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4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打造一個愛思考愛數學的數學想想基地 
主  持  人：薛文哲 E-mail：wenche1115@gmail.com 
共同主持人：林欣儒 
執 行 單 位：宜蘭縣員山鄉員山國民小學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1) 數學想想假日學校：104 年秋季學校、105 年春季學校共兩季 
  (2) 數學想想園遊會：104 年秋季、105 年春季共兩場 
  (3) 數學想想師資培訓：配合 104 年秋季學校辦理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 
(1) 數學想想假日學校：校內外 1~4 年級學生 

  (2) 數學想想園遊會：校內外學生、家長 
  (3) 數學想想師資培訓：校內外老師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 
(1) 數學想想假日學校：104 年秋季學校 44 位學生、105 年春季學校 

40 位學生 
  (2) 數學想想園遊會：兩場親師生各 100 名，合計 200 位 
  (3) 數學想想師資培訓：27 名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10 人 

7.辦理/執行成效：  
    本校從 100~102 學年連續申辦科教計劃，發展「課程-學生-社區-
打造一個愛思考愛科學的社區」。帶著三~六年級的孩子學習思考科



 

學，並讓孩子帶著親師生一起來玩科學、學科學。 
    103 學年我們把這份感動繼續傳遞下去，並往下紮根到一二年級

的孩子。104 學年我們進一步的計畫把假日學校發展到三四年級，在

教學活動中，大量的鼓勵孩子進行猜想、反駁、嘗試、修正、發表與

討論，打開孩子寬廣的學習世界。也開辦師資培訓，提供校內外勇於

追求教學創新的老師一個改變的機會。 

二、計畫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運用一個已發展的數學教育課程，培養

學生的思考、探索及數學能力，發展教師的教學方法。具體的目標為： 

(一) 這套數學教育課程，能培養學生的思考、探索能力。 

(二) 這套數學教育課程，能讓孩子喜愛數學。 

(三) 發展出不一樣的數學教學方法。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本研究對象為本校一～四年級對數學有興趣的學生。 

    (二) 研究時間 自 2015 年 8 月～2016 年 7 月。 

    (三) 研究流程 

  本研究實施流程，首先是就已發展出的數學課程進行實證研究，

以獲得對課程更深一層的瞭解與教學方法的啟示。第二是擬定行動計

畫，共擬定了兩個次計畫。第三是實施行動計畫並觀察結果，並同時

蒐集資料與紀錄研究過程，以便檢討與修正行動計畫。在檢討與修正

行動計畫時，若有問題，便再回到行動計畫之始，重新規畫行動內容，

然後再實施、再觀察結果，形成一個循環的行動迴圈，直到研究者覺

得目的達成為止。最後，再透過實作評量、問卷、觀察、訪談、省思

札記等方法，對本行動研究進行成效評估，並提出個人的結論與省思。 

    (四)行動計畫與策略 
    在規劃行動計畫與策略後，經價值性、省思性與可行性的判斷與抉擇

後，確認了本行動研究三個次計畫及其策略，其內容分述如下： 

1.行動計畫一：辦理「數學想想假日學校」進行這套數學教育課程，培養

學生的創造思考、探索研究能力。包括二個實施策略，「數學想想課程」、



 

