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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繪本包含故事情節和數學知識，有助於將數學概念與生活情境融合起來。本

研究旨在探索利用數學繪本進行課堂教學對低年級小學生數學學習的影響。研究

對象是 73 名香港某官立小學一年級學生。透過問卷調查、課堂觀察以及學生訪

談，研究發現數學繪本教學能提高一年級學生對數學概念的掌握程度，提升學生

課堂專注力，還能夠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讓學生對數學課堂有所期待。研

究也指出，實施有效的繪本教學需要考慮繪本內容的選擇、教師對繪本內容的剪

裁和設計。 

關鍵詞：低年級小學生、數學學習、數學學習興趣、數學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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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和動機 

協助小學生順利從幼稚園過渡到小學階段的學習，一直是小學教師十分關注的議題。

幼稚園的學習和小學學習既有聯繫，又有區別。香港的幼稚園教學以主題式學習為主，

學生在同一主題下，打破學習範疇的界限，把相關的內容與生活連結起來（課程發展議

會，2017a）。然而，學生升至小學，學習方式便會轉變成分科教學為主的學習架構（如

分成英文科、數學科、中文科、常識科等），對幼童來說其實是一個全新的學習模式。另

一方面，現實中不少幼稚園在 K3 階段已經滲入一些小一階段的數學學科知識，當幼童

升至小學後，常遇到重複學習的情況，乃至對數學產生抗拒。因此，不少小學教師往往

想辦法做好幼小銜接，讓小一學生能儘快適應小學的學習模式。以過往不少學校的做法

為例，一些科目（如中文或英文科）會接受不同的大專院校的到校支援，開發校本的銜

接課程，惟內容仍是較著重語文基礎知識，故事性或生活性的引入較少，小一學生未必

能完全投入課堂學習。重視學生已有學系體驗和學生特點的課程或教學銜接仍然是教師

面臨的難題。特別自 2019／2020 學年以來，受社會事件及新冠疫情影響，香港學生的

學習嚴重受到學校停課影響。在 2020 年 9 月入學的小一學生，基本上在上一個學年只

體驗了不足半年的幼稚園生活。換言之，要適應小學的課堂學習，不論是在課堂上應守

的規則，抑或是專注力的培養都因此而大打折扣。除了加強課堂規則的指導外，合宜的

教學策略相當重要。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a）提出，幼小銜接的教學策略應以遊戲和活動形式進行，

當中以講故事為例子，建議小學教師配合小一學生的學習特徵以幫助幼兒了解學習內容

（頁 72）。引入故事內容於教學設計當中涉及到學生對文本的閱讀，而香港的小一學生

在幼稚園階段大多都有一定的閱讀體驗。在學校教學中，借助故事閱讀來協助低年級小

學生（主要是一、二年級的小學生）學習數學或是加強幼小銜接的一條可行途徑。事實

上，不少針對數學繪本的研究也指出，在教室中與兒童共讀數學繪本故事，有助於提高

幼兒的數學學習興趣、避免產生數學焦慮、幫助學習數學詞彙和數學概念以及促進數學

交談，進而提升幼兒的數學能力（黃馨慧，2020，頁 28）。 

第一位作者自 2005 年起主要在高小階段為五、六年級的學生推廣數學閱讀活動，

以推薦數學圖書閱讀和閱讀分享為主（張僑平、陳茗茵，2017）。經過多年在學校的實

踐，從學生的數學故事分享和閱讀報告表現中，我們看到，數學閱讀不但能增進學生對

數學的認識，對於原本怕數學的學生，將故事與數學結合後，讓他們覺得數學並不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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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甚至重新拾回學習數學的興趣（陳茗茵、莊春霞，2019）。不過，對於如何利用和

發揮繪本的優勢，在課堂教學層面促進學生的學習，這樣的討論在小學教育中還不多，

只有少許的教學實踐案例（鄧佩玉，2015；楊詠盈、張淑冰、張僑平，2017）。當前，新

近修訂的香港數學課程鼓勵學生閱讀與數學相關的書籍，推動在閱讀中學習數學

（Reading in mathematics）（課程發展議會，2017b）。考慮到幼小銜接的重要性，在小學

階段如何進行數學繪本閱讀和教學實踐還值得我們進行更多的探索。我們從 2018 年起

開始在數學課堂中針對個別課題引入繪本教學，檢視對學生學習的成效。本研究介紹的

教學亦是其中一次嘗試。基於已有的數學繪本書籍，我們設計了貼近學校數學課程的繪

本教學，教師以故事講授的形式，把數學概念與學生的生活關聯，帶領學生從閱讀中學

習數學，探討數學繪本教學對小學低年級學生數學學習的影響。具體來說，在本研究中

探討的是繪本教學一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興趣及數學概念理解的學習成效，相關的研究

問題包括：（一）檢視繪數學本教學對一年級學生數學概念理解的成效為何？（二）利用

數學繪本對小學一年級「單數和雙數」的學習單元進行教學，能否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以及（三）數學繪本教學在實施中的遇到的困難和挑戰為何？下面我們首先介

紹數學繪本教學的相關背景，對研究問題的研究設計在第三部分再詳細介紹，之後是對

研究結果的分析和討論，並為今後進行繪本教學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議。 

 

貳、 文獻探討 

一、繪本和數學閱讀 

兒童大都愛聽故事，繪本作為兒童文學的一種，深受小朋友的喜愛。依據其圖畫和

文字的搭配比例不同，繪本有時也稱為圖畫書（picture book）或者故事書（story book）。

一般來講，繪本都有簡單的文字、鮮明的圖畫、豐富且便於討論的場景，而且也包含兒

童易於感受到的學習經驗，在幼稚園也常作為教師教學和學生主要的閱讀學習材料。人

類閱讀文學作品已有很長的歷史，對兒童閱讀的研究也不勝枚舉，大多為涉及兒童閱讀

能力和語言學習方面。相比來說，跟數學學科有關聯的兒童數學繪本閱讀，起步並不算

早。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與數學有關的兒童文學作品才逐漸開始出現。主要的起因是

