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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除互逆概念學習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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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三年級學童在解乘除文字題時，以一貫性的乘法策略解

所有的乘除文字題，亦即每一題乘除文字題皆以乘法算式填充題列式並以直式算

則（含乘法及除法）解出答案。讓學童經驗、察覺、並歸納互逆概念的完整性。

研究者依據乘除互為反運算的概念自編教材，透過實驗教學的方式，將乘除概念

同時學習。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的班級為實驗班，學生人數 26 人，取同校同年

級班級為對照班，人數 30 人。實驗結果，實驗班後測成績 87.46，對照班 76.93，

p 值為 0.044，顯示實驗班在解乘除文字題之能力表現是高於對照班的，「以乘法

策略解乘除文字題」的教學策略確實可提升學生的解題能力。再者，實驗班延後

測的平均分數是 89.61， t 值（後測 -延後測）為 -2.15，相依樣本 t 檢定之 p 值為

0.34，大於 0.05，顯示此實驗教學具有學習保留效果。再深入研究，發現學童的

解題能力能延伸至五年級「怎樣列式」單元。研究者進行研究的同時，並對學童

進行訪談，了解其乘除互逆概念學習的完整歷程。  

 

關鍵字：乘除互逆、乘法策略、國小三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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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本研究針對國小三年級課程中的乘除文字問題，進行實驗教學，一方面讓學

童了解數學是從生活情境中衍生而來，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另方面以一套簡單

的乘法策略，即可處理所有的乘除文字題。尤其對文字題不再心生恐懼，遇到題

目即可經由題意提出假設，列出乘法算式填充題，再透過直式算則解出答案。  

一、研究動機  

學習，必須與舊經驗連結，經由舊經驗―心靈影像（schema）的連結，再與

新概念同化、調適，而建立新概念（謝淡宜，1990）。要學好數學，仰賴學生在

各課題的學習，最後都能收斂連結為對數學的整體感或直覺，以作為下一個課題

學習的基礎（教育部，2007），因此，鞏固舊經驗是學習的基石。當課程加深加

廣時，輕鬆易懂的學習經驗，將帶來勇於挑戰新概念的學習態度，且有效的學習

方式有助於學習的發展。  

乘除概念在國小課程佔一席之地，是學習分數、小數、因數倍數、面積、體

積、比率、速率、機率的基礎，而三年級是學習乘除概念的關鍵時刻。因此研究

者參考三年級學童在乘除法解題歷程之相關研究，以了解學童解題錯誤之原因，

其中，林碧珍（1991）在「國小學童乘除法應用問題之認知結構」研究中，發現

學童解決乘除文字題的難易取決於對應用問題的瞭解。還有鄭秋定（2002）針對

國小二、三、四年級學童對整數除法問題的解題策略研究，發現國小二、三

年級學童在乘法算式填充題方面，有混淆乘式意義的情形。加上陳瓊瑜（2002）

在對「國小三年級數學學習困難學生乘法應用問題解題歷程之研究」中，發

現國小三年級學童在解決乘法應用問題的困難主要在問題整合與解題執行兩

個階段，以上說明了三年級學童在解決乘除問題方面有整合題意和執行解題

上的困難。再者，美國數學教師協會（NCTM，1989，2000）所出版的「中

小學課程及評鑑標準」提到，「數學即是解題」，解題是小學數學教育的重要

課題。基於上述因素並擬降低三年級學童在處理乘除問題可能面臨的困境，

研究者選擇三年級乘除法教學作為研究主題，依循乘除互為反運算且可連結的特

性，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進行實驗教學，以探討學童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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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擬了解三年級學童經由此一實驗教學，在解決乘除

文 字 題 能 力 是 否 提 升 ？ 學 習 之 保 留 效 果 如 何 ？ 同 時 透 過 訪 談 來 了 解 學 童 如 何經

驗、察覺並歸納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據此，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實施以乘法策略能否提升三年級學生處理乘除文字題的能力？  

