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數學教師電子期刊 2011, 第二十八期 
 

 21

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與與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 

補救教學之研究補救教學之研究補救教學之研究補救教學之研究~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北港北港北港北港 

林宗翰
1
、姚如芬

2
 

1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2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學生在進行因數與倍數文字題解題時往往不知該使用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解

題而產生解題困難與迷思概念，本研究以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

單元方式作為設計補救教學活動之基礎，同時配合卡通情境佈題、圖形表徵解題，給予

學生一個不同於教科書內容的學習方式，並藉以深入探討補救教學過程中學生之數學學

習表現與情意表現。研究結果發現，情境融入補救教學方式有助於學生的解題表現。此

外，學生對於如此的數學課教學方式亦充滿期待與學習動機，同時上課態度變得積極，

也增進了學習成效。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情境情境情境情境、、、、因數因數因數因數、、、、倍數倍數倍數倍數、、、、圖形表圖形表圖形表圖形表徵徵徵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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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國中小階段建立因數與倍數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是分數運算的先備基礎，

也和之後的解方程式課程有很大關聯。但根據許多專家的研究報告發現，國小階段學生

的因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知識表現並不理想（謝堅，1995；蕭金土，1994；游麗

卿，1997），而根據筆者在任教國中的教學現場亦發現，國中學生的因、倍數概念亦是

模糊不清，尤其在進行因倍數文字題解題時，常常遇到許多困難，例如：用猜測方式找

解題策略、誤用關鍵字解題、不了解題意…等而產生習得無助感。因此，研究者因此決

定以國中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針對國中現行因數倍數文字題教學教材，設計情境式

教案融入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並使用「圖形表徵」方式進行補救教學，最後

經由紙筆測驗與個案訪談，期盼導正學生在處理因數與倍數文字題常犯的錯誤與迷思概

念，讓學生在學習因數與倍數文字題時能更順利讀題解題，並提供教師作為未來教學之

參考。因此，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目的為： 

（1） 探討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補救教學歷程中，學生之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2） 探討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補救教學歷程中，學生之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情意表現情意表現情意表現情意表現。 

 

貳貳貳貳、、、、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1） 數學學習表現數學學習表現數學學習表現數學學習表現：本研究中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數學學習表現數學學習表現數學學習表現界定為老師在進行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情境補救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在學習單的表現狀況及後測的結果。 

（2） 數學情意表現數學情意表現數學情意表現數學情意表現：本研究中學生的數學情意表現數學情意表現數學情意表現數學情意表現界定為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

倍數文字題課堂學習時，所呈現出的態度，包括討論狀況、分組合作情形、積極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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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基於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以下將分別介紹情境學習之相關研究、因數與倍數文字

題迷思概念、補救教學及圖形表徵之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情境學習情境學習情境學習情境學習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    

黃幸美（2005）認為將生活經驗與情境適當的融入數學教學，可以提供一個生活化

的問題情境，構築學習的橋樑，讓兒童察驗數學在各式日常生活情境的可運用性與功

能，察覺數學常識與日常活動的聯結，讓兒童更容易瞭解數學的概念意義。而情境學習

理論亦主張知識是學習者與情境互動的產物，是學習者運用習得的知識，在真實活動中

透過主動探究與摸索的過程而獲得的（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所以，若

在數學題目中所涉及的情境越能與學生的真實生活貼近，則越能進行數學化的思考，越

能達到有效的數學學習。而老師也應該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安排適當情境，指導學習策

略，來激發學生潛能，達到潛移默化之效。 

（（（（二二二二））））因數與倍數文字題迷思概念之相關研究因數與倍數文字題迷思概念之相關研究因數與倍數文字題迷思概念之相關研究因數與倍數文字題迷思概念之相關研究    

黃寶彰（2002）針對六、七年級學生數學科學習困難部分的思考方式、錯誤解題策

略或迷思概念在文字題部份的困難是轉譯及不理解如何利用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來

解題。而根據何東墀、蕭金土(1996)；邱慧珍(2002)；周文忠(2003)等人之研究，將因

數與倍數文字題迷思概念大致為下列四點： 

1. 先備知識不足：無法順利求出因數、倍數、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 

2. 不了解題意：當文字敘述冗長或閱讀能力不足時，易造成題意的不理解。 

3. 缺乏解題策略：看得懂題目，但卻不知如何解題或解題與解題紀錄無法聯結。 

4. 誤用關鍵字解題：採用關鍵字解題但造成錯誤。例：看到題目中敘述「最少」或「最

多」，就一定認為是最小公倍數或最大公因數。 

（（（（三三三三））））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    

補救教學（remedial instruction）是教師發現學生有學習困難之後，診斷出問題

所在，針對問題設計教學活動，幫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達成該階段的學習目標。所以，

