代表的意涵。 

2.學生必須先知道「最大公因數是這兩數共同質因數的乘

積；最小公倍數是這兩數質因數分解算式的乘積，但共同

質因數只乘一次」，以及理解「兩數互質」的意義，才能

開始學習利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及最小公倍數。 

3.建議教師先幫助學生從 36=2×2×3×3 和 48=2×2×2×2×3 兩

數的質因數分解中，找出最大公因數，再連結短除法的格

式，幫助學生發現短除法計算過程中提出共同質因數的意

義，並發現兩數互質時，最大公因數「2×2×3」就是共同

質因數的乘積。提醒教師要幫助學生發現「兩數互質」是

判斷短除法運算結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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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6  48   2 是共同的質因數 

2  18  24   2 是共同的質因數 

3  9  12   3 是共同的質因數 

3   4   (3，4)＝1，互質表示沒有其它共同的

質因數 

  (36，48)＝2×2×3(共同質因數的乘積) 

回到原題目，幫助學生連結含未知數的短除法計算過程，

發現運算的最後結果是要進行到兩數已經沒有共同質因

數可以提出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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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5  0.11  0.00  

2 0.09  0.18  0.01  

3 0.07  0.17  0.00  

4* 0.79  0.53  0.98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79  鑑別度 0.4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提供描述鹽滷加入豆漿製作豆花的文字描述，要求學

生選出能正確製作出軟硬度剛好豆花的敘述，評量學生利

用比或比值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5，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79%，

顯示近八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比或比值解題的能力。 

2.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8%)、7%的學生選擇

選項 3(低分組有 17%)、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比或比值解題的能力；

也可能不理解題意；也可能因為題目太長，不願意閱讀而

隨意猜測。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

活上的應用（含「百

分率」、「折」）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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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最簡單整數比是集合的概念，學生將最簡單整數比解讀為

特例。 

集合的意義：「豆漿：鹽滷=100:1」是最簡單整數比，指

的是豆漿 100 份時，鹽滷有 1 份，其中的 1

份可以是任意的量。 

特例的意義：「豆漿：鹽滷=100:1」是特例，指的是豆漿

有 100 毫升，鹽滷有 1 毫升。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以「3 枝鉛筆賣 5 元，9 枝鉛筆賣幾元？」為例，提出四

種解題策略，教師可以提供學生這四種解題策略的經驗，

但不宜限制學生使用某種解題策略來解題。 

(1)單價法：先利用除法「5÷3＝
 5 

 3 
」算出 1 枝鉛筆的單

價是
 5 

 3 
元，再利用乘法「

 5 

 3 
×9＝

 45 

 3 
＝15」

算出 9 枝鉛筆賣 15 元的答案。 

(2)倍數法：先用除法「9÷3＝3」算出 9 枝鉛筆是 3 枝鉛

筆的 3 倍，再用乘法「5×3＝15」算出 5 元的

3 倍是 15 元，也就是 9 枝鉛筆賣 15 元的答案。 

(3)比的加法： 

3 枝： 5 元 

3 枝： 5 元 

3 枝： 5 元 

合起來： 9 枝：15 元  

(4)關係式：教師也可以先用比的算式「3：5＝9：□」記

錄問題，再將比的算式由左右併置的記法，改

記成上下併置的關係式記法，關係式的記法較

容易說明單價法或倍數法解題的意義。 

單價法：(5÷3)＝
 5 

 3 
，

 5 

 3 
×9＝15 

 

 

3 枝 5 元 

1 枝 ？元 

9 枝 元 

÷3 
÷3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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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數法： 3×3＝9(或 9÷3＝3)，5×3＝15 

 

(5)外項乘以外項等於內項乘以內項(內項乘以內項等於外

項乘以外項) 

先用算式「3：5＝9：y」記錄問題，透過『外項乘以

外項會等於內項乘以內項』得到算式『3×y＝5×9』後，

再利用乘除互逆「3×y＝45，則 y＝45÷3＝15」或等量

公理「3×y＝45，y＝45÷3＝15』算出 9 枝鉛筆賣 15 元

的答案。 

2.以「3：5＝：15」為例，說明為什麼外項乘以外項會

等於內項乘以內項。 

3：5＝：15 

（3×15）：（5×15）＝（×5）：（15×5） 

（3×15）＝（×5） 

看著原問題「3：5＝：15」和結果「3×15＝×5」， 

幫助學生發現「3×15」是「3：5＝：15」兩外項的

乘積，「×5」是「3：5＝：15」兩內項的乘積，可

以透過「外項乘以外項會等於內項乘以內項」的關係，

由「3：5＝：15」直接得到（3×15）＝（×5）。 

 

  

3 枝 5 元 

9 枝 元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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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n-1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積。（同 6-s-05）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8  0.13  0.04  

2 0.11  0.12  0.12  

3 0.16  0.22  0.10  

4* 0.64  0.52  0.74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4  鑑別度 0.2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底面積和體積都相等的三種柱體，要求學生選出

柱高最長的柱體，評量學生利用柱體體積公式「柱體的體

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積」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1，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64%，

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

面積與高的乘積」公式解題的能力。 

2.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3%)，11%的學生選擇

選項 2(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簡單

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積」公式解題的能力；也

可能認為求四角柱底面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是「底×高」，

而求三角柱底面三角形的面積公式是「底×高÷2」，所以

選擇四角柱或三角柱的柱高最長。 

3.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積」公

式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受平面圖形中相同周長下圓形面積

最大的概念影響，認為圓柱的柱高會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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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s-06 

能認識球、直圓

柱、直圓錐、直

角柱與正角錐 

6-s-05  

能理解簡單直柱

體的體積為底面

積與高的乘積。

(同 6-n-15) 

S-9-13 

表面積與體積：

直角柱、直圓

錐、正角錐的展

開圖；直角柱、

直圓錐、正角錐

的表面積；直角

柱的體積。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本題是集合的情境，以題目中的四角柱為例，四角柱可

以是長方體、平行四邊形柱或梯形柱，國小學生不易掌握

所有四角柱意義。 

2.教師必須提供很多特例的情境，學生發現所有的特例都

成立時，才可能理解所有的圖形，也就是集合也都成立。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建議教師由長方體體積公式「(長×寬)×高」，說明四角柱

體積公式「底面積×高」，並推廣至簡單直柱體體積公式

「底面積×高」。 

2.再透過類比引入圓面積公式的方法，引導出切割直圓柱

體的步驟，也就是將直圓柱切成兩個半圓柱，再將兩個半

圓柱都切成很多個全等的扇形柱，將這兩個切成扇形柱的

半圓柱上下交錯疊合起來，會變成一個接近直四角柱的立

體(如下圖)，直四角柱的體積是「底面積×高」，所以直圓

柱的體積也是「底面積×高」。 

 

3.給定底面積相同數據，柱高相同數據的三角柱、四角柱

和圓柱，幫助學生發現體積相同。舉兩三個例子之後再隱

藏數據，幫助學生抽象理解底面積、柱高相同的直圓柱，

其體積均相同的集合概念。接著再變化關係，幫助學生發

現底面積、柱高、體積之間的關係，如原題底面積、體積

相同的三角柱、四角柱和直圓柱，其柱高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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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8 

內容領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數的兩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4  0.09  0.01  

2* 0.64  0.37  0.90  

3 0.15  0.29  0.02  

4 0.17  0.24  0.07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4  鑑別度 0.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小數乘除兩步驟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能正確算出答案的

算式，評量學生小數乘除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53，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64%，顯示

超過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小數乘除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2.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9%)，17%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

分組有 24%)、1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9%)，這些學生

可能不具備小數乘除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也可能無法掌握小

數情境乘除互逆的關係，在列式時出現錯誤；也可能不理解或誤

解題意。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目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

式的記法與計算。 

6-n-08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

數的兩步驟問題，並能

併式計算。 

7-n-06 

能理解負數的特性並熟

練數(含小數、分數)的

四則混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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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三角形的面積公式是底×高÷2，因此學生較容易列出算式 3.6×高

÷2＝38.64，如果學生無法掌握分數情境乘除互逆的關係，或不

具備先列式再利用等量公理解題的能力，就無法成功的解題。 

2.如果學生無法列出 3.6×高÷2＝38.64 的算式，只能在問題情境中

利用乘除互逆的關係來解題，利用乘除互逆才能解題的乘除兩步

驟問題，對低分組學生而言相當的困難。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二步驟問題的教學包含三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能夠解決問題，

並用二個算式記錄解題過程；第二個重點是能夠用併式記錄解題

過程；第三個重點是能夠列式，並用逐次減項的記法記錄解題過

程。 

2.以小數兩步驟問題「媽媽買了 1.5 公升的果汁 6 瓶，全部分裝到

0.5 公升的杯子裡，相當於裝滿幾杯？」為例，如果學生無法解

題，建議教師先將原問題修改為整數情境的問題，例如修改為「媽

媽買了 15 公升的果汁 6 瓶，全部分裝到 5 公升的瓶子裡，相當

於裝滿幾瓶？」待學生解題成功後，再回到原小數情境的問題，

希望學生能類比整數情境的問題來解決相同情境小數的問題。 

3.下面以「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賣 5 元，兩人合起來

可以買幾枝？」為例，說明整數兩步驟問題的教學流程。 

教師可以仿下面的教學流程，進行小數兩步驟問題的教學。 

(1)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40，40÷5＝8，答：可以買 8 枝 

(2)將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的記法 

將「15＋25＝40，40÷5＝8」改記成「(15＋25)÷5＝8」 

(3)用併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5＝8，答：可以買 8 枝 

(4)用算式填充題來列式 

(15＋25)÷5＝(  ) 

(5)先列式，再用逐次減項記錄解題活動 

(15＋25)÷5＝(  ) 

(15＋25)÷5 

＝40÷5 

＝8         答：可以買 8 枝 

4.以逐次減項的記法「5×(12＋8)－10＝5×20－10＝100－10＝99」

為例，它是以下解題過程的摘要記法： 

5×(12＋8)－10＝5×20－10，5×20－10＝100－10，100－10＝90 

因為等號滿足遞移性(A＝B，B＝C，C＝D，所以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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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5×(12＋8)－10＝90 