（二）實施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的學習保留效果如何？  

（三）學童如何以乘法策略成功地處理乘除文字題？  

延伸研究：為了讓學童了解「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對學童在數學學習上

的幫助，研究者進一步將五年級「怎樣列式」單元課本或習作中的題目（如附件

二），在完成實驗後給實驗班學生作答，以了解「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

是否能解出五年級該單元的問題，依此提出第四個研究問題。  

（四）實施「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能否解五年級「怎樣列式」的問題？ 

三、名詞釋義 

乘 法 策 略 ： 所 謂 乘 法 策 略 即 是 以 乘 法 的 算 式 填 充 題 處 理 所 有 乘 或 除 的文字

題。  

貳、文獻探討 

一、國小乘除法教材之編排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數學學習領域（教育部，2003），二年級

初步經驗乘法情境的問題，並建立「倍」的概念與理解其乘法的意義。藉由認識

九九乘法表，以運用它來察覺乘法交換律及解決乘法問題。並引入平分與分裝的

除法情境文字題，以初步理解除法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三年級則引入乘

法直式 算 則，讓 學 童順利 解 決數字 較 大的乘 法 問題。 而 在除法 上 ，則運 用÷、=

等符號做除法的橫式紀錄。除了讓學童經驗除法直式算則之外，也透過具體情境

的體驗，認識與了解乘除互逆的關係。因此，在二、三年級乘除法教材的安排上，

是先乘法、再除法、然後認識乘除互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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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認知發展與數學學習 

皮亞傑（Piaget, 1970）認為認知發展是決定學習能力的必要條件，有效的學

習能協助培養兒童的認知發展。他將兒童的認知發展分成四階段，依序為感覺動

作期、準備運思期、具體操作期和形式操作期。在準備運思期（2 到 7 歲），兒

童沒有邏輯思考能力，到具體運思期（7 到 11 歲），藉由具體物來運作數學邏輯

思考，而且理解可逆性和守恆理論。  

再者，數學解題並非僅具有相關的計算能力及數學知識就能解決，還需要解

題和探究策略，因為成功解題的決定性因素在於解題者是否擬出一套可行的策略

（楊瑞智，1994），只有選擇正確的策略才能達成解題的目標，故解題策略常常

是解題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Polya（1945）在其著作「怎樣解題」（How to solve it）中，將解題歷程分為

四個步驟：1.了解問題；2.擬定問題；3.實施計畫；4.回顧，藉此協助解題者順利

完成解題。劉秋木（1996）研究證據顯示，適當的解題策略教學，可以提高學童

解題能力。  

三年級學童正處於具體運思期前期，因此研究者依據 Polya 的解題歷程，設

計一套簡單的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以改進學童的解題能力，幫助他們有效

的學習，確實理解乘法、除法的意義，以及乘除互逆的概念，精湛的掌握乘除互

逆概念，利於學童進入下一階段的發展。  

三、乘除學習相關研究 

有關乘除文字題解題的研究中，劉淑倩（2005）研究國小四年級學童使用乘

的分解紀錄在乘除文字題解題表現，發現「乘的分解紀錄教學」對提升學童乘除

互逆的學習具有顯著成效，並具有學習保留效果。可見，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

字題以達到乘除互逆概念的學習方式是可以嘗試的。「乘的分解紀錄教學」舉例

如下（引自劉淑倩，2005）：  

有 24 塊餅乾，分裝在盒子裡，8 塊餅乾裝一盒，可以分裝成幾盒？把你的

做法記下來。學生的紀錄如下：  

1.橫式紀錄：8+8+8=24 
1.橫式紀錄：8×3=24 
1.橫式紀錄：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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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式紀錄  

3.圖像紀錄：（1） 

 

              

