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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九年一貫課程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以知識的完整面為教育的主軸，以終身

學習為教育的目標。在進入 21 世紀且處於高度文明化的世界中，數學知識及數

學能力，已逐漸成為日常生活及職場裡應具備的基本能力（教育部，2003）。 

以往傳統的統計教學強調的是統計內涵中的數學思維和邏輯思維（蘇國樑，

1999），但現今的教學目標已不僅僅期望學生能讀懂圖表，而是希望學生除了具

有基本能力以外，還能從統計圖表中抽取有意義的資訊，並能與人溝通 （教育

部，2003），進而依情境自行改造、創作有用的圖表，藉以表達思想並傳訊息。 

統計圖表的教學離不開圖形與表格，因此教學呈現的方式十分重要。Walter 
& Charles（1973）曾指出選擇適當的教學媒體，可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而

圖像解析比口語解說，更能幫助學生對於資訊的理解。 

統計的主體為資料，統計的目的則在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因此統計的教學應

強調資料與問題之間的聯繫以及對統計結果的影響（陳幸玫，2006）。目前教育

部已將其基礎概念，列入十二年國民基礎教育中的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其具體內

涵「數-E-B2：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以期學生能從日常生活中

習得蒐集資料、分析資料、解讀資料，進而化為有用的訊息，能夠做為一個進步

的現代人所必備的資訊基礎。 

二、統計圖表之教學介紹 

(一) 教學流程 

數學教學需掌握教學邏輯，方能以流暢的方式將概念與知識傳遞給學生。以

六年級「統計表與長條圖」單元為範例，介紹基本教學流程： 

1. 首先要讓學生理解統計表的名稱、項目、內容及各自的意義。 

2. 帶領學生認識長條圖名稱、項目所代表的意義，並教導如何判讀。 

3. 待學生理解後，提供範例讓學生練習判讀統計表並在長條圖上作圖。 

4. 給予學生基礎的統計表與長條圖格式，要求其依照給予的資訊，填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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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內容並作圖。 

以下用圖片呈現教學的流程： 

 
圖 1 認識統計表：教導學生認識統計表名稱以及各項目的填答內容 

○1 長條圖名稱        ○2 橫軸項目名稱         ○3 縱軸項目名稱 

○4 縱軸數值          ○5 橫軸項目長條圖 

圖 2 認識長條圖：教導學生認識長條圖名稱以及各項目所代表的意義 

 
圖 3 判讀統計表並作圖：提供範例，教導學生判讀統計表中的資訊，並在長條圖上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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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統整練習：給予學生基礎的圖表格式，要求其依照給予的資訊，填寫內容空格並作圖 

(二) 教學方式 

目前的教學方式大致上有兩類：實物教學與多媒體教學。實物教學是指教師

使用黑板、紙筆等素材進行教學；而多媒體教學則是指教師使用軟體或應用多媒

體進行教學。 

    以下說明兩類教學方式： 

1. 實物教學與資源 

教師可應用黑板、白板、紙筆作為教學工具，在教室內或是適當場地皆可進

行教學；教學素材可使用坊間之教科書或由教師自行編製。 

2. 多媒體教學與資源 

目前網路上有許多影音教學網站可作為提供學習的平台，例如：可汗學院、

均一教學平台、網易公開課、Youtube…等等，都有許多的教學影片，可供學生

自學統計表與長條圖。 

    word、excel 等較為常見的軟體作為操作工具，只要電腦有安裝上述軟體，

皆可進行教學使用。 

這兩類教學方式並非只能擇一使用，許多老師為了增進教學效果，採取二者

混合使用，以利學生學習。例如教師可以先使用多媒體教學引起學生興趣，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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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基礎概念，再使用實物教學，讓學生自己使用紙筆填寫，增進熟練度，進