「數學團體課程」，其內容說明如下： 

（1） 數學想想課程─規畫開設一～四年級於 9~1 月，3~6 月規畫 16

次，每次 2 節，共 32 節，四班共 128 節的數學想想課程。目地在

深化學習數學的樂趣，並提升數學創意思考能力。課程如附件。 

（2） 數學團體課程─於每次課程的第三節規畫設計該單元的團體活

動，目地在活化學習數學的樂趣，讓孩子不懼怕數學學習，更進

而喜愛數學。每班 16 次，每次 1 節，共 16 節，四班共 64 節。 

2.行動計畫二：辦理「數學想想園遊會」，培養學生發展表達數學的能力，

並以數學為媒材散播愛思考的種子於全校師生。 

（1） 「以孩子為主體，課程為素材」-老師帶領 3 個孩子為一組，以就

所學的數學概念，討論設計一個闖關活動。 

（2） 辦理「數學想想園遊會」-於 105 年 1 及 6 月，辦理一場全校親師

生的數學教育活動。目地在闖關過程中，讓孩子有機會再次整理

內化自己的學習。並傳遞愛思考、愛數學的種子於全校師生。 

3.行動計畫三：辦理「數學想想師資培訓」，結合數學想想假日學校，以專

題教學方法講授、實務教學演示、觀察、研討、演練及再研討方式進行。

透過持續精進內容及聚焦方向，激勵教師經由自我覺知、不斷精研發展，

持續專業成長以建立教師專業。 

週次 研習主題 內容 

1 研習：數學想想怎麼讀？ 
加強精讀的能力，演練「為什麼是…而不是…」的提
問法。 

2 看課 1 數想假日學校看課，課後研討。 

3 研習：我們在追求什麼？ 
反思教學的目標，教小孩具體思考和獨立思考的必
要；藉數想的例子，掌握孩子從數學所能鍛鍊的一些
思考方法。 

4 看課 2 數想假日學校看課，課後研討。 

5 
研習：對話式教學怎麼進
行？ 

從課文中提取核心問題，進行對話式教學的沙盤推
演，以及練習解決對話困難的兩種手法。 

6 試教 1 數想假日學校試教，試教後研討。 

7 試教 2 數想假日學校試教，試教後研討。 

8 參與成果發表會闖關準備 
參與協助數想假日學校學生，做成果發表會闖關準
備。 

9 參與成果發表會 參加數想假日學校成果發表會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選擇應用觀察法、問卷調查法及

訪談法，以及研究者的省思札記等方法，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以獲知行

動方案對學生深化喜愛數學及培養數學思考的成效。 

   (六)研究工具 

    配合本研究所需蒐集的資料而設計的工具，包括：「上課紀錄表」、

「學生學習讚美卡」、「省思札記紀錄表」。 

   (七)資料蒐集與處理 

    經由觀察、問卷調查、訪談學生與研究者的省思所獲得的資料，可

分為量化與質性資料，並依資料的的不同性質分別處理。 

 

四、研究成果 

(一) 數學想想課程，能培養學生的思考、探索能力。 
 能將所學加以應

用發展並教導別

人。 

能將所學以簡單

易懂之方式教導

別人。 

能將所學簡單講

解並實際操作給

別人看。 

能精熟所學，且

了解原理。 

達成 60% 70% 90% 85% 
達成但可以更好 30% 30% 10% 15% 
部分達成 10% 0% 0% 0% 

(二) 數學想想課程，能讓孩子喜愛數學。 

1. 104 年秋季學校招收 44 位學生，105 年春季學校 40 位學生，延

續比率 91%。 

2. 兩場數學園遊會中，孩子們從備關、佈關、解說、引導，展現

出孩子傳遞出學習數學的熱情。 

(三) 教師能發展出不一樣的數學教學方法。 

  教學團隊 2015 年受邀到政治大學「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師資培

訓」、東華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宜蘭聖母醫護專校「改進教學

研討會」、台南市國教輔導團、基隆市實驗教育工作坊分享教學方

法。2016 年受邀至第二屆台灣實驗教育論壇發表。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本計畫在增進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提升數學素養、拓展數學

視野、提供弱勢家庭學生學習數學的機會等短期目標，皆達到預定的

目標。然而本研究意圖將數學的種子散播於親師生，而辦理數學園遊

會和師資培訓，均獲得熱烈迴響。 

    也已申辦 105 學年計畫，對象向上到五年級學生，期盼能獲得通

過，讓孩子持續開展孩子多元的思維，追究真理的熱枕難以遏止。也

開辦家長班，讓社區家長有體驗不一樣的數學學習經驗，發現數學學

習的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