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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教學中提升數學閱讀理解能力 
陳映蓉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五年級教師 
 

一、前言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以下簡稱新數學領綱）的基本理

念提到：「數學的發展是融入自然語言的生活經驗，無論是數量、形狀及其相互

關係的描述，都是生活中常見的用語。數學連結文字及符號語言，以更簡潔與精

確的方式來理解人類的生活世界。」（教育部，2018）數學是科學的語言，具有

高度精確性，閱讀數學文本時，不但要具備數學先備知識，更要具備相關的特殊

閱讀技巧。因此數學教學就是一種數學語言的教學，數學閱讀則是經由數學語言

理解而建構意義的過程，具有指導的必要性。 

筆者現職國小五年級導師，發現多數學生從四年級開始，數學學業表現出較

為顯著的落差，許多相關文獻指出，隨著學習的概念變複雜，學童在數學閱讀過

程常出現困難（Vukovic, Lesaux, & Siegel, 2010）。筆者帶過攜手激勵班，發現數

學閱讀理解能力不足，易造成學生學習數學的自信心低落。然而在教學現場，少

有老師能帶領學生好好閱讀數學課本內容。筆者基於對數學教學的興趣，以筆者

授課班級為研究場域，探討學生數學閱讀理解能力不足的原因，並提出可能的教

學建議，希冀能對數學教學有所幫助。 

二、學生的數學閱讀理解能力低落之分析 

多數教師將數學課本當成練習題目的資料（Ostler，1997），數學的閱讀常被

忽略，只重計算、思考、解題技巧等練習（蘇意雯等，2015）。陳怡如、林原宏、

楊晉民（2017）將數學閱讀界定為三種認知向度，亦即一般閱讀理解、數學背景

知識以及數學特殊技能。其中，一般閱讀理解為語文閱讀的理解；數學背景知識

為學生在該階段已經學得的數學知識及概念；數學特殊技能則為數學解題的認知

能力，包括數學語言和文字的意義、符號圖形等表徵應用和轉換、以及使用背景

知識進行數學解題等。以下將根據筆者數學教學的實際經驗，將學生數學閱讀理

解能力低落的原因分為四項進行分析： 

(一) 學生缺乏閱讀「課本扉頁」習慣 

數學以精準而簡潔的語言，涵括生活中的數學現象，而數學課本包含許多專

有名詞以及新的概念，使本該簡單易懂的教科書變得不容易理解（轉引自秦麗

花、邱上真，2004）。例如：在五下「容積」單元，容量和容積的關係為何？單

位如何換算？為何要探討兩者的關係？而這相關的訊息一般在課本的扉頁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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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明，但筆者觀察的結果是學生很少會去閱讀，學生若沒有進行數學扉頁閱讀

討論，沒有搭配相應的情境脈絡，缺乏數學特殊技能，學生就不易掌握單元意義。 

(二) 學生缺乏有效的數學閱讀理解策略架構 

課本文字內容因為描述方式、或專有名詞、或特殊情境的出現使學生無法有

效轉換，讓學生對於數學望而生畏，產生「明明每個字都看得懂，變成一句話卻

有看沒有懂」的窘境，造成許多學生閱讀課本只重視題目的計算。在六下「基準

量與比較量」單元，時常抓取題目中的數字就隨意計算，卻不願意好好的將題目

一個字一個字的閱讀完畢再找關鍵詞，並思考算式該怎麼寫，以及確認列式的意

義，答案算出來後，也無法判斷是否符合邏輯，就會出現如圖 1 的錯誤。 

 
圖 1 學生未理解題目而產生錯誤答案。 

(三) 學生無法對常見迷思概念進行釐清 

學生對於生活中不常使用的特殊詞彙、符號表徵或單位，常因為無法意會或

轉換而產生迷思概念，而學生對於此迷思也難以覺察，致使學生無法正確理解數

學文本的意義。例如：速率的概念及算法，因為速率是複合單位，代表單位時間

移動的距離，很多學生容易將速率和距離的意義搞混，無法理解不同速率之間的

快慢關係。 

(四) 學生無法理解數學算式的規律性 

生活情境中的規律性也能用數學符號表示，但學生對於規律性卻無法理解其

規律的來源，變成只能用強記而非理解。以五上「柱體與錐體」單元為例，課本

內讓學生操作不同立體圖形的附件，接著利用表格呈現多角柱與多角錐的點、

邊、面個數，但學生看到太多的立體圖形，就全部混淆而無法理解其中差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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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要+1、+2、×2、×3，一旦進行測驗，就因為緊張全部忘記。 

