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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數的教學活動 
劉曼麗* 侯淑芬**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數理教育研究所 
**高雄市立十全國民小學 

壹、前言  

九 年 一 貫 數 學 領 域 課 程 綱 要 中 指

出，學生應在小學畢業前熟練小數與分數

的四則運算（教育部，2003），可見小數的

學習對國小學生的重要性。然而，從「學

生的小數概念」（劉曼麗，2005）一文中發

現，學生在小數方面的學習並不理想，且

存有許多的錯誤或迷思概念。有鑑於此，

教師必需清楚了解小數與整數和分數的關

係，以及在此兩者的影響下學生可能產生

的迷思概念，以便在教學時能正確地引導

學生理解小數。針對「學生的小數概念」

一文中所提到的錯誤或迷思概念，在小數

教學方面，本文提出一些看法。就小數意

義的教學而言，教師應強調小數等分的內

涵、小數的單位量概念、小數點的功用以

及培養學生對小數大小的感覺。就小數計

算的教學而言，教師應要強調大小單位間

的換算關係及在直式紀錄中小數點定位的

意義與理由。基於篇幅，本文僅以一位純

小數、一位帶小數和小數加減來說明如何

將上述理念落實在小數教學中。  

 

貳、小數的教學活動  

一、一位純小數的教學  
1.教師可提供多元情境幫助學生建立一位

純小數十等分的內涵，並以非十等分的

圖形對照來凸顯十等分的必要性  

在引入純小數概念時，教師應提供學

生不同的具體情境，讓學生有豐富的經驗

將小數符號抽象化。情境可以很多元，包

括連續量，如線段、披薩和杯水等；以及

離散量，如一包糖果、一條串珠（內含 10

顆等）等。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教師在

呈現這些圖形時，一定要讓學生「明確數

出十等分」，否則我們一再強調 0.1=
1

10
 ，

但學生注意到的可能還是塗顏色或做記號

的那 1 份，而忽略了單位量是否被等分成

10 份。此外，教師還可同時呈現十等分與

非十等分的圖形（如教學示例 1），以凸顯

十等分的必要性。  

教學示例 1：凸顯十等分的必要性  

＊教學重點：教師在黑板上展示數張等分

的圖 (含非十等分者，見下方 )，請

學生選出有顏色部分表示 0.1 張紙

的圖，以凸顯十等分的必要性。  

【布題】：這是一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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ㄅ      ㄆ  

ㄇ      ㄈ  

＊教學流程與關鍵問話：  

1.先強調單位量為一張紙，再讓學生將答

案寫在白板上。T：這是一張紙！請選出

有顏色的部分為 0.1 張紙的圖。可以複

選喔！  

2.先請選擇ㄆ與ㄈ的學生發表想法，再請

答題正確的學生發表想法。  

3.總結說明解題正確學生之想法，並帶領

學生實際數出每一張圖等分成幾份，以

及有顏色部分所佔的份數，再次澄清 0.1

張紙就是
1

10
張紙，

1
4
張紙或

1
8
張紙（非

十等分）並不能表示為 0.1 張紙。  

 

2.教師可呈現十個大單位且每個大單位內

含十個小單位的情境迫使學生能區別被

十等分的單位量為十個大單位還是一個

大單位  

一般教科書中均只提供學生一個已

等分好十片的披薩圖或一串 10 顆的彩

珠，請學生塗出 0.4 個披薩或 0.3 串彩珠。

在這樣的布題之下，學生即使不清楚 0.4

的意義，也能因多次練習而知道 0.4 個披

薩就是要塗 4 片；0.3 串就是塗 3 顆。因

此教師在呈現圖片或具體物時，應提供十

個大單位且每個大單位內含十個小單位的

情境，例如，一次提供學生十串彩珠而每

串皆有 10 顆彩珠（如教學示例 2），以刺

激學生思考到底要標示出 3 串彩珠還是 3

顆彩珠。  

 