逐次減項記法中除了把重複出現的算式「5×20－10」和「100－

10」只記一次之外，還把解題過程最重要的部份「因為等號滿足

遞移性，所以 5×(12＋8)－10＝90」也省略了。 

教師可以透過詢問為什麼「5×(12＋8)－10」的答案是 90，檢查

學生是否掌握利用等號遞移性記錄的意義。 

5.以「1 個塑膠矮凳重 1.5 公斤，1 個塑膠桌子重 2.7 公斤，學校各

買了 5 個矮凳和桌子，共重多少公斤？」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

生解題。 

步驟一：透過分段布題，幫助學生解題 

先布「1 個塑膠矮凳重 1.5 公斤，1 個塑膠桌子重 2.7 公

斤，學校各買了 1 個矮凳和桌子，共重多少公斤？」，

要求學生用算式 1.5+2.7＝4.2 把做法記下來。 

步驟二：再布「學校各買了 5 個矮凳和桌子，共重多少公斤？」

要求學生用算式 4.2×5＝21 把做法記下來。 

步驟三：回到原問題，要求學生先用兩個算式把作法記下來，再

改用併式(1.5+2.7) ×5＝21 記錄。 

步驟四：要求學生用一個併式(1.5+2.7)×5＝21 把做法記下來。 

步驟五：要求學生先列式(1.5+2.7) ×5＝(  )，再用逐次減項的記

法記錄解題活動。 

(1.5+2.7) ×5 

＝4.2×5 

＝21 

6.本題為「已知三角形面積和其中一底，求高是多少」的乘除互逆情

境題，學童需先依照題意(面積公式)列出算式填充題，再以乘除互

逆的關係從而列出解題的二步驟列式。建議教師在教學時，指導學

童先依題意列出算式填充題後再解題，比較能看出乘除互逆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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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n-01 能認識質數、合數，並用短除法做質因數的分解（質數＜20，

質因數＜20，被分解數＜100）。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6  0.23  0.08  

2 0.14  0.23  0.06  

3* 0.50  0.26  0.76  

4 0.19  0.28  0.09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50  鑑別度 0.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某數含有未知數符號的質因數分解連乘積，要求

選出不可能是該數的選項，評量學生利用質因數分解解題

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0，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50%，

顯示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質因數分解解題的能力。 

2.有 1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3%)，14%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有 19%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

組有 28%)，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質因數分解解題的

能力；也可能誤解題意，選出可能是該數的答案；也可能

誤解或不理解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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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

因數、公倍數、

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6-n-01  

能認識質數、合

數，並用短除法

做質因數的分解

(質數＜20，質因

數＜20，被分解

數＜100)。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

數的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

數。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低分組有 23%的學生選擇選項 1，高分組有 8%的學生選擇選

項 1；低分組有 23%的學生選擇選項 2，高分組有 6%的學生

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8%的學生選擇選項 3，高分組有 9%

的學生選擇選項 3，  

2.學生沒有將選項的數字質因數分解，判斷是否滿足題意的解題

習慣；也可能是將每個選項進行分解，無法善用共同質因數

2 2 3 來幫助分解，因此，特別是 84，因為有 7 這個質因數，

增添了分解上的困難，故答對率又更低。 

3.學生不理解質因數分解算式的限制，不知道 a 必須是質數。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可以透過分類的活動，將正整數區分成因數只有 1 個、因

數只有 2 個、以及因數有 3 個或比 3 個多的數等三類，幫助學

生區分 1、質數與合數。 

例如列出 1〜12 各數的所有因數，幫助學生認識： 

因數只有 1 個的數：1 

因數只有 2 個的數：2、3、5、7、11 

因數有 3 個或比 3 個多的數：4、6、8、9、10、12 

(1)2 的因數是 1 和 2；3 的因數是 1 和 3；5 的因數是 1 和 5，….。 

因數只有 2 個的數，它們的因數都是 1 和本身，數學上稱這

些數為質數。 

也可以說，除了 1 和自己之外，沒有其它因數的整數稱為質數。 

(2)4 的因數除了 1 和 4 之外還有 2；6 的因數除了 1 和 6 之外還

有 2 和 3； 

8 的因數除了 1 和 8 之外還有 2 和 4，….。 

因數有 3 個或比 3 個多的數，它們的因數除了 1 和本身以外，

還有其他的數，數學上稱這些數為合數。 

(3)1 的因數只有 1 個，所以 1 不是質數也不是合數。 

2.教師可以透過「把 24 分解成幾個大於 1 整數相乘的算式」，

依下列步驟，將 24 質因數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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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透過樹狀圖，將 24 分解成 8 和 3 的乘積，並記成 24

＝83。 

 

步驟二：3 不可以分解成 2 個大於 1 整數相乘的算式。 

此時，教師可以說明，不能分解成 2 個大於 1 整數相

乘的數，它們的因數只有 1 和自己，所以不能分解成 2

個大於 1 整數相乘的數是質數。 

步驟三：透過樹狀圖，將 8 分解成 4 和 2 的乘積，並記成 24＝

83＝423 

 

步驟四：2 不可以分解成 2 個大於 1 整數相乘的算式。 

步驟五：透過樹狀圖將 4 分解成 2 和 2 乘積，並記成 

24＝83＝423＝2223。 

 

步驟六：稱把 24 分解成 24＝2223 的過程為質因數分解。 

2 和 3 都是質數，2 和 3 也是 24 的因數，稱 2 和 3 是

24 的質因數。 

3.學生有透過樹狀圖，將給定數分解成質因數乘積的經驗後，教

師可以幫助學生利用短除法，逐一的提出質因數，幫助學生較

有效率的進行質因數分解。 

以「將 24 質因數分解」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先提出質因數 2，將 24 記成 24＝212， 

步驟二：再提出質因數 2，將 24 記成 24＝226， 

步驟三：再提出質因數 2，將 24 記成 24＝2223， 

步驟四：3 是質因數，可以得到 24＝2223。 

步驟五：直接透過短除法將 24 記成 24＝2223。 

 

4.建議教師可以同時幫助學生建立雙向連結，也就是從某數進行

質因數分解，再從質因數分解回推某數。例如：84=2 2 3 7，

2 2 3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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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0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面積。（同

6-n-14）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4  0.07  0.02  

2* 0.36  0.22  0.57  

3 0.55  0.63  0.37  

4 0.05  0.07  0.04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36  鑑別度 0.3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兩個圖形，要求學生選出是扇形的圖形，評量學

生利用求扇形弧長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6，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36%，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求扇形弧長解題的能力。 

2.有 55%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63%)，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求扇形弧長解題的能力；也可能不知道扇形

的弧長必須是圓心角所對應的圓周長，這兩個圖形看起來

都像扇子，就直觀的認定兩圖形皆為扇形。 

3.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7%)，有 5%的學生選

擇選項 4(低分組有 7%)，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求扇

形弧長解題的能力。 

  



249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s-03 

能認識圓心角，

並認識扇形。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

圓周長的公式，並

計算簡單扇形的

面積。(同 6-n-14) 

8-s-20 

能理解與圓相關

的概念(如半徑、

弦、弧、弓形等)

的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學生不知道扇形的弧長必須是圓心角所對應的圓周長，這

兩個圖形看起來都像扇子，就直觀的認定兩圖形皆為扇

形。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扇形和圓有密切關係，圓上的一段圓弧，以及該圓弧兩

端點和圓心連成的兩條半徑，它們所合成的圖形稱為扇

形。很多學生不理解數學上扇形的意義，誤認為像扇子形

狀的圖形就是扇形，下圖都是由共端點兩條長度是 r 的線

段夾一段圓弧所合成像扇子的圖形，如果該圓弧是半徑 r

的圓弧，該圖形是扇形，如果該圓弧不是半徑 r 的圓弧，

該圖形不是扇形。 

       

2.在掌握扇形的意義後，學生亦應認識圓的圓心角是周

角，周角的角度是 360 度，也知道扇形的圓心角是周角的

部份。透過「圓心角÷周角」，可以計算給定圓心角及半

徑的扇形面積或周長，或計算給定面積或弧長的扇形之圓

心角角度。 

3.下面以「直徑是 200 公分、圓心角為 90°扇形的周長是多

少公分？(圓周率＝3.14)」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建議教師透過下列步驟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透過扇形的圓心角，算出扇形是幾分之幾圓。 

圓的圓心角是周角，周角的角度是 360 度，扇形

的圓心角是周角的部份，透過周角×
 1 

 2 
，可以得

到半圓的圓心角是 180 度，相同的方式，可以求

得
 1 

 4 
、

 1 

 8 
、

 1 

 3 
、

 1 

 6 
圓的圓心角是多少度。 

反之，可以透過扇形的圓心角角度 90 度÷周角

扇形 
r 

r 

r 
r 非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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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度，算出扇形是
 1 

 4 
圓。90÷360＝

 1 

 4 
 

步驟二：利用圓周長公式，算出給定扇形的弧長。 

圓周長＝直徑3.14  

 1 

 4 
圓的弧長＝圓周長的

 1 

 4 
 

＝（直徑3.14） 
 1 

 4 
  

＝（2003.14） 
 1 

 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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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除法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06  0.10  0.02  

2 0.30  0.41  0.16  

3* 0.46  0.28  0.69  

4 0.17  0.21  0.13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46  鑑別度 0.4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計算 BMI 值的公式及相關的判定標準，要求學

生判斷給定身高和體重女性體型的標準，評量學生利用小

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1，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46%，

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小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

能力。 

2.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0%)，17%的學生選擇

選項 4(低分組有 21%)，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小數除

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在計算 BMI 值時發生錯

誤；也可能無法正確解讀 BMI 值判定表格，因而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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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30%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41%)，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小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

利用小數除法直式計算解題的能力，但是不理解題意，先

利用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整數部份算出 BMI 值是 24，在

判斷是否超重時不理解 24.0 的意義，女生部份要 24.0 才

過重，他們可能認為 24 比 24.0 小，因此選擇正常範圍為

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12 

能用直式處理整

數除以整數，商

為三位小數的計

算。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

數除法的計算，

並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6-n-08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小數的

