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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與目的 

一、背景 

測驗與評量是教育歷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透過學力檢測可協助師生瞭解學生之

學習成效與升學進路，及早發現待加強學生並啟動積極性教學介入，教育當局亦能評

估施行的相關政策，透過調節教育資源來強化發展教學成效。107 年開始，桃園市等

五縣市以委託形式，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研究中心協助辦理縣市

學生學習能力檢測試題研發暨資料分析工作，108 年起，改以中心自辦學力檢測研發，

各縣市依需求參與形式運作，110 年度有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以及金門縣等十三縣市

共同參與，檢測對象為國民中小學一年級至八年級學生，檢測科目包含國語文、數學、

英語文和自然。此份報告係根據檢測分析結果撰寫，現場教師可據以瞭解學生於各評

量向度之表現情形，進而對學生進行適性適才之教學；教育決策者亦可更精準的將相

關資源挹注於需求性相對較高的教育現場，讓教育和教學有效的朝「把每一個孩子帶

上來」的方向前進。 

二、目的 

(一) 測驗專責單位統一研發試題，降低各縣市命題壓力和研發成本。 

(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分析結果，協助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概況以

及科目內有待加強之內容向度。 

(三) 不同背景變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表現之差異分析，可做為學校輔

導或教育政策研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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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與縣市與檢測規模 

本年度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於 110 年 9 月 14 日進行，數學六年級施測人數為

34,322 人。各縣市在數學六年級之詳細參與情形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110 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數學六年級縣市參與情形 

參與縣市 報名學生人數 到考人數 

桃園市 20,078 19,811 

臺南市 11,626 11,445 

花蓮縣 2,566 2,447 

金門縣 628 619 

總計 34,898 3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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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檢測對象與檢測工具  

一、檢測對象 

110 年參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所承辦「國民小學數學六年級學習能力檢測」者為

桃園市、臺南市、花蓮縣及金門縣等四縣市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未排除資源班及

特殊生），應考名冊羅列 34,898 人、實際施測人數 34,322 人，其中男生 17,672 人、女

生 16,625 人、未填寫性別 25 人，整體缺考率約為 1.6%。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09 學年我國國民小學畢業生人數為 191,419 人，

參與本次學力檢測計 34,322 人，約佔全國國民小學畢業生人數之 17.9%(註)。參照傅

仰止、蘇國賢、吳齊殷、廖培珊、謝淑惠(2018)對臺灣鄉鎮市區類型研究之分類，由

於該計畫未包含金門縣和連江縣，本中心參考傅仰止等人(2018)研究的因子及縣市地

區的人口結構，將金門縣鄉鎮市區類型分類。本次參與數學六年級學生學力檢測共

34,322 人，排除資料缺漏者 371 人，總計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為 33,951 人，其中隸

屬都會核心者（人口密度、專科以上教育、青壯年人口及服務業百分比最高）2,156 人、

工商市區（僅次於都會核心之商業高度發展地區）9,469 人、新興市鎮（同時具有活絡

的工業生產活動以及商業服務和相關工作能力）14,471 人、傳統產業市鎮（就業人口

供給較低、老年居民較多，僅能固守既有的傳統產業）2,474 人、低度發展鄉鎮（就業

人口及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偏多，無明顯工商業活動與發展）3,411 人、高齡化鄉鎮

（工商服務相關屬性最低，較低人口密度與教育程度）964 人、偏遠鄉鎮（低度工商

業發展，存有最低層教育程度及人數稀少的居民）1,006 人。 

 

註：因本年度學力檢測受疫情影響延後一學期施測，六年級畢業生有學校轉換之情況，

為呈現更準確的資訊，不同鄉鎮市區類型分布從原本的學校數量改以人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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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工具 

「國民小學數學六年級學習能力檢測」（以下簡稱學力檢測）是由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系教授邀集臺南市現職國民小學教師組成命題團隊，一同編製、檢視而成。本次

學力檢測試題包括「評量指標-知識向度」與「評量指標-認知向度」等兩個向度。其

中，評量指標-知識向度包含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幾何以及代數等四個向度；評量指

標-認知向度包含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與解題思考等三個向度。學力檢測施測之正式題

本總題數為 25 題，試題評量架構與試題各面向之題數分布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數學領域六年級正式題本評量指標架構與試題之題數分布 

認知向度 

知識向度 
概念理解 程序執行 解題思考 

數與計算 5 6 5 

量與實測 2 0 1 

幾何 2 1 1 

代數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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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量架構 

命題團隊為顧及試題分布之均衡性，依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與解題思考等三

個評量指標-認知向度；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幾何以及代數等四個評量指標-知

識向度，二個面向進行測驗試題之設計。「數與計算」包括質數與合數概念及運

用短除法做質因數分解求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最簡分數、生活中的分數除

法計算問題、在具體情境中取整數及小數的概數，並做四則運算估算、生活情境

中比與比值及正比問題；「量與實測」包括速度、圓面積與圓周長公式、 扇形面

積、直柱體體積；「幾何」包括利用幾何形體性質解決簡單幾何問題、平面圖形

放大縮小與比例尺、正方體與長方體面與面及線與面的平行與垂直關係；「代數」

包括將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未知數符號的分數算式並求解及驗算、利用數量

關係列算式與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性。詳細試題內容於各評量指標之分布題數

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數學領域六年級施測正式題本於評量指標之題數分析 

向度 能力指標 題數 題號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6-n-01、6-n-02、6-n-03、

6-n-11 
5 

2、3、5、9、16 

程序執行 
6-n-04、6-n-06、6-n-07、

10、6-n-12 
6 

4、11、15、18、

23、24 

解題思考 
6-n-03、6-n-05、6-n-09、

6-n-12 
5 

6、14、17、21、

22 

量與實測 
概念理解 6-n-14、6-n-15 2 7、12 

解題思考 6-n-08 1 8 

幾何 

概念理解 6-s-02、6-s-04 2 1、20 

程序執行 6-s-03 1 10 

解題思考 6-s-02 1 25 

代數 
程序執行 6-a-01 1 19 

解題思考 6-a-04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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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試 

