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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數位教材融入低年級數學線上教學— 

以理解乘法的意義為例 
翁瑋璘 

高雄市立四維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全球網路與行動裝置的普及化，自 2000 年，各國政府開始重視數位化

教材、學習平台的應用與行動學習（顏春煌，2012）。處在資訊化的社會中，教

學科技推陳出新，教育部自 2022-2025 年也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期透過方案達成「教材更生動」、「教學更多元」、「學習更有效」等目標。 

近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學校陸續開始了教育部「停課不停學」的政策，

使課程從原本面對面教學變成遠距教學來取代。而數學對於部分學生來說，本身

就是一個抽象難以理解的領域，加上線上課程對於低年級學生的資訊、自學能力

極為挑戰，因此，本文藉著乘法教學單元與資訊技術做結合，將數學抽象又難以

理解的概念，利用數位媒材將抽象概念變得更具象化，且增加教學彈性，並藉由

教材豐富且具吸引力的聲光效果，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專注力，進而產生學習成

效。 

二、 低年級線上乘法教學所遭遇之問題 

乘法是國小二年級數學學習的重點之一，學生須理解乘法的意義，並能實際

於生活中應用，解決問題。在一年級時，學生已具有連加及幾個一數的概念，到

二年級開始認識及使用「倍」的語言，並透過連加、倍的語言與乘法算式做連結。

然而筆者在線上教學中發現，學生學習乘法單元時，出現了一些問題，以下列點

說明之。 

(一) 線上課學生較易分心，學習成效打折扣 

低年級學生本身專注力時間較短，加上遠距上課教師難即時掌握其學生的學

習狀況，當老師進行課程講解時，學生可能因某些干擾因素（如資訊設備斷訊或

出現雜音、環境外在誘因等），學生難以將注意集中於學習上，加上老師單純講

授的情況下，無法引起學生興趣，亦會造成學習成效不彰。 

(二) 無具體實物操作，難以建構抽象概念之理解 

低年級學童的認知發展，還是屬於具體物操作階段，有別於實體教學，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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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生無法透過具體物的操作，直接觀察到具體數量改變，教師只得暫時回歸

講述教學或利用電子書圖像示範操作給學生了解乘法「幾的幾倍」的概念，對於

部分學生來說無法順利建構從加法性思考轉換成乘法性思考。 

(三) 文字解題時，忽略乘法單位量與單位數之間的關係 

學生在面對應用題作答時，常把「被乘數」和「乘數」位置寫反，寫出錯誤

的列式，造成與題意不符之狀況，那是因為學生尚未了解乘法概念，只是提前背

誦了九九乘法表，而忽略掉了「單位量」與「單位數」之間在乘法算式上位置的

關係，所以當看到數字就依照順序寫出算式，認為只要最後答案一樣就好。 

綜上所述，筆者除了課本內容教授外，希望藉由自行設計的動態式數位教材

影片，引導孩子利用圖像動態化的學習方式具體建構出乘法的概念，將連加算式

及「倍」的概念，和乘法算式的概念作連結，並透過 Google Jamboard 的「數字

爭奪戰」撲克牌遊戲，讓學生可以進行線上練習，強化學生在乘法計算能力上穩

固。 

三、數位教材融入線上乘法教學之實施應用 

(一) 課堂前的教材設計準備 

教材以康軒版數學第三冊第七和九單元內容為主軸， 筆者利用

PowerPoint2019 改編「糖果屋」童話故事內容與乘法知識融合，布題內容用故事

方式串連並搭配圖片動態式逐次展示，藉由學生熟悉的故事內容，引起學習動機，

依序學習累加算式的計算、透過「幾個一數」，引進「倍」的概念，銜接到乘法

算式，最後利用連加算式結構對應到乘法算式中，協助學生了解乘法的意義及算

式結構。 

(二) 課堂中的教材應用策略 

數位教材融入教學，對於教師來說是一門學問，如何引起學生動機、適時使

用數位教材以達教學目標和減少學生的視覺疲乏問題發生等，都是需要透過審慎

思考的，以下為筆者於乘法線上課程中所使用的教學策略。 

1. 自製動態式數位教材影片應用於教學 

過去傳統教材受限於「平面」及「文字」，有時無法清楚傳達抽象的內容，

透過動態式的教材影片，可使學生提高學習動機，筆者將上課內容相關的知識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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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事影片串場，過程中隨時與學生互動，學生不僅興趣盎然亦能保持專注力。 