教學示例 2：區辨小數的單位量  

＊教學重點：教師以 10 串彩珠而每串各有

10 顆彩珠的情境，請學生塗出 3 串

和 0.3 串彩珠，迫使學生思考 0.3

串中，被十等分的單位量是十串彩

珠還是 1 串彩珠。  

【學習單】：  

表示一串彩珠，

請回答下面問題。  

1.小萍將她的彩珠排列如下，其中有 3 串

是紅色的，請將紅色的彩珠塗上顏色：  

 

 

2.小誠有下圖這麼多串彩珠，其中有 0.3

串是藍色的，請將藍色的彩珠塗上顏色： 

 

 

＊教學流程與關鍵問話：  

1.先要求學生塗出 3 串彩珠。教師進行行

間巡視，檢查學生是否有塗 3 顆彩珠的

情況，並請學生發表想法，進行全班討

論。  

T：有人塗 3 顆彩珠，你們覺得對嗎？  

2.藉由 3 串與 1 串數量的比較，澄清 3 串

彩珠的數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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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串有沒有超過 1 串？3 串是幾個 1

串呢？  

3.要求學生塗出 0.3 串彩珠，並與學生討

論 0.3 串與 3 串的差異。  

4.與學生一同數出一串彩珠的數量，並藉

由小數與分數的連結，引導學生塗出

0.3 串彩珠。  

 

3.教師可利用拉鏈讓學生表徵出一位純小

數的數量來培養學生對一位純小數的量

感  

從「學生的小數概念」一文中可發

現，學生對於小數量感的貧乏，使其選擇

了錯誤的答案而不自知。為培養學生的小

數量感，教師可以拉鍊替代線或繩子等一

維連續量情境來進行教學（如教學示例

3）。透過動態的拉拉鍊活動，學生可從拉

鍊長度的變化感受小數的大小。這樣的教

學活動不但可引導學生掌握小數的意義，

也有利於學生小數量感的培養。  

 

教學示例 3：培養小數量感  

＊教學重點：教師發給每組學生一條拉鍊

（長 10 公分），請其做出 0.1 條拉

鍊、0.2 條拉鍊、0.3 條拉鍊…0.9

條拉鍊，並將之與 1 條拉鍊的長做

比較。  

【拉鍊圖】：  

 

＊教學流程與關鍵問話：  

1.說明單位量為拉鍊塗紅色處，並在學生

動手前，先討論做法。  

T：這是一條拉鍊，塗紅色的地方代表 1

條拉鍊的長。整個拉開後，我們說是 0

條拉鍊。  

T：想想看，我們怎麼做出 0.1 條拉鍊？

誰要說說看！  

2.總結學生想法，並引導學生將小數與分

數做連結。  

T：0.1 條拉鍊很難感覺它有多少，這個

時候要把 0.1 換成什麼？幾分之幾？因

為 0.1 條就是把這一條分成 10 份取 1

份，就是 0.1 條了。  

3.各組動手做出 0.1 條拉鍊，並在拉鍊上

標記「0.1」。  

4.總結各組做法，引導學生實際數出十等

分，並強調 0.1 的意義。  

5.引導學生比較 1 條拉鍊與 0.1 條拉鍊的

大小。  

T：比較看看，這是 1 條拉鍊，那 0.1 條

拉鍊只有到這裡喔！      

6.重複 1.～5.，請學生做出 0.2 條拉鍊、0.3

條拉鍊、0.4 條拉鍊…、0.8 條拉鍊、0.9

條拉鍊，並分別與 1 條拉鍊的長做比較。 

【學生作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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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教師在呈現純小數圖

形表徵時，可先讓學生以分數符號來記錄

數量，或在學生以小數符號記錄後提問：

「如果用分數表示會是多少呢？」，透過反

覆強調圖形表徵、分數符號與小數符號三

者間的連結應可加強學生對小數意義的了

解。  

 