國民小學數學六年級學習能力檢測於 110 年 3 月 2 日至 110 年 3 月 19 日間

進行預試，預試樣本為雲林縣、屏東縣及金門縣之國民中學七年級學生共 1,376

人。預試資料回收後先進行初步資料整理，後進行選答率、鑑別度以及通過率分

析。分析後召開試題修審會議，符合(1)正確選項之選答率低於錯誤選項之選答

率；(2)鑑別度低於 0.15；(3)錯誤選項之選答率過低三標準任一項的試題，由命

審題委員提出討論並視需要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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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試題分析與教學建議 

本報告先分析「110 年國民小學數學六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結果，再針對各

試題提供相關建議。 

整份試卷未作答、連續五題或五題以上未作答和答對率低於 0.25，且作答反應中

有疑似亂答者為無效樣本，予以刪除，最終納入分析之有效樣本數為 34,196 人，其

中各科試題分析結果呈現時所涉及的名詞分別定義如下表 4-1： 

 

表 4-1 試題分析名詞解釋 

高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前 27%之學生。 

低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後 27%之學生。 

選答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於此試題選答各選項之比率。 

通過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之試題答對率。 

鑑別度 高分組試題答對率與與低分組試題答對率之差。 

 

試題代碼：本次學力檢測試題分析報告中，每道數學題幹均配有一組試題代碼

「110-Mn1 -□n2-n3」。其中，M 表示「數學科」；n1表示「n1年級」；□表示「知識

向度」（A ：數與計算；B：量與實測；C：幾何；D：代數）；n2 表示「認知向度」

（1：概念理解；2：程序執行；3：解題思考）；n3表示「題號」（01 表示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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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 110-M6-C1-01 2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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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幾何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下圖為一個長方體，請問下列哪個邊沒有和面 EFGH 垂直？ 

 

① AE  

② BC  

③ CG  

④ DH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91% 

全  體 0.04 0.91 0.03 0.02 0.00 

高分組 0.00 0.99 0.01 0.00 0.00 
鑑別度：0.25 

低分組 0.11 0.74 0.09 0.06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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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正確答案為選項②，通過率為 91%，顯示超過九成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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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9%)，

2%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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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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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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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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移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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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的例子，例如天花板和地板、桌

面的隔板等；以及面與面互相垂直的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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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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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2 110-M6-A1-02 3 

評量指標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姐姐與妹妹到文具店選購了相同的原子筆若干枝，姐姐付了 48 元， 

妹妹付了 84 元。請問下列何者不可能是一枝原子筆的售價？ 

① 4 元 

② 6 元 

③ 8 元 

④ 12 元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80% 

全  體 0.09 0.04 0.80 0.07 0.00 

高分組 0.00 0.01 0.98 0.01 0.00 
鑑別度：0.46 

低分組 0.23 0.10 0.51 0.15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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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正確答案為選項③，通過率為 80%，顯示八成的學生已具

備利用求兩數公因數解題的能力。 

2.有9%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23%)、7%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15%)、

4%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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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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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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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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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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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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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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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3 110-M6-A1-03 4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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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50 公里/小時」的記法表示「每 1 小時走 50 公里」。 

小淇在超市看到一盒雞腿肉的標籤上寫著「90 元/100g」。 

下列關於「90 元/100g」的說法何者正確？ 

① 這盒雞腿肉定價 90 元 

② 這盒雞腿肉重 100g 

③ 這盒雞腿肉每 1 公克賣 90 元，整盒共重 100g 

④ 這盒雞腿肉每 100 公克賣 90 元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88% 

全  體 0.03 0.03 0.06 0.88 0.00 

高分組 0.00 0.01 0.01 0.98 0.00 
鑑別度：0.28 

低分組 0.08 0.08 0.15 0.70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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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正確答案為選項④，通過率為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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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8%)，

6%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15%)，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導出量單位記法的

意義。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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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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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低分組有 8%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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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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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可以幫助學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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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4 110-M6-A2-04 2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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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如圖，大賣場內有三種廠牌的洗衣精，各廠牌的容量和價格如下所

示，請問哪一種廠牌每公升的售價最便宜？ 

 
① 甲 

② 乙 

③ 丙 

④ 一樣便宜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83% 

全  體 0.07 0.83 0.06 0.04 0.00 

高分組 0.02 0.96 0.02 0.00 0.00 
鑑別度：0.32 

低分組 0.15 0.64 0.11 0.10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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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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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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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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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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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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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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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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5 110-M6-A1-05 4 

評量指標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下圖是小恩將兩數用短除法求最大公因數的計算過程， 

最大公因數是 A C 。請問哪個選項的兩數互質？ 

A 42  B 

C D  15 

 7  E 

① 42 和 B 

② C和 15 

③ D和 15 

④ 7 和 E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2% 

全  體 0.14 0.11 0.12 0.62 0.00 

高分組 0.04 0.03 0.03 0.90 0.00 
鑑別度：0.57 

低分組 0.23 0.18 0.25 0.33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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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正確答案為選項④，通過率為 62%，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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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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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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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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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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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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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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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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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6 110-M6-A3-06 4 

評量指標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將鹽滷加入豆漿後可製作出美味的豆花，而且以「豆漿：鹽滷=100:1」

