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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對分數數線有錯誤想法的國小六年級學童，設計分數數線補救教學活 

動，並探討實施活動之成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第一位作者）任教學校的三 

位六年級學生。在補救教學前，先對研究對象實施分數數線前測，並以個別晤談的方式 

瞭解學生的錯誤想法。在教學後對研究對象實施分數數線後測，並進行晤談，以瞭解三 

位研究對象錯誤想法的改變情形及補救教學成效。研究結果如下： 

一、補救教學前，三位研究對象在分數數線的錯誤類型有：將數線全長當

作一個單位、受單位等分段數的影響、受小數概念的影響、受分子和

分母數字的影響、以及將數線上的刻度線當作等分段等五項。 

二、本研究之補救教學活動共設計四個單元。在四個單元的教學歷程中，

透過改變數線上的單位數來改正學生「將數線全長當作一個單位」；

藉著將數線上單位間的等分段改變為分母的因數和倍數，來改正學生

「受單位等分段數的影響」；透過動手畫數線，並討論如何在數線單

位間做正確地等分，來改正學生「受小數概念的影響」及「將數線上

的刻度線當作等分段」；透過在數線上序數分數，並強調數線上的整

數參考點，來改正學生「受分子和分母數字的影響」。 

三、接受分數數線補救教學後，三位研究對象原有的錯誤想法皆有明顯地

轉變。三位研究對象在前測的平均答對率不到五成，而後測的答對率

在九成以上，顯示本補救教學活動有明顯之成效。 

關鍵詞：分數、數線模式、國小六年級、補救教學 

 

 

 

 

 

 



壹、研究動機和目的  

「有理數」是小學的核心課程之一，也是小學數學教育中最有挑戰性的教學主題（教育部，

2003）。有理數中，分數在國小數學教材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更是國、高中數學教材的基

礎，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分數的表徵中，數線（number line ）可說是較抽象，較難理解的。許多研究即指出，在

分數的諸多意義中，學生最不清楚分數是數線上的某一數值的意義（林碧珍，1990；Behr, Bright, 

＆ Post, 1988；Larson, 1980）。然而，從國內現行的國小教科書內容來看，分數的數線表示法

在教材中出現的次數相當少，顯見其並未受到重視。堪慮的是，數線在國中教材中卻佔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舉凡與「數」有關的概念，包括有理數與無理數，皆會藉由數線來做說明。學生

若未在小學畢業前經由數線了解分數是數的概念，在國中數概念學習的銜接上想必會有一些困

難。有鑑於此，研究者擬以在分數數線學習有困難的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補救教學研

究並探討其成效，期能提供教師進行分數數線教學之參考。 

貳、文獻探討 一、分

數的表徵系統  

表徵系統之所以在分數教學中被大量運用，這是因為分數的概念較整數來的抽象，而實物

和圖畫式的表徵系統被認為是較易使分數與符號規則連結。Behr,Lesh, Post 和Silver（1983）提出

五種不同的表徵類別：真實情境（real-worldsituation） 、具體操作物（manipulative models） 、

圖像（pictiure）、語言（spokensymbols）及書寫符號（writtensymbols） 。分數概念在這五種表

徵之間的關係如圖1 所示： 

 

 

圖1 表徵之交互關係圖（資料來源：Behr, Lesh, 
Post, & Silver, 1983, p.102）  



Behr, Lesh, Post 和Wachsmuth（1984 ）強調表徵間的轉換能力是影響學生數學學習、問題

解決及產生有意義學習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建立學生概念中各項表徵之間的連結對數學的學習