而完成學習目標。 

但在實際教學現場，無法保證每個學校、班級，都能讓學生擁有跟老師一樣

的資源。例如老師可以使用多媒體教學播放影片，但卻無法保證學生每個人也都

能使用多媒體教具親自操作與練習，因此授課方式有可能是老師使用多媒體教

學，而學生使用紙筆工具進行練習。 

三、統計圖表教學效果的探討 

在我的教學觀察中，發現教師採取同樣的教學方法，學生間的學習成效差別

不大；但若是教學資源不同的情況下，學生所能使用的學習資源不同，學習成果

也會不同。 

我在班上大多採用實物教學，以教科書為素材，全都使用紙筆工具進行學

習，課程結束後採取紙筆測驗並給予回饋。在教授此單元時，曾有部分學生因故

請假無法上課，因此我採用多媒體教學給予補課，以電腦軟體作為學習工具，使

其利用電腦軟體進行學習。 

但課程結束後，發現班上使用實物學習的學生與使用多媒體學習的學生，其

學習狀況各有不同，故分別將其稱為「實物組」與「多媒體組」，並說明其產生

的優缺點： 

(一) 實物組： 

1. 優點 

(1) 熟練度較高 

學生平時使用紙筆練習，能夠增加熟練度，並且經由親手操作，記憶也比較

深刻，在單元的各個小節學習時也能順利銜接，整體教學比較流暢。 

(2) 互動性高 

上課時由於師生是面對面上課，老師可以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在學生有疑

問時也可以立即給予回饋，並視學生學習狀況降低或提高教學難度，改變教學節

奏，甚至也可以依時事或班級經營方式建構專屬的班級教學活動。 

2. 缺點 

(1) 沒有整體繪圖架構 

在教學時，發現學生只會依照題目提示進行填空與手繪長條圖。如果給予學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5），頁 104-112 

 

自由評論 

 

第 108 頁 

生基本的調查表，而沒有統計表及長條圖的框架，學生不會記憶格式，也不會依

照實際需求，自行調整表格框架大小、欄列數量以及項目標示，甚至是自行建構

圖表。 

(2) 易流於形式記憶 

學生因時常練習表格填空，反倒流於形式上的項目、內容背誦，只記憶表格

位置與填寫，若是圖表內無設置填空的空格，許多學生甚至不會自行填寫項目內

容，反倒失去了自我創新與創造的能力。 

(二) 多媒體組 

1. 優點 

(1) 學生學習興趣較高 

學生對於動態的影片比較具有興趣，且透過各式色彩與圖片的呈現能夠讓學

生注意力集中，上課較為專注。 

(2) 操作方便迅速 

由於多媒體呈現方便快速，數位教材也有固定的模式，因此無論是教師的教

學呈現或是學生的實物操作，都比實物組來得快速簡便。 

2. 缺點 

(1) 缺乏實作體驗 

學生能夠應用軟體進行實作並繪製出圖表，但如果離開了軟體、沒有了事先

設定好的表格架構，學生就變得手足無措，也無法自行手繪表格，更遑論表達與

呈現。 

(2) 學習興趣被多媒體主導 

學生嘗試過多媒體學習後，會被聲光效果及影片吸引，希望持續採用數位教

學吸收資訊，但學習意願卻逐漸下降，只喜歡觀看影片或簡單的軟體操作，自身

的學習和操作能力則是不增反減。 

四、教學改進案例 

為了改進教學，我試著改變教學方式，並自製「手繪統計表與長條圖教學」

影片作為教學使用。 

一開始先採用數位教學，讓學生從多媒體影片中學習統計圖表的基礎知識。

待學生理解後，便進行統計圖表的繪製教學。除了表達繪製概念外，更親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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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敘寫、繪製表格框架、格線、項目、符號、圖表內容。並呈現實際繪製會遭

遇到的疑惑及困難，進而說明注意事項，讓學習者能夠經由學習，自行繪製圖表

框架與內容。 

以下為教學影片截圖介紹： 

 
圖 5 影片教學：讓學生學習統計表與長條圖的基礎知識。（圖片摘錄自臺北酷課雲） 

 
圖 6 教學題目說明：讓學生了解接下來要進行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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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說明準備工具：提示學生在進行教學前須準備何種工具，以利進行學習 

 
圖 8 繪製統計表的說明：說明繪製統計表該注意的事項，並進行實際演示 

 
圖 9 繪製長條圖的說明：將繪製長條圖的注意事項個別說明，並進行實際教學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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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完成教學：完成統計表與長條圖的教學 

五、省思及建議 

教科書的圖表及習作有教學步驟及圖表呈現，能讓學生循序漸進的操作，進

行手繪的實際體驗，從而學會圖表的繪製。但卻是事先印製好圖表格式，讓學生

填入表格答案，或是用填空的方式進行填答以及畫出長方形，沒有整體圖表製作

的概念及範例。 

而學生使用多媒體進行學習，則是有統一固定的軟體格式，學生在學習時可

以省卻繪製表格的時間，但相對的也缺少了製作概念圖表架構的基礎思維與實際

的手作能力。 

善用軟體工具是好事，能讓學生應用軟體工具進行更好更快的操作，並進行

標準化的作品呈現；而教科書的手繪方式能讓學生進行實際接觸與體驗，加深學

習印象以及獲得實作能力。因此若是混和使用多媒體與實物教學，便能結合兩者

的優點，先用多媒體教學引起動機、再要求學生進行實作練習、最後輔以多媒體

或紙筆測驗給予學習回饋，對於學生的學習效能會更有幫助。 

而綜觀多媒體教學或坊間國小至國高中的教科書教學內容，大多並未提及圖

表的繪製概念及方法。因此教學中除了要求能夠識讀圖表之外，還必須要進行從

無到有的圖表繪製教學，才能讓學生建構統計圖表的基礎理念及製圖能力，以期

培養扎實的學習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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