的比例做出來的豆花軟硬度最剛好。 

小英想按照這個比例製作豆花，第一次製作時，在 600 ml 的豆漿中加

入了 3 ml 的鹽滷，結果製作出來的豆花太稀，如果多加一些鹽滷，會

讓製作出來的豆花變硬。 

小英希望能夠成功製作出軟硬度剛好的豆花，下列哪個建議是正確的？ 

① 第一次加的鹽滷太多了，應該加入 1 ml 的鹽滷就好 

② 第一次用的豆漿太多了，應該用 100 ml 的豆漿就好 

③ 用 600 ml 的豆漿製作豆花應加入 1 ml 的鹽滷 

④ 用 300 ml 的豆漿製作豆花應加入 3 ml 的鹽滷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8% 

全  體 0.05 0.09 0.08 0.78 0.00 

高分組 0.00 0.01 0.00 0.98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13 0.21 0.20 0.46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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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正確答案為選項④，通過率為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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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20%)、

5%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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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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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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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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數法： 3×3＝9(或 9÷3＝3)，5×3＝15 

 

3 枝 5 元 

9 枝 元 

×3 ×3 

3 枝 5 元 

1 枝 ？元 

9 枝 元 

÷3 ÷3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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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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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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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7 110-M6-B1-07 4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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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量與實測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四角柱甲、三角柱乙、圓柱丙，它們的底面積和體積都相等。 

請問哪一個柱體的高最長？ 

① 四角柱甲 

② 三角柱乙 

③ 圓柱丙 

④ 一樣長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5% 

全  體 0.08 0.11 0.16 0.65 0.00 

高分組 0.03 0.12 0.09 0.76 0.00 
鑑別度：0.26 

低分組 0.14 0.12 0.23 0.50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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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正確答案為選項④，通過率為 65%，顯示六成五的學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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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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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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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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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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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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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8 110-M6-B3-08 2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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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量與實測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底為 3.6 公分的三角形面積是 38.64 平方公分，請問三角形的高是多

少公分？」 

下列哪個算式可以算出正確的答案？ 

① 38.64 2 3.6   

② 38.64 2 3.6   

③ 38.64 2 3.6   

④ 38.64 2 3.6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2% 

全  體 0.05 0.62 0.16 0.17 0.00 

高分組 0.01 0.90 0.02 0.07 0.00 
鑑別度：0.58 

低分組 0.11 0.32 0.33 0.23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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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②，通過率為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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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11%)，17%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23%)、16%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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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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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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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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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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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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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9 110-M6-A1-09 3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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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2 2 3 a   」是某數質因數分解的算式。 

請問下列哪個選項不可能是該數？ 

① 36 

② 60 

③ 72 

④ 84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9% 

全  體 0.16 0.14 0.49 0.20 0.00 

高分組 0.08 0.05 0.77 0.09 0.00 
鑑別度：0.54 

低分組 0.22 0.24 0.23 0.30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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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正確答案為選項③，通過率為 49%，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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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24%)，有 20%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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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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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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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錯誤類型的可能原因 

1.低分組有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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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的學生選擇選項②，高分組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30%的學生

選擇選項④，高分組有 9%的學生選擇選項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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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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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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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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10 110-M6-C2-10 2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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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幾何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甲、乙兩個圖形中，哪個圖形是扇形(圓周率=3.14)？ 

 
① 只有甲 

② 只有乙 

③ 兩個圖形都是扇形 

④ 兩個圖形都不是扇形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36% 

全  體 0.04 0.36 0.54 0.05 0.00 

高分組 0.02 0.58 0.37 0.04 0.00 
鑑別度：0.37 

低分組 0.08 0.21 0.62 0.08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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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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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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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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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扇形弧長解題的能力。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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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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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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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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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形 
r 

r 

r 
r 非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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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1 110-M6-A2-11 3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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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BMI 是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胖瘦判斷的參考方式，利用體重和身高代入

公式所得出的數值來客觀評判一個人的體型是否理想或太胖、太瘦。 

王太太身高 160 cm，體重 62 kg，請利用下方計算 BMI 值的公式及相

關的判定標準，幫王太太評估一下，她是屬於哪一類？ 

BMI 值計算公式： ( )

( ) ( )

kg

m m

體

身高

重

身高
 

 

① 過輕 

② 正常範圍 

③ 過重 

④ 肥胖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6% 

全  體 0.06 0.30 0.46 0.18 0.00 

高分組 0.02 0.17 0.68 0.12 0.00 
鑑別度：0.43 

低分組 0.10 0.42 0.26 0.21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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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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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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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 30%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42%)，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利用小數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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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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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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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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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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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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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12 110-M6-B1-12 1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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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量與實測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下圖為一個飛鏢標靶，外圈大圓的直徑為 20 公分，內圈小圓的直徑

為 10 公分，請問塗色部分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圓周率=3.14）」 

下列哪個算式可以算出正確答案？ 

① 
1

10 10 3.14
2

    

② 10 10 3.14   

③ 
1

20 20 3.14
2

    

④ 20 20 3.14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8% 

全  體 0.58 0.06 0.31 0.04 0.00 

高分組 0.75 0.01 0.23 0.01 0.00 
鑑別度：0.33 

低分組 0.41 0.13 0.36 0.10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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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正確答案為選項①，通過率為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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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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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有 4%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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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面積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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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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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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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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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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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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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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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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13 110-M6-D3-13 1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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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代數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 

如上圖，第 1 個到第 4 個圖形都是○，第 5 個到第 9 個圖形都是□。 

依照 4 個○、5 個□，4 個○、5 個□的規律排列下去，第 253 個圖形和

第 365 個圖形為何？ 

①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②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③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④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0% 

全  體 0.60 0.14 0.13 0.13 0.00 

高分組 0.85 0.03 0.05 0.06 0.00 
鑑別度：0.51 

低分組 0.35 0.26 0.21 0.18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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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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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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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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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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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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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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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10  

          
….. 