兩步驟問題，並

能併式計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理解題意，不知道求 BMI 值時要利用四捨五入法

取概數至小數點後第一位後再判斷。 

(2)學生利用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整數，算出 BMI 值是 24

後，女生部份要 24.0 才過重，他們可能認為 24 比 24.0

小，因此選擇正常範圍為答案。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建議教師先在整數情境的問題中，說明「被除數和除數

同時換單位」解題策略的意義後，再引入小數情境的問題。 

以「14000 元，每人分 3000 元，最多可以分給幾人，剩

下幾元？」為例，說明「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單位」解題

策略的意義。 

步驟一：先布題「14 張 1000 元鈔票，每人分 3 張，最多

可以分給幾人，剩下幾張 1000 元鈔票？也就是

剩下多少元？」。 

14(張)÷3(張)＝4(人)…2(張)，得到最多可以分給

4 個人，剩下 2 張 1000 元鈔票，也就是剩下 2000

元。 

步驟二：回到原問題，限制學生先將被除數 14000 元及除

數 3000 元，都換成 1000 元後再解題。 

14000 元換成 14 張千元，也就是 14 個千，3000

元換成 3 張千元，也就是 3 個千。 

14(個千)÷3(個千)＝4(人)…2(個千)，得到最多可

以分給 4 個人，剩下 2 個千，也就是剩下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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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稱這種解題方法為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成 1000

的方法。 

再命一些題目讓學生練習。 

2.以「36.2 公升果汁，1.4 公升裝一瓶，最多裝滿幾瓶，剩

下多少公升？」為例，說明如何利用「被除數和除數同時

以 0.1 公升換單位」策略，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幫助學生將被除數 36.2 公升及除數 1.4 公升，同

時以 0.1 公升為單位來換單位。 

36.2 公升轉換成 362 個 0.1 公升，1.4 公升換成

14 個 0.1 公升。 

步驟二：再透過 362÷14＝25…12，得到最多可以裝滿 25

瓶，剩下 12 個 0.1 公升，也就是剩下 1.2 公升。 

如果學生無法掌握以 0.1 公升為單位的意義，教

師可以透過命名 0.1 公升為 1 杯的方式，將被除

數 36.2 公升及除數 1.4 公升，轉換成 362 杯和

14 杯，再透過 362÷14＝25…12，得到最多可以

裝滿 25 瓶，剩下 12 杯，也就是剩下 1.2 公升的

答案。 

3.當商數較小時，例如商數是一位數字時，教師應幫助學

生利用「先乘後減」的策略解題。「先乘後減」策略的概

念比較簡單，學生不但較易理解其意義，而且也比較有效

率。 

4.回到原題目，利用上述換單位的方式，帶著孩子用直式

計算 1.6×1.6=2.56，之後再用 62 2.56≒24.22。 

引導孩子查表判斷數值是被歸類到成年女性的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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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內容領

域 
量與實測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

目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面積。（同

6-s-03） 

試題內

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9  0.46  0.75  

2 0.06  0.11  0.01  

3 0.31  0.35  0.23  

4 0.04  0.08  0.0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59  鑑別度 0.29  

試題品

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兩個被等分成四份同心圓組成的複合圖形，要求

學生選出能算出塗色部分面積的算式，評量學生利用圓和

扇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9，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59%，

顯示近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圓和扇形面積公式解題的

能力。 

2.有 31%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35%)，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圓和扇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這些學生可能

已掌握面積的保留概念，知道塗色部分的面積和大圓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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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半一樣大，但是記錯圓面積公式為「圓面積＝直徑×

直徑×3.14」。 

3.有 6%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1%)，有 4%的學生選

擇選項 4(低分組有 8%)，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圓和扇

形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尚無法掌握面積的保留概

念，無法將塗色部分的面積看成和大圓面積的一半。 

教材地

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

認識扇形。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

算簡單扇形的面

積。(同 6-n-14) 

8-s-20 

能理解與圓相關的

概念(如半徑、弦、

弧、弓形等 )的意

義。 
 

補救教

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混淆圓周長公式和圓面積公式，圓周長公式「圓周長

＝直徑3.14」與直徑有關，圓面積公式「圓面積＝半徑

半徑3.14」與半徑有關，學生誤記圓面積公式為「圓面

積＝直徑直徑3.14」。 

2.學生尚未掌握面積的保留概念，無法將塗色部分的面積看

成大圓面積的一半。 

3.學生只要掌握乘除互逆的關係，就可以將「圓周長＝直徑

3.14」和「圓周率＝圓周長÷直徑」看成相同的算式，建

議教師要求學生理解或記憶「圓周率＝圓周長÷直徑」，這

個算式比較容易察覺圓周率表示圓周長是直徑長3.14倍的

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圓周率的率指的是比率，比率相等指的是所有的圓都相

似，也就是說，所有的圓，其圓周長和直徑的比、圓周長

和半徑的比以及直徑和半徑的比都相等。 

圓的周長是曲線，不易測量其長度，而圓的直徑是直線，

比較容易測量，因此只要知道「圓周長：直徑長」的比值，

測量出直徑後就能算出圓的周長，數學上稱「圓周長：直

徑長」的比值為圓周率。 

2.下面說明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圓周率的意義： 

教師先給定 3 個大小不同的圓，再提供下面兩種情境，幫

助學生認識圓周長比直徑的 3 倍還長一點，為後面引入圓

周率的近似值 3.14 鋪路。 

(1)觀察給定三個圓的圓周長和 3 倍直徑長的長短關係： 

教師分別畫出這 3 個圓的圓周長以及直徑長的 3 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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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觀察這些圓的圓周長和 3 倍直徑長，幫助學生認

識圓周長比直徑的 3 倍還長一點，為後面引入圓周率的

近似值 3.14 鋪路。如下所示： 

 

(2)比較三個圓「圓周長÷直徑長」商的大小關係： 

教師給定三個圓的圓周和直徑的長度，以及「圓周長÷

直徑長」的商(商數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到百分位)，幫

助學生認識「圓周長÷直徑長」的商都比 3 大一點，為後

面引入圓周率的近似值 3.14 鋪路。如下所示： 

 

教師應同時提供兩種情境，幫助學生認識「圓周長÷直徑

長」的商都比 3 大一點。 

第一種情境是比的想法，學生可以同時看到圓周長和直徑

3 倍長的關係；第二種情境是比值的想法，學生可能只將

注意力放在「圓周長÷直徑長」的商，而無法察覺圓周長

和直徑 3 倍長的關係。 

 圓周長 
(公分) 

直徑長 
(公分) 

圓周長÷直徑長 
(四捨五入到百分位) 

甲圓 56.5 18 3.14 

乙圓 38.0 12 3.17 

丙圓 72.5 23 3.15 

 

 
甲圓 

 
乙圓 

 
丙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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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將圓切成兩個半圓，再將兩個半圓都切成很多個(例如 8

個或 16 個)全等的扇形，將這兩個切成扇形的半圓上下交

錯疊合起來，會變成接近平行四邊形(或長方形)的圖形，

平行四邊形的底(長方形的長)是圓周長的一半，平行四邊

形的高（長方形的寬）是圓的半徑，可以透過平行四邊形

（長方形）面積求出圓面積。 

 

4.以「半徑 10 公分、圓心角 36 度的扇形面積是多少平方公

分？」為例，提供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以幾分之幾圓的想法來解題 

36÷360＝
 1 

 10 
，(10×10×3.14)×

 1 

 10 
＝31.4， 

答：31.4 平方公分 

方法二：以 1 度圓心角對應的扇形面積為單位來解題 

(10×10×3.14)×
 36 

 360 
＝31.4，答：31.4 平方公分 

學生較容易掌握第一種方法解題的意義。 

5.建議教師在處理需平移部分區域的複合圖形面積問題時，

應試著讓學童動手操作，甚至剪下貼上，用以確認平移後

的圖形面積的確和原本的區域面積一樣大。使所有區域組

合成一個半圓，再求出其面積。學童可能在課堂上較少真

正進行「平移面積→組合」的操作，所以遇到此類複合圖

形面積的問題時較難順利解題。 

 

  

圓面積 

＝平行四邊形面積 

＝底×高 

＝圓周長的一半×半徑 

＝(直徑×3.14)÷2×半徑 

＝(直徑÷2×3.14)×半徑 

＝半徑×半徑×3.14 
 

 
一個被八等分分割的圓 

 

 
重新組合一個被八等分割的圓 

 

 
重新組合一個被二十四等分割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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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內容領域 代數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

驗解的合理性。（同 6-n-13）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0  0.37  0.84  

2 0.14  0.25  0.04  

3 0.14  0.20  0.06  

4 0.13  0.18  0.07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60  鑑別度 0.4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由兩種形狀組成而且是 9 個一循環的圖形序

列，要求學生回答第幾個圖形的形狀，評量學生利用常用

數量關係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7，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60%，

顯示六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常用數量關係解題的能力。 

2.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5%)，有 14%的學生

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0%)，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

分組有 18%)，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常用數量關係解

題的能力；也可能沒有發現 9 個圖形一循環的規律，無法

利用除以 9 所得到的餘數來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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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

式，進行解題，並檢

驗解的合理性。 (同

6-n-13) 

A-7-2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

意義：一元一次方

程式及其解的意

義；具體情境中列

出一元一次方程

式。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將本題解讀成 9 個一循環的圖形序列。 

2.學生看不到 9 個一循環的圖形序列和正整數 1、2、3、…

間的對應關係， 

例如： 

1○、2○、…、8、9，1○、2○、…、8、

9。 

3.學生可能發現 9 個圖形一循環的規律，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利用除以 9 所得到的餘數來解題。 

例如：1、10、19、28， 

所以可以透過 28－9－9－9＝1， 

也就是 28÷9＝3…1，知道第 28 個圖形和第 1 個圖

形是相同的。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先以不同形狀的規律圖形，幫助學生釐清 5 個一循環的規

律 

 