三、提升數學閱讀理解能力之教學建議 

數學閱讀過程是一個完整的心理活動，包含語言符號表徵（文字、數學符號、

術語、公式、圖表等）的感知和認讀、概念的同化和順應、閱讀材料的理解和記

憶等各種心理活動因素（陳怡如、林原宏、楊晉民，2017）。因此筆者透過各種

方式，欲從扉頁內容、閱讀理解策略架構、數學寫作和放聲思考以及操作活動提

升數學閱讀理解能力，以下列出提升數學閱讀理解能力的教學建議供參： 

(一) 教師應善用扉頁說明數學概念以連結情境脈絡 

扉頁的設計常隱含數學史以及數學概念的生活情境脈絡，若略過不談，將使

知識變得零碎而不知其所以然（陳玉芬，2018），以五下「容積」單元為例，扉

頁設計的內容為阿基米德測量王冠是否純金的難題，在還沒進入單元內容時因為

學生還沒有相關概念，可簡單帶過讓學生思考，待提及「不規則物體體積的測量」

使用排出的水量就是沉入物體的體積後（需先理解體積、容積和容量的定義），

再回過頭討論扉頁，讓學生思考王冠難題並連結課本概念，並自行發現原理而獲

得成就感。 

(二) 教師須善用閱讀理解策略架構進行數學閱讀指導 

數學語言具有簡潔性、精確性，並廣泛運用在各領域，是經過人類數千年來

一連串探究、歸納、臆測與論證的成果（教育部，2018）。而這些成果需要配合

學生的程度編寫成教科書，並傳達要溝通的概念。面對數學課本內容，閱讀就是

學生學習概念的重要方式，他們要學會如何透過預測、連結、摘要、找主旨、做

筆記以及理解監控的有效閱讀策略架構，以避免閱讀過程只閱讀數字而忽略文字

的狀況產生。以下將舉筆者使用過且成效佳的「數學課本閱讀指導學習單」為例

說明之。 

例如：在六下「怎樣解題」單元，提到四個不同的生活數學情境，這個單元

透過布題讓學生感受不同的解題方法，於是筆者使用「數學課本閱讀指導學習

單」，爰引用秦麗花（2007）的引導概念，從教學前找出標題和猜測意思（教師

提問：「雞羊問題是處理雞和羊的什麼問題？」抑或「年齡問題中，兩人的年齡

在不同的時間點會有什麼關係是不變的？」）進行預測、連結；到教學中透過小

組討論課本的解題說明以及計算過程的提醒，利用摘要、找主旨的策略找出題目

特性與答案特性（如圖 2），接著讓學生分析不同問題的特性後，由學生自行設

計題目並給予解題說明（如圖 3），教學後再由學生歸納重點與單元教學回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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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解監控，如圖 4，教師在每個步驟中都可以發現學生是否完全理解內容，並

在下個步驟進行調整或修正。 

 
圖 2 數學課本閱讀指導學習單，教學前與教學中的學生作品。 

 

圖 3 在學習單中，學生因應不同的題目概念自行設計題目並仿造課本寫解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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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在學習單的最後，讓學生可以提出疑問、收穫與回饋。 

(三) 教師可透過數學寫作和放聲思考法釐清數學概念 

透過數學寫作除了讓教師可以知道學生的概念與解題策略是否正確，也能培

養學生運用數學語言，有組織、有系統性的具體表達自己的想法或觀點，亦可培

養學生數學論述表達的能力（朱展緯，2015）。筆者利用每週一次的數學日記，

確認學生概念是否得到釐清。此外，筆者亦曾使用放聲思考法釐清個別學生的數

學概念，此法是屬於後設認知的評量方法，能將隱性認知歷程外顯化，因此在解

題時，筆者常要求學生一邊指點題目一邊出聲讀題，接著邊說邊將解題過程寫下

來，學生常在解釋的過程發現自己錯誤，而筆者也常從中發現學生思考謬誤，加

以記錄後可以當成數學寫作中的偵錯型寫作形式，也能回頭再次釐清學生的觀

念。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如：在六下「速率」單元，許多學生搞不清楚速率的複合單位概念，透過

指導個別學生使用放聲思考法將想法說出後，筆者終於發現原因，因此透過偵錯

式寫作的方法，將學生出現的思考謬誤（如圖 5、圖 6 的題目）變成題目讓學生

判斷，大幅提升學生的理解能力（在測驗時看到學生邊寫邊笑，其實是很有趣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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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學生能理解題目內容 圖 6 學生能理解速率和距離的差別 

(四) 教師應善用操作活動幫助學生理解數學規律性 

在新數學領綱中的實施要點內提及：「數學教學應注重數、量、形的連繫，

讓學生在實作、實測與直覺中，精熟數、量、形及其相互關係的概念。」在數學

領綱共 130 條學習內容中，有高達 37 項說明中要求教學活動中透過操作了解概

念，且年級越低，操作活動的項目則越多，由此可見，透過操作更能讓學生理解

概念。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如：在五上「柱體與錐體」單元，學生始終搞不清楚兩種立體圖形的頂點、

邊與面的規律，因此筆者在課堂上使用椰子乖乖和牙籤分別充當立體圖形的點和

邊，分派給各小組做出指定柱體或錐體，學生不但要知道自己負責的形體需要幾

個乖乖和牙籤，還要能理解各面形狀才能順利完成（如圖 7、圖 8），這堂操作課

程從說明、發器材到實作完成歷時約 30 分鐘，最後 10 分鐘進行觀察討論，有學

生能眼尖發現誰負責的立體圖形可以吃到比較多顆乖乖，因此順勢進行分類，觀

察多的邊和角到底在哪裡，並配合閱讀課本表格，讓疑惑在課堂活動中得到解答

（如圖 9）。 

  
圖 7 示範給學生的製作流程 圖 8 分別做出三角錐、柱體與四角錐、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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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學生日記回饋操作活動的感想 

 
四、結語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數學應用在各領域的發展愈發蓬勃，尤其國小階段的數

學概念在日常生活的實用性不言可喻，推行十二年國教後，數學的學習更強調與

生活的連結，這些概念要如何讓學生理解？洪蘭教授曾表示，獲得知識、訊息最

快的方式就是「閱讀」，透過閱讀才能將概念內化。身為教學第一線的教師，若

能善用課本每個單元的扉頁說明數學概念以連結情境脈絡；也能運用閱讀理解策

略架構進行數學閱讀指導，並透過數學寫作和放聲思考法釐清數學概念，且能進

行操作活動幫助學生理解數學規律性，相信學生的數學課本閱讀理解能力能有所

提升，對數學的學習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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