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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五年級學童在九年一貫數學課程改革下

分數概念與運算能力的表現之比較研究 

尤志弘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數理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簡清華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數理教育研究所助理教授 

壹、緒論 

教育部於西元 1998 年公布九年一貫數學課程暫行綱要（暫綱），而於九十學

年度正式實施，本研究想來探討施行教育部規劃的九年一貫數學課程暫綱與正綱

後，學童的數學概念與運算能力是照原先專家學者的預期而有所提昇呢？在社會

各界、教師及學童家長的心中持續存在一個疑慮，就是學童的數學程度似乎比往

年退步了，所以在社會各界持續關心下，教育部修訂九年一貫數學課程暫行綱要

（暫綱），接著於西元 2003 年公布九年一貫數學課程綱要（正綱），並於 94 學年

度正式實施，施行至今已經邁入第三年。  

八十二年 版數學課 程改變的 重心在於 教學方法 由以教師 為中心轉 移為以學

生為中心，讓學生經由互動、討論、辯證等歷程，主動的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

數學的概念，養成在日常生活中善用各種工具從事學習及解決問題的習慣（詹婉

華，2003）。另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中提到，國民教育階段的課

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力。數

學教學應協助學生體驗生活情境與數學的連結過程，著重學生概念的了解與能力

的培養（教育部，2001）。由上述可知，了解學童的數學概念是非常重要，所以

本研究打算進行學童數學概念的探究。  

由於分數概念是一個在問題情境中兼具多重意義的數學概念，在日常生活中

常呈現不同的面貌，造成學生學習時的困擾很大，同時，分數計算也因為分數概

念的難以理解，被迫以機械式的方式使用算則進行解題，而其不同意義，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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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上的困難（湯錦雲，2002），這些學習困難造成學生產生許多錯誤或迷失概

念。  

研究者長期任教於國小高年級，了解分數課程常困擾許多學童，而且分數概

念與運算的教材從國小二年級一直涵蓋到六年級，包含多個年級層，也是日後學

習數學的一個重要的關卡。而且在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的能力指標中（教育

部 ，2003），N-1-9、 N-2-6、N-2-7、 N-2-8、N-2-9、 N-2-11、 N-2-13、N-3-3 都

是關於分數概念的能力指標，尤其是在國小數學能力最重要的「數與量」這一部

分，在第二階段的 19 個能力指標中，分數就佔了 6 個，可見得分數在國小數學

教學的重要性與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將進行學童分數概念和運算能力的探究。  

基於上述理由，本研究計畫針對國小五年級學童，來探討在施行九年一貫數

學課程後，學童的數學概念與運算能力是有所提昇呢？還是比往年退步呢？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前後對學生數學能力的影響之相關研究  

楊順惠（2005）以高雄市 92 學年度與 93 學年度之國民中學畢業學生為研究

對象，針對九年一貫數學教材實施前後對學生數學綜合能力的影響進行實證研

究，其研究結果顯示：九年一貫數學教材實施之後，學生對數學問題的建構與解

決能力有明顯的提升，但邏輯推理分析力卻呈現微幅下降，就整體而言，數學綜

合能力仍是出現了某個程度的進步。這樣的實證結果與社會大眾所認為之「九年

一貫數學教材實施之後造成學生數學能力大幅下降」的刻板印象似乎有極大的出

入。  

為何結果與社會大眾的認知會有這麼大的差距？楊順惠（2005）提出有幾點

值得注意的事實：  

首先是在九年一貫數學教材實施之後，學生的計算速度與能力的確有顯著的

下降，這是建構式數學不強調計算的自然結果。而在另一方面，某些教師的教學

與考試卻沒有能夠完全配合新教材而進行改變，尤其考試出題的內容與方式還是

沿襲舊有的習慣，例如，數學題型還是強調快速演算的填鴨背誦式解題法，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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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題就是超過三、四十題，學生在計算能力變差的情況之下仍然被要求快速作