2.幫助學生建立相同圖形的數字與圖形間的連結，例如： 

分別是在 5，10，引導學生推測出下一次出現會是在

15，20… 

幫助學生發現出現的位置都是 5 的倍數 

分別是在 1，6，引導學生推測出下一次出現會是在

11，16… 

幫助學生發現 6，11…的數字與 5 個一循環之間的連結， 

也就是 6 5=1…1  11 5=2…1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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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歸納出圓形的位置都是除以 5 餘 1 

以此類推幫助學生發現圖形出現的位置分別為 

 

3.回到原題目幫助學生發現圖形的變化是 9 個一循環， 

圖形出現的位置分別為 

圖形 ○ ○ ○ ○ □ □ □ □ □ 

除以 9 的餘數 1 2 3 4 5 6 7 8 9 

因此 

253 9=28…1，所以圖形是○ 

365 9=40…5，所以圖形是□ 

 

  

除以 5

餘 1 

除以 5

餘 2 

除以 5

餘 3 

除以 5

餘 4 

除以 5

餘 5 

     

 



261 
 

題號 1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40  0.23  0.63  

2 0.18  0.26  0.09  

3 0.16  0.23  0.09  

4 0.25  0.28  0.19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0  鑑別度 0.4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分數的最簡分數及其分子和分母的最大公因

數，要求學生選出關於該分數分子和分母的正確敘述，評

量學生利用兩數互質與最簡分數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0，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40%，

顯示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兩數互質與最簡分數解題的

能力。 

2.有 25%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8%)，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兩數互質與最簡分數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

具備利用兩數互質與最簡分數解題的能力，透過「a 和 b

的最大公因數是 30」的條件算出
 a 

 b 
＝

 120 

 390 
，且求出 a

和 b 的最小公倍數是 1560，但是誤解題意，選出正確的

敘述。 

3.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6%)、16%的學生選

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利用兩

數互質與最簡分數解題的能力，無法利用 a 和 b 的最大公

因數是 30 的條件求出分數
 a 

 b 
＝

 120 

 390 
；也可能學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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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 b 的最大公因數是 30，所以 a 和 b 一定是 10 和 15 的

倍數，但是誤解題意，選出正確的敘述。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

細目 

6-n-01 

能認識質數、合

數，並用短除法做

質因數的分解。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

的意義，並將分數

約成最簡分數。 

7-n-02 

能理解因數、質因

數、倍數、公因

數、公倍數及互質

的概念，並熟練質

因數分解的計算

方法。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無法聯絡分數 a

b
、最簡分數 4

13
，和 a 和 b 的最大公因數

是 30 間的關係，不知道 a 和 b 的最大公因數是 30，該分

數就是
 430 

 1330 
。 

2.學生不知道 a 和 b 的最大公因數是 30，a 和 b 的公因數都

是 30 的因數，例如 10 和 15 都是 30 的因數，所以 10 和

15 都是 a 和 b 的公因數。 

3.學生沒有掌握因數和倍數間的互逆關係，不知道 10 和 15

都是 a 和 b 的公因數，a 和 b 都是 10 和 15 的倍數。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應該指導學生區分「質數」和「互質」的差異。 

質數：質數討論的是一個數的性質，判斷該數是否滿足只

有 1 和自己兩個因數的條件。 

互質：互質討論的是 a、b 兩個數的關係，當(a，b)＝1，

數學上稱 a 和 b 互質。 

例如：1 不是質數，但是(1，6)＝1，所以 1 和 6 互質。 

2.最簡分數是很多等值分數比較的結果，教師不宜透過直接

宣告「一個分數的分子和分母互質，我們稱這個分數為最

簡分數」的方式引入最簡分數。 

教師應透過比較活動引入最簡分數，例如列出一些分子和

分母都比
 18 

 30 
小的等值分數

 9 

 15 
、

 6 

 10 
、

 3 

 5 
，說明這些

分數中，
 3 

 5 
的分子和分母最小，稱

 3 

 5 
為這些等值分數中

的最簡分數，最後再說明可以利用分子和分母互質，判斷

該分數是最簡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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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進行過上述的學習過程後，以下以「將
 24 

 18 
化為最簡分

數」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先溝通最簡分數的意義：當一個分數的分子和分

母互質時，我們稱該分數為最簡分數。 

步驟二：復習互質的意義：兩整數除了 1 以外沒有其它的

公因數，稱該兩數互質。 

步驟三：幫助學生用短除法找出 18 和 24 的最大公因數 

 

18 和 24 的最大公因數，就是將兩次所提出來的

共同質因數(2 和 3)之乘積，也就是 23＝6。 

步驟四：說明要求得最簡分數時，需要透過約分活動，將

分子與分母同時除以兩數的最大公因數。 

步驟五：
 24 

 18 
＝

 24÷6 

 18÷6 
＝

 4 

 3 
，得到

 24 

 18 
的最簡分數是

 4 

 3 
。 

 

  

2 18  24  (先提出共同的質因數 2) 

3 9  12  (再提出共同的質因數 3) 

 3  4  (確認無法再提出共同的質因數了) 

 



264 
 

題號 15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3  0.19  0.05  

2* 0.55  0.29  0.84  

3 0.18  0.28  0.07  

4 0.13  0.23  0.04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55  鑑別度 0.5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時速幾公里的風速及利用秒數幾公尺對應風力

幾級的表格，要求學生判斷給定的風速相當於幾級風，評

量學生利用速度常用單位換算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5，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55%，

顯示五成五的學生已具備利用速度常用單位換算解題的

能力。 

2.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19%)，有 18%的學生

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8%)，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

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速度常用單位換

算解題的能力，無法將時速幾公里的單位換算成秒數多少

公尺；這些學生也可能不理解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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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

在生活上的應用

（含「百分率」、

「折」）。 

6-n-11 

能理解常用導出

量單位的記法，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

義及其常用單

位。 

N-7-9 

比與比例式：

比；比例式；正

比；反比；相關

之基本運算與應

用問題，教學情

境應以有意義之

比值為例。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進行速率常用單位間的換算，無法將時速幾公

里的單位換算成秒數多少公尺。 

2.學生不理解風速和時速 54 公里間的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平均 1 小時跑 60 公里」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說法，下

面提供三種也可以溝通「平均 1 小時跑 60 公里」的方法。 

方法一：60 公里：1 小時 

方法二：60 公里/小時 

方法三：時速 60 公里 

方法一是利用比的記法來溝通速率，方法二是利用比值的

記法來溝通速率，方法三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說法。 

建議教師幫助學生熟練「時速 60 公里」、「速率 60 公里/

小時」、「60 公里：1 小時」這三種說法間的轉換，但在解

題時，儘量利用比的方法來解題，因為比的記法較能夠看

到時間和距離兩量的關係。 

2.以甲 3 小時跑 5 公里，乙 5 小時跑 8 公里，誰跑得比較

快為例，有兩種比較誰比較快的方法。 

第一種：時間相同，比較誰跑的距離比較長 

甲：3 小時跑 5 公里15 小時跑 25 公里 

乙：5 小時跑 8 公里15 小時跑 24 公里 

25 公里比 24 公里長，也就是 25 比 24 大，甲跑

得比較快 

第二種：距離相同，比較誰跑的時間比較短 

甲：3 小時跑 5 公里24 小時跑 40 公里 

乙：5 小時跑 8 公里25 小時跑 40 公里 

24 小時比 25 小時短，也就是 24 比 25 小，甲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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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較快。 

由上面的說明可以知道，可以有兩種定義速率的方法： 

第一種：速率＝距離：時間 

第二種：速率＝時間：距離 

第一種方法中時間相同時，距離的數字比較大時，速率比

較快，距離的數字比較小時，速率比較慢；第二種方法中

距離相同時，時間的數字比較大時，速率比較慢，時間的

數字比較小時，速率比較快。 

為了讓速率的數字比較大時，跑得比較快，數字比較小

時，跑得比較慢， 

數學上都選擇第一種方法為速率的定義。 

3.如果學生比較無法掌握比值想法解決速度換單位問題解

題的意義 

例如：54
 公里 

 小時 
＝54×

 1000公尺 

 60分鐘 
 

＝54×
    公尺

    秒鐘
 

＝15
公尺

秒鐘
 

教師可以透過比的想法來解決換單位的問題。 

例如：54 公里/小時＝54 公里：1 小時 

＝54000 公尺：60 分鐘 

＝900 公尺：1 分鐘 

＝900 公尺：60 秒鐘 

＝15 公尺：1 秒鐘 

＝15 公尺/秒鐘 

查表對應風力為 7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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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6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1  0.23  0.39  

2 0.28  0.31  0.24  

3 0.17  0.26  0.06  

4 0.24  0.19  0.3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31  鑑別度 0.1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三個關於兩數互質的敘述，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

敘述，評量學生是否理解互質的意義。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16，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31%，

顯示近三成的學生已理解兩數互質的意義。 

2.有 2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31%)，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理解兩數互質的意義；也可能只孰記課本互質的定

義，不知道利用短除法求兩數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

時，兩數互質，也就是兩數沒有共同的質因數，是判斷短

除法運算停止的條件。 

3.有 2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理解兩數互質的意義；也可能受到 1 不是質數的影

響，混淆了「互質」和「質數」的意義，誤認為 1 和其他

的數都不互質。 

4.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完全掌握兩數互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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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6-n-01 

能認識質數、合

數，並用短除法

做質因數的分

解。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

的意義，並將分

數約成最簡分

數。 

7-n-02 

能理解因數、質

因數、倍數、公

因數、公倍數及

互質的概念，並

熟練質因數分解

的計算方法。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知道「a、b 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是 1」和「a、b 兩

數沒有共同的質因數」的意義相同。例如利用短除法求最

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時，提出來的數是共同質因數的乘

積，沒有共同質因數時就可以停止計算，和兩數互質時就

可以停止計算的意義相同。 

2.受到 1 不是質數的影響，混淆了「互質」和「質數」的

意義，因為 1 不是質數，誤認為 1 和其他的數都不互質。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區分「質數」和「互質」的差異。 