有效的補救教學計畫來自於正確診斷。透過診斷的觀察、測驗、晤談，我們可以對學生

的先備知識及迷思概念有所瞭解，然後再決定補救教學的方向，這樣的診斷-教學是一



台灣數學教師電子期刊 2011, 第二十八期 
 

 24

個不斷循環的過程，直到學生能達到學習目標（林寶山，1992；郭生玉，1995）。張新

仁（2001）把補救教學的歷程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藉由篩選、診斷出誰需要進行補

救教學；階段二，從學生的評量資料，包括學習困難報告、作業、教室觀察記錄等，瞭

解學生的學習困難所在，以求對症下藥；階段三，設計符合學生需要的補救教學活動。 

    因此，老師可以透過查看習作、利用上台作答或採用問答的方式，判斷學生的學習

困難在哪，迷思概念為何；再藉由後續的觀察、測驗診斷出問題，找出學習困難的原因；

最後擬定補救教學的計畫。而補救教學活動的實施目的，是希望學生達到預期的學習目

標，所以要定期的檢討、評鑑、紀錄與追蹤，以瞭解實施成效。    

（（（（四四四四））））圖形表徵之相關研究圖形表徵之相關研究圖形表徵之相關研究圖形表徵之相關研究    

    Moyer 等人（1983）以文字題、圖畫題、短語題的題目表徵形式來探討學生的解題

表現。研究結果發現圖畫題的表徵形式最有助於增加解題表現圖畫題的表徵形式最有助於增加解題表現圖畫題的表徵形式最有助於增加解題表現圖畫題的表徵形式最有助於增加解題表現，，，，對低閱讀能力的兒童也對低閱讀能力的兒童也對低閱讀能力的兒童也對低閱讀能力的兒童也

較有幫助較有幫助較有幫助較有幫助。。。。。陳啟明(2000)以圖畫題、文字題、短語題的題目表徵形式及相關因素探討

五年級學童的數學應用問題之解題表現，研究結果發現：學童在圖畫題的表現優於文字

題與短語題。由上述國內外各學者的研究可知，具圖形表徵題型會比敘述式的文字題題

型還能夠助於學童的解題。因此，研究者認為使用恰當的圖形表徵，既能幫助學生理解

題意，協助學生與現實生活情境聯結，也能避免公式化的解題算則帶給學生記誦的負擔。 

    

肆肆肆肆、、、、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在學生已學習過因數與倍數、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應用

問題課程後，發現學生有一些不清楚且常錯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題型，研

究者參考國內南一版、翰林版、康軒版、國編版等教科書相關題型，針對學生不會的文

字題以及易產生的迷思概念依偏易、中等、偏難三種類型題型整理分析作為補救教學的

內容與前後測試題，並與學校任教數學科之資深教師討論測驗架構與題目內容，以利題

目的增刪與修改，工作單具有內容效度與專家效度，編製完成後，先行邀請兩位數學學

習成就中等的國一學生進行預試，進一步確認題目的難易度與施測的時間。並從學生的

課堂表現、評量卷、學習單、導師的觀察紀錄以及前後測試卷等資料來探究學生之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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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而研究者設計情境融入因數與倍數文字題單元教學活動，來探究學生之認知

和情意上的學習表現。同時透過教學活動前後的觀察、情意學習單以及學生上課回應老

師之實際情形轉錄成逐字稿等資料來探究學生在數學學習之情意層面的表現。 

（（（（二二二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本研究選取雲林縣某所國中一年級同一班學生共 32 名為研究對象進行補救教學，

並從中篩選低、中、高程度各二名學生進行訪談，低、中、高程度的區分標準是以全班

測驗成績排名前 27%、中 46%、後 27%為依據，訪談內容為探求學童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

倍數文字題解題表現的背後想法以及透過情境融入補救教學對學生學習的幫助情形。此

班以往數學科的上課方式都是採傳統講述方式，雖然此單元已經是學習過的課程，由於

學生對於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概念以及文字題的解法仍然很模糊，所以研究者決定

採用情境融入數學課程並透過小組間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補救教學。    

（（（（三三三三）「）「）「）「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情境融入國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補救教學補救教學補救教學補救教學」」」」活動設計活動設計活動設計活動設計    

  研究者以學生熟悉的卡通「海綿寶寶」一日遊北港的情境融入於補救教學活動中，

採直接教學模式，藉此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對於因數與倍數文字題的理解，

以增進學習成效。情境數學問題較貼近學生生活經驗而容易引起共鳴，並透過合作學習

異質分組討論方式增進其思考力進而達到學習目的。故研究者以此為設計理念，教學時

間為 180 分鐘（4 節課），活動設計如附錄一所示。 

（（（（四四四四））））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的教學活動進行補救教學，以了解情境融入因數與倍數文字題