答，成績自然表現得不理想。即使學生的數學綜合能力的確因為九年一貫數學教

材的實施而有一定程度的進步，但是在這樣的考試方式之下，卻無法顯現出來。

因為新的教材當中所強調的新觀念和新方法是需要從事教育和接受教育的所有

人都充分適應完全調適之後，才可能發揮教材的實際效果。  

二、分數對兒童的意義  

分數概念起源於「分」，是用來解決不滿一個單位量的量的數值問題，透過

將原單位量予以等分割，得到單位分量的重複，因而得到與被測量量等價的量，

以分割的份數和重複單位分量的次數並置，作為被測量量的指標。  

而本研究旨在探討八十二年版與九年一貫數學課程施行後，國小五年級學

童的數學概念與運算能力的表現，所以在此特別列出教育部所頒佈分數對兒童的

意義，八十二年版與九年一貫版本略有不同的見解，分述如表 2-1。  

表 2-1  分數對兒童的意義之相關文獻一覽表  

文獻來源  分數對兒童的意義  時間

教育部  

82年版數學  

課程標準  

1、表示操作：在具體物上進行「分的活動」，重視操作模型

與分數符號之連結。  

2、部分 /全部：包括連續量與離散量之情境。  

3、數線上的數值：可是為線段長或數線上的一點。  

4、整數相除的結果。  

5、比或比值。  

6、表示量的大小。  

1993

教育部  

92年  

九年一貫  

數學  

課程綱要  

1、平分的意涵：  

2、測量的意涵：  

3、比例的意涵：  

4、部分 /全體的意涵：  

5、除的意涵：  

2003

資料來源：1.教育部（199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2.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數學學習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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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分為兩個階段，首先透過團體紙筆測驗瞭解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

分數概念及運算上的表現情形；接著再與湯錦雲（2002）八十二年版的「國小五

年級學童分數概念與運算錯誤類型之研究」之結果相比較，並進行統計分析，來

探討九年一貫數學課程下國小五年級學童的分數概念與運算的學習狀況。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的選取，基於研究目的、環境限制及時間與人力的考量下，無法

使用隨機抽樣，所以採用方便取樣模式來選取所需的研究樣本。選取高雄市、高

雄縣、屏東市、屏東縣共六所國小，每所國小各二個班級的五年級學生，共計十

二個班級，共 373 名學生，研究所採用的樣本均為男女混合且為常態編班之班

級，研究樣本分配見表 3-1。  

表3-1  研究樣本分配表  
高雄縣  屏東縣  

學校  高雄市  
A B 

屏東市  
A B 

合計  

參加  
人數  62 66 63 66 68 48 373 

三、研究流程  

本研究步驟共分為六個階段來實施，玆就各階段說明如下：  

（一）蒐集資料、探討文獻與決定研究架構。  

（二）試題確認：  

本研究採用湯錦雲（2002）所研發的「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來調查學生在

分數單元的學習情形及可能的錯誤類型。  

（三）選取樣本：  

研究樣本為高雄市、高雄縣、屏東市、屏東縣的六所國小，每所國小各二個

班的五年級學生，共計十二個班級，合計共 373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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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體紙筆測驗施測：  

本研究正式施測時間為 96 年 6 月 20 日至 96 年 6 月 29 日，正式施測方式為

團測，時間為 40 分鐘。  

（五）團體紙筆測驗資料分析：  

將全部學生的答案歸納、統整，運用 Excel 統計軟體來統計每一個學生的答

題狀況、每一題的錯誤人數及其百分比，製成「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錯誤情形

統計表。  

（六）綜合分析並與先前湯錦雲（2002）之研究結果做對照比較。  

肆、結果與討論 

將本研究學童之答題情形與湯錦雲（2002）「國小五年級學童分數概念與運

算錯誤類型之研究」答題情形相比較，整理出兩個版本的學童錯誤情形統計對照

表，如表 4-1 所示。  

表 4-1  兩個版本的學童「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錯誤情形統計對照表  
本研究（九年一貫） 

題號  試  題  內  涵  題  目  類  型  錯誤  
人數  

錯誤率

（％）  

82年版錯

誤率（％）

 第一部份   分數概念（共19題）   

1 部份 -全部  部份 -全部（離散量） 185 49.6 43.6☺ 
2  部份 -全部  等分概念（連續量）  77 20.6☺ 22.5 
3  部份 -全部  部份 -全部（連續量） 110 29.5 28.2☺ 
4  部份 -全部  部份 -全部（離散量） 255 68.4 53.8☺ 