質數：質數討論的是一個數的性質，判斷該數是否滿足只

有 1 和自己兩個因數的條件。 

互質：互質討論的是 a、b 兩個數的關係，當(a，b)＝1，數

學上稱 a 和 b 互質。 

例如：1 不是質數，但是(1，6)＝1，所以 1 和 6 互

質。 

2.利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及最小公倍數時，「兩數

互質」是判斷短除法運算是否結束的依據，例如用短除法

求 36 和 48 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時，先提出共

同的質因數後，發現剩下的兩數沒有共同的質因數時，就

能確定最大公因數「2×2×3」就是共同質因數的乘積，最

小公倍數「2×2×3×3×4＝2×2×3×3×2×2」是「共同質因數

乘積 2×2×3」和「剩下質因數乘積 3×4＝3×2×2」的乘積。 

 

此時教師可以給兩數互質下定義，甲、乙兩數沒有共同的

質因數，數學上稱甲、乙兩數互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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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兩數互質時，甲、乙兩數的最大公因數 1，所以甲、

乙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是 1 時，數學上也稱甲、乙兩數互質。 

3.以「找出 18 和 24 的最小公倍數」為例，說明如何利用

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小公倍數。 

步驟一：複習質因數分解法求兩數的最小公倍數，18 和

24 的最小公倍數 

「2×2×2×3×3」是「共同質因數乘積 2×3」和「剩

下質因數 

乘積 2×2×3」的乘積。 

步驟二：  

2 是 18 和 24 共同的質因數，提出質因數 2， 

得到 18＝2×9，24＝2×12。 

步驟三：  

3 也是 18 和 24 共同的質因數，提出質因數 3， 

得到 18＝(2×3)×3，24＝(2×3)×4 

步驟四：3 和 4 互質，沒有共同的質因數。 

步驟五：幫助學生認識下面的 4 可以質因數分解成 2×2。 

「共同質因數的乘積 2×3」，是短除法左邊兩個

質因數的乘積。 

「剩下質因數乘積 3×2×2＝3×4」，是短除法下面

兩數的乘積。 

步驟六：最小公倍數是「共同質因數乘積」和「剩下質因

數乘積」的乘積， 

只要將左邊的質因數 2、3，和下面的數字 3、4

相乘，就能得到 

最小公倍數＝(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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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5  0.28  0.21  

2 0.13  0.22  0.05  

3* 0.47  0.30  0.66  

4 0.14  0.19  0.07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7  鑑別度 0.3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兩個等高三角形底邊的邊長比及其中一個三角

形的面積，要求學生算出另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和，評量

學生利用比和比值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6，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47%，

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比和比值解決生活中問題

的能力。 

2.有 2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8%)，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比和比值解決生活中問題的能力；也可能誤解

題意，透過      ：      =4：3=16：12，算出三角形 ADC 的

面積為 12 平方公分。 

3.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比和比值解決生活中問題的能力；也可能受放

大縮小圖的影響，以為      ：      =4：3，三角形 ABD 面積：

三角形 ADC 面積=16：9，所以三角形 ABC 的面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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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5 平方公分。 

4.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比和比值解決生活中問題的能力；也可能受三

角形面積公式除以 2 的影響，將所求出來的面積都再乘以

2 倍。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

在生活上的應用

（含「百分率」、

「折」）。 

6-n-09  

能 認 識 比 和 比

值，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N-7-9 

比與比例式：比；

比例式；正比；反

比；相關之基本運

算與應用問題，教

學情境應以有意

義之比值為例。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知道兩三角形等高時，兩底邊的比等於兩三角形

面積的比。 

2.學生受放大縮小圖的影響，以為      ：      =4：3，三角形

ABD 面積：三角形 ADC 面積=16：9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先將本題的三角形特殊化，填上底和高的數據後，

幫助學生發現 

三角形 ABD 面積：三角形 ADC 面積=4：3=      ：       

2.再舉一個相似的例子，幫助學生發現三角形 ABD 面積： 

三角形 ADC 面積=      ：      這個事實，並試著從面積公式

幫助學生理解 

三角形 ABD 面積：三角形 ADC 面積=      ×高÷2：      ×高

÷2 

因為三角形 ABD 和三角形 ADC 的高相同，從相等的比

來看，可以得到 

ABD 面積：三角形 ADC 面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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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5  0.30  0.16  

2 0.17  0.23  0.08  

3 0.16  0.24  0.08  

4* 0.42  0.22  0.68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2  鑑別度 0.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先說明物體的高度與其影子長成正比，以及四個物件

同一時刻高度和影子長的對應表格，要求學生選出不是成

正比的物件，評量學生利用成正比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46，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42%，

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成正比解題的能力。 

2.有 2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0%)、17%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16%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

有 24%)，這些學生尚未具備利用成正比解題的能力；也

可能在求高度和影子長的比值時計算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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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

義，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7-n-13 

能理解比、比例

式、正比、反比的

意義，並能解決生

活中有關比例的問

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學生不理解成正比的意義，不知道可以透過比值相等或最

簡單整數比相等的關係來判斷是否成正比。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正比」和「比或比值」的關係密切，比的相等關係強調

將相比的兩類量寫在一起，直覺上較簡單；而正比則是兩

類量關係中的一種，應採用列表的方式記錄，並強調要使

用比值來記錄正比關係，兩者間的關係，可運用列表的方

式來統整。 

下面以同學們同時量出不同長度的竹竿和對應影子長度

的表格來說明： 

國小階段可以透過比或比值的方式來表示不同長度的竹

竿和對應影子長度的關係。 

(1)利用最簡單整數比『竹竿長：影子長＝2：1』來表示： 

竹竿和對應影子長度的對應關係可以記成「40：20」、

「50：25」、…、「100：50」，它們都是相等的比，可以

利用最簡單整數比「竹竿長：影子長＝2：1」來表示。 

(2)利用比值「竹竿長：影子長＝2」來表示： 

「40：20」、「50：25」、…、「100：50」這些相等的比

的比值都是 2，可以透過比值「竹竿長：影子長＝2」來

表示這些相等的比，也可以說成「竹竿長是影子長的 2

倍」。 

2.成正比是兩個集合間特殊的對應關係，下面都是成正比的

定義。 

竹竿的長度和對應影子的長度同時改變，而它們的比值不

變，數學上稱竹竿的長度和影子的長度「成正比」或「成

正比例」。 

(1)形如「y＝kx」的函數，數學上稱之為成正比。 

竹竿長(公分) 40 50 60 70 80 90 100 

影子長(公分) 20 25 30 35 40 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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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函數的圖形是過原點的直線，數學上稱之為成正比。 

國小階段尚未引入函數的記法，只能透過(1)溝通成正比

的意義。 

3.讓學生知道兩量變化時，一量增加，另一量也跟著增加的現

象，並不一定是正比關係，並能判斷。 

例如父和子的年齡、正方形邊長與面積的關係等，都不是正

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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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內容領域 代數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a-01 能理解等量公理。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7  0.26  0.06  

2 0.14  0.23  0.04  

3* 0.48  0.23  0.78  

4 0.21  0.27  0.11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8  鑑別度 0.5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一個等式，要求學生選出等號兩邊同加、同減、

同乘或同除一數後的正確的算式，評量學生利用等量公理

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6，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48%，

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等量公理解題的能力。 

2.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利用等量公理解題的能力；也可能已具備利用等量

公理解題的能力，但誤解題意，選出正確的選項。 

3.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3%)，21%的學生選

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7%)，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等量

公理解題的能力；也可能無法將 38＋5 和 20＋27÷3 看

成兩個數，必須算出答案才能判斷等式是否成立，但是在

計算時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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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2-n-03 

能用＜、＝與＞表

示數量大小關係，

並在具體情境中認

識遞移律。  (同

2-a-01) 

5-a-04 

能將整數單步驟的

具體情境問題列成

含有未知數符號的

算式，並能解釋算

式、求解及驗算。 

6-a-01  

能理解等量公理。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

算式，進行解題，

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同 6-n-13) 

A-7-3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

解法與應用：等量

公理；移項法則；

驗算；應用問題。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將算式解讀為數字，學生可能知道等量加法公

理「a＝b  a＋c＝b＋c」，但是無法將「3 8+5」和

「20+27 3」這兩個答案相等的算式視為「a」和「b」，

可以記成「a＝b」。 

因此題目給定「3 8+5＝20+27 3」，學生必須算出答案

才知道「(3 8+5)＋8＝(20+27 3)＋8」 

2.學生可能將等號看成「得到答案」的意義，而不是看成

「兩邊一樣大」的意義。例如學生接受「5＋3＝8」的記

法，但是不接受「8＝5＋3」的記法。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一年級加法與減法算式中的等號為「得到答案」的意義。 

以「5 顆蘋果和 3 顆蘋果合起來有多少顆蘋果？」為例，

學生解題時會先畫出 5 顆蘋果和 3 顆蘋果，再點數合起來

有 8 顆蘋果，學生的解題活動中只出現 8 顆蘋果，加法算

式「5＋3＝8」中「5＋3」和「8」指的都是那 8 顆蘋果。 

「5＋3＝8」記錄 5 顆和 3 顆合起來的答案是 8 顆，算式

中的等號是得到答案的意義。 

部份學生不接受「8＝5＋3」或「5＋3＝9－1」，可能的

原因是將等號看成得到答案，而不是兩邊一樣大。 

二年級透過比較活動，加法與減法算式中的等號才是「兩

邊一樣大」的意義。等號表示「兩邊一樣大」，是六年級

學習等量公理的前置經驗。 

2.教師可以提問「5＋3 和 8，誰比誰大？」，引入 5＋3 和

8 一樣大，再將 5＋3 和 8 一樣大的結果記成「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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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加法算式「5＋3＝8」中 5＋3 和 8 是兩個不同的數，

「5＋3＝8」記錄 5＋3 和 8 一樣大，算式中的等號是「兩

邊一樣大」的意義。 

教師可以提問「8 和 5＋3，誰比誰大？」、「5＋3 和 9

－1，誰比誰大？」，幫助學生用「8＝5＋3」、「5＋3

＝9－1」來記錄，幫助學生理解算式中的等號是「兩邊一

樣大」的意義。 

3.建議教師協助學生將一個運算式子視為一個數，例如

3+5=11-3，相等的兩數(「3+5」和「11-3」)同加、同減、

同乘、同除，其值不變。也就是 

(3+5)+2=(11-3)+2 

15-(3+5)=15-(11-3) 