美國一些研究者發現，美國學生在學校的數學課程學習中能掌握一些數學的基本運算，

但是當他們面對文字題時困難很大，而且問題解決能力也不強。另外，隨著年級的升高，

不少學生對數學和數學學習的態度越來越趨向負面，以致於學生離開學校後，哪怕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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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數學技巧，但是解難能力並不強，而且對數學還沒什麼好感（Whitin, 1992）。這

顯然不是學校數學教育期望有的結果。及後，美國 National Council for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1989）出版了《學校數學課程和評價標準》，明確提出學生要

「學會認識數學的價值，建立有能力做數學的信心，具備數學問題解決的能力，學會數

學地交流和學會數學地推理。」（頁 5-6）。然而，兒童只有在瞭解數學及有信心去瞭解

數學時，才會成為自信的數學學習者（Trafton & Claus, 1994, p. 21）。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數學閱讀開始受到數學教師和教育研究者的重視，同時也湧現出不少有關數學閱讀的書

籍，數學繪本作為數學閱讀作品的一種，也引發了不少的教學研究，比如討論如何透過

兒童文學作品教數學，以及如何利用數學繪本閱讀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Hong, 1996; 

Schiro, 1997; Thiessen, Matthias & Smith, 1992; Thiessen, 2004; Whitin D. & Whitin, P. 2004; 

Ward, 2005）。 

二、數學繪本的種類 

將數學學科知識和兒童文學作品（如繪本）結合起來，會結出怎樣的果實呢？數學

繪本有簡單的文字和鮮明的圖畫，也有豐富且便於討論的場景、熟悉且易於感受的生活

經驗。廣義地講，數學繪本可以是任何能幫助學生進行數學對話和交流的一種文學作品

（Nesmith & Cooper, 2010, p. 280），並非以數學概念或知識作為主軸編撰而成，但其內

容可提供教師用來進行數學教學或啟發學生數學學習；狹義來說，數學繪本則是以數學

概念或知識為主軸來編撰圖書的內容。袁媛（2008）依據數學繪本中內容呈現方式與數

學知識的關聯性，將台灣使用的數學繪本圖書劃分為三大類：（1）將數學概念融入於故

事情境中的圖畫故事書；（2）故事情境不明顯，但故事書的內容很清楚地表現數學的內

容；（3）有故事情節，但數學概念不明顯地呈現或全文並沒有任何明顯的數學概念呈現。

對於這類圖書，主要是數學在實際生活中應用，需要老師利用這本書的故事情節，設計

與數學相關的學習活動。依據繪本內數學知識內容的呈現特點，第一和第二類數學繪本

圖書也可被認為是外顯的繪本，數學內容很明顯的呈現出來；而第三類屬於內隱的數學

繪本，讀者需要從故事的鋪陳中引出數學概念（陳埩淑，2020，頁 5-6）。因為中文為絕

大多數香港小學數學科的教學語言，在本研究中我們選擇合適的中文數學繪本為主，而

內、外隱藏的數學概念需結合學校課程的要求和科任老師的意見，在研究設計中再介紹。

在香港的學校和校外市場上，中文繪本（包括數學繪本）以台灣出版居多，甚少有基於

香港情境和學校數學課程的繪本書籍，而已有的其中數學繪本大多是翻譯自外國，如比

較出名的和系統的由美國數學繪本作家瑪瑞琳．伯恩斯（Marilyn Burns）女士創作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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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小子》數學繪本系列圖書，它涵蓋小學數學的不同學習領域，涉及不同的數學概念學

習，可選擇的面較廣。 

三、數學繪本在兒童數學學習中的功能 

不少關於數學觀的研究發現，中小學生常常認為數學就是一堆符號、公式和法則，

會涉及繁瑣的計算，學習數學往往被看作是記住公式和規則，並進行反覆的操練。形成

學生這種狹窄的數學觀與數學老師的教學佈置和課堂環境密切相關（黃毅英、梁貫成、

林智中、莫雅慈、黃家鳴，1999；黃毅英、韓繼偉、王倩婷，2005；Zhang & Wong, 2015）。

將數學與文學結合，使得數學繪本可以成為具有親和力且較為輕鬆的數學教材，有可能

改變學生對數學的看法，拓闊學生的數學觀。伯恩斯（Burns, 2010）就指出，數學圖畫

書具備這樣四個方面的優點：能幫助消除數學是枯燥、缺乏想像力和遙不可及的迷思；

能激發孩子的數學想像力，而這是教科書和練習冊做不到的；能幫助那些喜愛閱讀但認

為數學不關他們事的學生體驗到數學的美妙；能幫助那些喜愛數學的學生以新的觀點來

看待圖畫書（頁 38）。在 Van de Wall, Karp & Bay-Williams（2016）合寫的數學教材中也

提到類似的觀點：我們可以在兒童文學作品中能找到一些數學題材而成為重要的資源，

因為兒童的故事可用來反映生活情境中的問題。同時，優良的書籍也能幫助兒童進一步

瞭解數學的領域。 

很多人認為學習數學等於記公式和計算，然而數學尤其是小學數學大多是很生活化

的，具有現實問題情境。若能把故事有意義和有系統地融入教學內，對學生的學習會有

一定的幫助。荷蘭數學教育家 Hans Freudenthal 便曾提出現實主義數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RME）的理念，即著重數學教育以生活情境為核心，讓孩子經由