（2）  ○8 ○8 ○8  

（3）      ○24          

○8  ○8  ○8  

（4）其他 

（若未出現圖像紀錄者，將由老師引入） 

余旭姿（2009）考慮乘、除概念同時教學以進行概念連結，依據的理由： 

1.就概念的關連性而言，乘、除是互逆概念，在同一問題的解答過程，因題目要

求不同才有乘法與除法不同的處理方式。  

2.就乘除運算的相關性而言，乘、除互為反運算，此可由九九乘法表看出。既是

反運算，就應該將反運算背後的互逆概念呈現出來，讓學童將運算的互逆與概

念的互逆二者產生連結，加深學童對乘除互逆概念的理解。  

3.就教材的編排而言，低年級將加減法概念編入同一單元中，藉情境的引導來學

習加減之間的互逆關係，而同樣具有互逆關係的乘除法，理當也能利用概念連

結的方式學習。  

4.就教學現場的觀察而言，學童在面對綜合乘法和除法文字題時，通常會面臨不

知道要用什麼方法解題的困境，即使用對解題策略但卻不知其所以然。因此，

教師除了具有乘除概念可連結一起教學的觀念，教材的內容也應該順應乘除概

念可連結的特性進行設計，學童在面對乘除文字題時所遭遇的問題才得以改善

。  

5.就連結概念而學的優點而言，將乘、除概念連結一起學，可以簡化乘除互逆概

念的理解，同時符合概念學習的一致性、連結性和不互相衝突等特質。  

汪雅惠（2010）研究「以經驗察覺與歸納配合後設認知策略對多類型乘除題

型的概念連結與教學之解題歷程及成效之研究」中提到，乘法與除法分開進行教

學，對學童概念的學習而言，無形中增加概念理解的思考空間，也浪費學習的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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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同時不容易將乘法與除法做概念上的連結，形成了乘法是乘法，除法是除法

的獨立概念，造成往後在學習新單元時，又須重新學習來建立新概念，這種片段

的學習方式無法讓學童建立深刻的互逆概念。當學童遇到不同類型問題時，因無

法產生連結而找到正確的解題策略。且於期刊中也有多篇關於乘除問題的探討，

如林原宏（1995）、呂玉琴（1998）、周筱亭和黃敏晃（2002）等。  

由此可見，學生有系統的學習數學概念，整合學習互為反運算的概念，如此，

學童才能理解概念彼此之間互逆關係。同時，概念清楚且有效率的學習對學童而

言才是有意義的。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乘除文字題的教學可同時進行。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乘除文字題一併以乘法策略處理。也就是乘除文字題均以乘法算式

填充題列式，再以直式計算出答案。目的在簡化學生學習乘除法的過程，並達到

乘除概念連結的學習。實驗結果分析質量並重。 

一、教學設計與流程 

以下為實驗班的教學活動設計，先布題並引導學生了解題意，再列出乘法算

式填充題，最後以直式算則解出答案。內容分成（一）乘法教學、（二）乘數未

知的乘法問題、（三）被乘數未知的乘法問題、（四）被除數未知的除法問題、（五）

除數未知的除法問題、（六）兩步驟計算。對於商數未知的情形，直接以直式除

法處理。底下以除數未知的除法問題為例，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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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驗班教學活動設計  

 

※布題：72 個蘋果，要裝成每盒一樣多，每盒裝幾個時，才能剛好分裝成 8 盒？  

請列出乘法算式填充題，並把做法用直式記下來。  

1.協助兒童釐清題意。（了解問題）  

 全部有 72 個蘋果。  

 每盒裝幾個時，剛好分裝成 8 盒。 

2.根據題意，每盒裝幾個時，剛好分裝成 8 盒？則假設每盒裝□個時剛好分裝成 8 盒。

（擬定問題）  

3.每個裝□個時，剛好分裝成 8 盒，則可列式為□×8=72（實施計畫）  

4.所以□=72÷8（實施計畫 ) 