(3+5)×2=(11-3)×2 

(3+5) ÷2=(11-3) ÷2 

在透過四則運算的運算次序來幫助學生看到括號的省略 

3+5+2=11-3+2 是正確的 

15-3+5=15-11-3 是錯誤的 

3+5×2=11-3×2 是錯誤的 

3+5÷2=11-3÷2 是錯誤的 

4.學生須具備將一個運算式子視為一個數的能力，未來在

國中的未知數解題才能將 2×(y+3)=4 的「y+3」視為一個

數。 

5.回到原題目，檢視學生是否能將上述概念運用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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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分年細目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度、角度與面積的影響，並

認識比例尺。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3  0.40  0.04  

2 0.18  0.18  0.15  

3* 0.39  0.16  0.69  

4 0.20  0.26  0.11  

未作答 0.00    

通過率 0.39  鑑別度 0.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物體的實際高度和縮小圖上的高度，要求學生選

出縮小圖的比例尺，評量學生是否理解比例尺的意義。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3，正確答案為選項 3，通過率為 39%，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理解比例尺的意義。 

2.有 23%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40%)，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理解比例尺的意義，看到大樓的實際高度約 500 公尺

的數字 500，就以 1：500 為答案；也可能誤解題意，忽略

了縮小圖中物體高度為 5 公分、也忽略了物體實際高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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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圖上的高度單位不一樣，直接以 1：500 為答案。 

3.有 20%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理解比例尺的意義；也可能誤解題意，算出實際高度

是 50000 公分後，忽略了縮小圖中物體高度為 5 公分，1：

50000 的比值為 1

50000
，以 1

50000
為答案。 

4.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8%)，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理解比例尺的意義；也可能正確算出物體實際高度與

縮小圖高度的比是 10000：1，但是不知道比例尺的後項必

須是物體實際高度的約定。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s-03 

能認識平面圖形

全等的意義。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

放大、縮小對長

度、角度的影響，

並認識比例尺。 

9-s-01 

能理解平面圖形

縮放的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知道描述比例尺時，必須以實際長度為後項的約

定。 

2.學生無法連絡放大圖、縮小圖和比例尺間的關係。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應幫助學生連絡「比」、「比值」和「幾倍放大(縮小)

圖」的關係。 

教師應幫助學生認識下面三種表示法都可以說明「三角形

DEF 是三角形 ABC 的 2 倍放大圖」的關係，為引入比例

尺的教學鋪路。 

第一種：比的表示法 

  ：  ＝2：1，  ：  ＝2：1，  ：  ＝2：

1 

第二種：比值的表示法 

     ＝2，     ＝2，     ＝2 

第三種：倍的表示法 

  長是  的 2 倍，  長是  的 2 倍，  長是  

的 2 倍    

2.建議教師透過縮小圖的情境引入比例尺，例如畫出籃球場

 1 

 10 
倍的縮小圖，再透過

 1 

 10 
倍的縮小圖引入比例尺的意

義及記法，不宜直接透過地圖引入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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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學上習慣將實際的長度當作基準量，地圖上的長度當作

比較量，下面以「實際長度 1 公里，地圖上長 1 公分」為

例，說明比例尺的表示法。 

有兩種表示比例尺的方法，一種是利用同單位的比或比值

來表示，另一種是利用不同單位的比或比值來表示。 

(1)同單位的表示法 

同單位的表示法又可以區分為比的表示法和比值的表

示法，因為單位相同，因此同單位的表示法都不記錄單

位。 

比的表示法：1 公里＝1000 公尺＝100000 公分 

可以用「1：100000」或「
 1 

 100000 
：1」

來表示。 

「
 1 

 100000 
：1」的記法較容易連絡比和

比值的關係。 

使用 1：100000 溝通比例尺時，表示地

圖上長 1 公分，實際的長是 100000 公

分；地圖上長 1 公尺，實際的長是 100000

公尺；地圖上長 1 毫米，實際的長是

100000 毫米。 

比值的表示法：「1：100000」和「
 1 

 100000 
：1」的比

值都
 1 

 100000 
。 

(2)不同單位的表示法 

不同單位的表示法也可以區分為比的表示法和比值的

表示法，因為單位不同，因此不同單位的表示法都必須

記錄單位。 

比的表示法：「1 公分：1 公里」。 

比值的表示法：1 公分：1 公里＝1 公分/公里，日常

生活中不常出現這種記法，都用下面

的圖示法來呈現。 

 

4.以「實際長度是 800 公尺，在地圖上長 4 公分，這張地圖

比例尺的比和比值各是多少？」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

解題。 

0 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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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比例尺的比 

在用「比」記錄比例尺時，習慣把地圖上的長度當作前

項，實際長度當作後項： 

地圖長度：實際長度＝4 公分：800 公尺 

＝4 公分：80000 公分 

＝1：20000 

(2)求比例尺的比值 

可以透過比例尺的比求比值 

1：20000＝1÷20000＝
 1 

 20000 
 

(3)比例尺的圖示 

以圖示標示比例尺的方式，常在地圖上出現。 

「實際長度是 800 公尺，在地圖上長 4 公分」換成圖示如

下： 

  或  

上圖的 1 格是 1 公分。4 格表示是地圖上的 4 公分，在 4

公分處標示 800 公尺，意即「在地圖上的 4 公分代表實際

距離的 8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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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15  0.22  0.07  

2* 0.43  0.32  0.54  

3 0.30  0.32  0.26  

4 0.12  0.13  0.11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43  鑑別度 0.2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區間測速的定義以及超速的上限，要求學生判斷

進入該區間的 2 名駕駛是否超速，評量學生利用速度及其

常用單位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22，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43%，

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利用速度及其常用單位

解題的能力。 

2.有 15%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2%)，有 30%的學生

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32%)，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

分組有 13%)，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利用利用速度及其常

用單位解題的能力；也可能不理解題意，不知道區間測速

的定義；也可能不理解平均速率的意義，或在算平均速率

時計算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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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在

生活上的應用（含

「 百 分 率 」、

「折」）。 

6-n-11 

能理解常用導出量

單位的記法，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

及其常用單位。 

N-7-9 

比與比例式：比；

比例式；正比；反

比；相關之基本運

算與應用問題，教

學情境應以有意義

之比值為例。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可能不理解「區間測速」或「平均速率」的意義。 

2.學生無法進行「時間」、「距離」、「速率」三者間關係的轉換。

例如給定距離和速率，學生無法求出時間，給定時間和速率，

學生無法求出距離。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建議教師先幫助孩子釐清「區間測速」的定義。「區間測速」是

指車輛行經某路段後，以該車輛行駛這段路程的平均速率，判

定是否有超速。因為車輛行駛某路段的時速並非等速，所以我

們取平均速率來判定是否超速。 

2.只有個數才能相加減，例如 5 個蘋果和 3 個蘋果可以相加減，5

公里指的是 5 個 1 公里，3 公里指的是 3 個 1 公里，所以 5 公

里和 3 公里也可以相加減，5 小時指的是 5 個 1 小時，3 小時指

的是 3 個小時，所以 5 小時和 3 小時也可以相加減。 

速率是不個數，所以速率不能直接相加減，例如把時速 60 公里

和時速 12 公里相加，不會變成時速 72 公里。 

所以如果某車行駛 A 路段的速率為 60 公里，行駛 B 路段的速

率為 80 公里，平均速率並非(60+80) 2=70 

平均速率的定義為：總距離 總時間，也就是總距離對總時間

的比值 

3.幫助孩子確實理解距離、時間和速率的關係，以及如果距離、

時間、速率某兩個量已知，如何求第三個量 

(1)首先，教師應幫助學生先釐清日常生活中常見速率的用語「時

速 60 公里或每小時跑 60 公里」，可以改記成比「60 公里：1

小時」或比值「60 公里/小時」。 

(2)以「甲車的速率是 60 公里/小時，跑 300 公里要花多少時間？」

為例，提出四種解題策略，教師可以提供學生這四種解題策略

的經驗，但不宜限制學生使用某種解題策略來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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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法：甲車的速率是 60 公里/小時，也就是甲車每 1 小時跑

60 公里，300÷60＝5，就能得到甲車跑 300 公里要 5

小時的答案。 

倍數法：甲車的速率是 60 公里/小時，也就是甲車每 1 小時跑

60 公里，300 公里是 60 公里的 5 倍，1×5＝5，就能

得到甲車跑 300 公里要 5 小時的答案。 

比的加法：60 公里/小時＝60 公里：1 小時， 

60 公里：1 小時 

60 公里：1 小時 

60 公里：1 小時 

60 公里：1 小時 

60 公里：1 小時 

合起來：300 公里：5 小時 

就能得到甲車跑 300 公里要 5 小時的答案。 

比例式：60 公里/小時＝60 公里：1 小時，60：1＝300：□， 

得到 300 60=5，□＝1  ，就能得到甲車跑 300 公里

要 5 小時的答案。 

4.低成就學生比較容易掌握比例式的運算，也就是能夠直接看到

兩量關係的方式，才不會需要硬記公式，而且因背錯公式或用

錯公式造成運算上的錯誤。 

郭先生的平均速率為總距離：總時間=30km：(0.2+0.4)小時

=30km：0.6 小時=50km：1 小時=50km/小時 

賴小姐的平均速率為總距離：總時間，發現加快速度後所花的

時間未知，因此要先求加快速度後的時間，但題目只提供時速

100 公里的資訊，換句話說必須知道行駛該路段的距離，而這

段距離則需由全長扣掉隧道的距離 

 

  

  

 

隧道長可利用時速 50 公里也就是 50 公里：1 小時=□公里：0.2

小時，得到□=10利用全長 30-10=20，得到出隧道後的距離為 20

公里 

再以時速 100 公里也就是 100 公里：1 小時=20 公里：△小時， 

得到△=1/5 小時=0.2 小時 

最後利用平均速率為總距離：總時間=30 公里： 

(0.2+0.2)小時=30 公里：0.4 小時=75 公里：1 小時=75 公里/小時 

依上述結過進行選答，因此只有賴小姐超速。 

隧道長 

全長 3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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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4  0.32  0.11  