生活世界的活動察覺新的數學關係及規律，從而內化數學概念（黃家鳴，2000）。對幼童

而言，他們的生活經驗較少，把數學概念套入他們的實際生活有時候會有點牽強。反之，

如果能創設一個有意義的情境，並利用插畫、兒童的用語來編寫成故事，不單能促進兒

童利用數學語言進行交流，亦能利用有趣的方法讓兒童學習數學的概念、解難技巧等，

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和動機（Schiro, 1997）。數學繪本的設計主要是雙線發展：即

是在故事情節線的發展內包含數學內容線的發展，其優點在於學生可以利用故事內容幫

助學習及建構數學概念。因此，利用數學繪本進行教學有助學生把數學概念與生活情境

融合起來，也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例如，古智有、鍾靜（2008）便發現，故事

情境較強的數學繪本能提升兒童對數學學習的興趣，在引發孩子學習動機方面有相當的

成效。蔡坤桐（2010）也認為透過調整數學課程目標與層次，結合數學史、數學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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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遊戲等人性化（Humanizing）、情境化（Dreamizing）和趣味化（Gameable）的數學

活動，去延伸學生的生活經驗和興致，並提升學習動機，便能縮小學生對數學的距離，

讓學生覺得數學就在生活當中。 

作為一種數學教學的工具，數學繪本可以銜接正式與非正式的幼兒數學教學、引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聯結數學學習（Skoumpourdi & Mpakopoulou, 2011）。在《學校數學課

程和評鑑標準》中 NCTM 提出學習數學過程的四項目標：解題、溝通、推理及聯結 

（NCTM，1989）。運用繪本教學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正是回應將數學與生活之間的聯

結。這種聯結在 Van den Heuvel-Panhuizen（2000）看來，可以包括兩種方式，即水平的

數學化與垂直的數學化。「水平的數學化」是提供學童在真實生活情境中，幫助其組織和

解題的工具，從生活進入至符號的世界；而「垂直的數學化」是在符號的世界內，數學

本身自己內部改造之過程，如果個人將數學化置於心中，就可產生不同的理解層次。運

用繪本教學就是體現出數學與生活情境結合的一種方法。在總結不同研究者針對數學繪

本的發現後，陳埩淑（2020）總結了數學繪本在幼兒數學學習中的四種功能：（1）引導

與增加數學學習機會；（2）提供支持性的學習情境；（3）擴展數學知識內容；及（4）提

升數學學習能力和正向的數學態度。 

為達致上述數學繪本教學目的，不少學者提出一些運用繪本教學的策略：比如

Welchman-Tischler（1992）指出，利用繪本故事提供一個數學在生活中實際被使用的情

境，預備和發展數學概念或技能，清楚地呈現數學概念，示範創意經驗，提出有趣的問

題以及利用故事情境中進行知識重溫等。Thiessen（2004）也提到應用圖畫故事書教數

學的方法，包括直接利用繪本故事書中的故事情節發展數學概念；運用故事書中的圖畫，

清楚地呈現數學概念及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以及利用故事書的內容作為教師出題的資

源。考慮到繪本的不同類型，黃馨慧（2020）建議，可以將外顯的繪本和內隱的繪本搭

配使用，比如一開始教師可以選擇內隱數學繪本，從一個有趣的故事開啟討論，連結故

事與數學概念，其次再選擇外顯數學繪本延續，讓學生有機會體驗此數學概念多元的面

向（頁 35）。 

四、香港數學課程中的數學閱讀 

教師利用繪本故事進行數學教學或者學生透過數學繪本進行自學，在東、西方不同

的教育環境下都有一些的實踐，也都集中在幼稚園和小學階段（如鍾靜，2013；Hong, 

1996; Keat & Wilburne, 2009; Van den Heuvel-Panhuizen & Elia, 2013; Welchman-Tischler, 

1992）。不過香港小學教育的課堂實踐卻不多。事實上，將文本閱讀的元素融入學與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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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政策推行已久。香港教育局在 2000 年《基礎教育課程指引》文件中就提出學

校教育的其中一個關鍵領域是讓學生「學會閱讀」（課程發展議會，2001），至 2014 年

學校課程的更新「學會學習 2.0」，進一步提出在學校推動「從閱讀中學習」，做為課程發

展的關鍵領域之一，讓學生透過跨學科閱讀學習及鞏固學科知識（課程發展議會，2014）。

最近，新修訂的數學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b）提出，「鼓勵學校在推動『從閱

讀中學習』的成果上進一步推動學生閱讀主題與數學相關的文本，以拓闊學生的知識基

礎、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和處理包含文字、圖表、數學符號和多模式元素（即聲音、圖

像、影片）的閱讀材料的能力。」（頁 48）由此可見，在數學科進行數學文本閱讀方面

的學與教也是課程所倡導的，旨在「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發展他們從閱讀中學習

的技能和提升讀寫能力。學生通過閱讀吸取數學知識，了解數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和

數學的文化層面，能令他們對數學有更全面的認識和促進跨課程學習」（課程發展議會，

2015，頁 10-11）。然而，課程指引僅僅停留在文件層面，對於如何在學校推行數學閱讀

計劃沒有太多討論，對於如何在正常的課堂上實踐數學文本閱讀的教學更是缺乏，這也

是本研究要探討的主題。對香港的小學教師來說，將數學閱讀融入數學教學是一種新的

教學策略和嘗試。如能在教學上利用繪本把生活情境與需要學習的數學概念聯結起來，

對低年級小學生學生來說，數學課堂也許會變得更生動，教學方式不會那麼陌生，數學

概念也會更易吸收，有助於他們從幼稚園到小學學習方式的銜接和過渡。 

參、 研究方法和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探索性研究旨在調查課堂繪本教學對低年級小學生數學學習的影響，研究對象為