5.利用直式除法解出答案為 9 個。（實施計畫）  

6.將答案 9 放入算式填充題驗算，得到 9×8=72（回顧） 

註 1.依據教學現場觀察，未知數採□是避免學童計算時將（   ）當成兩個 1。  
註 2.活動設計（      ）內的說明部分為採用 Polya 的解題步驟。  

本研究的整個流程細分成五個階段，分述如下： 

1.實驗教學：實驗教學以實驗班為主，對照班則進行一般教學，兩班即依南一版

教材內容進行教學，授課時間相同，均為 7 節課，每節 40 分鐘。  

2.後測：在進行實驗教學後即接受「乘除解題能力測驗」正式施測，施測對象包

括實驗班和對照班，施測時間一節課，40 分鐘。  

3.訪談：在每次實驗教學並完成該單元學習單之後進行。  

4.延後測：為了探討學童的學習保留效果，於後測一個月後，再予「乘除解題能

力測驗－延後測」施測，期間未對施測題目進行討論，以期提高研究的嚴謹度

。延後測僅限於實驗班學童。  

5.延伸研究：延後測之後一星期，對實驗班學童進行「怎樣列式」施測，作為延

伸研究的成效表現。  

二、研究對象 

實驗班學生人數 26 人，對照班學生人數 30 人，所屬學校採常態編班（以 S

型 方 式 編 班 ）。 實 驗 班 與 對 照 班 教 師 的 學 歷 都 是 大 學 畢 業 ， 教 學 經 驗 分 別 為 19

年及 17 年。以下為實驗班與對照班三年級上學期數學科期中考成績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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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驗班與對照班三年級上學期數學科期中考分數之敘述性統計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實驗班 26 人 88.2 7.8 

對照班 30 人 88.5 10.3 

由表 2 資料得到獨立樣本 t 檢定，p 值為 .221，顯示實驗班與對照班實驗的起始

點能力並無顯著差異。  

三、研究工具 

（一）後測試題 

本研究根據能力指標（註）與實驗教學內容，編 20 題預試題目，請專家學

者、工作同仁、研究夥伴三角檢定，以符合專家效度，再依難度和鑑別度標準，

篩選出 15 題，做為正式試題，施測時間 40 分鐘。選題標準為：試題難度在 0.3

～0.8 之間，且鑑別度高於 0.3 以上的題目與予保留，分析結果保留 15 題，試題

難度介於 0.43 和 0.85 之間，平均難度為 0.7，且鑑別度介於 0.3 和 0.86 之間。再

將試題依能力指標進行雙向細目檢驗，以符合內容效度（如表 3）。修正完成後，

再找一班進行預試，得到信度 α 值為 0.783，故可成為正式後測試題（如附錄一）。 

表 3  後測試題之雙項細目表  

註：1.能將具體情境中的單步驟問題列成算式填充題。  
2.能解釋算式填充題與原問題情境中的關係。  
3.能理解乘法的意義。     4.能解決生活中簡單整數倍的問題。  
5.能理解除法的意義。     6.能理解整除、商、餘數的概念。  
7.能在具體情境中，認識乘除互逆。  

題號 

能力指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3   v  v  v v   v v v v v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5 v v  v v v v  v v    v v

6    v v v v   v    v v

7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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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後測試題  

