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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學生在數學課室中反思技能的表現

陳玉珊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

壹、前言

筆者長期擔任國小高年級導師，至今已有 20 餘年，每每在接手一個新班級(五年級)

時，總是會習慣性在剛開學時先問全班：「你們最喜歡哪一科呀?」，學生的回答不外乎就

是「電腦、體育、美勞、音樂…」，偶爾會有少數幾位同學回答：「社會、自然、國語」，

然而就是不會出現「數學」這個答案，彷彿這個科目早已銷聲匿跡了；但若是反問學生：

「你們最不喜歡(or 最害怕)哪一科?」，這時候回答「數學」的聲量卻又總是遙遙領先其

它科目，甚至年年奪冠且屢試不爽，探究原因，學生表示：「數學要不斷地算、算、算!還

要寫一堆評量…超討厭的!!!」、「數學要背一堆的公式，超級無聊的!!!!」、「數學超難的，

老師上課我都聽不懂、題目也都不會算…」，這些話聽在筆者耳裡，心裡著實難受。

另一方面，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在 2015 年發布「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

趨勢調查」（TIMSS）結果，台灣學生整體教育成就名列前茅，但在學習興趣、學習自信心

和學習評價卻吊車尾。台灣學生對數學或科學的學習興趣、自信都低於國際平均 (天下雜

誌，2016)。由此可知，在教學現場，對大多數的學生來說，「數學」就是他們的夢靨，既

不感興趣又最害怕，更有不少學生因害怕數學而逃避它。

想要在數學這一科獲得高分，最快速、最簡便的方法就是用背誦公式或口訣的方法來

學數學，靠著不斷演算參考書與考卷上的題目來磨練自己解題的技巧與速度，雖然我們都

清楚在國中小學階段，採用這樣的做法獲得高分確實不難，但正因為如此，才會導致現在

仍有很多的家長和學生都深信學數學只要熟背公式，再大量熟練題目即可。綜括上述種種

教學現況，筆者不斷思索著，身處在第一線的教師，可以怎麼做，才能讓我們的學生不再

那麼討厭、害怕數學呢?

筆者發現，台灣現行課程大多將重心聚焦在知識層面的學習，缺少讓學生有進行自我

反思的機會。因此，筆者心想著，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倘若也同時提供學生有自我反思

與統整的機會，學生是否就比較能夠更清楚知道為何要學數學呢?基於這樣的一個念想，

筆者參與了台師大數學教育中心的「數學易思計畫：21 世紀思考技能―反思」，嘗試這學

年(111 學年度)在自己任教的班級裡進行學生的課程反思，除了可以更進一步瞭解學生的

數學學習狀況，亦可檢視筆者自身的數學教學專業是否也能與時俱進。

結果顯示，學生不論是在認知層面，或是情意層面的反思能力都有明顯的進步。本文



科學教育月刊 第 472 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 42 -

將與大家一同分享他們在數學學習上的成長，期盼能為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注入新能

量，讓我們的學生不再排斥數學、逃避數學，且都有機會經驗「有趣，有感，有自己想法，

有機會表達，遇到問題習慣用數學角度去看，用數學跟世界互動」。

貳、相關文獻

古有明訓「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從認知的觀點，「反思」是將經驗加以分

析、整理、歸納，從中萃取其意義以及形成新意義的心理活動（饒見維，1996）。所有的反

思，都是在得到經驗之後，經過檢討與批判活動後的回饋思考，是個人從經驗中獲得成長

的重要關鍵。

Dewey 曾說過：「人從經驗中學到的，不如從反思中學到的多」（Gore，1987），可見反

思對成長的重要性。反思的本質是有目的性的心智慎思活動，旨在發現既定的情境下，缺

乏了什麼，應做何種改善與修正（陳美玉，1999）。Dewey（1930）認為反思是針對一個人

獨自經由自己的知識和信念，面對他的行動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是一種個人獨自完成的反

思，亦可稱它為「對行動的自我性反思」。但從 1983 年 Schön 對於實證主義下技術取向之

認識論的批判，以及專業內容的分析澄清之後，反思便逐漸成為專業的重要內涵之ㄧ，

Schön 將反思與專業發展和專業實踐緊密地連結在一起。Schön 認為經由反思，實踐者可

以做出外顯知識和內隱知識，這種知識可以幫助實踐者對他們所做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專

業。Schön（1983）認為在行動中的知（knowing-in-action）和行動反思（reflection-on-action）

這兩種行動都需要反思。Schön（1983）更進一步將行動反思區分為兩種形態，亦即「對行

動的反思（reflection on action）」以及「在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 in action）」。