2020 年 9 月入學的小學一年級學生，有關的研究及教學活動在 2020 年 10 月進行。香港

政府學校小學依據學校規模，一般每一年級開設 4－5 個班別，擔任本次實驗組的兩班

（1A 班和 1B 班）人數分別是 19 人和 18 人，共 37 人；充當控制組的兩班（1C 班和 1D

班）學生人數均是 18 人，共 36 人。擔任教學的四位老師都具備小學教育學士學位。兩

個實驗班的課堂教學由第一作者和另一班老師（曾老師）擔任，教齡分別是 28 年和 7

年。在正式施教之前，有過協商和討論，對於教學計劃和材料的使用都取得共識。控制

組 C、D 班的兩位老師，教齡為分別為 24 年和 11 年，二人均未曾接觸繪本和繪本教學，

以傳統方式按照教科書施教。各班學生入學均是自由分班，每班學生的平均數學能力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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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數範疇的學習是初小學生的學習重點之一，也是幼稚園和小學銜接的學習領域。本

研究為配合香港新修訂數學課程要求，同時要照顧學生需要，從幼稚園到小學的銜接過

渡，本次探索性研究選擇以香港小學一年級的數學課題「單數和雙數」作為教學研究主

題。依據新課程的學習要求，學生需要認識 20 以內的單數和雙數，能說出單數和雙數

的規律，認識生活中的單、雙數，以及會辨認單數和雙數（課程發展議會，2017b）。在

2020 年 7 月時，兩位作者共同選出合適的數學繪本，並與學校一年級的數學科主任一起

審閱所選繪本是否合宜，最後共同決定以瑪瑞琳．伯恩斯的《魔數小子—噹！奇數撞偶

數》為基礎繪本，並於 9 月期間結合課程學習目標進行必要的內容修訂及擬定相關的資

料蒐集工具，如前、後測的數學知識問題、學生數學學習日記、繪本小冊子等。考慮到

授課時間安排，在與小一年級的科任老師商討以後，選定其中 1A 和 1B 作實驗組，1C

和 1D 作控制組，並於 10 月的第一週實施繪本教學研究。同時，在教學研究前後分別蒐

收集各項數據。最後，11 月至 12 月進行資料分析，在 2021 年初完成研究報告的撰寫。 

本研究過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見圖 1）。第一階段為學生對單、雙數概念的前測，

主要是透過紙筆評估，了解學生是否認識單、雙數；第二階段是在課堂執行繪本教學；

第三階段為後測，同樣是透過紙筆評估，重做與前測類似的題目，同時再加上本次教學

的部份重點，測試學生是否已掌握整個單元的學習重點；最後一個階段是針對繪本教學

的問卷調查及訪談，作用是了解學生對利用繪本學習數學的想法和感受，以檢視繪本教

學對學生數學學習興趣的影響。 

 

 圖 1 研究流程圖  

三、數學繪本選材與數學繪本教學活動 

為配合香港新修訂數學課程要求（課程發展議會 2017b），本研究我們選擇「學習 20

以內的單數和雙數」為研究主題，在市場上的中文繪本中，選擇以魔術小子系列中的《噹！

奇數撞偶數﹗》作藍本，作為教學的主要素材。在翻閱原書內文時，我們發現部份用字

小一數學繪
本教學

第一階段：
前測—

課前小考驗工作紙

第二階段：課堂繪
本教學—
-教學錄影
-教師觀課
-繪本小冊子練習
-數學學習日記

第三階段：

後測—
課後小考驗工作紙

第四階段：問
卷調查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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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配合香港的常用語，而且每字旁邊附有注音符號，會干擾學生學習。在進行教學設計

時，筆者將內文稍作修正，重新編製，並去掉注音符號，以適合本地小一學生閱讀。同

時，把原故事書進行內容剪裁，劃分成三部份，配合設計的學習單，製作成繪本小冊子，

讓學生上課時使用，而學生手上的數學教科書則作為輔助閱讀材料，和用作課後鞏固聯

繫之用。整體來說，我們採取繪本故事內容為主，教材內容學習為輔的教學模式。兩個

實驗組的教學設計分別有三堂課，每堂課 40 分鐘，課堂教學流程及相應的教學重點樣

例（節選第一節和第二節）可見下表 1。 

表 1 

繪本教學課堂活動概述和課程目標表 

繪本內容片段 第一課時教學流程 課程目標 

片段 1 

 

片段 2 

 

繪本導讀 （約 25 分鐘）運用繪本敘

述阿偶喜歡雙數，阿奇喜歡單

數，從而跟學生一同找出單數和

雙數的規律。 

1. 完成上半部份，跟同學一同數一

數圖中動物數量。 

2. 請同學數一數自己筆袋裏筆的數

量，有沒有跟阿偶的動物數量相

同的？ 

3. 完成下半部份，跟同學一同數一

數圖中麵包和書本的數量。 

4. 跟同學完成小冊子 p.3。 

5. 利用小火車，用箭頭表示出雙數

的規律。 

 
6. 請學生猜一猜阿偶不喜歡的數

字，帶出另一主角阿奇。 

7. 導讀 p.4 後，檢視 p.3 阿偶不喜歡

數字是否猜對。 

8. 接著導讀 p.5-6，仿照 p.2 的做

法，數一數圖中物件的數量，並

留意鐘面上的數字。 

1. 認識 10 以

內的單數和

雙數； 

2. 能說出單數

和雙數的規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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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片段 3 

 

  片段 4 

 

9. 跟同學一起完成小冊子 p.7。 

10. 利用小火車，用箭頭表示出單數

的規律。 

 

 