二、一位帶小數的教學  
1.教師可透過圖形表徵的例子強調小數點

分隔整數與非整數部分的功用，讓學生

明顯感受小數點兩邊所代表的數量大小

與大小單位間的關係。  

從「學生的小數概念」一文中可以發

現，學生在選擇表徵帶小數符號的圖形

時，會將小數點左右兩邊的數視為兩個獨

立的整數來處理，或將 a.b 視為 a 等分中

的 b 等分；在進行小數加減直式計算時，

則會和整數加減直式計算一樣，將被加

（減）數和加（減）數向右對齊來計算。

這些結果顯示，學生不清楚小數點分隔整

數與非整數部分的功用，也不清楚小數點

兩邊數量的大小以及大小單位間的關係。

因此，教師在呈現帶小數圖形表徵時應強

調小數點的功用，並讓學生明顯感受小數

點兩邊所代表的數量大小和大小單位之間

的關係（見教學示例 4），而此點正是一般

教科書所忽略之處。  

 

教學示例 4：強調小數點的功用與其兩邊

數量大小和大小單位間的關係  

＊教學重點：教師與學生討論 4.3 個披薩

的圖形表徵中，小數點兩邊的數所

表示的披薩大小，並強調小數點有

分隔「披薩的個數」與「不到一個

披薩的個數」之功能。此外，提問

一片披薩 和一個披薩 的關

係，以強調大小單位間的關係。  

＊教學流程與關鍵問話：  

1.在學生自行利用披薩圖片表徵出 4.3 個

披薩後，請學生指出小數點兩邊的數所

對應的圖片。  

【學生解法】：  

  
T：從小朋友排出的圖形中，哪個部分是

表示 4.3 個披薩中的 4？哪個部分是表示

4.3 個披薩中的 3？  

2.配合圖形表徵強調小數點的功用  

T：小數點是用來指揮交通的！代表幾個

1 的部分就記在它的左邊！像剛剛有 4

個披薩所以「4」要記在「‧」的左邊。

代表不到 1 的部分，就記在它的右邊。

像剛剛 3 片披薩還不到 1 個披薩，所以

「3」要記在「‧」的右邊！小數點是有

功用的喔！  

3.提問一片披薩與一個披薩間的關係。  

T：一片披薩 與一個披薩 有什麼

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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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可利用尚未等分的具體物，讓學生

實際動手做小數，用以凸顯十等分的必

要性與小數點兩邊的數所表示的數量大

小；亦可讓學生疊合與對照做好的具體

物與單位量的大小以培養其小數量感。  

一般教科書在做小數的教學活動設

計上，均給予學生十等分好的具體物，讓

學生根據指定的小數數量塗上顏色。為凸

顯十等分的必要性與小數點兩邊的數所表

示的數量大小，我們建議教師應給予學生

尚未十等分好的具體物，讓學生實際將具

體物十等分後，再做出小數（如教學示例

5）。在操作的過程中，學生會遭遇到不易

將具體物十等分的困難，而教師便可趁此

提問：「10 等分不好做，那分成 8 等分，

取其中的 6 份也可以說是 0.6 嗎？」以凸

顯十等分的必要性！再者，學生必需相當

清楚小數點兩邊的數所表示的數量大小，

才能選取正確的單位量並做出小數。最

後，教師可讓學生將做好的具體物與單位

量相疊合與對照，使其能實際地感受小數

所表示的數量大小，藉以培養小數量感。  

 