 



41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4 110-M6-A3-14 1 

評量指標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已經知道分數 a

b
的最簡分數是 4

13
，且 a和 b的最大公因數是 30。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 a是 13 的倍數 

② a和 b都是 10 的倍數 

③ a和 b都是 15 的倍數 

④ a和 b的最小公倍數是 1560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0% 

全  體 0.40 0.18 0.17 0.24 0.00 

高分組 0.64 0.09 0.09 0.17 0.00 
鑑別度：0.42 

低分組 0.22 0.26 0.23 0.28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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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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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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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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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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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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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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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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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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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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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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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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5 110-M6-A2-15 2 

評量指標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當風速達到時速 54 公里的時候，遊樂場的摩天輪就會停止運轉， 

請問時速 54 公里相當於幾級風力？ 

  
① 6 級 

② 7 級 

③ 8 級 

④ 9 級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5% 

全  體 0.13 0.55 0.18 0.14 0.00 

高分組 0.05 0.85 0.07 0.04 0.00 
鑑別度：0.59 

低分組 0.20 0.26 0.28 0.25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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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②，通過率為 55%，顯示近六成的學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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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28%)，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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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力 公尺/秒鐘 

6 級 10.8 ~ 13.8 

7 級 13.9 ~ 17.1 

8 級 17.2 ~ 20.7 

9 級 20.8 ~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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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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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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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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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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公尺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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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16 110-M6-A1-16 1 

評量指標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下列關於 a、b兩數互質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a、b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是 1 

乙：a、b兩數沒有共同的質因數 

丙：a和 b兩數都不能是 1 

① 只有甲和乙 

② 只有甲和丙 

③ 只有乙和丙 

④ 甲、乙、丙都正確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29% 

全  體 0.29 0.28 0.18 0.24 0.00 

高分組 0.37 0.24 0.07 0.32 0.00 
鑑別度：0.15 

低分組 0.21 0.31 0.27 0.20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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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正確答案為選項①，通過率為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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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只熟記課本互質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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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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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27%)，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完全掌握兩數互

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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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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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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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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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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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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17 110-M6-A3-17 3 

評量指標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三角形 ABC中， BD̅̅ ̅̅ 和DC̅̅ ̅̅ 的長度比為 4:3。 

已經知道三角形 ABD的面積是 16 平方公分。 

請問三角形 ABC的面積為多少平方公分？

 

① 12 

② 25 

③ 28 

④ 56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7% 

全  體 0.25 0.14 0.47 0.13 0.01 

高分組 0.22 0.05 0.66 0.06 0.00 
鑑別度：0.38 

低分組 0.28 0.23 0.28 0.21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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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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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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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 ：DC̅̅ ̅̅ =4：3=16：12，算出三

角形 ADC 的面積為 12 平方公分。 

3.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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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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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5

平方公分。 

4.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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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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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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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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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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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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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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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 ×高÷2：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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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 ABD 面積：三角形 ADC 面積=BD̅̅ ̅̅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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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8 110-M6-A2-18 4 

評量指標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同一時刻，物體的高度與其影子長成正比。 

下午 4 時，陳老師量出校園四周多項物品的高度及其影子長， 

整理成下表，請問表中哪項物體的資料不正確？ 

① 榕樹 

② 鐘塔 

③ 旗桿 

④ 電線桿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3% 

全  體 0.24 0.16 0.16 0.43 0.00 

高分組 0.15 0.07 0.08 0.70 0.00 
鑑別度：0.48 

低分組 0.29 0.23 0.25 0.22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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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正確答案為選項④，通過率為 43%，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

已具備利用成正比解題的能力。 

2.有 24%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2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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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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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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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體名稱 榕樹 鐘塔 旗桿 電線桿 

高度(cm) 540 900 720 600 

影子長(cm) 900 1500 12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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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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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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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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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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9 110-M6-D2-19 3 

評量指標 6-a-01 能理解等量公理。 

知識向度 代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已知 3 8 5 20 27 3     ，請問下列哪個算式錯誤？ 

① (3 8 5) 5 (20 27 3) 5        

② 3 8 5 20 20 27 3 20        

③ 3 8 5 3 20 27 3 3        

④ 54 3 8 5 54 20 27 3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7% 

全  體 0.17 0.13 0.47 0.22 0.00 

高分組 0.06 0.04 0.79 0.11 0.00 
鑑別度：0.58 

低分組 0.27 0.22 0.21 0.29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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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③，通過率為 47%，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

具備利用等量公理解題的能力。 

2.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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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22%)，22%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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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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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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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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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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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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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20 110-M6-C1-20 3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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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幾何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臺北 101 大樓的實際高度約 500 公尺，下圖是它的縮小圖， 

請問下列何者是這張縮小圖的比例尺？ 

 

① 1:500 

② 10000:1 

③ 1

10000
 

④ 1

50000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38% 

全  體 0.24 0.18 0.38 0.20 0.00 

高分組 0.05 0.15 0.69 0.11 0.00 
鑑別度：0.56 

低分組 0.43 0.17 0.13 0.27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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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正確答案為選項③，通過率為 38%，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

理解比例尺的意義。 

2.有 24%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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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這些學生可能尚未理解比例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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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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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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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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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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B＝2：1，EF：BC＝2：1，DF：AC＝2：1 

第二種：比值的表示法 

DE ÷ AB＝2，EF ÷ BC＝2，DF ÷ AC＝2 

第三種：倍的表示法 

DE長是AB的 2 倍，EF長是BC的 2 倍，DF長是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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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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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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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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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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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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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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1 110-M6-A3-21 2 

評量指標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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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隧道全長 30 公里，且在隧道出入口間採用區

