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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應用問題是結合計算能力和理解能力的

數學問題，相較於計算題，其涉及了更複雜

的認知歷程。國立數學教師協會（1989）提

出，數學教學最終的目標是應用概念和技能

於問題解決中，足見數學解題教學是目前數

學教育的主流。然而秦麗花（1994）的研究

指出，數學學習障礙兒童的數學解題能力很

低，有 10.8％的兒童對解題沒有反應，另

外，有 40.4％的兒童對應用問題則是盲目的

運算。因此，解題教學是資源班補救教學的

重要課題。 

二、數學解題之歷程 

  Krulik和 Rudnick（1989）發展了一個數

學解題歷程模式，其將解題分為五個步驟：1.

閱讀與理解問題；2.探究問題；3.選擇策略；

4.執行解題；5.回顧與檢證解答（引自邱上

真、王惠川、朱婉豔和沈明錦，1992）。而在

1999 年秦麗花將這五個歷程做進一步的說

明，以下乃就其所述之解題步驟，歸納、繪

製成下列之流程圖（圖 2-1）： 

 
 

 

 

 

 

 

 

圖 2-1 解題過程之流程圖 

三、數學解題之教學策略 

  應用於學習障礙學生的問題解決的有效

教學策略如下（林月仙，2000；胡永崇，

2003；秦麗花，1996；蕭金土，1996）： 

 1.文字故事問題：使用文字故事問題，學

生比較感興趣，而且可以融入其生活經

驗中。 

 2.口頭提出問題：這個策略對於有閱讀問

題的學生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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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視覺增強：使用具體物、圖形、圖表或其他的視覺刺激來闡明問題、說明解法和證實答

案。讓學生將問題描述出來。舉例來說，「一個盤子可以裝 3 個桃子，6 個盤子可以裝幾

個桃子？」，除了文字敘述外，也可以請學生利用模型實際排排看，以協助其理解題意並

證實答案。 

 

 

 4.簡化：讓學生用較小、較簡單的數字來

代替問題中較大、較複雜的數字，如此

學生可以了解問題，並很快地驗證解

法。舉例來說，「小明的撲滿裡，還差

17 元就有 83 元了，請問他的撲滿裡現

在有多少錢？」，此一問題可改為「小明

的撲滿裡，還差 10 元就有 80 元了，請

問他的撲滿裡現在有多少錢？」。以整十

的數字呈現，學生比較容易了解。 

 5.重新敘述：讓學生以他們自己的話語來

重述問題。這樣的言詞表達可以幫助學

生自己建構問題，並且也可以顯示他們

是否了解問題。 

 6.評估所給的資訊：挑選過多或過少訊息

的問題，讓學生決定什麼訊息是依然需

要的，而什麼是多餘的。 

 7.補充問題：教師可以自己補充課本內的

問題，使其和教室經驗相關。例如，將

學生的名字放入問題中，使問題更真

實。 

 8.思考的時間：允許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去

思考。要求用替代性的方法來解決問

題，試著去了解學生是如何思考問題及

解決問題。 

 9.解決文字題的步驟：很多學習障礙的學

生在解文字題時都有困難。雖然閱讀問

題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主要的

困難通常發生在數學問題的思考上。學

生傾向一看到問題中的數字便立即做計

算。下列的步驟在教導解文字題的應用

上是非常有用的： 

  (1)觀看情境：首先讓學生先讀文字題，

然後描述問題的環境。 

  (2)決定問題：讓學生決定要發現什麼，

亦即待解的問題。 

  (3)收集資料：一個文字題通常包含了許

多資料，有些和問題的解法是有關

的，有些則是無關的。要求學生口述

或默念問題，然後列出有關和無關的

資料。 

  (4)分析關係：幫助學生分析資料間的關

係，舉例來說，如果問題中呈現：

「小明吃掉了 4 塊餅乾，是原來的

1/3」，學生必須了解這兩個事實之間

的關係。 

  (5)決定步驟：學生必須決定用什麼樣的

計算步驟來解決問題。學生必須留意

關鍵字，然後將問題用數學算式表

示。 

  (6)評估答案：讓學生練習評估什麼是可

能的合理答案。 

  (7)練習和類化：在學生已經想通而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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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某一個類型的問題後，教師可以給

學生相同類型但數字不一樣的題目做

練習。 

四、教導解題的教學實例 

  以上簡述之解題步驟，若學生能確實掌

握，對其應用問題的解答，定能更加順利。

然而，要促使學生能自然地運用這些解題步

驟，教師必須預先設計一些教材或活動，協

助學生學習解題所需的各項能力，在此乃提

供一些例子，做為教師進行解題教學之參

考： 

(一)觀看情境 

  此階段的教學，在於協助學生能確實了

解題意，剛開始可依據教材進行師生的問

答，之後，慢慢的讓學生以自問自答的方式

釐清題意。 

 教材範例： 

例題 1.小華有 80元零用錢，到書局買了

一枝 65元的自動鉛筆，請問小華
還剩多少錢？ 

問：(1)小華有多少零用錢？(80元) 
  (2)小華有沒有用他的零用錢？(有) 
  (3)小華用錢做什麼？(買自動鉛筆) 
  (4)一枝自動鉛筆要多少錢？(65元) 
  (5)小華的零用錢是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 
  (6)小華的零用錢全部花光了嗎？ 