5-1  數線上的一個數值  數線帶分數的標分數  226 60.6 47.4☺ 

5-2  數線上的一個數值  數線假分數的標分數  260 69.7 64.5☺ 

6-1  數線上的一個數值  單位量 1 以內的讀分數 240 64.3 55.5☺ 

6-2  數線上的一個數值  單位量 1 以上的讀分數 303 81.2 76.5☺ 

7  部份 -全部  分數數與量的辨別  264 70.8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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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  兩個版本的學童「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錯誤情形統計對照表  

本研究（九年一貫） 

題號  試  題  內  涵  題  目  類  型  錯誤  

人數  

錯誤率

（％）  

82年版錯

誤率（％） 

8  整數相除的結果  分數是整數相除結果  96 25.7 25.1☺ 

9  整數相除的結果  分數是整數相除結果  194 52.0 44.3☺ 

10  比值  分數是一個比值  231 61.9 55.5☺ 

11  比值  分數是一個比值  207 55.5☺ 59.2 

13  分數是一個數  分數是數的概念  186 49.9 39.8☺ 

14  部份 -全部  等值分數（離散量）  208 55.8 53.6☺ 

15  部份 -全部  等值分數（連續量）  140 37.5☺ 45.7 

16  部份 -全部  分數的估測  255 68.4 58.1☺ 

17  部份 -全部  分數的估測  272 72.9 66.8☺ 

18  部份 -全部  分數大小的比較  64 17.2☺ 38.2 

第二部份   分數運算（共8題）   

1 分數加法  整數加分數的運算  94 25.2 24.9☺ 

2  分數減法  整數減分數的運算  115 30.8☺ 35.5 

3  分數減法  整數減分數的運算  133 35.7☺ 39.5 

4  分數減法  整數減分數的運算  127 34.0☺ 40.5 

5  分數減法  分數減分數的運算  102 27.3☺ 37.9 

6  分數減法  分數減分數的運算  106 28.4☺ 39.8 

7  分數乘法  整數乘分數的運算  163 43.7 41.0☺ 

8  整數除整數  整數除整數的運算  177 47.5 41.5☺ 

平  均  47.6 45.7 

說明：有加外框且旁邊加註☺符號者，表示該版本之錯誤率較低，即該版本的學

童在這題表現較優於另一版本。  

一、九年一貫學童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之答題情形分析  

依據表 4-1 的統計結果，綜合分析學童在分數概念與運算的錯誤情形，整理

出下列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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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研究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中，學童的整體平均錯誤率為47.6％，接著將

測驗試題分成「分數概念」及「分數運算」兩個部分，由表4-2可知，其中「分

數概念」部分的學童平均正確率為0.4676；而「分數運算」部分的學童平均

正確率為0.6592，「分數運算」比「分數概念」的測驗正確率高約19.16％。

再進一步分析發現，兩個正確率之平均數 t考驗已達顯著水準，顯示兩個版本

之學童的答題表現有顯著的差異，即「分數運算」的答題表現明顯優於「分

數概念」。  

表 4-2  九年一貫學童測驗整體表現之平均數 t 考驗一覽表  

測驗種類  樣本數  平均  
得分  

平均數  
（正確率）

平均數差異 t 值  P 

分數概念  
（19 題）  

373 8.8847 0.4676 

分數運算  
（8 題）  

373 5.2735 0.6592 
-0.1916 -13.327 .000 **  

註：
**

P＜ .01 

2.學童在「數線」模式的錯誤率偏高，平均錯誤率為68.95％，是所有模式題型

中平均錯誤率最高的，湯錦雲（2002）與黃寶彰（2003）的研究皆指出「分

數數線模式」是國小、甚至是國中學生感到困難的部分，由此可見「數線」

在分數中應該是屬較難的題型（楊壬孝，1989）。  

3.學童在「比例、比值」模式的錯誤率平均達58.7％，這顯示學童對分數是一

個「比例、比值」的概念較模糊，有可能是學童比值模式的概念發展比較慢

（Novillis, 1976）。  

4.在「分數的數與量概念辨別」的個別題目方面，學童錯誤率達70.8％，可知

辨別「分數的數與量」對五年級學童仍屬困難的題型，這發現印證了國小五

年級的學生在「數與量」的觀念較易混淆（楊壬孝，1989）  

5.至於學童在「分數運算」方面的表現，普遍都較「分數概念」方面的表現來

得好，其中以「分數加法」的錯誤率最低為25.2％，其次是「分數減法」的

錯誤率平均為31.2％，接著是「分數乘法」的錯誤率為43.7％，最後以「整

數除整數」的錯誤率最高為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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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分數減法」中，「分數減分數」的表現比「整數減分數」的表現還要好，