間測速，速度上限為時速 70 公里。 

郭先生進入隧道先以時速 100 公里行駛了 0.2 小時，之後放慢速度，再

行駛了 0.4 小時後抵達隧道出口。 

賴小姐進入隧道先以時速 50 公里行駛了 0.2 小時，之後加快速度，以

時速 100 公里行駛至隧道出口。 

請問誰超速了？ 

①只有郭先生 

②只有賴小姐 

③兩人都超速 

④兩人都沒有超速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3% 

全  體 0.14 0.43 0.30 0.12 0.00 

高分組 0.08 0.55 0.26 0.11 0.00 
鑑別度：0.25 

低分組 0.23 0.30 0.33 0.14 0.00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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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正確答案為選項②，通過率為 43%，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

已具備利用速度及其常用單位解題的能力。 

2.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23%)，有 30%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33%)，有 12%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利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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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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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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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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率不是個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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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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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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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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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述結果進行選答，因此只有賴小姐超速。 

  

隧道長 

全長 3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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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2 110-M6-A3-22 4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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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農場的
1

5
是菜圃，菜圃的

1

28
種青花菜，已知種青花菜的面積是 4

2
5

 

公畝，請問農場的面積是多少公畝？」 

下列哪個算式可以算出正確答案？ 

① 
4 1 1

2
5 28 5
   

② 
4 1 1

2
5 28 5
   

③ 
4 1 1

2
5 28 5
   

④ 
4 1 1

2
5 28 5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38% 

全  體 0.23 0.21 0.18 0.38 0.00 

高分組 0.10 0.11 0.07 0.71 0.00 
鑑別度：0.58 

低分組 0.30 0.29 0.27 0.13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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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30%)、21%的學生選擇選項②(低分組有

29%)、18%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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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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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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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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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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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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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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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23 110-M6-A2-23 1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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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已知 1 磅大約等於 0.4536 公斤，飄香咖啡店進了 16 磅的咖啡豆， 

如果以每公斤 400 元賣出，全部賣出後可得到多少元？ 

（先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再計算） 

① 2880 

② 2903 

③ 2903.04 

④ 2904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38% 

全  體 0.38 0.19 0.22 0.20 0.01 

高分組 0.56 0.11 0.15 0.18 0.00 
鑑別度：0.36 

低分組 0.21 0.27 0.29 0.23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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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正確答案為選項①，通過率為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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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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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 22%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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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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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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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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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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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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24 110-M6-A2-24 1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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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數與計算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已知 1 桶果汁，每 16 公升裝成一瓶，全部裝完，相當於裝成 3
13

8
瓶。 

如果將這桶果汁，每 16 公升裝成一瓶，最多可以裝滿 13 瓶，還剩下多

少公升？ 

① 6 

② 0.3 

③ 
3

8
 

④ 128

3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37% 

全  體 0.37 0.11 0.44 0.07 0.01 

高分組 0.68 0.04 0.25 0.02 0.01 
鑑別度：0.52 

低分組 0.16 0.20 0.49 0.14 0.01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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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正確答案為選項①，通過率為 37%，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

具備利用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 

2.有 44%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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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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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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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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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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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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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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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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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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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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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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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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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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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25 110-M6-C3-25 2 

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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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向度 幾何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在比例尺 1:1000 的地圖上，有一個長 5 公分、寬 3 公分的長方形土

地，它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尺？（1 平方公尺=10000 平方公分） 

① 1.5 

② 1500 

③ 15000 

④ 15000000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28% 

全  體 0.22 0.28 0.30 0.18 0.02 

高分組 0.22 0.52 0.13 0.12 0.01 
鑑別度：0.38 

低分組 0.19 0.14 0.42 0.22 0.02 

一、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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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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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的學生選擇選項①(低分組有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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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的學生選擇選項③(低分組有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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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的學生選擇選項④(低分組有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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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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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97 課綱分年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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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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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的學生選擇選項①，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③，12%的學生選擇選

項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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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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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的學生選擇選項③，高分組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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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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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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B＝2：1，EF：BC＝2：1，DF：AC＝2：1 

第二種：比值的表示法 

DE ÷ AB＝2，EF ÷ BC＝2，DF ÷ AC＝2 

第三種：倍的表示法 

DE長是AB的 2 倍，EF長是BC的 2 倍，DF長是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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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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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都是

 1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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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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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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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本計畫同時採用古典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與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三參數模式作為試題分析理論基礎，並以三參數模式進行學生

能力估計。三參數模式有 a、b、c 三種參數，分別代表鑑別度、難度以及猜測度。

學生能力估計值則參考 PISA 與 TIMSS 等國際大型測驗的作法，將估計出來的能

力轉換至平均分數 500，標準差 100 的量尺上，再以轉換所得量尺分數進行不同背

景變項學生表現分析。本年度數學六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狀況，如圖 5-1 所

示。 

 

 

圖 5-1 數學六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圖 

 

  



77 
 

如圖 5-2，以性別為背景變項進行分析，男生的平均量尺分數為 501（標準差

96）、女生平均量尺分數則為 501 （標準差 85）；再以不同都市化程度進行背景變

項分析，發現「都會核心」及「工商市區」之六年級學生其數學學力檢測表現高於

整體平均，「新興市鎮」學生之表現與整體平均相差不大，「傳統產業市鎮」、「低度

發展鄉鎮」、「高齡化鄉鎮」及「偏遠鄉鎮」學生之表現低於整體平均。按照不同都

市化程度學力表現由高至低依序為「都會核心」、「工商市區」、「新興市鎮」、「傳統

產業市鎮」、「低度發展鄉鎮」、「偏遠鄉鎮」「高齡化鄉鎮」，與都市化程度排列大致

相同，其中「高齡化鄉鎮」平均量尺分數為 468（標準差 80）與整體平均差異最為

明顯，各鄉鎮市區類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5-1 所示。

本年度參與人數 34,322 人，排除資料缺漏者 371 人，總計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

為 33,951 人。 

 

 

圖 5-2 數學六年級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學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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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鄉鎮市區類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 