繪本延伸活動 （約 10 分鐘）完成 p.7 後，可以跟學生一同處理書 p.36-37，或當家

課完成。教師進行課堂總結： 

1. 1-10 以內單數有：1，3，5，7，9 

2. 1-10 以內的雙數有：2，4，6，8，10 

3. 說一說單雙數的規律 

4. 按照單雙數的規律，推想 20 以內的單雙數 

繪本內容片段 第二課時教學流程 課程目標 

片段 1

 

片段 2 

 

重溫 運用繪本重溫上一課故事及相

關數學知識（約 5 分鐘）。 

 

繪本導讀 （約 25 分鐘） 

開始講述繪本小冊子 p.8-9。 

1. 一邊講述一邊跟同學一同數一數

圖中物件數量。 

2. 請同學說一說自己的生活經驗。 

3. 在學生介紹過程中可加入德育教

育：關心別人的感受、做錯事要

誠心道歉、不輕易發怒。 

4. 完成後做 p.10 的練習，從故事內

容選出答案，跟同學討論一下

單、雙數。 

5. 可加入猜想：阿奇會接受雙數的

雪糕球嗎？為甚麼？ 

6. 接著導讀 p.11-12，並為故事作

簡單總結。 

1. 認識 20 以

內的單數和

雙數； 

2. 辨認單、雙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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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片段 3 

 

7. 推想 11-20 的單數和雙數。  

繪本延伸活動（約 5 分鐘）處理書 p.38，回家親子完成書 p.39。課堂總結： 

1. 1-20 以內單數有：1，3，5，7，9，11，13，15，17，19 

2. 1-20 以內的雙數有：2，4，6，8，10，12，14，16，18，20 

3. 想一想：有甚麼方法辨別單雙數 

四、數據收集 

考慮到研究對象 2020 年大半年受停課影響，本研究中的數據收集採用問卷調查及

課堂觀察為主，並在課後邀請個別學生進行訪談，希望從不同的方面蒐集學生數學繪本

學習的體驗和學習成效的證據，以反映課堂繪本教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我們利用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9 日期間進行教學，1A 和 1B 兩個實驗班均利用四節課完成教學及

後測和問卷調查。接受訪問的學生由任教老師隨機按照學生學號抽取，訪談以小組焦點

訪談的形式進行。兩班老師均有互相觀察對方的授課，但限於觀察拍攝的課堂教學影片，

教師在授課時均提及只是常規上課，避免學生產生實驗者效應。 

由於本研究對象是小一學生，識字和語言表達能力有限，因此前測、後測及問卷均

採用較簡單的題目進行設計。測試的題目由四位授課教師共同審議確定，題目類型和難

度是依據過往同一課題授課的內容考查要求設定，前、後測在同類型題目上的難度也是

一致的（詳見附錄一、二）。問題設計的內容和用詞，經過同級老師們內部的兩次討論後

確定，以契合小一學生的認知能力。例如刪去要學生用文字描述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單、

雙數例子，改為利用課堂總結時的提問及訪談以獲取相關的資訊；問卷的回答以打圈和

勾選為主；學習日記可以繪圖來表達。四個班的學生均完成前測和後測，問卷及訪談只

在實驗組進行。由於小一學生識字不多，前測、後測及繪本學習問卷均由老師讀題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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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並在學生有需要時協助學生填寫他們的意見。前測把將要教授的單數、雙數

及已學習的順數、倒數交替出題，以測試學生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後測利用前測類似的

題目，重新測試學生在繪本教學後是否能掌握單數和雙數的概念，同時在丙部加入兩道

題目，以測試學生是否能掌握分辨單雙數的方法（見圖 2）。為了解學生在每節課能否對

繪本故事線以外的數學知識有所理解，第一作者會檢視學生的繪本小冊子及學習日記。

總的來說，為回答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以前後測數學知識問題、繪本

學習問卷、繪本小冊子、學習日記及課後的訪談等多渠道來蒐集數據，也可以對研究結

果進行多角度地相互驗證，來檢視這次數學繪本課堂教學的教學效能。前後測、繪本學

習問卷以及學習日記等詳細資料可參閱附錄一至四。 

 

圖 2 後測新增問題樣例 

肆、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次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旨在檢視數學繪本進行課堂教學對低年級學生（本研究聚焦

在小學一年級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數學概念理解的影響。由篩選繪本到編製測試題目，

研究者均以配合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課程指引及本校採用的教科書為依歸，並按有

關的課程指引及教師共同備課所訂下的學習重點進行教學設計。以下，我們會嘗試透過

課堂教學、數學學習日記及訪談的質性分析，以及前測、後測及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綜

合分析本研究結果。 

一、課堂教學、數學學習日記及訪談的質性分析 

透過教學錄影、現場觀課與及教師訪談，利用繪本說故事時，學生的表現比平常更

集中。以 1A 為例，由於該班較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平日課堂學生很容易便會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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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但在繪本教學實施期間，平時專注力較弱的學生，更能集中上課，並會觀察及推測

故事的發展；另外，第一作者於整個學習單元均有對 1B 班授課進行觀察。整班學生在

課堂上都非常集中聽故事，亦會跟 1A 的學生一樣，在曾老師的提問下細心觀察及推測

故事的發展。第一作者透過與 1B 班曾老師的訪談，了解到在繪本教學中，學生比平常

上課更安靜也更集中注意力，也會更主動回答老師提問。每當學生討論故事情節過度興

奮時，老師只要輕輕的說：「要繼續講故事了。」學生便會馬上安靜下來準備聽故事。由

此可見，繪本的故事性對小一學生有相當的吸引度，對提升學生的專注力也有一定的效

果。然而，在數學課堂中，學生只是對繪本的故事線感興趣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檢視學