補救教學之學習成效。因此研究者從不同向度做資料之蒐集，以求資料之多元性與豐富

性進而呈現補救教學前後差異，故本研究採用學生平時平時平時平時測驗測驗測驗測驗卷卷卷卷、、、、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針對每堂針對每堂針對每堂針對每堂

課程內容設計之活動學習單課程內容設計之活動學習單課程內容設計之活動學習單課程內容設計之活動學習單）、）、）、）、課堂逐字稿課堂逐字稿課堂逐字稿課堂逐字稿、、、、前測試卷前測試卷前測試卷前測試卷（（（（如附錄二如附錄二如附錄二如附錄二））））以及後測試卷以及後測試卷以及後測試卷以及後測試卷（（（（如如如如

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作為研究者資料之分析，各類資料使用目的、方式、次數等資料蒐集向度分

析詳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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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料蒐集向度分析表 

資料蒐集種類 使用目的 使用方式 使用次數 

平時測驗卷 
了解學生數學程度狀況，並做為

低、中、高程度學生篩選依據 

蒐集學生紙本資料 

分析統計 

五次 

（國一學過單元） 

活動學習單 了解學生補救教學學習狀況 跟隨教學進度使用 四次（四節課） 

前測試卷 
補救教學前學生對最大公因數與

最小公倍數問題的了解程度 

補救教學前利用 

一堂課(45 分)施測 
一次（一節課） 

後測試卷 
補救教學後學生對最大公因數與

最小公倍數問題的了解程度 

補救教學後利用 

一堂課(45 分)施測 
一次（一節課） 

課堂逐字搞 記錄學生上課狀況 錄影錄音 四次（四節課） 

（（（（五五五五））））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教學活動是在國中一年級上學期實施，每天一堂數學課，共計四堂課 180

分鐘，主要是以加強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為主。雖然此單元是已上過的課

程，但學生卻仍對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解題概念十分模糊，因此研究者試行

利用情境方式融入教學，期望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並將各組進行適度調整大致呈現異

質分組，其用意是希望小組成員之間有良好的互動關係。研究進行時的教學策略是以

R. E. Slavin提出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s 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做為參

考，其實施的程序如下： 

（1）進行異質分組後，詳細說明此次教學活動的流程、評分方式及教師的期望等。 

（2）教師利用 ppt 呈現多元化教學內容的情境引導方式先對全班學生直接教學，呈現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各類型問題與重點。 

（3）各組依據老師發給的學習單進行討論、研究與相互問答等方式學習，並呈現小組

討論的結果，教師從旁鼓勵學生提出他們的想法及疑問，進行討論，營造出自由

發表與參與討論的課室環境。 

（4）在教學活動之後與小組討論後，教師給予學生測驗，以評估每一小組每位學生的

學習表現，並表揚表現優異的小組與個人，以禮物進行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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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學生於情境融入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補救教學研究

中，透過圖形表徵之方式，對於文字題之數學學習表現之前後差異以及數學情意表現之

前後差異進行探究，將文字題型由簡至難循序漸近進行補救教學，使學生透過圖形表徵

了解題意，進而順利解題。 

（（（（一一一一））））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與與與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數學學習表現之數學學習表現之數學學習表現之數學學習表現    

 1.1.1.1.進行情境引導與進行情境引導與進行情境引導與進行情境引導與圖形表徵圖形表徵圖形表徵圖形表徵的補救教學後的補救教學後的補救教學後的補救教學後，，，，學生較易學生較易學生較易學生較易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以情境問題第一站第一站第一站第一站~~~~公車站公車站公車站公車站為例為例為例為例：：：：「「「「每隔 10 分、12 分、15 分發出的水母號、鯊魚號、

章魚號三條路線公車在早上 8 點同時發出第一班車後，最快要幾分鐘後，才會同時再從

總站發車？此時之前三線公車各已發出幾班車？」學生對於類似的問題在教學前不知如

何解題，到底找出 10、12、15 的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來求解是毫無頭緒的，但透

過教學者適當的融入卡通情境引導，並誘發學生思考進行討論分析，三線公車要「同時」

發車，且要「最快」，為題目中的關鍵處，對應到三者「共同的」且「倍數裡」最接近

的，所以要求 10,12,15 三者共同的最小的公倍數為 180，再加入圖形表徵（此題使用數

線圖來呈現關係）來穿針引線輔助理解，學生可以較容易判斷使用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

倍數解題的時機，在理解題意方面也掌握適切的關鍵字而較能得心應手。情境中三個路

線發車時間之間的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第一站~情境引導結合數線圖表徵（使用最小公倍數解題） 