教學示例 5：凸顯十等分的必要性與小數

點兩邊的數所表數量的大小，並培養小數

量感  

＊教學重點：教師發給每生 10 張長 5 公

分，寬 2 公分的紙 (便利學生透過測

量將紙十等分 )，請學生分別剪出

0.6 張紙和 1.6 張紙。在實作與討論

的過程中，強調小數十等分的內

涵，並與 1 張紙疊合比較以培養學

生的量感。  

＊教學流程與關鍵問話：  

1.先強調單位量 1 為 1 張紙，再請學生將

0.6 張紙塗上顏色。  

T：這是一張的紙！請做出 0.6 張紙！說

說看你想怎麼做！  

T：請先將 0.6 張紙塗上顏色！  

2.進行行間巡視，觀察學生的做法，待學

生提出不會或不易折出十等分後，與學

生討論十等分的必要性。  

T：不好摺出 10 等分，那摺 8 等分，取

其中的 6 份也可以說是 0.6 張紙嗎？  

3.總結學生的想法，強調要做出 0.6 張紙，

一定要將一張紙等分成 10 份，取其中的

6 份。  

4.請學生剪下 0.6 張紙，將之與 1 張紙疊

合，藉以感覺小數數量大小。  

T：把 0.6 張紙和 1 張紙疊在一起，比比

看！0.6 張紙比 1 張紙大還是小呢？  

5. 請學生做出 1.6 張紙，並在學生動手

前，先藉由提問幫助學生思考 1.6 的 1

和 6 所表示數量大小為何。  

T：想想看，什麼叫做 1.6 張紙？1.6 張

紙的 1 和 6 分別和 1 張紙有什麼關係？  

6.比較 1.6 張紙與 1 張紙、2 張紙的大小，

藉以感覺小數所表示的數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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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把 1.6 張紙和 1 張紙、2 張紙放在一

起，比比看，哪一個比較大？哪一個比

較小？  

 

三、小數加減的教學  
在「學生的小數概念」一文可以發

現，學生若只熟記小數加減時要對齊小數

點的算則，卻不清楚背後的原理，一旦遇

到沒有小數點可以對齊的問題，便很容易

回歸到其所熟悉的整數直式計算方式，採

取向右對齊來解題。然而，也有另一類學

生甚至連對齊小數點的算則也不知道，即

使被減數和減數都有小數點，仍然以向右

對齊的方式來解題。由此可知，整數直式

算則對學生的影響也甚鉅。我們建議教師

應讓學生先操作具體物解題，並配合定位

板讓學生掌握計算過程中各數字所代表的

大小，以助其理解小數點對齊後再計算的

原因。最後教師還應點出，不同位數小數

加減計算為何不像整數般可以向右對齊來

計算的原因。讓學生知道兩數系在加減計

算上的相異處，以助其擺脫整數算則的影

響（如教學示例 6）。  

 

教學示例 6：強調小數點對齊的原因  

＊教學重點：教師布題：「小麗有 2.58 張

百格板，弟弟拿走 1.3 張後，小麗

還有幾張百格板？」，請學生先以直

式計算，了解學生具有的迷思概

念。再發給學生 10 張百格板、10

條橘色積木和 10 個白色積木供其

操作，以幫助學生了解小數點對齊

＊教學流程與關鍵問話：  

1.請學生試著以直式求解。教師進行行間

巡視，檢查學生是否有向右對齊的迷思

概念，並請有迷思概念的學生與答題正

確的學生發表想法。  

【學生可能解法】：  

迷思概念  

 

 

正確解法  

 

若學生未出現迷思概念，建議教師可呈

現解法一、二和四（此為研究論文中經

常指出的迷思概念）以引導學生關注小

數點對齊的原因。  

2.請學生利用百格板、橘色積木及白色積

木解題，並請學生說明解題想法，同時

確認剛剛發表的直式算法中，何者的答

案才是正確的。  

3.利用學生於黑板呈現的積木幫助學生連

結具體物操作與直式算法，並說明小數

點對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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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張百格板  