錯誤率相差5.6％。  

二、在九年一貫與八十二年版數學課程下，學童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答題表

現的比較  

（一）整體答題表現之比較  

由下表 4-3 可知，整體而言，九年一貫數學課程學童的分數概念與分數運算

測驗的錯誤率高於八十二年版數學課程學童約 1.9％。但進一步分析發現，兩個

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 z ＜1.96），顯示兩個版本之學

童在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整體的答題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表 4-3  九年一貫與 82 年版整體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一覽表  

對象  樣本數  測驗題數  平均數  
（錯誤率）  

z 值  

九年一貫數學課程學童  373 27 0.47559 

82 年版數學課程學童  422 27 0.45707 
0.52243 

（二）「分數概念」及「分數運算」兩個部分答題表現之比較  

本研究將測驗試題分成「分數概念」及「分數運算」兩個部分，學童在各部

分的答題表現如下表 4-4：  

表 4-4  兩個版本分數概念及分數運算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一覽表  

試題分類  對象  樣本數  測驗題數  
（共 27 題）

平均數  
（錯誤率）  z 值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19 0.53238 

分數概念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19 0.49132 
1.15582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8 0.34075 

分數運算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8 0.37575 
-1.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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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數概念」部分：  

由表 4-4 可知，九年一貫課程學童的「分數概念」錯誤率高於八十二年版課

程學童約 4.1％，顯示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分數概念」上的表現似乎較落後，

但幅度並沒有很明顯。再進一步分析發現，兩個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

未達顯著水準（ z ＜1.96），顯示兩個版本之學童在「分數概念」的答題表現沒

有顯著的差異。  

2.「分數運算」部分：  

由表 4-4 可知，九年一貫課程學童的「分數運算」錯誤率低於八十二年版課

程學童約 3.5％，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分數運算」上的表現似乎較佳，但並沒

有很明顯。進一步分析發現，兩個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

（ z ＜1.96），顯示兩個版本之學童在「分數運算」的答題表現沒有顯著的差異。 

（三）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的個別題型答題表現之比較  

接著研究者將「分數概念」試題分成「部份 -全部」、「數線上的一個數值」、

「整數相除的結果」、「比值」、「分數是一個數」等五個部分；另將「分數運算」

試題分成「分數加法」、「分數減法」、「分數乘法」、「整數除整數」等四個部分，

上述各題型分別進行百分比的差異顯著性考驗，來分析比較兩個版本學童在各題

型答題表現的差異，所得結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兩個版本學童個別題型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一覽表  

分數概念  對象  樣本數  測驗題數  
（共 19 題）

平均數  
（錯誤率）  z 值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10 0.4907 

部份 -全部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10 0.4657 
0.70430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4 0.6895 

數線上的一

個數值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4 0.6098 

2.346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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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2 0.3885 

整數相除的

結果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2 0.3470 

1.21197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2 0.5870 

比值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2 0.5735 

0.38487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1 0.4990 

分數是  

一個數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1 0.3980 

2.85958＊  

分數運算  對象  樣本數  
測驗題數  

（共 8 題）

平均數  

（錯誤率）  
z 值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1 0.2520 

分數加法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1 0.2490 

0.09744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5 0.3124 

分數減法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5 0.3864 

-2.1807 *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1 0.4370 

分數乘法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1 0.4100 

0.76911 

九年一貫  

課程學童  
373 1 0.4750 

整數  

除整數  82 年版  

課程學童  
422 1 0.4150 

1.6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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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數概念部分：  

（1）由表 4-5 可知，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分數的「數線上的一個數值」、「分

數是一個數」概念錯誤率分別高於八十二年版課程學童約 8.0％、10.1
％，再進一步分析發現，兩組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皆已達