2 0.20  0.27  0.11  

3 0.17  0.26  0.06  

4* 0.38  0.14  0.7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8  鑑別度 0.5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連除分數兩步驟的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能算出答

案的算式，評量學生連除分數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 4，通過率為 38%，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連除分數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

力。 

2.有 24%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32%)、20%的學生選

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7%)、17%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

有 26%)，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連除分數兩步驟問題列式

的能力；也可能尚未掌握分數情境乘除互逆的關係；也可

能誤解或不理解題意。 

  



286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5-n-02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解決三步驟問

題，並能併式計

算。 

6-n-05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中，解決分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

式計算。 

7-a-03 

能理解一元一次

方程式及其解的

意義，並能由具體

情境中列出一元

一次方程式。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較容易依題意列出算式×
 1 

 5 
×

 1 

 28 
＝2

 4 

 5 
，如果學

生無法掌握分數情境乘除互逆的關係，或不具備先列式再

利用等量公理解題的能力，就無法成功的解題。 

2.如果學生無法列出算式×
 1 

 5 
×

 1 

 28 
＝2

 4 

 5 
，只能在問題

情境中利用乘除互逆的關係來解題，利用乘除互逆才能解

題的連除兩步驟問題，對低分組學生而言相當的困難。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二步驟問題的教學包含三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能夠解

決問題，並用二個算式記錄解題過程；第二個重點是能夠

用併式記錄解題過程；第三個重點是能夠列式，並用逐次

減項的記法記錄解題過程。 

2.以分數兩步驟問題「媽媽買了
 10 

 3 
公升的果汁 6 瓶，全

部分裝到
 5 

 4 
公升的杯子裡，相當於裝滿幾杯？」為例，

如果學生無法解題，建議教師先將原問題修改為整數情境

的問題，例如修改為「媽媽買了 10 公升的果汁 6 瓶，全

部分裝到 5 公升的瓶子裡，相當於裝滿幾瓶？」。待學生

解題成功後，再回到原分數情境的問題，希望學生能類比

整數情境的問題來解決相同情境分數的問題。 

3.下面以「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賣 5 元，兩人

合起來可以買幾枝？」為例，說明整數兩步驟問題的教學

流程。 

教師可以仿下面的教學流程，進行分數兩步驟問題的教

學。 

(1)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40，40÷5＝8，答：可以買 8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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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的記法 

將「15＋25＝40，40÷5＝8」改記成「(15＋25)÷5＝8」 

(3)用併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5＝8，答：可以買 8 枝 

(4)用算式填充題來列式 

(15＋25)÷5＝(  ) 

(5)先列式，再用逐次減項記錄解題活動 

(15＋25)÷5＝(  ) 

(15＋25)÷5 

＝40÷5 

＝8         答：可以買 8 枝 

4.以逐次減項的記法「5×(12＋8)－10＝5×20－10＝100－10

＝99」 

為例，它是以下解題過程的摘要記法： 

5×(12＋8)－10＝5×20－10，5×20－10＝100－10，100－

10＝90 

因為等號滿足遞移性(A＝B，B＝C，C＝D，所以 A＝C)， 

所以 5×(12＋8)－10＝90 

逐次減項記法中除了把重複出現的算式「5×20－10」和

「100－10」只記一次之外，還把解題過程最重要的部份

「因為等號滿足遞移性，所以 5×(12＋8)－10＝90」也省

略了。 

教師可以透過詢問為什麼「5×(12＋8)－10」的答案是 90，

檢查學生是否掌握利用等號遞移性記錄的意義。 

5.本題為「分數乘法情境描述」的乘除互逆情境題，學童

宜先依照題意列出算式填充題，再以乘除互逆的關係從而

列出解題的二步驟列式。建議教師在教學時，指導學童先

依題意列出算式填充題後再解題，比較能看出乘除互逆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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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整數及小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

五入法），並做加、減、乘、除之估算。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9  0.22  0.59  

2 0.19  0.26  0.11  

3 0.22  0.28  0.13  

4 0.19  0.22  0.16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9  鑑別度 0.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是小數乘法兩步驟問題，要求學生先將題目中所提供

的小數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再計算出

答案，評量學生是否具備在具體情境中，對整數及小數在

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乘、除估

算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7，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39%，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在具體情境中，對整數及小數在

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乘、除估

算的能力 

2.有 19%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在具體情境中，對整數及小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

(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乘、除估算的能力；也可

能誤解題意，或忽略了「先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小數點

後第二位再計算」的限制，算出 0.4536 16 400=2903.04

之後，選擇選項中最接近的整數 2903 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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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22%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28%)，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在具體情境中，對整數及小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

(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乘、除估算的能力；也可

能誤解題意，或忽略了「先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小數點

後第二位再計算」的限制，算出 0.4536 16 400=2903.04

之後，直接選答。 

4.有 19%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

不具備在具體情境中，對整數及小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

(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乘、除估算的能力；也可

能誤解題意，或忽略了「先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小數點

後第二位再計算」的限制，算出 0.4536 16=7.2576，先

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到小數第二位，也就是 7.26，再以

7.26 400=2904 算出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年細

目 

4-n-06 

能在具體情境

中，對大數在指

定位數取概數

（含四捨五入

法），並做加、減

之估算。 

6-n-07  

能在具體情境

中，對整數及小

數在指定位數取

概數(含四捨五入

法)，並做加、減、

乘、除之估算。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

數除法的計算，

並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6-d-03 

能報讀生活中常

用的圓形圖，並

能整理生活中的

資料，製成圓形

圖。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理解「先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再計算」指的是先把 0.4536 公斤取概數至小數點後第二

位後，再算出 16 磅的咖啡豆要賣多少元， 

學生直接算出 0.4536 公斤的咖啡豆要賣多少元，再取概

數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2.學生能解決整數情境四捨五入法取概數的問題，但是無

法解決小數情境四捨五入法取概數的問題。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教師應先複習在整數情境取概數並做加、減計算的問

題，再引入在整數情境取概數並做乘、除計算的問題。 

以問題「工廠 9 天可以生產 360018 顆燈泡，請問 1 天大

約可以生產幾萬顆燈泡？(以萬為單位，先以四捨五入法



290 
 

取概數到萬位再計算)」為例，教師幫助學生先將 360018

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到萬位，得到「36 萬」，再以

36 9=4，算出答案為 1 天大約生產 4 萬顆燈泡。 

2.將整數情境類推到本題的小數情境，引導學生進行 1 磅

大約等於 0.4536 公斤，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小數點後

第二位，所以 1 磅大約是 0.45 公斤。 

3.透過 0.45 16 400=2880(元)得到答案 

如果學生有列式上的困難，可透過如下的關係式幫助學生

列式 

  1  磅  0.45 公斤   0.45 16=7.2(公斤) 

  16 磅  ？公斤 

  

  1  公斤  400 元     7.2 400=2880(元) 

  7.2 公斤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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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4 

內容領域 數與計算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分年細目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的意義及熟練其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8  0.16  0.69  

2 0.11  0.19  0.04  

3 0.43  0.51  0.25  

4 0.07  0.12  0.02  

未作答 0.01    

通過率 0.38  鑑別度 0.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描述「÷16＝13
 3 

 8 
」的文字題，要求學生算出

改記成「÷16＝13…r」 

後的餘數，評量學生利用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53，正確答案為選項 1，通過率為 38%，

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 

2.有 43%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51%)，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不知道 13
 3 

 8 
瓶指的

是「13 瓶＋
 3 

 8 
瓶」，直接將未裝滿 1 瓶的

 3 

 8 
瓶看成

 3 

 8 

公升，得到剩下
 3 

 8 
公升的答案。 

3.有 11%的學生選擇選項 2(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

尚未具備利用分數  除法解題的能力；也可能知道 1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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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指的是「13 瓶＋
 3 

 8 
瓶」，但是將剩下的

 3 

 8 
瓶轉換成

幾公升時發生錯誤，誤認為
 3 

 8 
瓶＝0.3 公升。 

4.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尚

未具備利用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也可能知道 13
 3 

 8 
瓶指

的是「13 瓶＋
 3 

 8 
瓶」，但是將剩下的

 3 

 8 
瓶轉換成幾公

升時發生錯誤，誤認為
 3 

 8 
瓶＝16÷

 3 

 8 
＝

 128 

 3 
公升。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5-n-09 

能理解除數為整

數的分數除法的

意義，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

的意義及熟練其

計算，並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7-n-06 

能理解負數的特

性並熟練數(含小

數、分數)的四則

混合運算。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無法進行「a÷b＝
 a 

 b 
」和「a÷b＝q…r」這兩種紀錄

格式的轉換，不知道
 a 

 b 
＝q＋

 r 

 b 
。 

2.學生不知道將「÷16＝13
 3 

 8 
」改記成「÷16＝13…r」

時，「
 3 

 8 
＝

 r 

 16 
」或「16

 3 

 8 
＝r」的關係。 

3.學生會透過顛倒相乘算出分數除以分數的答案，但是不知

道為什麼可以顛倒相乘。 

4.學生也可以透過乘除互逆的關係，1613
 3 

 8 
＝214(公

升)，先算出 1 桶果汁有 214 公升，214÷16＝13…6，得到

剩下 6 公升的答案。.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本題有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先算出 1 桶果汁有多少公升，再算出 16 公升裝

成一瓶，最多可以滿幾瓶，還剩下多少公升 

1613
 3 

 8 
＝214(公升)，算出 1 桶果汁有 21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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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214÷16＝13…6，得到剩下 6 公升的答案。. 

方法二：將 13
 3 

 8 
瓶解讀為裝滿 13 瓶，剩下

 3 

 8 
瓶，再算

出
 3 

 8 
瓶是多少公升 1 瓶是 16 公升，16

 3 

 8 
＝6，

得到剩下 6 公升的答案。. 