延後測的試題是依據後測的試題而來，類型及題型大致不變，只針對題目中

的文字敘述和數字做改變，作為實驗班測試學童學習保留效果的試題。  

（三）學習單  

實驗班與對照班均提供課後學習單以增加學習成效，並做為訪談問題依據。 

（四）訪談紀錄表  

以「半結構式訪談紀錄表」（如表 4）為研究過程做記錄。 

表 4  半結構式訪談紀錄表 

                       半結構式訪談紀錄表 

1.你可以看懂題目的意思嗎？  

2.由題目中，你可以看出已知資料有哪些嗎？  

3.這個題目你如何設立未知數嗎？  

4.你會怎麼列出乘法算式填充題？  

5.同樣是乘法算式填充題，你如何判斷要乘法直式計算或是用除法直式計算呢？  

6.那你怎麼知道你算對還是算錯呢？  

7.遇到類似的問題，你會簡化計算過程嗎？  

8.你能設計類似的題目嗎？ 

四、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資料的蒐集  

本研究蒐集的資料，在量化部分，有實驗班與對照班二班後測成績，以及實

驗班延後測的成績。在質化部分，則有學生的訪談紀錄。  

（二）資料的分析  

1.依據實驗班與對照班之後測成績，以獨立樣本 t 檢定檢測研究問題一：「實施以

乘法策略能否提升三年級學生處理乘除文字題的能力？」。  

2.依據實驗班後測及延後測成績，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檢測研究問題二：「學生實施

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的學習保留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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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訪談，一方面記錄學童理解的過程，並檢視學童學習的困境與迷思概念。

藉此以探討研究問題三：「學童如何以乘法策略成功地處理乘除文字題？」。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國小三年級學童「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之表現 

依據實驗班與對照班的後測成績，先做簡單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5），

再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以了解「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是否可提升學童

的解題能力。  

    表 5  實驗班與對照班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班級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後測成績  
實驗班  30 87.46 2.55 

對照班  26 76.93 4.21 

由表 5 資料顯示，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童在處理乘除文字題能力上的表現是有

差異的，實驗班的平均分數是 87.46，標準差為 2.55；對照班的平均分數是 76.93，

標準差為 4.21，由此可見，實驗班的答對率（得分）高於對照班，且分數的分布

情形亦比對照班更為集中，實驗班的學童在「乘除解題能力測驗」的表現上優於

對照班，經由獨立樣本 t 檢定，p 值為 0.044，小於 0.05，兩者間的差異達到顯著

水準，由此回答研究問題（一）實施以乘法策略能否提升三年級學生處理乘除文

字題的能力。  

二、「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學習保留效果之表現 

依據實驗班的後測與延後測成績，先做簡單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6），

再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以了解「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是否具有學習保

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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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實驗班後測與延後測描述性樣本統計分析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標準誤  

實驗班  
後測成績  26 人  87.46 13.02 2.55 

延後測成績  26 人  89.61 14.87 2.49 

由表 6 的資料得知，後測平均分數是 87.46，延後測的平均分數是 89.61，顯

示延後測成績明顯高於後測成績。又由相依樣本 t 檢定之 p 值為 0.34，大於 0.05，

未達顯著，顯示實驗班的學習成效具保留效果。由此回答研究問題（二）實施以

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的學習保留效果如何。  

三、後測與延後測答題表現之比較 

為深入了解學童的學習成效，將學童分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三部分，分

別選出三位代表，比較學童在後測與延後測作答方式之差異情形，為簡化篇幅，

各以一位為代表作描述。  

表 7  學童後測與延後測答題方式之比較  

 學童的答題過程和表示方式  

 後測  延後測  

 

 

高

分

組

代

表  

   

說明：  

1.後測時有設立未知數，延後測省略設立未知數。  

2.後測時有注意單位量和單位數的位置，延後測時忽視單位數和單位量的位置。 

3.後側與延後測解題技巧一致。又由 1.2.的說明，顯示「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

字題」已成為高分組學童之心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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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童的答題過程和表示方式  

 後測  延後測  

 

 

中

分

組

代

表 

 

 

 

  

說明：  

1.後測時不懂題意，列式發生問題，延後測時可以理解題意。  

2.後測因為不了解題意，列式錯誤，以致解答錯誤，延後測時不僅了解題意，

甚至簡化列式過程，直接算出答案。 

 

 

 

低

分

組

代

表 

 

 