    

    又如情境問題第六站第六站第六站第六站~~~~媽祖大橋彩繪磁磚媽祖大橋彩繪磁磚媽祖大橋彩繪磁磚媽祖大橋彩繪磁磚為例：「海綿寶寶和派大星散步到媽祖觀光

大橋，看見橋邊有許多大小相同的彩繪磁磚，上面呈現許多有名的北港名產，像日興堂

的大餅、福安鴨肉飯、花生蠶豆、麻油、麵線糊、煎盤粿…，若每片磁磚長寬分別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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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和 18 公分，則至少需要多少片彩繪磁磚才能排成一個正方形，此正方形的邊長是

多少公分？」學生原本對這種類似題型答對率偏低，無法正確掌握相關概念解題，到底

是求 30 與 18 的最大公因數還是最小公倍數，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解題，但在透

過老師的情境引導讓學生彷彿置身情境中，並了解該地文化名產，貼近實地生活，引起

學習興趣外，另一方面老師給予學生觀念的引導與思考的方向討論分析題目：題目中要

用磁磚數片來排出正方形，因此正方形邊長即為 30、18 的共同倍數，題目要求使用「最

少片」磁磚排出，即所排成之正方形邊長為最小，故求 30、18 的共同倍數裡最小的，

即為它們兩者的最小公倍數 90，此時共需要 1553
18

90

30

90 =×=× 片。情境中媽祖大橋彩

繪磁磚的圖形表徵如圖 2 所示： 

 

 

 

 

 

 

 

 

 

圖 2. 第六站~媽祖大橋彩繪磁磚圖形表徵 

    

    2.2.2.2.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情境融入補救教學的情境融入補救教學的情境融入補救教學的情境融入補救教學的合作學習活動合作學習活動合作學習活動合作學習活動，，，，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彼此合作樂在其中彼此合作樂在其中彼此合作樂在其中彼此合作樂在其中    

                研究者利用合作學習方式將學生採異質分組進行補救教學，組內成員數學能力由高

至低都有，實際進行補救教學後，學生能在老師直接教學後分組討論時，由數學能力高

的學生帶領數學能力低的學生，彼此互相研究對策並整合組內意見，在小組發表時也都

能積極參與，全組人員樂於學習並發揮團隊精神。 

    3. 3. 3. 3. 在在在在情境融入補救教學情境融入補救教學情境融入補救教學情境融入補救教學後後後後對於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上有正向之影響對於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上有正向之影響對於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上有正向之影響對於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上有正向之影響    

    在前、後測試卷中，從表 2 施測結果顯示，原本偏易的題型，在後測試卷的答題表

現上有些微進步。而在前測試卷中等及偏難的題型中，答題表現上比偏易的題型有較多

的進步。且從學生的學習單上可以發現，藉由圖形表徵的方式幫助理解題目，對學生而

言較容易了解題目，進而解題。由前、後測的施測結果顯示透過情境融入補救教學對於

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上有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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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前測與後測施測結果    

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    
題型題型題型題型    

前測前測前測前測    

答對人數答對人數答對人數答對人數////全部人數全部人數全部人數全部人數    

後測後測後測後測    

答對人數答對人數答對人數答對人數////全部人數全部人數全部人數全部人數    

偏易 
水果裝盒問題(最大公因數應用) 23/32 26/32 

擺攤時間問題(最小公倍數應用) 20/32 20/32 

中等 

糖果剩餘顆數問題(倍數問題) 18/32 23/32 

三角型公園種樹問題(最大公因數應用) 18/32 19/32 

公車發車時間問題(最小公倍數應用) 17/32 22/32 

祈願卡問題(最大公因數應用) 17/32 23/32 

彩繪磁磚問題~求規格 

(最大公因數應用) 
15/32 20/32 

彩繪磁磚問題~求最少片 

(最小公倍數應用) 
13/32 13/32 

三繩分等段問題(最大公因數應用) 11/32 14/32 

偏難 

神奇金紙箱問題(最小公倍數應用) 6/32 9/32 

自行車道設置路燈問題 

(最小公倍數應用) 
0/32 7/32 

    

（（（（二二二二））））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與與與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之之之情意表現情意表現情意表現情意表現    

1.1.1.1.透過情境融入進行補救教學透過情境融入進行補救教學透過情境融入進行補救教學透過情境融入進行補救教學，，，，使學生產生學習興趣並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使學生產生學習興趣並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使學生產生學習興趣並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使學生產生學習興趣並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課堂上採用異質分組並透過小組競賽的方式，教學者並利用 PPT 呈現多元化教學內