數位影片除了同步在課堂上播放外，也可以讓未能準時上線的學生觀看，由

家長於課後時間可協助進行教學及補強，建立親師合作關係，讓學生隨時都能在

學習狀況內，不會因缺課而無法跟上進度。 

2. 利用線上數位工具，提供具體化學習經驗及增進互動性 

一個好的教學輔助工具，可以讓線上課進行順暢也能讓學生更有臨場參與

感，數學可以用活動化的方式進行，讓學生實際動手操作將抽象的數學概念具體

化，例如運用 myViewBoard 或 Google Jamboard 等線上白板產生圖像來教導低年

級學生數數，透過圖示表徵引導出乘法算則，幫助學生日後文字解題時，會透過

圖像表徵連結正確乘法算式，正確建立倍數的概念。筆者另自製「數字爭奪戰」

撲克牌遊戲 PPT 模板，用連結方式分享於 Google Jamboard 上讓學生用兩兩對戰

方式，增加學生對乘法的熟練度，老師也可藉此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3. 搭配數位學習平台，提供評量及練習機制 

評量的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學習的成效，教師指派作業的形式朝多元、適性的

方式指派，教師可透過 Google 表單做成線上試卷並於 Classroom 指派；均一教

育平台、PaGamO、因材網內建了許多題庫，教師可自行篩選題目，也能透過系

統設定自動出題，提供給學生練習之用，對於學生來說，作答時有立即的聲音回

饋，且能完成後立即檢核答案，正確或錯誤訊息隨即可於螢幕中呈現，不但效果

佳也能讓學生清楚自己的答題狀況。線上作業指派強化了學生在學習乘法過程其

解題能力，教師也可透過回傳後的分析資料，檢視學生學習成果，並於此可做為

實施補救教學的依據。 

四、結論省思 

科技快速發展不僅改變原有的生活習慣，更促使學校教育上也需因應潮流突

破既定的教學模式，適逢新冠疫情的影響，使教師面臨了線上教學的挑戰，推動

了教師對於資訊教學的精進。在實施數位教材融入乘法的教學後，筆者將優點、

遇到的問題與因應策略，分述如下。 

(一) 優點 

1. 學生學習動機及專注力提升 

本次自製動態式數位教材影片，以學生熟悉的童話故事切入，搭配影片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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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吸引學生目光及共鳴，提高學生專注力，降低學生對於數學的恐懼感，進

而提升學習興趣。 

2. 幫助學生釐清乘法單位量與單位數之間的關係 

相較於以往學生用畫圈方式寫在紙本上，教師利用與例題相符的圖像讓學生

操作理解，使學生有具體化的表徵，形成數感，再搭配顏色區塊說明乘法的單位

量及單位數關係，加強學生「單位量」、「單位數」的區辨能力。 

3. 學習方便不受限 

筆者將教材影片上傳於網路雲端，讓學生不受時間地域限制即可自主學 習，

增加學習的機會；且解題的過程與步驟皆有詳細的動畫及旁白說明，學生在 家

也能複習、自學。 

(二) 問題 

1. 數位教材準備需要花費較多時間設計 

以本研究使用的數位教材來說，從構思影片例題及蒐集素材，在透過軟體製

作動畫影片和旁白，約花了一週，加上自身資訊能力有限，其備課時間比傳統學

習單的製作更費心力。 

2. 學生資訊能力不足，對各教學平台的操作不精熟 

對於低年級學生來說，資訊設備的操作是陌生的，加上自學能力不足，光是

上線上課多需由家長在旁協助和督促。 

3. 學習成效無法全程掌握 

遠距教學即使班上的學生大多都開著鏡頭，但教師端仍舊不易確保學生是否

能全程專注在學習上，學生亦可能遇到載具出現突發狀況，而中途離線，故難以

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因應策略 

1. 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編數位教材 

同學年老師共同致力於開發數位教材內容，一起共備及交流，彼此互相激勵

持續成長和課程設計創意延伸，使教師在數位數學教學的技巧和知能能更純熟，

亦能減少獨自摸索所耗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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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化課程中的數位教材操作方式並適時給予任務指派 

線上課程使得資訊能力不足或低成就的學生產生更大的學習壓力及落差，因

此筆者在課程中盡量設計操作簡單並能重複接觸的方式，讓學生使用滑鼠點選即

能進行課程互動，如用 Google Jamboard 移動撲克牌數字組成乘法算式。另使用

教學平臺之任務指派，輔助低年級學生學習，透過多次反覆的演練，增進使用教

學平台的能力。 

3. 隨時引起學習者的熱情 

使用數位教材上課時，教師應有穿插使用互動工具的能力，如：利用抽籤、

搶答、分組、互評、測驗、留言或是共編等工具。若能妥善選擇並運用，藉著數

位教材內容隨時和學生產生一定程度互動，進而引起學生學習熱情，並掌握學生

學習狀態及學習成效。 

(四) 結論 

綜上所述，遠距教學相當仰賴老師自身之資訊應用能力，對於各項線上數位

工具，功能及使用方式要轉換順暢，才能讓學生隨時保持專注力。當教師使用數

位教材融入教學時，不僅是將資訊科技做為輔助教學之用，亦因引導學生藉著資

訊科技的使用來幫助自己建構知識，讓學習更有成效。善用數位教材教學讓學習

更彈性也增添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促成自主學習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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