T：2.58 張百格板的「2」是指積木的哪

個部分？5 是指哪個部分，8 又是指哪個

部分？  

T：怎麼從 2.58 張百格板中拿走 1.3 張百

格板的？1.3 張百格板的「1」是指 1 張

百格板、1 條橘色積木還是 1 個百色積

木？「3」是指 1 張百格板、1 條橘色積

木還是 1 個百色積木？  

T：所以我們是從 2 張百格板中拿走 1 張

百格板，從 5 條橘色積木中拿走 3 條橘

色積木。那麼 2.58-1.3，是誰要減 1？誰

要減 3 呢？（若學生有提出解法三或五，

教師可先追問學生小數點要點在哪裡，

再繼續以下問話）  

T：所以你們可不可以說說看這樣的算法

為什麼不對（此算法可為解法一、二或

四）？這樣的算法（指解法六）為什麼

對？  

T：像這樣（指著解法六）將同樣單位的

數對齊來計算，有什麼好處？有比較好

算嗎？  

T：在小數中，小數點分隔整數部分和不

到 1 的部分，因此要對齊同樣單位的數

字，只要把小數點對齊就可以囉！但要

注意喔！小數點左右兩邊的數也要同樣

單 位 對 同 樣 單 位 喔 ! 像 這 樣 （ 指 解 法

四），雖然小數點對齊了，但是把 3 對齊

8 是不對的喔 ! 

4.利用定位板輔助說明。  

T：對齊同樣單位的數是很重要的喔！我

們可以像整數加減計算一樣，請定位板

幫忙。  

T：2.58 在定位板怎麼記？1.3 在定位板

怎麼記 ?兩數相減可以記成這樣（如下

圖）。  

 

5.強調整數與小數加減算則的差異。  

T：請用直式算算看「258-13＝？」  

T：你能說說看，為什麼整數減法是向右

對齊來算，而小數減法不是呢? 

 

此外，我們建議教師應以沒有小數點

可對齊的加減法問題，如小數加減整數

等，來了解學生是否仍有向右對齊的錯誤

想法。倘若學生仍以向右對齊策略解題，

教師可讓學生操作具體物解題，並對照操

作所得的結果與使用向右對齊策略所得答

案，進而發現此策略是錯誤的（如教學示

例 7）。透過這樣的對照過程，以加深學生

小數計算時向右對齊策略是錯誤的印象。  

 

 

 

橘色積木百格板  白色

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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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 7：凸顯向右對齊策略是錯誤的  

＊教學重點：教師布題：「小葵吃了 0.3 個

披薩，小新吃了 2 個披薩，他們共

吃了幾個披薩？」，先請學生以直式

解題並發表解題想法。最後發給學

生 3 個披薩與 10 片披薩（1 片代表

0.1 個披薩），供其操作。  

＊教學流程與關鍵問話：  

1.請學生用直式解題，教師進行行間巡

視，檢查是否有以向右對齊策略解題的

學生，並請其發表想法。  

【學生使用向右對齊策略的解法】：  

 
2.請學生操作披薩圖片解題，並討論向右

對齊策略所得答案的不合理性。  

T：從你拿的披薩圖來看，小葵和小新共

吃了幾個披薩呢？  

T：如果用這樣的算法（指向右對齊策

略），小葵和小新共吃了幾個披薩呢？

T：0.5 個披薩要怎麼表示呢？比 1 個多，

還是少？  

T：0.5 個披薩和你剛剛操作披薩圖得出

的答案有一樣多嗎？  

3.總結學生的想法，配合披薩圖片，強調

直式中的 2 是指 2 個披薩，0.3 的 3 是指

3 個 0.1 個披薩，不能將 2 對齊 3 後相加。

T：0.3 是指 3 個什麼？2 是指 2 個什麼？

可以把 2 和 3 加起來嗎？  

 

參、結語  

本文針對小數教學的理念提出一些

教學活動，整體而言，在小數意義的教學

方面，教師可以使用正例 (提供多元的情境 )

與非例（提供非十等分的圖形）來強調小

數十等分的內涵，也可藉由拉鍊表徵或做

小數的活動來培養學生對小數的量感。在

布題時，教師則可呈現多個大單位，而每

個大單位又內含十個小單位的情境使學生

能分辨單位量。此外，在連結小數符號與

圖形表徵時，教師也應特別強調小數點分

隔整數與非整數部分的功用以及小數點兩

邊數量大小與大小單位間的關係。在小數

加減的教學方面，教師可讓學生操作具體

物解題，強調小數點的功能，並搭配定位

板幫助學生理解直式算則的原理。本文雖

舉一位小數為例，但仍可將上述教學活動

略加變化應用在二位和三位小數的教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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