說明：  

1.後測時不懂題意，列式發生問題，作答錯誤；延後測可以理解題意。  

2.延後測能了解題意，同時省略設未知數；該題有兩個不同的未知數，學童不

僅不會混淆，更同時省略，直接列式。雖然中間計算有誤，對低分組而言，

相當難得。  

實施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的解題策略，經過時間的沉澱之後，高、中、

低三組的學童皆能理解題意，成功地列式，尤其中、高分組的學童更內化為自己

的解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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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童如何以乘法策略成功地處理乘除文字題 

分別針對乘除互逆概念的四種乘除文字題進行訪談：（一）乘數未知的乘法

問題、（二）被乘數未知的乘法問題、（三）被除數未知的除法問題、（四）除數

未知的除法問題，以下為中分組學生解（四）除數未知的除法問題的訪談紀錄： 

【布題】：有 42 個小朋友，每排排成幾個時，才能剛好排成 6 排？  

 

 

訪談內容摘要：  

師：這個題目你如何設立未知數嗎？  

生：看題目，題目問每排排成幾個，所以就設每排排成□個。  

師：你會怎麼列出乘法算式填充題？  

生：就□×6=42 啊。  

師：你如何判斷要乘法直式計算或是用除法直式計算呢？  

生：用除的，因為乘的跟除的相反。乘的可以用除的計算，除的可以用乘的計算。  

師：那你怎麼知道你算對還是算錯呢？  

生：驗算就知道了。  

師：可以告訴我如何驗算嗎？  

生：將答案放入乘法算式填充題的□，再乘看看對不對。 

綜合訪談，小結如下：  

教學過程中，指導學童如何設立未知數，再依題意放置未知數，順著題意列

式，均能以乘法列式，未知數如果在積的位置就直接乘出答案，如果未知數在被

乘數或是乘數的位置可透過乘除互逆概念，以除法直式計算，學童均能從中體會

乘除互為反運算，學習到乘除互逆的概念。  

1.大部分學童能列出乘法算式填充題。  

2.在以乘法直式或除法直式計算答案的部分，學童發現一個現象，未知數就等於

除數未知 

以乘法策略處理除法

此生在此點出乘除互逆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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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除以另一項已知數，以學童的說法就是「乘的可以用除的算，除的可以

用乘的算」，在此學童已能體會乘除互逆概念。  

3.懂得將算出的未知數答案，再放入原乘法算式填充題乘乘看，用來檢測答案對

或錯。  

4.在整個實驗教學過程中，雖然分四種型式，但學童一再表示都一樣啊！不管題

目問的是什麼，未知數就是依題目要求的對象去設立，解法也只有一種，學童

大致都能輕鬆以對。  

5.一系列實驗教學下來，學童可以直接以□列式，直接把未知數設為□，此時學

童的解題能力已能明顯看出。  

由此回答研究問題（三）學童如何以乘法策略成功地處理乘除文字題。 

五、延伸研究 

在做完實驗之延後測之後，研究者將五年級「怎樣列式」單元給實驗班學童

作答，結果如下： 

表 8  「怎樣列式」作答成績敘述性統計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第五題  第六題  

成功列式人數  24 21 25 24 21 24 

完成率（26 人） 92% 81% 96% 92% 81% 92% 

完成作答人數  22 17 23 24 20 22 

完成率（26 人） 85% 65% 88% 92% 77% 85% 

由表 8 可以看出，學童能成功列式比率高達九成，順利完成作答比率高達八

成，其中不包括計算錯誤的部分。大體而言，學童對「怎樣列式」已能掌握約八

成至九成的解題能力。因此，當學童學會「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已能

處理五年級「怎樣列式」的問題，此結果回答延伸研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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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有效的學習策略能讓學習事半功倍，獲得較大的學習效果。研究發現，學生