生是否能同時掌握繪本內的數學元素，以確定學習是確切地在課堂上發生。 

在檢視學生的學習日記時，研究者發現很多學生在第二題「今天，我學會了……」

的方格內均能記錄單數、雙數的序列，亦有學生把當天印象最深的故事情節畫出來。例

如學生記得兩個主角分別喜歡的數字和喜歡的物件數量，甚至有學生把主角發脾氣的部

份畫在日記裡。在第三節課後，對於最後一節課的學習重點，即（1）認識生活中的單、

雙數及（2）利用不同方法辨別單、雙數，有少部份學生也能在「今天，我學會了……」

的方格內表示出來。例如他們能按主角的喜好推論出他們喜歡居住的樓層，在數數時每

兩個一數，有落單的便是單數等等（見圖 3）。 

 

圖 3 數學學習日記學生作品 

為了進一步確認學生是否能透過繪本課堂教學掌握有關的教學重點，研究者於 1A

和 1B 每班各抽出三位學生進行了訪問。在訪問中，研究者首先請受訪學生舉例說一說

生活中的單、雙數的例子，他們都能說出課堂上所舉的升降機樓層數字的例子，亦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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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說出課堂上有關「動物的腳都是雙數」的例子，對於繪本故事中提及的單、雙數例

子也都能回憶起來。不過，對於課堂上提及街道號碼的例子，則沒有學生能回想起來。

這也表示這類例子對學生來說是較為陌生的。訪談期間，研究者亦有問及學生是否喜歡

利用繪本上數學課，學生均全部表示喜歡，希望有更多數學課堂可以用這種形式學習。

我們相信，因為故事情節吸引，加上故事角色有個性，讓數學自然地融入生活、進入課

堂，拉近了跟學生的距離。第一作者在繪本教學後的數學課上也觀察到，每當問及單數

和雙數，學生都能很快聯想到繪本故事的主角（阿奇和阿偶），這顯示出繪本故事的學習

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學生亦經常問教師何時會再有數學繪本的課堂。透過這些觀

察，不難看出，學生是喜歡將數學和故事關聯起來進行學習。至於數學學習的效果，我

們可以由前、後測和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 

二、前測、後測及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 

在實施繪本教學前，前測共 8 題，我們利用甲部 1－4 題涉及「找規律」的題目，

其中 1－2 題為熱身問題，3－4 題涉及到單、雙數的概念，乙部 5－6 題為辨別數字序列

的題目，測試學生在授課前對單數和雙數的認識，在丙部 7－8 兩題則是了解學生對數

學和故事的興趣。前測 1－6 題答對 1 題計 1 分，7－8 題不計分，總分 6 分。依據課程

學習目標，透過數學繪本教學，我們設定的學習重點包括發現單數和雙數的規律、辨認

20 以內的單雙數外，還有利用兩個一數的方法，判辨物件數量是單數還是雙數，以及讓

學生觀察日常生活中的單、雙數。因此，在後測中，除了原有的甲部「找規律」問題及

乙部辨別數字序列的題目外，我們將丙部 7－8 題改為 2 條判辨物件數量是單數還是雙

數的題目。後測中 1－8 題均按照答對 1 題計 1 分，總分 8 分。為回答研究問題（一），

了解學生透過數學繪本教學的學習成效，本研究考慮的是實驗班和控制班在前後測試題

上的整體答對情況，統計每一班在每一題的答對人數，並比較答對率的變化。由於最後

一個學習重點（觀察生活中的單雙數）較難利用紙筆為小一學生進行測試，我們改為利

用數學學習日記及訪談，去了解學生對有關的學習重點是否掌握。學生在甲、乙部單雙

數概念的測試結果表列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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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繪本教學前後測學生答對人數統計及比較表 

 班級  甲-3 甲-4 乙-5 乙-6 

實驗組 
1A+1B 

(37 人) 

前測 20 20 13 12 

後測 28 28 28 26 

比較 21.6% 21.6% 40.5% 37.8% 

控制組 
1C+1D 

(36 人) 

前測 25 24 19 22 

後測 24 25 25 26 

比較 2.8% 2.8% 16.7% 11.1% 

表 2 數據顯示，在兩組學生總人數相當的條件下，在前測問題中，總體而言，實驗

組學生在甲部和乙部的答對人數均少於控制組。在後測中，實驗組學生的總體表現較好。

比較前後測在甲、乙部的測試結果，學生在掌握有關知識的程度，實驗組比控制組要高。

甲部是涉及單雙數找規律的2題，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前後測中都有超過一半的學生答對，

但相比前測，實驗組學生答對率上升幅度較大，達到 21.6%；對於乙部份的 2 道辨別數

字序列的題目，實驗組的學生在後測較前測表現提升更為明顯，答對率增加近 40%，控

制組答對率也有增加但不到 20%。 

對於丙部的問題，只是在後測中出現，考查學生是否能掌握分辨單雙數的方法（見

圖 2）。控制組（36 人）中答對丙-7 的人數為 33 人，答對率為 91.7%；丙-8 的答對人數

為 30 人，答對率為 83.3%；在實驗組（37 人）中，答對這兩個題目的人數分別是 28 人

和 26 人，答對率分別為 75.7%和 70.3%。與前面甲部、乙部問題測試結果不同的是，控

制組學生在丙部的表現總體上要好過實驗組。在根據圖形分辨單雙數的問題上，儘管兩

組學生答對率均超過 70%，實驗組學生表現未見更突出。 

從學生的課堂表現來看，在本次數學繪本教學的設計，實驗組學生能夠跟從繪本的

故事線，同時獲得繪本內數學線的學習重點。控制組學生主要是遵循教科書的教學內容

學習。透過課堂教學觀察及課後再次翻閱教學影片，研究者發現，對於教師借助故事人

物或情節來提問單數或雙數的問題，學生很快便能回答；若教師只提問學生單數和雙數

的相關問題，實驗組有學生對答案抱有點懷疑的態度，但只要教師提點學生回取故事情

節，他們亦能迅速地作出正確的回答。由此，對於小一學生而言，繪本的故事情節有助

學生加深對新學的數學知識的記憶。這也是將數學知識和問題情境相互聯結對學生學習

的影響。相比而言，控制組學生的課堂表現較為單一，以聽取教師依教科書講授為主，

專注力較為不足，在回答單雙數的相關問題時，需要教師多次解釋相關概念，較少能將

單雙數問題與實際問題情境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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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教學實驗完成後，在研究者與各授課教師進行單元教學檢討時，控制組授課教