Denny（1998）則對 Dewey（1930）和 Schön（1983）兩人的反思模式做一比較。如圖

1 所示。

李源順和林福來（2003）認為一個人在社會脈絡中和其他人士面對其行動進行溝通時，

也會促使他利用他人的經驗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是在社會中，經過眾人討論而合力完成的

反思，所以稱為「對行動的社會性反思」。李源順利用 Dewey(1993) 比較有層次性的反思

理論，界定出反思的三元素，如下表 1。

表 1：反思三元素 (李源順修改自 Dewey，1993)

內涵 說明

事件描述 對事件(認知、情感、行為)歷程的見證，包括整個歷程的回想描述

詮釋了解 對事件的詮釋，和概念了解的回想

批判鑑賞 對事件的深度、多元評量與情意的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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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Dewey（1930）和 Schön（1983）兩人的反思模式（引自 Denny，1998）

參、學生的反思實踐

這是筆者第一次嘗試讓學生進行數學課程反思，學生之前也未曾有過類似的課堂活動，

為了能夠蒐集到較完整的資料來瞭解學生在數學課堂上的反思樣貌，筆者將反思的內涵聚

焦在教學後的課程統整，透過「數學單元統整單」來呈現學生學習後的反思內涵，其目的

亦在引動學生的反思習性。

筆者這一年擔任六年級導師，任職的學校六年級數學教科書是選用南一版，本文以六

上、六下這兩冊的單元內容為例，呈現學生在自我反思能力上的提升。其中第一部份聚焦

在認知的反思評量；第二部份則主要聚焦在與數學內涵連結的情意反思，因為情意對數學

學習也非常重要，當學生養成課程統整或者教學後反思的習性，學生也會在教學過程中隨

時展現高層次的反思能力。第一版的「數學單元統整單」題目共有三題，如下：

題目 1：你學到什麼?

題目 2：用什麼方法學的?

題目 3：這個單元和以前的單元，哪個地方一樣?哪個地方不一樣? 或者你發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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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表現：六上第四單元「比與比值」

筆者是從六上第四單元「比與比值」開始進行學生的課程反思，因此學生在第一次書

寫「數學單元統整單」時，筆者並沒有做(說)任何事前的引導，而是讓學生能夠「完全自

由發揮」，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呈現真實的自我學習成效，一旦過分依賴老師的

引導，反而容易侷限了自己的思維模式。礙於篇幅有限，本文只列出幾位同學的反思回饋，

並根據不同學生的表現來進行全班整體性的描述。學生的回饋，如下。

(一)認知層面

題目 1：你學到什麼?

S6：比跟比值的關係。

S11：我學到了比和比值的應用 (怎麼算 )。

S20：學到比和比值的計算方法，與比和比值計算過程能怎麼寫。

S24：我學到了比和比值的關係，還有比值是怎麼來的?

題目 2：用什麼方法學的?

S4：我是用課堂上的七巧板去學習的

S12：利用教具和同學討論解法

S13：我是靠講義和評量背出來的。

S23：運用生活上或課本內、或其他的方法思考，或通過上網查詢，或跟同組的同

學去討論去了解。

題目 3：這個單元和以前的單元，哪個地方一樣?哪個地方不一樣?或者你發現什麼?

S14：我發現學的東西更多，且難度有在增加。

S18：比起以前的單元，我覺得比和比值更可以把兩者之間的大小表示出來。

S19：上完這個單元，我發現只靠安親班是不夠的。

從上述學生的回答，不難發現，在認知的部分，題目 1「你學到什麼?」，班上大多數

學生都是無法具體的陳述自己究竟學到了哪些「比與比值」的數學知識，好比 S11 雖然提

到：「我學到了比和比值的應用(怎麼算)」，S24：「我學到了比和比值的關係，還有比值是

怎麼來的?」，但 S11 究竟是學到了哪些的應用，以及 S24 也並沒有將比值的推導過程清楚

地描述出來，旁人無法從現有的資料得知學生是否真的有學到相關的數學概念(知識)。題

目 2「用什麼方法學的?」這一道題目其實是希望學生能回答「解題策略」，但學生所回答

的「七巧板」、「利用教具」、「和同學討論」、「靠講義背出來」卻是偏向所謂的「教具 or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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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同樣旁人亦無法從學生的回答得知他們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策略習得數學概念(知

識)。題目 3，相較於前兩題是比較有難度的，班上學生幾乎都是空白沒寫，即便有寫的同

學，也都不是聚焦在數學新舊概念上的連結。筆者探究原因，一半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因

為不知道要寫什麼」、「以前學的都忘了，所以想不出有哪些單元會跟它一樣…」。

筆者推論上述現象可能的原因，學生以前從未有過類似這樣的反思經驗，所以自然而

然也就不清楚該怎麼寫這類型的開放性題目。依據反思三元素(參閱表 1)，筆者認為學生

在認知層面上的初始反思表現，不論是「事件描述」、「詮釋了解」和「批判鑑賞」上，幾

乎還沒有學生是有符合相關內涵的。

(二)情意層面

題目 1：你學到什麼?