顯著水準（ z ＞1.96），顯示八十二年版課程學童在分數的「數線上的

一個數值」與「分數是一個數」概念的答題表現明顯優於九年一貫課

程學童。  

（2）另由表 4-5 可知，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分數的「部份-全部」、「整數相

除的結果」、「比值」概念錯誤率分別高於八十二年版課程學童約 2.5
％、4.15％、1.35％，顯示九年一貫課程學童的表現似乎較落後，但幅

度並沒有很明顯。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三組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

性考驗皆未達顯著水準（ z ＜1.96），顯示兩個版本之學童在分數的「部

份-全部」、「整數相除的結果」、「比值」概念上的答題表現並沒有顯著

的差異。   

2.分數運算部分：  

（1）由表 4-5 可知，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分數減法」運算測驗錯誤率低

於八十二年版課程學童約 7.4％，再進一步分析發現，兩個錯誤率之百

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已達顯著水準（ z ＞1.96），顯示九年一貫課程學

童在「分數減法」的答題表現明顯優於八十二年版課程學童。  

（2）另由表 4-5 可知，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分數加法」、「分數乘法」、「整

數除整數」運算測驗的錯誤率高於八十二年版課程學童約 0.3％、2.7
％、6.0％，顯示九年一貫課程學童在分數的「分數加法」、「分數乘法」、

「整數除整數」的答題表現似乎較落後。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三組錯

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 z ＜1.96），顯示兩個版

本之學童在「分數加法」、「分數乘法」、「整數除整數」運算測驗上的

答題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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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獲得下列幾點結論，分兩部分說明如下：  

（一）首先本研究以高雄市、高雄縣、屏東市、屏東縣的六所國小學童為例，針

對九年一貫數學課程實施後，目前國小五年級學童的分數概念與運算之學

習狀況來進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  

1.在本研究的測驗中，學童的整體平均錯誤率為47.6％，以研究者長期任教於

小學的經驗來看，這個錯誤率對小學生的數學來說是偏高的，所以可知「分

數 課 程 」 對 小 學 的 數 學 領 域 來 說 ， 的 確 是 屬 於 較 難 且 學 童 不 易 弄 清 楚 的 部

分。其中「分數概念」比「分數運算」的平均錯誤率高約19.16％（錯誤率：

分數概念53.24％，分數運算34.08％）。而且兩個錯誤率之平均數 t考驗已達

顯著水準，顯示學童的「分數運算」的答題表現明顯優於「分數概念」的答

題表現，由此可見對學童來說，「分數概念的學習」應該比「分數運算的學

習」更加困難。  

2.「數線」模式題目的平均錯誤率為68.95％，也是所有模式題型中平均錯誤率

最高的，比其他題型高出甚多，這結果印證了「分數數線模式」是國小、甚

至是國中學生感到困難的部分（湯錦雲，2002；黃寶彰，2003），這發現也

符合楊壬孝（1989）在「國民中小學生分數概念的發展」的研究結果：國小

五年級學生的數線觀念均未成熟。  

3.測驗題目中錯誤率最低的是表4-1第一部分題號18，其錯誤率為17.2％，題型

屬部份 -全部－分數大小的比較，顯見學生對於分數大小的比較已較有概念，

大部分都能了解分母大小與分數大小的相對關係。  

4.在「分數的數與量概念辨別」的個別題目方面，學童錯誤率達70.8％，可知

辨別「分數的數與量」對五年級學童仍屬困難的題型，「數」與「量」的觀

念尚未完全建立，所以較易混淆。  

5.至於學童在「分數運算」方面的表現，分析其中各題型答題表現的優劣順序，

恰好按學童在小學所接觸或學習的先後順序排列，順序即為加、減、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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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分數乘、除法」對於小學學童，仍屬於不易理解的單元，有些學童可

能會運算，但未必了解其中的意義。  

6.在「分數減法」中，則是「分數減分數」的表現比「整數減分數」的表現還

要好，錯誤率相差5.6％。尤其當分數部分不夠減時，需要向整數借1的計算，

此時有些學童容易受到整數加減的十進位影響。  

（二）兩個不同數學課程版本（九年一貫與八十二年版）之國小五年級學童在分

數概念與運算的表現情形來進行比較分析，所得研究結果顯示：  

1.整體而言，雖然九年一貫學童的「分數概念與分數運算」錯誤率略高於八十

二年版學童約1.9％（錯誤率：九年一貫47.6％，八十二年版45.7％）。但兩個

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顯示兩個版本之學童在此測

驗中的整體答題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2.將測驗試題分成「分數概念」及「分數運算」兩個部分，其中「分數概念」