容教學並引導小組討論，不同與以往的上課方式使學生覺得有趣和特別，更讓整個數學

課程內容活潑了起來。第一堂課以撲克牌玩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首先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接著讓學生透過猜謎遊戲引出教學主題「下一站‧北港」，使學生能將數學與生

活情境結合，並以卡通人物海綿寶寶與派大星為主角至北港一日遊，揭開了教學活動的

序幕。在課堂教學活動中不僅將數學題目融入北港文化中，更將北港有趣好玩的地方呈

現於教學內容上，使學生能夠專心於課堂中。當主角在北港遇到了有趣及好玩的事情或

者遭遇困境時，以各組競賽的方式，每位學生努力積極的爭取解題的機會，透過各組討

論的方式激發學生的思考使每個學生皆有參與感。因此從中發現，學生對於利用 PPT 呈

現情境融入數學課程之內容產生極大的學習興趣外，分組討論競賽的方式更促使他們積

極參與數學課程，也使得他們能夠更貼近數學將數學融入生活問題，進一步地解決數學

問題。 

喜歡今天的上課方式，因為這樣的上課方式十分有趣，不只認識了許多北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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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還學會了許多的數學題目呢！（991208-賢-學習單一） 

討論時，只要發揮團隊的”精神”，就能快速的完成題目。（991208-賢-學習單一） 

我喜歡今天的上課方式，因為這樣可以讓學生變得更專心，比較不會有人睡覺。

（991208-皓-學習單一） 

以前上數學課很單調無趣，讓我越來越不喜歡上數學課！但從改成用電腦上課，不

但有趣，讓我也對數學不那麼陌生。（991208-婷-學習單一） 

    很喜歡的原因是，這堂課很有創意，可以經由介紹”北港”和卡通人物讓我們更加

深印象。（991208-瑄-學習單一） 

    一節課只上了幾題，不超過十題的課程，但很有價值，這節課讓我之前比較不懂的

地方經有隊友的教導以及老師的講解之後，就有比較懂了。（991208-瑄-學習單一） 

    大家都很努力想贏得分數，秉持著不相讓的氣魄！覺得很棒！（991209-婷-學習單

二） 

    我覺得分組很好，每組都會想贏得分數，更會積極討論，學習更快。（991209-婷-

學習單二） 

    我喜歡今天的上課方式，因為這樣可以充足的發揮團隊精神。（991209-賢-學習單

二） 

    原本不太喜歡上數學的，上了這幾次課，我明白了，原來數學是可以如此有趣！

（991213-馨-學習單三） 

    我喜歡分組，因為不懂的地方可以問隊員，還不錯。（991213-瑄-學習單三） 

2.2.2.2.學生對於文字題學生對於文字題學生對於文字題學生對於文字題型型型型的求解的求解的求解的求解較補救教學前充滿信心較補救教學前充滿信心較補救教學前充滿信心較補救教學前充滿信心    

    在課堂學習單、前後測卷以及課室錄影帶中，可以發現學生經由情境教學內容的圖

形表徵以及教師引導發現數學自己也能做得到，因情境圍繞在與自己生活密切的北港，

這樣的數學內容並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不懼怕數學，因此他們對於課堂上使用圖

形表徵的題型印象深刻，在後測試卷時不同於前測，學生能利用圖形表徵的方式幫助解

題思考，並從學習單中情意的部份看出他們對於數學已不害怕且充滿信心，對於這樣的

情境融入教學的確有助於學生之學習信心。 

    老師會教我們可以畫圖來解題，題目會比較容易搞懂，比那些看完題目就直接寫答

案的人，對的機會較大。（991230-婷-後測） 

    我ㄧ開始覺得應用題的解題方法很難，但上完之後才知道原來用畫得比較簡單，如

果要用切的分的就是算最大公因數，如果是用疊的就是要算最小公倍數，上完這幾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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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領悟到這些方法。（991230-霖-後測） 

    我在這樣的上課方式中，我會覺得很輕鬆，覺得數學沒有那麼的難。（991230-宏-

後測） 

    在上課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在這次的測驗中，才知道我學會了「最大公因數和

最小公倍數的應用」。(991230-臻-後測) 

    利用這種上課方式很有趣，吸收的也比較快，就像之前還沒用這種上課方式，上課

前我連一題都不會，但是從這種方式上課後，我有進步，但還是有些題目不會，也有些

不懂的地方，真希望以後老師還可以利用這種上課方式上課，大家一定會很開心。

（991230-琳-後測） 

 

陸陸陸陸、、、、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數學學習表現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數學學習表現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數學學習表現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數學學習表現    

1.1.1.1.學生透過圖形表徵學生透過圖形表徵學生透過圖形表徵學生透過圖形表徵，，，，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概念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概念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概念掌握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概念    