整體 

人數 33951 

平均數 501  

標準差 91  

都會核心 

人數 2156 

平均數 523  

標準差 90  

工商市區 

人數 9469 

平均數 509  

標準差 90  

新興市鎮 

人數 14471 

平均數 501  

標準差 92  

傳統產業市鎮 

人數 2474 

平均數 496  

標準差 89  

低度發展鄉鎮 

人數 3411 

平均數 483  

標準差 86  

高齡化鄉鎮 

人數 964 

平均數 468  

標準差 80  

偏遠鄉鎮 

人數 1006 

平均數 474  

標準差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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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於不同能力指標之答對率 

藉由將「國民小學數學六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題號、對應之九年一貫能力指

標和答對率進行交叉對照，可更明確檢視學生表現較優異和有待加強之處，相關整理

如下表 5-2 所示： 

表 5-2  不同能力指標與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數與計算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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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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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 
2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 

6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1~70 5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 

51~60 15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41~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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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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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8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1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31~40 

14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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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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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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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16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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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 
量與實測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71~80       

61~7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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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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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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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答對率 
幾何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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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0       

71~80       

61~70       

51~60       

41~50       

31~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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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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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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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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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 
代數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71~80       

61~70       

51~6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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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0 19 6-a-01 能理解等量公理。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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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整體教學建議 

一、學生整體表現 

由表 6-1 觀之，本次測驗全體學生的平均通過率是 54%。從學生在各評量指標-知

識向度與認知向度的解題表現來看，其中，在知識向度方面，學生在量與實測向度的

平均通過率最高(62%)，其次是數與計算向度(54%)與代數向度(54%)，而在幾何向度的

平均通過率最低(48%)；在認知向度方面，學生在概念理解向度的平均通過率最高

(62%)，在程序執行向度平均通過率最低(48%)。進一步分析資料，學生在幾何*概念理

解向度的平均通過率最佳（全：64%，高分組：84%，低分組：44%）；學生在幾何*解

題思考向度的平均通過率最低（全：28%，高分組：52%，低分組：14%）。 

此結果顯示針對六年級學生的數學課室教學，教師對於建立學生幾何概念，以及

解題思考能力，除重視基本概念之講解說明與程序運算的練習之外，亦要多提供促進

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應用性問題，提升學生更高階段的學習成效。 

表 6-1 數學領域六年級正式題本試題數據-雙向細目表 

六 

概念理解 程序執行 解題思考 小計 

題號 
分

組 
通過率 題號 

分

組 
通過率 題號 

分

組 
通過率   

分

組 
通過率 

數與計算 

2、3、

5、9、

16 

全 0.62 4、11、

15、18、

23、24 

全 0.50 6、14、

17、

21、22 

全 0.49 共

16

題 

全 0.54 

高 0.80 高 0.74 高 0.71 高 0.75 

低 0.40 低 0.29 低 0.28 低 0.32 

量與實測 7、12 

全 0.62 

  8 

全 0.62 共

3

題 

全 0.62 

高 0.75 高 0.90 高 0.80 

低 0.46 低 0.32 低 0.41 

幾何 1、20 

全 0.64 

10 

全 0.36 

25 

全 0.28 共

4

題 

全 0.48 

高 0.84 高 0.58 高 0.52 高 0.69 

低 0.44 低 0.21 低 0.14 低 0.31 

代數   19 

全 0.47 

13 

全 0.60 共

2

題 

全 0.54 

高 0.79 高 0.85 高 0.82 

低 0.21 低 0.35 低 0.28 

小計 共 9 題 

全 0.62 

共 8 題 

全 0.48 

共 8 題 

全 0.50 共

25

題 

全 0.54 

高 0.80 高 0.73 高 0.73 高 0.75 

低 0.42 低 0.27 低 0.27 低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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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學習待加強學生的觀察 

本次測驗對象是國小六年級的學生，測驗的內容是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

域中所羅列之六年級學生應學習的分年細目作為命題依據。因此，高、低分組學生在

這些題目的答對率上應相距不遠；但是，由上表 6-1 呈現的數據發現，有些題目高分

組學生與低分組學生的通過率落差很大。因此，我們特別針對鑑別度較高的試題(第 8、

22、13、15、19、24 題）再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提供老師作為教學上的參考。 

(一) 小數及分數兩步驟問題列式 

1.評量目標 

第 8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分年細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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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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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分年細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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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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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學生分數連除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這兩

個問題都必須掌握分數及小數情境的乘除互逆概念，才能夠成功的解題。 

 

 

「底為 3.6 公分的三角形面積是 38.64 平方公分，請問三角形的高是多少公

分？」下列哪個算式可以算出正確的答案？ 

① 38.64 2 3.6   

② 38.64 2 3.6   

③ 38.64 2 3.6   

④ 38.64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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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試題分析 

第 8 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②，通過率為 62%。其中高分組通

過率為 90%，顯示九成的高分組學生已具備涉及乘除互逆情境小數乘除兩步驟

問題列式的能力；低分組的通過率為 32%，顯示低分組學生不具備涉及乘除互

逆情境小數乘除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1)有 17%的學生選擇選項④(高分組有 7%、低分組有 23%)、有 16%的學生選

擇選項③(高分組有 2%、低分組有 33%)，這些學生可能都無法掌握小數情

境乘除互逆的關係，誤認為三角形的面積都要除以 2。 

選擇選項④的高分組學生有 7%、低分組學生有 23%，而選擇選項③的高分

組學生有 2%、低分組學生有 33%，可能的原因是比較多的高分組學生知道

已知面積求高時，要除以底邊的長，因此選擇選項④，而比較多的低分組學

生沒有乘除互逆的概念，誤用三角形面積公式底×高÷2 來解題。 

(2)有 5%的學生選擇選項①(高分組有 1%、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無法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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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④，通過率為 38%。其中高分組