是八十二年版學童表現較佳，而「分數運算」則是九年一貫學童表現比較好，

詳述如下：  

（1）九年一貫學童的「分數概念」錯誤率高於八十二年版學童約 4.1％（錯

誤率：九年一貫 53.2％，八十二年版 49.1％）。兩個錯誤率之百分比差

異顯著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九年一貫學童在「分數概念」上的

表現似乎較落後，但並沒有很明顯。  

（2）九年一貫學童的「分數運算」錯誤率低於八十二年版學童約 3.5％（錯

誤率：九年一貫 34.1％，八十二年版 37.6％），顯示九年一貫學童在「分

數運算」上的表現似乎較佳，但優勢並沒有很明顯。而兩個錯誤率之

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顯示兩個版本之學童並沒有顯

著的差異。  

3.將「分數概念」試題分成「部份 -全部」、「數線上的一個數值」、「整數相除的

結果」、「比值」、「分數是一個數」等五種題型，而這五種題型皆是八十二年

版 學 童 表 現 較 佳 ， 但 因 各 種 題 型 的 錯 誤 率 差 距 有 別 ， 所 以 仍 有 程 度 上 的 差

別，詳述如下：  

（1）其中「部份 -全部」、「整數相除的結果」、「比值」題型錯誤率分別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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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5％、1.35％，但在這三種題型中，三組錯誤率之百分比差

異顯著性考驗皆未達顯著水準，顯示兩個版本之學童在這三種題型的

答題表現並沒有顯著差異。  

（2）另外在「數線上的一個數值」題型則高約 8.0％，在「分數是一個數」

題型的差別更高達 10.1％，在這二種題型中，兩組錯誤率之百分比差

異顯著性考驗皆已達顯著水準，顯示八十二年版學童在這二種題型的

答題表現明顯優於九年一貫學童。  

4.另將「分數運算」試題分成「分數加法」、「分數減法」、「分數乘法」、「整數

除整數」等四種題型，而這四種題型中，只有「分數減法」題型是九年一貫

學童表現較佳，其餘三種題型皆是八十二年版學童表現比較好，詳述如下： 

（1）其中九年一貫學童在「分數加法」、「分數乘法」、「整數除整數」題型

錯誤率分別高約 0.3％、2.7％、6.0％，單從錯誤率的數據來看，在「分

數加法」的表現不相上下，而九年一貫學童在「分數乘法」、「整數除

整數」題型的表現似乎較落後，但不是特別明顯。但在這三種題型中，

三組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皆未達顯著水準，顯示這三種題

型的答題表現並沒有顯著差異。  

（2）但另外在「分數減法」題型的錯誤率則是八十二年版學童高約 7.4％，

且兩個錯誤率之百分比差異顯著性考驗已達顯著水準，顯示九年一貫

學童在「分數減法」運算的答題表現明顯優於八十二年版學童。  

5.本測驗題目共27題（「分數概念」19題，「分數運算」8題），八十二年版學童

在其中18題（「分數概念」15題，「分數運算」3題）表現比較好，而九年一

貫學童則在另外9題（「分數概念」4題，「分數運算」5題）表現比較好，若

單從個別題目的數量來比較兩個版本之國小五年級學童在「分數概念與分數

運算」的表現情形來看，應該是八十二年版學童表現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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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對課程方面的建議  