    經過情境融入補救教學的活動後，藉由表徵將題目呈現，讓學生清楚透過圖形表徵

理解題意，掌握求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概念而順利解題。 

2.2.2.2.異質分組活動異質分組活動異質分組活動異質分組活動，，，，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有助於學生相互討論，，，，彼此合作彼此合作彼此合作彼此合作樂在其中樂在其中樂在其中樂在其中    

    研究者將學生以異質分組方式進行補救教學，希望能藉由數學能力高的學生帶領數

學能力低的學生，彼此互相討論已達全組人員皆能參與課堂活動，學生不僅能樂在其中

學習，更能互相討論，發揮團隊精神。 

二二二二、、、、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情意表現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情意表現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情意表現學生在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文字題之情意表現    

    本研究設計之情境融入補救教學之過程不同於以往的傳統上課方式，利用 PPT 方式

呈現教學內容，讓學生體驗不同的課程安排，發現數學課可以和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北

港有關聯，使用這樣的情境方式來貫穿整個數學課程，原來數學課可以這麼有趣，有別

於以往單調的數學上課方式，使學生更加喜歡上數學課，並發覺數學並沒有想像中那麼

難，對數學課程充滿信心，主動積極認真思考。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研究利用情境融入及圖形表徵教學方式進行因數與倍數文字題的補救教學，提供

教師教學設計的參考，並透過教學觀察及學習單方式，幫助老師釐清學生迷思概念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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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學習，但研究歷程甚短，而且只針對一個國一班級進行教學設計與觀察，未來若

時間允許，可再擴展至其他班級實施，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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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大綱活動大綱活動大綱活動大綱    數學概念數學概念數學概念數學概念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引起動機 

1.以撲克牌玩最大公因數最

小公倍數遊戲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 

2.接著介紹台灣地名古今的

演變，引出「笨港」即是現今

的「北港」，簡要說明北港朝

天宮歷史後，進入主題：下一

站‧北港之北港一日遊。 

1.學生能進行利用短除法找出兩個數或

兩個數以上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2.學生能正確用數學符號寫出最大公因

數與最小公倍數。 

10 

分鐘 

第一站 

公車站 

 

 

第二站 

朝天宮 

拜拜 

1.透過情境的引導，老師針對

公車發車時間問題使用數線

表徵、水果分裝成盒問題使用

圖形表徵輔助講解並讓學生

進行分組討論。 

2.老師以抽籤軟體抽學生進

行解題，並引導學生從情境中

使用算式而計算出答案。 

1.公車發車問題：  

學生能理解公車共同發車的時間為其個

別發車時間的共同倍數，再求其最小公倍

數來解決問題。 

2.水果分裝成盒問題： 

學生能理解所分得的個別水果量，為各類

水果的因數，而題目要求分最多盒，即求

其共同因數中最大者為最大公因數。 

35 

分鐘 

第三站 

神奇金 

紙箱 

 

第四站 

熱鬧攤販 

 

第五站 

祈願卡 

1.透過情境引導，老師針對小

長方體堆疊成最小正立方體

問題，以圖形表徵方式輔助講

解、攤販擺攤天數以數線表

徵、祈願卡裁切以面積表徵方

式呈現，並讓學生進行分組討

論。 

 

2.老師以抽籤軟體指定學生

進行解題，並引導學生從情境

中使用算式而計算出答案。 

1.長方體堆成最小正方體問題： 

學生能理解最小正方體邊長為不同單位

量的倍數，而所求的邊長為最小，即求其

最小公倍數。 

2.攤販擺攤問題：  

學生能理解同時擺攤的天數為個別擺攤天

數的倍數，而求下一次共同擺攤天數即求

其最小公倍數。 

3.祈願卡裁切問題：  

學生解題時能理解剪成之正方形邊長為祈

願卡長與寬的因數，且正方形要最少張，

即長方形邊長為最大，即求最大公因數。 

45 

分鐘 

 

第六站 

媽祖大橋

彩繪磁磚 

 

第七站 

北港糖廠

彩繪磁磚 

 

第八站 

北港溪 

河堤畔 

1.透過情境引導，老師針對彩

繪磁磚拼裝問題以圖形面積

表徵、河堤畔自行車道問題以

數線表徵方式呈現，並讓學生

進行分組討論。 

 

2.老師以抽籤軟體指定學生

進行解題，並引導學生從情境

中使用算式而計算出答案。 

 

1.媽祖大橋彩繪磁磚問題： 

學生能理解要拼成的最小正方形邊長為

磁磚長與寬的倍數，且為最小公倍數。 

2.北港糖廠彩繪磁磚： 

學生能理解所題目中的五種不同單位量磁

磚邊長為矩形大牆長、寬因數，先求其最

大公因數，再求最大公因數的因數。 

3.河堤畔騎自行車問題： 

學生能理解自行車道長為不同單位量的倍

數，且不用移動的路燈為題目中 20、12

的共同倍數，求其最小公倍數，還需注意

道路”兩側”關鍵字。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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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站 