全班幾乎沒有人寫到有關情意的部分。

題目 2：用什麼方法學的?

圖 2：S8 的反思回饋

題目 3：這個單元和以前的單元，哪個地方一樣?哪個地方不一樣?或者你發現什麼?

S20：現在的單元比以前難很多，雖然可能都是教過的，只是變得更難。

這三道題目的設計，筆者認為都是比較偏向「認知」反思的部分，因此班上大多數學

生所描述的內容也真的很少涉及到情意的層面。只有少數一兩位同學免強有提到，例如：

S8 提到「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學『比與比值』………還用七巧板中的板塊來讓我們了解

『誰比誰』，也因為這樣讓我印象更深刻」(如圖 2)。此時 S8 能夠簡單陳述，是透過七巧

板的方式來學「比與比值」的概念，這方法讓他印象深刻，然而所謂「讓他印象深刻」，

究竟是指用七巧板這個「操作」活動讓他印象深刻?還是指用七巧板讓他「了解」比與比

值的概念而讓他印象深刻?筆者尚無法確切得知。學生 S20 的回答「比以前難很多」、「變

得更難」，但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難法，依舊不得而知。從學生們的回饋不難發現，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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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中我們台灣學生確實普遍存在「低學習興趣、低信心」的現象。

依據反思三元素(參閱表 1)，筆者認為學生在情意層面上的初始反思表現，只有一兩

位學生免強算是有符合「事件描述」中對事件(情感)歷程的回想描述。

二、前期表現：六上第七單元「正比」

有了第一次的課程反思教學經驗之後，筆者發現學生無法掌握到這三道題目的內涵，

因此在進行第二次「數學單元統整單」(六上第七單元「正比」)的撰寫時，筆者決定開始

介入口頭的引導，希望引導學生可以更聚焦在數學概念的內涵上，並建議可以用舉例的方

式進行說明，例如：「可以寫出讓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你是用什麼樣的方法，把老

師講的東西給弄懂的?」、「對於新的單元，回想曾經有沒有學過類似的?」、「可以舉一個數

學例子，來補充說明…」。學生的回饋如下：

(一)認知層面

題目 1：你學到什麼?

圖 3：S4 的反思回饋

圖 4：S8 的反思回饋

圖 5：S18 的反思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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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圖 3~圖 5，比起第一次的反思回饋，學生們這一次的回答已經有比較聚焦在數

學概念上了，「成正比的比值相同(固定)…」、「同時放大和縮小，倍數要一樣」，而且也逐

步能夠將先前較為空泛的「感受」透過「舉一個數學例子」讓它具體化，「1 個餅乾 10 元，

2 個餅乾 20 元，比值是 10，成正比」，可看得出學生們已理解了正比的核心概念，顯示學

生此時已具備了「詮釋了解」中對事件的詮釋，和概念了解的回想。

題目 2：用什麼方法學的?

圖 6：S15 反思回饋

圖 7：S24 的反思回饋

根據上圖 6~圖 7，S15 寫道「老師先請我們想看看正比的『正』意思是什麼，再來『回

想』以前教過的比是什麼意思…」，S24 提到「先讓我們『回想』比是兩數量之間的關係…

周長和邊長是成正比…用掉的錢和和剩下的錢，不成正比」，從 S15 和 S24 的回答可知，

學生們能夠清楚陳述是透過「回想」的解題策略來學習正比的概念，顯示此時學生已具備

了「詮釋了解」中，對曾經學過的內容進行回想，且能發現共同點，相異點，進行概念性

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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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3：這個單元和以前的單元，哪個地方一樣?哪個地方不一樣?或者你發現什麼?

圖 8：S21 反思回饋

圖 9：S22 反思回饋

上圖 8、圖 9，S21、S22 的回答亦是能夠透過「舉一個數學例子」讓抽象的數學概念

更加具體化；雙方同時也都提到：「成正比的圖形，會是一種相似圖形…」，顯示學生具備

了「詮釋了解」的層次，以學過的內容為主，且能發現共同點，相異點，進行概念性的詮

釋。筆者認為學生此次對於題目 3 的表現，比起第一次幾乎全班空白，從「事件描述」到

「詮釋了解」，再再顯示學生在認知的層面上的「反思技能」確實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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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意層面

題目 1：你學到什麼?