 

2.以「70÷20、7÷2、0.7÷0.2」為例，當我們限制記錄

的格式是 a÷b＝q….r 時，這三題的答案不相同；當我們限

制記錄的格式是 a÷b＝
 a 

 b 
時，這三題的答案相同。 

記錄格式是 a÷b＝q….r： 

70÷20＝3…10、7÷2＝3…1、0.7÷0.2＝3…0.1，這

三題的答案不相同。 

記錄格式是 a÷b＝
 a 

 b 
： 

70÷20＝
 70 

 20 
＝

 7 

 2 
、7÷2＝

 7 

 2 
、0.7÷0.2＝

 0.7 

 0.2 
＝

 7 

 2 
，

這三題的答案相同。 

教師布題時應強調答案是哪種記錄格式，如果要求的記

錄格式是 a÷b＝q….r，不論餘數為 0 或不為 0，布題時應

同時詢問商及餘數，如果要求的記錄格式是 a÷b＝
 a 

 b 
，建

議要加上「全部分完」的限制。 

3.以「
 41 

 5 
公升果汁，

 4 

 7 
公升裝 1 瓶，全部裝完，相當於

裝成幾瓶？」為例，說明如何引入沒有餘數的分數除法算

則(顛倒相乘)。 

步驟一：利用被除數及除數同時換單位策略來解題。 

 41 

 5 
÷

 4 

 7 
 

＝
 41×7 

 5×7 
÷

 4×5 

 7×5 
 →(通分) 

＝(41×7)÷(4×5)→(同時以
 1 

 35 
公升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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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4×5 
，答：相當於裝成

 41×7 

 4×5 
瓶 

步驟二：學生不易發現問題「
 41 

 5 
÷

 4 

 7 
」和答案「

 41×7 

 4×5 
」

的關係。 

教師先將答案改記成兩分數的乘積。 

 41×7 

 4×5 
＝

 41×7 

 5×4 
 →(乘法交換律) 

＝
 41 

 5 
×

 7 

 4 
 →(分數×分數＝

 分子×分子 

 分母×分母 
) 

步驟三：要求學生觀察問題「
 41 

 5 
÷

 4 

 7 
」和改寫後答案

「
 41 

 5 
×

 7 

 4 
」的關係。 

        幫助學生發現可以利用顛倒相乘的方式直接算出答案。 

4.以「
 41 

 5 
公升果汁，

 4 

 7 
公升裝 1 瓶，最多裝滿幾瓶，還

剩下多少公升？」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有餘數的包

含除問題。 

下面提供兩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利用被除數和除數同時換單位策略來解題 

 41 

 5 
公升＝

 287 

 35 
公升  287 個

 1 

 35 
公升 

 4 

 7 
公升＝

 20 

 35 
公升  20 個

 1 

 35 
公升 

28720＝14(瓶)…7 (7個
 1 

 35 
公升) 

可以記成：
 287 

 35 


 20 

 35 
＝14...

 7 

 35 
( 

 7 

 35 
＝

 1 

 5 
)  

答：最多裝滿 14 瓶，剩下
 1 

 5 
公升 

方法二：利用沒有餘數的分數除法算則(顛倒相乘)來解題 

步驟一：利用顛倒相乘算出全部裝完相當於多少 

瓶 

 41 

 5 
÷

 4 

 7 
＝

 41 

 5 
×

 7 

 4 
＝

 287 

 20 
＝14

 7 

 20 
(瓶) 

步驟二：說明 14
 7 

 20 
＝14(瓶)＋

 7 

 2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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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多裝滿 14 瓶，剩下
 7 

 20 
瓶。 

步驟三：將剩下的
 7 

 20 
瓶換成多少公升。 

 4 

 7 
×

 7 

 20 
＝

 1 

 5 
(公升) 

答：最多裝滿 14 瓶，剩下
 1 

 5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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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內容領域 幾何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思考 

分年細目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度、角度與面積的影響，並

認識比例尺。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23  0.21  0.23  

2* 0.29  0.15  0.51  

3 0.29  0.40  0.13  

4 0.17  0.21  0.12  

未作答 0.02    

通過率 0.29  鑑別度 0.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 評量目標說明 

本題給定用比表示的比例尺及地圖上長方形長邊和寬邊

是多少公分，要求學生回答長方形實際的面積是多少平方

公尺，評量學生是否認識比例尺，以及是否具備利用平面

圖形放大、縮小對面積影響的性質解題的能力。 

(二)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本題鑑別度為 0.37，正確答案為選項 2，通過率為 29%，

顯示近三成的學生已具備利用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面積

影響的性質解題的能力，也認識比例尺。 

2.有 23%的學生選擇選項 1(低分組有 21%)，這些學生可能

誤認為在比例尺 1:1000 的地圖上，面積是 15 平方公分的

長方形，實際的面積是 15000 平方公分 (151000＝

15000)，15000 平方公分＝1.5 平方公尺(15000÷10000)。 

3.有 29%的學生選擇選項 3(低分組有 40%)，這些學生可能

誤認為在比例尺 1:1000 的地圖上，面積是 15 平方公分的

長方形，實際的面積是 15000 平方公分 (151000＝

15000)，這些學生可能也誤解題意，誤認為答案是問多少

立方公分，直接以 15000 為答案。 

4.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 4(低分組有 21%)，這些學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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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為在比例尺 1:1000 的地圖上，面積是 15 平方公分的

長方形，實際的面積是 15000 平方公分 (151000＝

15000)，這些學生在平方公分聚成平方公尺時也發生錯

誤，15000 平方公分＝150000000 平方公尺(1500010000

＝150000000)。 

教材地位 

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分

年

細

目 

4-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

方公尺」，及「平方

公分」、「平方公尺」

間的關係，並作相關

計算。 

5-s-04 

能認識線對稱與簡

單平面圖形的線對

稱性質。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

放大、縮小對長

度、角度的影

響，並認識比例

尺。 

9-s-02 

能理解多邊形

相似的意義。 

9-s-03 

能理解三角形

的相似性質。 

 

補救教學 

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學生不理解比例尺的意義，不知道比例尺 1:1000 指的是

地圖上的邊長是 1 公分時，實際的長度是 1000 公分。 

學生誤認為在比例尺 1:1000 的地圖上，面積是 1 平方公

分時，實際的面積是 1000 平方公分。 

2.教師應提醒學生必須由邊長開始解題，在比例尺 1:1000

的地圖上，長 5 公分、寬 3 公分的長方形，實際的圖形是

長 5000 公分、寬 3000 公分的長方形。 

3.高分組有 23%的學生選擇選項，13%的學生選擇選項

，12%的學生選擇選項，這些學生都誤認為在比例尺

1：1000 的地圖上，面積是 15 平方公分的長方形，實際

的面積是 15000 平方公分(151000＝15000)。 

但是選擇選項的學生正確的進行平方公分聚成平方公

尺的活動，知道 15000平方公分可以改記成 1.5平方公尺。 

4.低分組有 40%的學生選擇選項，高分組有 13%的學生

選擇選項，這些學生錯誤的算出在比例尺 1：1000 的地

圖上，面積是 15 平方公分的長方形，實際的面積是 15000

平方公分(151000＝15000)後，就停止解題，以 15000

為答案，顯示低分組學生可能一次只能處理一個概念的問

題，無法同時處理兩個概念的問題。 

(二) 核心概念與本題的教學重點 

1.建議教師透過縮小圖的情境引入比例尺，例如畫出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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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1 

 10 
倍的縮小圖，再透過

 1 

 10 
倍的縮小圖引入比例尺的

意義及記法，不宜直接透過地圖引入比例尺。 

2.以「將正方形甲對摺兩次，得到正方形乙，請問正方形

乙是正方形甲的幾倍縮小圖？」為例，有兩種溝通幾倍縮

小圖的方法。 

第一種：利用邊長的關係來溝通 

正方形甲和正方形乙相似，對應邊成比例，正方

形乙的邊長是正方形甲對應邊長的
 1 

 2 
倍，稱正

方形乙是正方形甲的
 1 

 2 
倍縮小圖。 

第二種：利用面積的關係來溝通 

正方形乙的面積是正方形甲面積的
 1 

 4 
倍，稱正

方形乙是正方形甲的
 1 

 4 
倍縮小圖。 

因為長度比面積容易測量，因此數學上約定乙是

甲的
 1 

 n 
倍縮小圖，指的是乙的邊長是甲的

 1 

 n 

倍，不是指乙的面積是甲的
 1 

 n 
倍。 

3.教師應幫助學生連絡「比」、「比值」和「幾倍放大(縮

小)圖」的關係。 

教師應幫助學生認識下面三種表示法都可以說明「三角形

DEF 是三角形 ABC 的 2 倍放大圖」的關係，為引入比例

尺的教學鋪路。 

第一種：比的表示法 

  ：  ＝2：1，  ：  ＝2：1，  ：  ＝2：

1 

第二種：比值的表示法 

     ＝2，     ＝2，     ＝2 

第三種：倍的表示法 

  長是  的 2倍，  長是  的 2倍，  長是  

的 2 倍 

4.數學上習慣將實際的長度當作基準量，地圖上的長度當

作比較量，下面以「實際長度 1 公里，地圖上長 1 公分」

為例，說明比例尺的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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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種表示比例尺的方法，一種是利用同單位的比或比值

來表示，另一種是利用不同單位的比或比值來表示。 

(1)同單位的表示法 

同單位的表示法又可以區分為比的表示法和比值的表

示法，因為單位相同，因此同單位的表示法都不記錄

單位。 

比的表示法：1 公里＝1000 公尺＝100000 公分 

可以用「1：100000」或「
 1 

 100000 
：1」來表示。 

「
 1 

 100000 
：1」的記法較容易連絡比和比值的關係。 

使用 1：100000 溝通比例尺時，表示地圖上長 1 公

分，實際的長是 100000 公分；地圖上長 1 公尺，實

際的長是 100000 公尺；地圖上長 1 毫米，實際的長

是 100000 毫米。 

比值的表示法：「1：100000」和「
 1 

 100000 
：1」的

比值都
 1 

 100000 
。 

(2)不同單位的表示法 

不同單位的表示法也可以區分為比的表示法和比值的

表示法，因為單位不同，因此不同單位的表示法都必

須記錄單位。 

比的表示法：「1 公分：1 公里」。 

比值的表示法：1 公分：1 公里＝1 公分/公里，日常

生活中不常出現這種記法，都用下面的圖示法來呈

現。 

 

 

 

 

0 4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