養豬場 

 

第十站 

麻花捲 

 

第十一站 

帶著花生

回家去 

1.透過情境引導，老師針對養

豬場問題以面積表徵、麻花捲

問題以數線表徵、帶著花生回

家去問題以圖形表徵方式呈

現，並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 

 

2.老師以抽籤軟體指定學生

進行解題，並引導學生從情境

中使用算式而計算出答案。 

1.養豬場問題： 

學生能理解三角形各邊均須取相同單位

量，所得單位數即所設立木樁數，且要設

立最少木樁，即木樁間距離為最大，即求

三邊長的最大公因數。 

2.麻花捲問題： 

學生能理解每小段麻花捲長度為題目中三

條長度的共同因數，且剪成麻花捲段數要

最少，代表每段麻花捲長度最長，即求其

最大公因數。 

3.帶著花生回家去問題： 

學生能理解利用一包花生分完的餘數乘以

總包數，若剩餘的花生超過人數，還要除

以人數才能真正的餘數。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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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前測卷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前測卷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前測卷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前測卷    

一、利用短除法求下列各組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最小公倍數最小公倍數最小公倍數：(每題 10分，共 40 分) 

(1) 60 和 140          (2)130 和 182           (3)15、21、35        (4) )24、42、

72 

二、計算題：(每題 5 分，共 60 分) 

(一)將 36 個橘子、48個芒果、60 個蘋果分裝在數個禮盒裡，使同一種水果在每一盒裡

有一樣多個，請問最多可裝幾盒？這時候每個禮盒內共有幾個水果？其中橘子幾個？芒

果幾個？蘋果幾個？ 

(二)一張長方形美術用紙，其長 36 公分、寬 24 公分，現在要剪成大小相同的正方形，

且正方形要最少張，美術用紙不能有剩餘，請問： 

(1)正方形的邊長是多少公分?                 (2) 最少剪成多少張? 

(三)小呆每 8 天、小乖每 6 天、小雨每 9 天上電腦課一次，某個星期六，三人同一天到

電腦教室上課，請問： 

(1)下一次三人同一天上電腦課，至少要幾天後？      

(2)下一次三人同一天上電腦課，且剛好是星期六，至少要多少天後？ 

(四)一張長方形的紙片，其長、寬分別是 30公分和 18 公分，請問至少需要多少張紙片

才能排成一個正方形？此正方形邊長是多少公分？ 

(五)要將三條長為 60 公分、90 公分、105 公分的繩子簡晟等長的線段，且每段長需為

整數，則最少共可減成多少條線段? 

(六)一條公路長 1260 公尺，要在公路的兩側每隔 20 公尺裝一盞路燈。今為加強照明，

改為每隔 12 公尺裝一盞燈，請問：施工時，有多少盞燈可以不必移動? 

(七)有甲、乙兩塊長方形長、寬均為 1 公尺活動看板，已知甲面積為 84 平方公尺，乙

面積為 60 平方公尺，且甲、乙可緊密不重疊的拼成一個大長方形，則拼成之大長方形

周長之最小值為何？ 

(八)長方體木箱長、寬、高分別是 15 公分、12 公分、10 公分，至少需要多少個這種木

箱，才能堆成一個最小的正方體，且這個正方體邊長為多少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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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強家中客廳地板長為 882 公分，寬為 840 公分之矩形，今欲在地板上鋪滿相同的

正方形磁磚，且磁磚必須整塊使用，不能分割，甲、乙、丙、丁、戊各為邊長 6、7、10、

12、14 公分的正方形磁磚，請問： 

(1)哪幾種磁磚可鋪滿整個地板? 

(2)又若磁磚工廠生產的正方形磁磚規格，邊長為連續正整數，從邊長 1、2、3……50

公分都有，則小強採用最大且不能分割的磁磚需要幾塊才夠? 

(十)如圖，甲車依逆時針方向繞著圓周行駛，每 30 分鐘繞一周，乙車依順時針方向繞

著圓周行駛，每 45 分鐘繞一周，丙車沿著直徑 AB 來回行駛，每 20 分鐘來回一趟。若

甲、乙、丙三車在幾分鐘以後，會在 A 點第一次同時相遇? 

 

 

 

 

(十一)有一個三角形的水池，在池旁的三個角頂各放置一路燈，它們的距離分別是 150

公尺、180 公尺、300 公尺，現在想在三路燈之間，按相等的距離豎立最少的木樁，用

鐵絲圍欄杆，請問： 

(1) 兩樁間的距離應為多少公尺?                    (2)共需多少根木樁? 