這一題題目的設計，筆者認為是比較偏向「認知」反思的部分，因此班上大多數學生

所描述的內容也真的很少涉及到情意的層面。

題目 2：用什麼方法學的?

圖 10：S16 反思回饋

圖 11：S22 反思回饋

從上述學生的回答(如圖 10、圖 11)，不難發現，在情意的部分，S16 提到：「老師上

課時會幫我們統整歸納重點並抄筆記…除了複習，也能看出我抄筆記這方面的進步…更能

顯示數學是『融會貫通』…我不懂的地方也會問老師並找爸爸『問為什麼』，的確花時間，

不過那並不是『浪費時間』，是為了能讓自己把基礎打穩…」，從 S16 的陳述，可知該生很

清楚學習數學是需要『融會貫通』，甚至是需要花大量時間的，這過程都是打穩基礎不可

或缺的必經過程。另一位 S22 則寫道：「…透過實際動手操作得知更多細節，會比用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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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表示 S22 能夠親自動手做數學，那麼學習的印象才會深刻、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

依據反思三元素(參閱表 1)，筆者認為學生此時情意層面上的反思表現，相較於第一次的

反思表現，已初步符合了「批判鑑賞」中對學習的深度及情意有一個初步簡單的批判。

題目 3：這個單元和以前的單元，哪個地方一樣?哪個地方不一樣?或者你發現什麼?

圖 12：S16 的反思回饋

這一題，班上大多數的學生第一次寫統整單時，幾乎都是空白沒寫，因為鮮少和之前

學過的單元進行聯想；第二次，同學們已經越來越可以將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透過文字，

將其清楚的描述出來，S16 寫道：「老師的教學方式很獨特，都能讓我耳目一新…甚至每堂

課都能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開頭，使我驚喜萬分，因此我總會期待著、等著每堂數學課的

到來……原來數學這麼好玩，所以我更願意去接觸數學，不斷的嘗試錯誤、發現，老師也

經常鼓勵我們多思考，所以現在同學問我擅長的科目是什麼，我才能自信的回答：『數學』!」

(如圖 12)。

從學生的回饋中可以得知，S16 發現「正比」的內涵其實和之前第四單元的「比」很

像，但兩者之間仍存在不一樣的地方，畢竟「正比」比多了一個「正」字，在探討「正」

字過程中，由於導師(筆者)採用了與以往不同的教學策略，因此讓學生對於「正比」的探

究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樂趣，慢慢地讓學生開始產生了對數學學習的興趣，進而產生的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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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此時的學生已具備了「批判鑑賞」的層次，她不僅破除了以往對學習數學

的負面情感(覺得三四年級的數學很無聊)，甚至也能藉由對數學學習的過程中更進一步去

瞭解自我、建立自信。

三、「數學單元統整單」設計的再思考

經過同學們在撰寫六上第四單元「比與比值」和第七單元「正比」統整單的表現，雖

然學生的表現已有進步，但筆者發現原本統整單那三道題目的敘述，對於中低成就的學生

來說是比較難理解的，所以在書寫上仍還是會出現「我學到了比和比值的概念」、「我學到

了正比的關係」、「我學到了理解正比的方式」…等，並沒有聚焦在數學內容上，為了能夠

更清楚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筆者便和社群夥伴們一同商討，與此同時也參考了學生給予

的意見，決定將這三道題目的敘述進行調整，形成第二版數學單元統整單，題目改寫後如

下：

題目 1：這單元你用到了哪些概念?請試著舉例寫出來。

題目 2：你為什麼會用這些概念?是怎麼想到的?請詳細寫出來。

題目 3：這個單元和以前的單元，有哪些地方用到一樣的呢？或是你發現了什麼特

別的地方？請你詳細寫出來。

四、後期表現：六下第三單元「基準量和比較量」

由於「數學單元統整單」進行了改版，因此下學期的課程反思教學，皆改用第二版「數

學單元統整單」來進行撰寫。因篇幅有限，所以下學期學生的反思回饋，就以第三單元「基

準量和比較量」為例，學生的回饋如下：

(一)認知層面

題目 1：這單元你用到了哪些概念?請試著舉例寫出來。

圖 13：S9 的反思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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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S15 的反思回饋