在接受數學解題策略教學後，能增進題意的理解及解題的能力，有助於解決數學

問題。本研究—「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就是一種解題策略，也是乘除

文字題一起學習的策略。一方面鞏固乘除互逆的概念，另方面減輕學童學習的負

擔。本研究共獲得三項結論。  

（一）接受「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的實驗班學童，在乘法與除法等單元

學習成就上有明顯提升。實驗證明，學童能體會除法問題是可以乘法來處

理的，而且在解題策略上簡單易懂。  

（二）實驗班後測成績平均數明顯高出對照班甚多，顯示經由「以乘法策略處理

乘除文字題」的教學後，學童在乘除法文字題的解題有顯著成效。又由實

驗班延後測的答對率高於後測，顯示學童學習的學習保留效果很好。同時

發現，學童的解題過程明顯簡化，對於複雜的乘除文字題能簡單處理，低

成就學童亦能駕輕就熟。  

（三）實施「以乘法策略處理乘除文字題」的教學策略，學生的解題能力能延伸

至五年級「怎樣列式」單元。  

二、建議  

（一）在課程設計方面，將乘除概念連結一起學習，有助於學童概念的統整，使

概念更加穩固，且可減輕學童學習負擔。  

（二）教師進行乘除文字題教學時，應與生活結合且多樣化，讓學童經驗、觀察、

與歸納，以促進提升數學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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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乘除解題能力測驗    

1.媽媽花了 1000 元買了 4 瓶沙拉油，1 瓶

沙拉油賣幾元？ 

 

2.一本書有 371 頁，小天想 7 天看完，平

均每天看幾頁？ 

 

3.工人鋪路，一星期可以鋪 403 公尺，8

個星期可以鋪多少公尺？  

 

4.福氣商行舉辦促銷活動，健康牌餅乾 4

包 500 元，快樂牌餅乾 7 包 805 元，哪

一個牌子的餅乾比較貴？  

 

5.8 個奇異果賣 72 元，5 個蘋果賣 60 元，

各買 6 個共要付幾元？  

 

6.小惟付了 168 元買每支 7 元的冰棒，他

到底買了幾支？  

 

7.一包糖果 35 顆，媽媽幫天天買了 5 包，

拿到學校發給 7 位同學，每人可得幾

顆？  

 

8.校外教學的門票每人要 425 元，三年一

班有 28 人參加，共要付幾元？  

9.1 排有 5 顆珠子，125 顆珠子可排成幾

排？ 

 

10.阿珍存 950 元，再存 200 元的剛好可買

5 個足球，1 個足球賣幾元？ 

 

11.王叔叔買手機辦理分期付款，每月需要

繳交 1765 元，已經繳了 12 次，一共繳

了多少元？ 

 

12.小芳每個月存 1820 元，9 個月共存幾

元？ 

 

13.圖書館裡的圓桌每張可坐 18 人，閱覽

室共有 18 張圓桌，共可坐幾人？ 

 

14.安安有一些彈珠，平分給 4 人，每人可

得 16 顆，安安原有幾顆彈珠？ 

 

 

15.小琴每天背 7 個英文單字，幾天後可以

背好 175 個英文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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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怎樣列式 

用算式填充題把問題記下來，並算算看： 

 

1.一袋巧克力有若干個，平分給 18 個小

朋友，每人分得 25 個，這袋巧克力有

幾個？ 

 

 

 

 

2.有 210 題的數學計算題，喜如每天要完

成幾題，才可以在 7 天做完這些計算

題？ 

 

 

 

 

3.邊長 X 公分的正方形，周長是 348 公

分，這個正方形的邊長是幾公分？ 

 

 

 

 

4.一瓶果汁有 X 毫公升，分裝成 5 杯，每

杯有 250 毫公升，這瓶果汁有幾毫公

升？ 

 

 

 

 

5.媽媽每個月存 X 元，8 個月後存了 9600

元，媽媽每個月存幾元？ 

 

 

 

 

 

6.小春有 X 張職棒球員卡，小春的職棒球

員卡是小喜的 5 倍，小喜有 85 張職棒球

員卡，小春有幾張職棒球員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