(十二)已知一大包軟糖分給 19 位小朋友，每位小朋友分到的軟糖一樣多，還剩下 4 顆；

一小包軟糖分給 19 位小朋友，每位小朋友分到的軟糖一樣多，還剩下 5 顆。 

1.若 5 大包軟糖平分給 19 位小朋友，則會剩下幾顆？ 

2.若 4 大包軟糖與 2 小包軟糖平均分給 19 位小朋友，則會剩下幾顆？ 

 

 

 

 

 

 

 

 

 

A 

乙線 甲線 

B 

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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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後測卷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後測卷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後測卷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後測卷    

一、利用短除法求下列各組數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1)78，104        (2) 48，60          (3) 108，72，90             (4) 105，

196，147  

二、計算題：計算時可畫圖形輔助，幫助解題(使用圖形輔助者加分) 

(一)將 96 顆軟糖、60顆巧克力、36 顆牛奶糖分裝在幾個盒子裡，使每個盒子裡的同一

種糖果數量都一樣多。請問最多可裝成幾盒？此時每個盒子中的軟糖、巧克力、牛奶糖

各有幾個？    

 

(二)一庭院長 854 公分、寬 280 公分，要鋪設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紅磚，紅磚要最少塊。

請問： 

(1)紅磚邊長是多少公分？                             (2)需要多少塊？ 

 

(三)克群每 4 天到台北一趟，依琳每 12 天到台北一趟，杰倫每 9 天到台北一趟。某天

三人同時到台北，試回答下列兩個問題： 

 (1)下一次三人同日到台北，至少要幾天後呢？      

 (2)若他們三人同日到台北那天，恰好是星期五，那麼下一次三人又同  日到台北，而

且又逢星期五，至少是多少天後？ 

 

(四)有一批長方形大理石磚，每個石磚的長都是 35 公分、寬都是 10公分，請問至少要

多少塊這種大理石磚才能鋪成一個正    

方形(不可重疊、切割或留下空隙)？ 

 

(五)暴力熊想將三條長為 64 公分、72 公分、90 公分長的鋼筋切成等長的小鋼筋，且每

段小鋼筋長需為整數，最少共可切成多少段? 

(六)后豐鐵馬道全長 1620 公尺，要在鐵馬道的兩側每隔 30 公尺裝設一盞藝術燈供單車

客夜騎照明用。今為安全起見加強照明，改為每隔 18 公尺裝設一盞藝術燈，請問：施

工時，有多少盞藝術燈可以不必移動? 

 

(七)長方體積木長、寬、高分別是 18 公分、24 公分、30 公分，請問： 

(1)至少需要多少個這種積木多少塊，才可堆成一個最小的正方體？         

(2)此正方體的邊長為多少公分？ 

(3)所堆成的最小正方體，其體積為多少立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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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美美家中閣樓地板長為 252 公分，寬為 396 公分的矩形，今欲在地板鋪滿相同的正

方形磁磚，且磁磚必須整塊使用，不能分割，若現有甲、乙、丙、丁、戊邊長各為 3、5、

8、12、15 公分的正方形磁磚，請問： 

(1)哪幾種磁磚可鋪滿整個地板? 

(2)又若磁磚工廠所生產的正方形磁磚規格，邊長為連續正整數，從邊長 1、2、3……60

公分都有，則美美採用最大且不能分割的磁磚需要幾塊才夠? 

 

(十)如圖，台北市花博公車從劍潭站有三線公車同時開往花博會場，甲線每 12 分開出

一班車，乙線每 18 分開出一班車，丙線每 20 分鐘開出一班，在上午七點三線同時從劍

潭站發車，則最快在幾分鐘之後，三線公車又一起發車？ 

 

 

 

 

(十一)有一個公園其周圍為平行四邊形，相鄰兩邊長分別為 120 公尺、180 公尺，在四

個頂點處都豎立一路燈，現在想要在四個路燈之間按相等距離種植松樹，若松樹要最少

棵，請問： 

(1)兩松樹間的距離應為多少公尺?                    (2)共需種幾棵松樹? 

 

(十二)已知一大包麻糬分給 20 位小朋友，每位小朋友分到的麻糬一樣多，還剩下 3 顆；

一小包麻糬分給 20 位小朋友，每位小朋友分到的麻糬一樣多，還剩下 2 顆。 

1.若 8 大包麻糬平分給 20 位小朋友，則會剩下幾顆？ 

2.若 10 大包麻糬與 6 小包麻糬平均分給 20 位 

小朋友，則會剩下幾顆？ 

 

    

劍潭站 

乙線 甲線 

花博會場 

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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