圖 15：S16 的反思回饋

題目 2：你為什麼會用這些概念?是怎麼想到的?請詳細寫出來。

圖 16：S3 的反思回饋

圖 17：S19 的反思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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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S22 的反思回饋

根據上圖 13~圖 18，不難看出，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願意寫反思回饋，內容也越寫越多，

而且幾乎都能夠聚焦在數學概念上了，例如：「基準量是當作 1 倍的量…」、「基準量不一

定是最小的量、比較量不一定是最大的量」、「必須根據題目的問法，來決定誰當作 1倍…」、

「前項÷後項=比值、比較量÷基準量=比值…」，學生不僅已能夠理解「基準量與比較量」

的核心概念，也能夠將該單元的概念與其他單元的概念進行簡單的整合，再再顯示班上學

生在認知的層面上的「反思技能」又有更大幅度的進步。

(二)情意層面

題目 3：這個單元和以前的單元，有哪些地方用到一樣的呢？或是你發現了什麼特

別的地方？請你詳細寫出來。

圖 19：S2 的反思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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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S24 的反思回饋

這一題，筆者認為是三題當中最具難度的一題，經過一個學期的訓練，空白完全沒寫

的學生已屈指可數，相關的數學概念也越寫越多、越寫越深入；不僅如此，學生已經越來

越可以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將自己產生學習上的迷思概念，透過文字的描述再次釐清與

爬梳，S2 寫道：「我覺得我對比有很大的不了解，假如 red：blue=1：2，blue=red×2，但

我一開始以為 red：blue=2：1，但後來我發覺我錯了，我的基地還沒打好」(如圖 19)。

S2 一開始將「1 個小藍的面積大小=2 個小紅的面積大小」，寫成 red：blue=2：1，S2

產生這個迷思概念，筆者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受課本例子的影響所致，因為課本所舉

的例子，都是用比來描述「兌換個數」的關係，但此處的式子 red：blue 指的卻是「面積

大小」的關係，而「面積大小」與「個數」恰巧是兩個相反的概念。經過課堂的釐清，S2

才終於察覺到自己的錯誤，並且也體認到自己尚有不足的地方。

另外，S24 寫道：「一開始，我是先想著我要跟別人不一樣……..我自己也發現自己畫

的不僅不能讓人一目了然，甚至還畫錯了!我畫的方法是透過計算才畫出來的，並不是在

畫圖的中可以直接知道答案的，所以我下次必須要好好注意。」數學是解決問題的工具，

數學是一種語言，因此數學有兩大特色，一是由繁化簡、一目了然，二是找關係、找規律，

因此數學的答案，理應在推導的過程中，就可以發現到答案，但由於臺灣數學教育依舊著

重在低層次計算能力與解題，因此學生也就會習慣先計算出正確的答案之後再來畫圖，這

樣的解題順序其實是不利學生的認知發展。經過老師課堂上的提醒，S24 也察覺到自己的

盲點。

由於導師(筆者)採用了與以往不同的教學活動(策略)，因此讓學生對於「基準量與比

較量」的探究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認知衝突，再慢慢地讓學生產生對數學學習的自我省思

與批判，藉以引動學生的反思習性。筆者認為，此時的學生已具備了「批判鑑賞」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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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從「事件描述」到「詮釋了解」，甚至是「批判鑑賞」，都再再顯示，讓學生進行自我

課程反思有其必要，亦可培養學生自我監控的能力，那麼不論在「認知的層面」或是「情

意的層面」上，都能有進步。筆者認為，唯有當我們的學生都不再那麼排斥數學，才有可

能有機會去經驗「有趣，有感，有自己想法，有機會表達，遇到問題習慣用數學角度去看，

用數學跟世界互動」。

學生要能夠有好的反思能力，老師的教學亦是重要關鍵，因為教育活動不是單純的認

知性活動，而是包含著社會文化和倫理因素等在內的綜合性實踐活動。教師要想在複雜多

變的教育實踐中應付自如，不但要具備寬厚的專業基礎知識，掌握相應的教學技能和技巧，

還要能夠從學生的反思去檢視自己對教學過程進行不斷的反思，從而找到走進學生心理、

與學生平等對話的路徑。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作為學生學習的引導者，應鼓勵其自主探索、自主發現、自

主發展。每個學生都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個體，既有不同的個性，也存在個體差異，每個奇

思妙想無不出自於個體的靈光一閃。讓學生真正參與到教學當中，親自體驗知識的生成過

程，課堂才不會平淡，才顯得繽紛光彩，學習才真正成為學生的需要，或許才能真正改善

我們的學生「高成就、低興趣、低信心」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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