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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t, 1992; Cattelli, Padovano, & Costello, 2000

1.
2.
3.

4.
5. critical friend



72

C1

1.
2.
3.
4.
5.
6.
7.

Fischbein, Deri, Nello, & Merrino, 1985; Kouba,
1989

C1

4



73
 
第一步： 選擇三年級的「除法」為是次研究的焦點 

第二步： 辨認出是次研究的問題 

‧ 以前測和後測的方法來驗證學生是否掌握除法的概念 

‧ 在前測之後，針對學生有問題的範疇，老師在課堂加以指導 

第三步： 搜集資料／數據 

‧ 設計前測的試題，以測試學生掌握了哪方面的除法概念 

‧ 設計後測的試題，以測試學生經老師教導之後是否已掌握先前

未掌握的除法概念 

第四步： 分析資料／數據：把學生的前測及後測資料作比較分析 

第五步： 整理結果作初步結論，老師針對學生的困難而設計教學

活動 

第六步： 在課堂教學後，收集後測的數據以及課堂觀察的資料作

初步總結，了解是次行動是否有初步成效—即學生是

否掌握除法的概念及運算技巧 

 

 

C1



74

6
7

Ga g n e ,  Ye k o v i c h,  &
Yekovich, 1993; Hiebert & LeFevre, 1986

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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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前、後測中能掌握三個除法概念的學生人數 

對比 

概念範疇 前 測 後 測 

第 4 項：透過分物活動，把橫式轉

化為直式 

18 26 

第 6 項：把橫式轉化成直式，並計

算餘數 

11 29 

第 7 項：根據題意，正確寫出除法

的橫式並計算答案 

16 27 

註：前、後測的學生人數均為 31 人。 

 
 
 
表 C3： 前、後測中學生對三個除法概念依然未能掌握 

的人數 

概念範疇 學生人數 

第 4 項：透過分物活動，把橫式轉

化為直式 

3 

第 6 項：把橫式轉化成直式，並計

算餘數 

1 

第 7 項：根據題意，正確寫出除法

的橫式並計算答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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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年

級
其
餘

三
班

在
前

、
後

測
能

掌
握

三
個
除
法
概
念
的
人
數
對
比
 

3A
班

 
3B

班
 

3D
班

 
概
念
範

疇
 

前
 測

後
 測

前
 測

後
 測

 
前

 測
 

後
 測

第
4
項
：
透
過

分
物
活
動
，
把
橫
式
轉
化
為
直
式

 
17

 
27

 
24

 
31

 
26

 
26

 

第
6
項
：
把
橫

式
轉
化
成
直
式
，
並
計
算
餘
數

 
5 

23
 

19
 

27
 

7 
22

 

第
7
項
：
根
據

題
意
，
正
確
寫
出
除
法
的
橫
式
並
計
算

答
案

 
14

 
23

 
24

 
24

 
19

 
19

 

註
：

3A
、

3B
及

3D
班
的
學
生

人
數
均
各
不
多
於

32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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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3 1

_______

2. 15 3

______

3. 20 6

 

 

 

______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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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 2

_________  _________ = _________

_______

5. 24 ÷ 6 = 4

6. 30 ÷ 7 = ____________

7. 4 20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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