師表示，由於教學主要是按教科書講授教學重點，所以概念講解所用上的課時較少，因

此在相同的單元總課節（共四節）的前提下，有較多時間教授分辨單雙數的方法。相比

之下，實驗組利用故事講解單、雙數的概念，所花的時間較長，教授分辨單雙數的方法

所用的課節不足一節。因此亦可說明後測結果：概念掌握方面，實驗組表現較理想；分

辨單雙數的方法方面，控制組表現較理想。在單元教學檢討會議上，教師認同利用繪本

有助學生加深概念建構，並建議額外加一節進行分辨單雙數的技巧方面的教學及鞏固，

即建議本單元總課節改為五節。 

為回答研究問題（二），就學生對利用繪本學習數學的感受及想法，研究中我們利用

繪本學習問卷（附錄三）進行了統計。兩個實驗班（1A 和 1B）一共收回 34 份問卷（回

收率 92%）。數據分析如下： 

1. 利用繪本學習數學讓數學學習變得更簡單 

33 份有效的問卷當中，23 人表示數學是很簡單；8 人覺得有一點點困難；只有 2 人

覺得非常困難。數據顯示，69.7%的學生在完成數學繪本學習後覺得單數和雙數這個單

元是簡單的。 

2. 利用繪本學習變得更喜愛數學 

33 份有效的問卷當中，30 人表示很喜歡數學；2 人表示沒有特別感覺；1 人表示討

厭數學。數據顯示，90.9%的學生在利用繪本學習後更喜愛數學。 

4. 數學課變得有趣 

32 份有效的問卷當中，28 人表示這樣的數學課很有趣；1 人表示沒有特別感覺；3

人表示數學課很無聊。數據顯示，87.5%的學生在覺得利用繪本學習數學很有趣。 

5. 期望再次利用繪本學習數學 

34 份有效的問卷當中，32 人表示希望老師會用這種方法上課，佔 94.1%；只有兩名

學生表示不希望用講故事形式上課。數據顯示幾乎所有學生都希望能再次利用繪本學習

數學。 

6. 掌握單數和雙數的學習重點 

34 份有效的問卷當中，33 人分別認為自己已認識 20 以內的單、雙數和能用不同的

方法辨別單數和雙數，佔 97.1%的學生；有 32 人認為自己能說出單數和雙數的規律，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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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的學生；只有 1 人勾選甚麼也沒學到。 

整體而言，利用數學繪本進行課堂教學，學生更能專注課堂學習，而學生亦能借助

繪本的故事性，把學習重點組織起來，方便記憶及回取，能有效提升學習效能。而透過

學習問卷及訪談的結果，大部份一年級的學生都表示喜歡用數學繪本進行學習，亦對數

學課有所期待，這也反映數學繪本教學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伍、 結論與建議 

初步跨入小學的小一學生面對學校眾多的分科教學，大多存在一個適應期。有的學

生適應得快，有的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做好幼小銜接，教師需要照顧到學生已有的生

活經驗，熟悉他們過往學習經歷，以適合的教學材料搭建起幼小過渡的階梯。綜合以上

的研究結果，我們發現，利用數學繪本在小一年級進行課堂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專

注力；豐富的故事情境，亦讓學生對課堂有所期待。這說明繪本教學對於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是有幫助的，也能協助一年級小學生從幼稚園到小學的學習過渡。繪本的故事內

容讓學生更易投入有趣的生活或故事情境，我們也關心繪本教學是否還能幫助學生達成

課堂設定的學習目標。在課堂觀察中，從教師的提問結果以及前、後測問卷調查的結果

來看，利用數學繪本進行學習的學生不單能掌握相關的數學概念，其課堂表現亦比傳統

數學課堂的學生要好。這也說明適當選取及編修繪本有助學生提升學習數學概念的成效。 

儘管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在數學科利用繪本進行教學對低年級（如研究中的小一年級）

學生的數學學習有相當的裨益，但我們的研究也遇到一些挑戰和困難。首先，繪本教學

的內容選擇需要綜合各種因素，對老師來說是一種挑戰。以本研究為例，研究所選的繪

本材料除了包含本單元的數學重點外，亦會因應故事發展而牽涉到已有知識（18 以內的

組合），並且按故事發展添加一些情意教育的元素（如第二節課中涉及的德育部分）。然

而，繪本中所包含的字詞、句式等是否能配合學生語文學習的教學內容和進度呢？繪本

內容中所涉及到的情意教育又是否是該單元的學習重點？如何讓繪本的故事情節能更

自然地和數學概念聯結起來，以及如何將繪本故事和學生生活經驗聯繫起來，使數學學

習變得更有意義？在實驗組學生的訪談中，我們也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課堂上教師

曾利用升降機及街道號碼解釋單雙數的例子，所有受訪學生能回想起升降機的例子，郤

沒有學生能回想起街道號碼的例子來。這也反映出教師在繪本教學選取延伸的生活例子

時，或需要更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並能夠配合繪本的故事發展情節。凡此種種問題，