通過率為 71%，顯示只有七成高分組的學生已具備涉及乘除互逆情境小數乘除

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低分組的通過率為 13%，其他三個誘答選項的選項率

分別是 30%、29%、27%，顯示低分組學生可能不具備涉及乘除互逆情境分數

「農場的
1

5
是菜圃，菜圃的

1

28
種青花菜，已知種青花菜的面積是 4

2
5
公

畝，請問農場的面積是多少公畝？」下列哪個算式可以算出正確答案？ 

① 
4 1 1

2
5 28 5
   

② 
4 1 1

2
5 28 5
   

③ 
4 1 1

2
5 28 5
   

④ 
4 1 1

2
5 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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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除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有 23%的學生選擇選項①(高分組有 10%、低分組

有 30%)、21%的學生選擇選項②(高分組有 11%、低分組有 29%)、18%的學生

選擇選項③(高分組有 7%、低分組有 27%)，這些學生可能不具備涉及乘除互逆

情境分數連除兩步驟問題列式的能力。 

第 8題的通過率為 0.62，高分組的通過率為 90%，第 22題的通過率為 0.38，

高分組的通過率為 71%，可能的原因如下： 

(1)第 8 題是學生比較孰悉的情境，學生較孰悉三角形的面積公式，知道三角

形的面積＝底×高÷2，較能列出算式「3.6×高÷2＝38.64」，列出算式後較容

易利用等量公理或乘除互逆的概念來解題。 

(2)第 22 題是學生比較不熟悉的情境，學生可能不理解農場的
1

5
是菜圃，菜圃

的
1

28
種青花菜的描述，學生也可能無法利用未知數將問題記成「×

 1 

 5 
×

 1 

 28 

＝2
 4 

 5 
」後，再利用等量公理或乘除互逆的概念來解題。 

(3)97 課綱只引入分數單步驟問題的列式及等量公理解題，因此這兩題的主要

解題策略是透過問題情境利用乘除互逆的關係來解題。 

3.教學建議 

依據分析結果，教學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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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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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列出算式「×
 1 

 5 
×

 1 

 28 
＝2

 4 

 5 
」是翻譯問題，對多數學生而言比較容易，而看

著問題情境列出算式「2
 4 

 5 
÷

 1 

 28 
÷

 1 

 5 
＝( )」是解題計畫，對多數學生而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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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3)列出算式「×
 1 

 5 
×

 1 

 28 
＝2

 4 

 5 
」後，再利用乘除互逆的概念解題，解題成功後

再改記成併式，對多數學生而言比較簡單，改記成併式後學生就能夠列式。 

如果學生能理解等量公理的意義，高分組學生應該能利用等量公理解決兩

步驟的問題。 

(4)以「底為 3.6 公分的三角形面積是 38.64 平方公分，請問三角形的高是多少

公分？」為例，提出三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利用乘除互逆解題 

建議教師透過分段布題的方式幫助學生解題。 

布題一：三角形的面積是 38.64 平方公分，三角形底和高的乘積是

多少平方公分？ 

38.642＝77.28(平方公分)，答：77.28 平方公分 

布題二：三角形的底為 3.6 公分，底和高的乘積是 77.28 平方公分，

三角形的高是多少公分？ 

77.28÷3.6＝
 7728 

 360 
＝

 322 

 15 
(公分)，答：

 322 

 15 
公分。 

回到原問題：底為 3.6 公分的三角形面積是 38.64 平方公分，請問

三角形的高是多少公分？ 

38.642＝77.28(平方公分) 

77.28÷3.6＝
 7728 

 360 
＝

 322 

 15 
(公分)，答：

 322 

 15 
公分。 

教師應要求學生將前面的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38.642÷3.6＝

 322 

 15 
」，學生能夠用併式紀錄解題過程才有能力列式。 

方法二：先列式，再透過乘除互逆解題 

3.6高÷2＝38.64 

將「3.6高」看成一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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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64  透過乘除互逆算出＝38.642 

3.6高＝38.642  透過乘除互逆算出高＝38.642÷3.6 

方法三：先列式，再透過等量公理解題 

3.6高÷2＝38.64(等號兩邊同乘 2) 

3.6高＝38.642(等號兩邊同除 3.6) 

高＝38.642÷3.6 

(5)以「農場的
1

5
是菜圃，菜圃的

1

28
種青花菜，已知種青花菜的面積是 4

2
5
公畝， 

請問農場的面積是多少公畝？」為例，提出三種解題的方法。 

方法一：利用乘除互逆解題 

建議教師透過分段布題的方式幫助學生解題， 

布題一：菜圃的
 1 

 28 
種青花菜，已知種青花菜的面積是 2

 4 

 5 
公畝， 

請問菜圃的面積是多少公畝？ 

2
 4 

 5 
÷

 1 

 28 
＝

 392 

 5 
 (公畝)，答：

 392 

 5 
公畝。 

布題二：農場的
 1 

 5 
是菜圃，菜圃的面積是

 392 

 5 
公畝，請問農場的面 

積是多少公畝？ 

 392 

 5 
÷

 1 

 5 
＝392(公畝)，答：392 公畝。 

回到原問題：農場的
 1 

 5 
是菜圃，菜圃的

 1 

 28 
種青花菜，已知種青花菜

的面積是 2
 4 

 5 
公畝，請問農場的面積是多少公畝？ 

2
 4 

 5 
÷

 1 

 28 
＝

 392 

 5 
(公畝) 

 392 

 5 
÷

 1 

 5 
＝392(公畝) ，答：392 公畝。 

教師應要求學生將前面的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2
 4 

 5 
÷

 1 

 28 
÷

 1 

 5 
＝392」，

學生能夠用併是紀錄解題過程才有能力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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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先列式，再透過乘除互逆解題 