（沒有） 
  (7)如果沒有花光，那小華還剩多少

錢？（？） 

 

(二)決定問題 

  此步驟的練習，主要在訓練學生明白應

用問題中每一句的意思和性質，以找出真正

待解的問題。一開始可以由老師示範給學生

看，看完後，再由學生自己做做看。 

 教材範例： 

例題 1.「哥哥有 23張貼紙，送人一些
後，自己還剩下 15張⋯」，這一
個題目接下來要問什麼，才算是

一個好的數學題目？ 
   (1)送給什麼人？ 
   (2)哥哥共有幾張貼紙？ 
   (3)哥哥剩下幾張貼紙？ 
   (4)哥哥送人幾張貼紙？ 
問：(1)送給什麼人？（不管送給什麼

人，對題目都沒有影響，所以不

是要找的問題。） 
  (2)哥哥共有幾張貼紙？（關於這個

問題，在題目的第一句已經告訴

我們哥哥共有 23張貼紙，所以
這也不是要找的問題。） 

  (3)哥哥剩下幾張貼紙？（這個問題
在題目的第三句已經告訴我們哥

哥剩下 15張，所以也不必問這

個問題。） 
  (4)哥哥送人幾張貼紙？（因為題目

中只說「送人一些」，並沒有明

白指出多少張，所以這個問句是

我們要找的問題。） 

 

（三）收集資料 

  此教材的目的在於協助學生找出哪些是

與運算有關的重要訊息？哪些是多餘的？剛

開始時，教師可以將各項訊息列出，提醒學

生注意及選擇。 

 教材範例： 

例題 1.下列哪項訊息是多餘的，請在□

中打 × 。 
  「小美帶 100元去買筆記本，一本

筆記本 25元，小美買了 3本，問
小美一共花了多少錢？」 

   □小美帶了 100元 
   □一本筆記本 25元 
   □小美買了 3本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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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關係 

  許多數學學習障礙學生，因無法釐清各

訊息間的關係，常將題目中的數字做盲目的

運算，因此在這個階段，教師可以透過說

明，引導學生了解各訊息之間的關係。 

教材範例： 

例題 1.哥哥有 57 元，姊姊比哥哥多 16
元，請問姊姊有多少錢？ 

問：(1)57元和 16元有什麼關係？ 
(題目是指比 57元再多 16元。) 

  (2)這一題應該是用（  ）加法 或 
（  ）減法？（加法） 

（五）決定步驟 
  此步驟的教學目的在於引導兒童將題意

轉換成算式，剛開始的時候，教師可先讓學

生學習找出合理的算式，待熟練後，再進一

步要求學生列式。 

 教材範例： 

例題 1.下列哪一個算式是對的，請在□

中打 √ 。 
   弟弟原有 37元，媽媽又給他 14

元，後來，他給妹妹 8元，請問
現在弟弟有多少錢？ 

   □37＋14＋8＝59 
   □37＋14－8＝43 
   □37－14－8＝15 
   □37－14＋8＝31 

（六）評估答案 
  這個階段的教材設計要點在於讓學生學

習檢驗答案的合理性，並促使其養成檢視解

答的習慣。 

 教材範例： 

例題 1.小朋友，請你當小老師，幫小明

檢查一下，看看他的答案合理嗎

？ 
  (1)弟弟有 10顆彈珠，哥哥再給他 3

顆，現在弟弟共有【7】顆。 

   （  ）合理    （  ）不合理  
，因為                        

 
  (2)一輛汽車有 4個輪子，7輛汽車

有【28】個輪子。 
   （  ）合理    （  ）不合理  

，因為                        
 
  (3)姊姊帶 40元去書局，要買 10元

的橡皮擦，她可以買【30】個。 
   （  ）合理    （  ）不合理  

，因為                        
 
  (4)花園裡有紅花 28朵，白花比紅花

少 15朵，則白花有【43】朵。 
   （  ）合理    （  ）不合理  

，因為                        

（七）練習和類化 
  此教材是以填充的方式，協助學生重複

練習某一類型的題目，其方式可由學生自己

填寫數字，自己解題，或是兩人一組，交換

出題。 

教材範例： 

※請在下面的題目中填上數字，再將答

案算出來。 
 例題 1.一年甲班有 19個男生，22個

女生，問男生比女生少幾人？ 

 

 例題 2.一年甲班有    個男生，    
個女生，問男生比女生    幾
人？ 

 

 例題 3.一年甲班有    個男生，    
個女生，問男生比女生    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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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數學學習障礙兒童在學習數學的過程

中，容易累積許多挫敗的經驗，導致其產生

較低的學業自我概念，甚至對數學學習產生

恐懼及焦慮的現象。因此，在教學的過程

中，教師扮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教師應考

量學生的個別差異，針對學生的問題所在，

施予適當的補救教學，且依據學生的學習特

質，選擇合適的教學法，並巧妙地運用教學

策略，提供學生成功的機會，期使學生能重

新感受數學的趣味性及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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