1.國小數學課程應適時加入數線模式的教學：  

在國小分數教學時的圖像表徵上，不要僅限於面積模式或是離散量模式，也

要適時加入數線模式，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建構完整的分數概念。目前國小數

學課程中較少編排與數線相關的教材，所以本研究學童在「數線」模式的錯

誤率偏高，數線概念對國小學童來說，其實比一般圖形表徵更抽象、更難理

解，不易連結到學生目前既有的分數概念。  

2.依據本研究的結果，得知目前學童在「數線」模式、離散量的「部份－全部」

模式、「比例、比值」模式、「分數的數與量概念辨別」、「分數的估測」、

「分數稠密性」的題型錯誤率均高於50％，還有很大進步空間，因此，長期

妥 適 的 做 法 是 建 議 教 科 書 的 編 輯 小 組 日 後 能 針 對 上 述 題 目 或 題 型 的 相 關 課

程進行檢討、修改甚至補強；短期應急的做法則是針對上述疏漏之處，教科

書的編輯小組能提供現職教師補強教材來進行補救教學，希望因此能提升國

小學童在分數概念與運算的能力，使「分數課程」不再成為教師與學童的困

擾。  

（二）對分數教學方面的建議  

1.教學時運用多種不同形式的具體物（包含連續量和離散量）來幫助學生學習： 

在離散量的分數概念教學時，若可以運用各色的長方體數學積木、各色的平

面方瓦及花片，相信會提高學童學習的興趣，並增加其學習效果；另外圓形

分數板則適用於連續量的問題情境，能讓學童直覺地看出分數量的大小。  

2.在分數的教學上，應該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教師應提供學生足夠時間來操

作 具 體 物 ， 讓 學 童 實 際 參 與 分 割 或 分 配 ， 再 經 由 師 生 間 或 學 童 間 之 經 驗 交

流，主動建構出屬於學童自己的分數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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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兩個版本之「分數概念與運算測驗」題目暨錯誤情形統計對照表 

錯誤率（％）  
題        目  

82年版  本研究

第一部份  

1.請圈出右圖中
4
1

的彈珠。  43.6 49.6 

2.右圖中黑色部分是不是全部圖形的
2
1

？  22.5 20.6 

3.下圖中黑色部分佔了全部圖形的幾分之幾？  答：         

 

28.2 29.5 

 55.2 4.圈出下圖黑珠子的
2
1

，那麼圈出的黑珠子是下面圖形全部的幾分

之幾？  
53.8 68.4 

5.請用箭頭↓在下列數線標出所給各數：  

（1）1
3
1

  

   

47.4 60.6 

（2）
3
5

 

 
64.5 69.7 

6.請在下列數線□中填上分數。  
（1） 
 
 
 

55.5 64.3 

（2）  
 
 
 

76.5 81.2 

7.甲等於
8
3

公斤的水果，乙等於
8
3

。  答：          

（1）甲等於乙  （2）甲不等於乙  （3）不能比較。  
55.2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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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率（％）  
題        目  

82年版  本研究  

8.
4
1

與下列哪一式子相同。答：          

（1）1＋4 （2）1－4 （3）4－1 （4）1×4 （5）1÷4 （6）4÷1 
25.1 25.7 

9.有5條巧克力，平均分給七個人，每人得多少條？  

答：          
44.3 52.0 

10.甲＝6，乙是甲的
3
1

，乙＝？   

答：          
55.5 61.9 

11.姊姊有7元，弟弟有8元，姊姊的錢是弟弟的錢的多少倍？  

答：          
59.2 55.5 

13.小明說：「
4
1

是一個數。」，請問小明所說的這句話對不對？  

（1）對  （2）不對     答：          
 

39.8 49.9 

14. 
這是一盒糖果         ，請問          是3分之（   ）盒糖果。  
 
 

53.6 55.8 

15. 
右圖中  斜線面積是全部的4分之（   ）。  45.7 37.5 

16.下面的圖形代表一支甘蔗，請問哪一個圖形代表
7
4

支甘蔗？  

 

58.1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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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率（％）  
題        目  

82年版  本研究

17.下面的圖形代表
3
2

支甘蔗，請問哪一個圖形代表1支甘蔗？  

 

66.8 72.9 

18.一張色紙分成12等分，請問
4
1

張和
3
1

張，哪一張大？  

   答：          
38.2 17.2 

第二部份（以分數作答，要寫出計算過程）  

1. 6＋
8
9

＝  24.9 25.2 

2. 2－
8
3

＝  35.5 30.8 

3. 6－
3
5

＝  39.5 35.7 

4. 3－2
2
1

＝  40.5 34.0 

5. 5
8
3

－
8
9

＝  37.9 27.3 

6. 5
5
2

－3
5
3

＝  39.8 28.4 

7. 2×2
3
1

＝  41.0 43.7 

8. 13÷3＝  41.5 47.5 

樣本總數  422 人  37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