都需要授課老師在篩選繪本時細心觀察和分析，這些對老師來說並不容易。教師選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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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亦可能會影響到教學效果和學生的學習表現。 

其次，繪本教學材料的編修也是一項大工程。香港的小學數學教學以中文語言居多。

目前絕大多數市場出版的中文繪本均來自台灣及中國大陸的翻譯版，繪本用語未必符合

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老師需要進行編修和加工，以適應課堂教學。這是十分費時的大

工程。校方亦需要在行政上作出調配，以幫助學科在年級發展和推行繪本教學。另外，

使用繪本教學也涉及版權使用的問題。若教師在教學中需要對要使用的繪本進行編修，

考慮到成本，學生便不大可能人手一冊去購買原裝繪本，學校要考慮如何避免出現版權

問題下進行課堂繪本教學。以本研究為例，教師依據選擇的繪本書籍，對字詞和表達進

行編修，結合具體課堂教學目標，製作成教學使用的繪本小書冊，學生可以人手一本在

課堂上使用。但如果要在全校範圍內不同年級不同課題使用繪本教學，那麼印刷便成了

學校的經濟負擔。這也是推行繪本教學需要考慮的困難。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法可以是由

授課老師先自行編寫繪本，再印刷成書刊，學生以校本課材的形式購買。要走出這一步，

培育編寫繪本的人才便成了學校首要安排的教師專業進修方向之一。事實上，在繪本教

學中，授課教師對繪本內容的理解和教學實施至關重要，這無疑是直接影響教學成效。

因此，要成功地在學校全面推行繪本教學，可以低年級學段作平台，選擇幾個課題做試

點，從小步子開始由編修繪本做起。當老師都能熟悉和認同繪本教學，再在學校內的全

面推廣。 

本研究在研究設計和方法上也存在一些侷限，我們只是選擇小學一年級兩班學生作

為實驗組，樣本數量不多，實驗教學的時間不長，研究的成效未必十分明顯。以後的教

學研究，可以增加多一些實驗班級，以及在不同的課題進行教學。在研究成效的分析上，

考慮到低年級學生的語文水平，我們對學生學習興趣的調查以質性的數據為主，今後的

研究可以使用適合低年級學生（一年級和二年級）的量化工具，有助於整體上了解實驗

研究的成效。另外，儘管相比控制組，實驗組的學生在前後測相同的問題中（如甲部和

乙部）進步較多，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學生表現的資料是以整體班級的表現來呈現，

缺乏進一步統計考驗，今後的研究可以關注每一個學生在每一題項的表現，進行更為細

緻和具體的統計分析，有助於對教學實驗結果做出更為客觀的推斷。 

不同於教科書上割裂的情境題或應用題，數學繪本教學能令數學在故事情境下呈現

出來，讓有關的數學概念扣連上故事情節，更有意思地在課堂逐步呈現。這樣的課堂教

學，會讓本身對數學感到害怕的同學，借助由故事引發的好奇心和教學活動帶來的課堂

參與，打開他們數學學習的心窗，讓數學學習變得更有趣。此外，自 2020 年新冠疫情

以來，香港的學校教學開始出現線上和線下混合的「教學新常態」。能否借助數學繪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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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性和生活情境性的特點，提高學生在網課中的投入度，提升混合教學下學生的數學

學習成效，是今後值得關注和研究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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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成長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一年級上學期 

數學科繪本學習—課前小考驗 

班別: P.1(               )             積分: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 

 

甲、找規律：在橫線上填上缺去的數字。 

1. 3，____，5，6，7，____，9 

2. 14，13，12，____，10，9，8，____，6 

3. 1，3，5，____，9，11 

4. 2，4，____，8，10，12 

乙、辨認以下的數字的規律，把答案圈出來。 

5. 3，7，11，15，19   (單數/雙數/順數/倒數) 

6. 4，8，10，16，20   (單數/雙數/順數/倒數) 

丙、小調查 

1. 你喜歡數學嗎？ 

2. 你喜歡聽故事嗎？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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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成長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一年級上學期 

數學科繪本學習—課後小考驗 

班別: P.1(               )            積分: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 

甲、找規律：在橫線上填上缺去的數字。 

1. 3，____，5，6，7，____，9 

2. 14，13，12，____，10，9，8，____，6 

3. 1，3，5，____，9，11 

4. 2，4，____，8，10，12 

乙、辨認以下的數字的規律，把答案圈出來。 

5. 3，7，11，15，19   (單數/雙數/順數/倒數) 

6. 4，8，10，16，20   (單數/雙數/順數/倒數) 

丙、數一數、圈一圈，辨認單數和雙數 

7.  8.  

              這是 (單數 / 雙數)                   這是 (單數 / 雙數)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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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各位同學，「噹！奇數撞偶數」這本繪本是在學習「單數和雙數」這個單元的數學

概念，下面有些問題需要請問你們，請你想一想。 

一、 用繪本，也就是故事書的方式來學習...  

我覺得數學： ○很簡單   ○非常困難   ○ 有一點點困難 

我覺得數學： ○很喜歡   ○很討厭   ○沒有特別感覺 

我覺得這樣的數學課： ○很有趣   ○很無聊   ○沒有特別感覺 

如果可以，我會希望老師用這種方法上課嗎？ ○會希望   ○不希望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認識 20 以內的單數和雙數 

 我能說出單數和雙數的規律 

 我會用不同的方法辨別單數和雙數 

 我什麼都沒學到 

二、上完三堂繪本的課之後，我覺得......        

 

  

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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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成長小學一年級  繪本學習 

數學學習日記(第一堂) 

 

日期：________________ 

 

1. 我覺得今天自己的表現： 

   有待改善 / 一般 / 良好 （請圈一圈）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寫一寫，畫一畫：在今天的繪本活動中，我學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