 1 

 5 


 1 

 28 
＝2

 4 

 5 
 

將「
 1 

 5 
」看成一個未知數 y 

y
 1 

 28 
＝2

 4 

 5 
  透過乘除互逆算出 y＝2

 4 

 5 
÷

 1 

 28 
 


 1 

 5 
＝2

 4 

 5 
÷

 1 

 28 
  透過乘除互逆算出＝2

 4 

 5 
÷

 1 

 28 
÷

 1 

 5 
 

方法三：先列式，再透過等量公理解題 


 1 

 5 


 1 

 28 
＝2

 4 

 5 
(等號兩邊同除

 1 

 28 
) 

 
 1 

 5 
＝2

 4 

 5 
÷

 1 

 28 
(等號兩邊同除

 1 

 5 
) 

 ＝2
 4 

 5 
÷

 1 

 28 
÷

 1 

 5 
 

(二) 速率單位的換算 

1.評量目標 

第 15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分年細目是「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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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風速達到時速 54 公里的時候，遊樂場的摩天輪就會停止運轉， 

請問時速 54 公里相當於幾級風力？ 

風力 公尺/秒鐘 

6 級 10.8 ~ 13.8 

7 級  13.9 ~ 17.1 

8 級 17.2 ~ 20.7 

9 級 20.8 ~ 24.4 

① 6 級 

② 7 級 

③ 8 級 

④ 9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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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試題分析 

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②，通過率為 55%。其中高分組通過

率為85%，顯示八成五的高分組學生已具備利用速度常用單位換算解題的能力；

低分組的通過率為 26%，其他三個誘答選項的選項率分別是 20%、28%、25%，

顯示低分組學生可能不具備利用速度常用單位換算解題的能力。 

(1)有 18%的學生選擇選項③(高分組有 7%、低分組有 28%)，有 14%的學生選

擇選項④(高分組有 4%、低分組有 25%)，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①(高分組

有 5%、低分組有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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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學建議 

依據分析結果，教學建議如下： 

(1)學生可能不理解風速和時速 54公里間的關係，教師應多舉一些例子來說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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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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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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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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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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公尺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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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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週期情境的規律 

1.評量目標 

第 13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分年細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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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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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試題分析 

本題鑑別度為 0.51，正確答案為選項①，通過率為 60%。其中高分組通過

率為 85%，顯示八成五的高分組學生已具備利用常用數量關係解題的能力；低

分組通過率為35%，顯示低分組學生可能不具備利用常用數量關係解題的能力。 

有 14%的學生選擇選項②(高分組有 3%、低分組有 26%)，有 13%的學生

選擇選項③(高分組有 5%、低分組有 21%)，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④(高分組

有 6%、低分組有 18%)，這三個誘答選項的選項率都很接近，顯示這些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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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學建議 

依據分析結果，教學建議如下： 

(1)學生無法將本題解讀成 9 個一循環的圖形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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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教師將題目改記成 1○、2○、…、8、9；10○、11○、…、

17、18；19○、20○、…、26、27，幫助學生發現 9 個

「○○○○□□□□□○○○○□□□□□○○○○□□□□□」， 

如上圖，第 1 個到第 4 個圖形都是○，第 5 個到第 9 個圖形都是□。 

依照 4 個○、5 個□，4 個○、5 個□的規律排列下去，第 253 個圖形和第 365

個圖形為何？ 

①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②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③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④ 第 253 個是□，第 365 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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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環和數字 9、18、27 間的關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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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下面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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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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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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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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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253÷9=28…1，所以圖形是○ 

365÷9=40…5，所以圖形是□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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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形 ○ ○ ○ ○ □ □ □ □ □ 

除以 9 的餘數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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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等量公理 

1.評量目標 

第 19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分年細目是「6-a-01 能理解等量公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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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試題分析 

本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③，通過率為 47%。其中高分組通過

率為 79%，顯示近八成的高分組學生已具備利用等量公理解題的能力；低分組

的通過率為 21%，其他三個誘答選項的選項率分別是 27%、22%、29%，顯示

低分組學生可能不具備利用等量公理解題的能力。 

有 22%的學生選擇選項④(高分組有 11%、低分組有 29%)、有 17%的學生

選擇選項①(高分組有 6%、低分組有 27%)，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②(高分組

有 4%、低分組有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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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學建議 

依據分析結果，教學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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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 3 8 5 20 27 3     ，請問下列哪個算式錯誤？ 

① (3 8 5) 5 (20 27 3) 5        

② 3 8 5 20 20 27 3 20        

③ 3 8 5 3 20 27 3 3        

④ 54 3 8 5 54 20 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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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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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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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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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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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餘數的分數除法 

1.評量目標 

第 24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分年細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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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給定描述「÷16＝13
 3 

 8 
」的文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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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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試題分析 

本題鑑別度為 0.52，正確答案為選項①，通過率為 37%。其中高分組通過

率為 68%，顯示約七成的高分組學生已具備利用分數除法解題的能力；低分組

的通過率為 16%，有 49%的低分組學生選擇選項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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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生不具備利用分數除法解題的能

力。 

(1)有 44%的學生選擇選項③(高分組有 25%、低分組有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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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 11%的學生選擇選項②(高分組有 4%、低分組有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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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公升。 

(3)有 7%的學生選擇選項④(高分組有 2%、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尚

已知 1 桶果汁，每 16 公升裝成一瓶，全部裝完，相當於裝成 3
13

8
瓶。 

如果將這桶果汁，每 16 公升裝成一瓶，最多可以裝滿 13 瓶，還剩下多少

公升？ 

① 6 

② 0.3 

③ 3

8
 

④ 1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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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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學建議 

依據分析結果，教學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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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也不知道將「÷16＝13

 3 

 8 
」改記成「÷16＝13…r」時，

「
 3 

 8 
＝

 r 

 16 
」或「16

 3 

 8 
＝r」的關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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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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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題答案不相同；當我們限制記錄格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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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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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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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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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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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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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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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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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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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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