來說是很重要的。 

Kutz（1991 ）提出概念發展之三角關係，認為數學符號、數學語言與圖像表徵連結成 

一個三角關係，如圖2 所示（以
1

4 
為例）。Kutz 強調只有當學生能處理這三種關係之轉換，才

能對分數的概念有完整的瞭解。 

圖像表徵（以數線為例1/4）  

 
語言 

 符號（
4

1 

）（四分之一） 

圖2 分數概念發展之三角關係（資料來源：Kutz, 1991, p.194）  

這些學者對於分數概念的表徵有各自的看法，Behr 等人對於分數提出五種表徵類別的交互

關係，較為完整地呈現各種表徵之間的轉換關係。Kutz 則是以表徵的某一形式來與數學的語言

和符號作連結，是靜態圖像表徵。雖然Kutz 與Behr 等人所提出的五種表徵類別相比，較不能

完整呈現學童整個分數概念的發展，但本研究聚焦在分數數線上，是屬於靜態的圖像表徵之一，

研究的模式應是以學者Kutz 的三角關係作為本研究之教學發展的主要方向較為合適。 

二、數線表示法使用在分數之優點  

許多研究說明了將數線表示法使用在分數學習上的優點，茲說明如下： 

（一）數線比其他表示法更能清楚呈現「分數是數」的意義，能使學生瞭解整數、分數和

小數的數系關係（Behr ＆ Post,1988 ； Dicken, Brown, ＆ Gibson,1984； 

Larson,1987；Kieren,1976）。 

（二）數線比其他表示法更適合呈現大於1 的帶分數或假分數（林碧珍，1990； Dicken et 

al.,1984；Larson,1987）  

（三）利用數線可讓學童瞭解等值分數的意義，並建立分數大小及約估的數感能

力（Behr ＆ Post,1988；Kieren,1976； Kutz,1991；Vance,1992）。（四）

數線可以修正「部分/全體」所造成分數加法的危機（卜思，1987；Behr ＆  

Post,1988； Kutz,1991）。（五）數線可以說明分數的稠密性（Kieren,1976；

Vance,1992）。（六）數線可說明分數在各種度量之測量使用，例如長度、時間、重量等 

（Lou-chiosi,1984 。引自黃馨緯，1995）。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分數的數線表示方式能提供對帶分數、假分數、等值分數及分

數大小關係等較佳的解釋方式，可以補救「部分/全體」對分數運算所造成的困擾。更甚的是，

分數數線可以幫助學生瞭解「分數是數」的意義與分數的稠密性，還可以幫助學生將對數的理



解從整數系擴展到有理數數系。因此，培養學生適當地使用數線表示法來進行分數概念的學習

是不容置疑且刻不容緩的。 

三、學生在分數數線的錯誤類型  

根據文獻資料，茲將學童在分數數線的錯誤類型整理如下：（一）將數線全長當作一個單

位許多研究皆發現，學生在分數的數線表示法最容易受到「部分/全體」的操作概念 

影響，而將整條數線當成一個單位來處理（林碧珍，1990 ；楊壬孝，1988；Larson, 1980,  

1987）。Larson（1980）發現七年級學生在一個單位長的數線問題（例如  ，X 

表示多少？）答題情形明顯比在二個單位長的問題（例如  ，X 表示多少？） 

好。Behr 等人（1988 ）比較四、五年級學生在數線中一個單位長與二個單位長的「標分數」

的表現，一個單位長的表現亦明顯比二個單位長還要好。例如有一題「讀分數」的數線問題 

 ，有些學童會將全長分成9 等分，□ 位於第4 等分，所以出現
4

9 
的答案。 

（二）忽略數線上的參考點 

有些學生會將問題簡化到他有能力處理的情形，許多學者稱此現象為「簡化原

則」。Larson（1980 ）曾以1、2、3 三種不同的數線單位長，瞭解學生在分數數線

的概念，發現當數線長大於1 單位時，部分學生會忽略數線上的參考點，有自行改

變單位長度到他能處理的「簡化原則」，以找出分數的位置。例如有一題「讀分數」

的數線問題  ，有學生只考慮將0 到1 分為三等分，一等分就是
3

1 

，未考慮

參考點1，因此出現
1

3 
答案的錯誤類型。 

（三）受單位等分段數的影響 

當單位等分段數等於分母時，由於學生可以直接利用題目所提供的線索而找出正確答案，

研究顯示大多數學生多能正確解答此類題目（林碧珍，1990；Behr et al., 1983； Larson, 1987）。

當單位等分段數等於分母的因數或倍數時，Vance（1992 ）發現部分六 

年級學生在一單位分成六等分的數線找
3

2 

時，會把它標示在
6

2 

的位置上；而Behr 等 

人（1983）、林碧珍（1990 ）亦發現，當題目的線索與數線所提供的情境有出入時，學生常以

分子或分母為主，而忽略了要將單位間重新等分成與分母數字相同的等分段數。而當單位等分

段數與分母無關時，Behr 等人（1983）的研究發現，只有35％的四年級 

學生能將
2

4 
正確標在每一單位分成三等分的線段上。由於此類題型題目所給予的情境 

與分數的分母無關，最容易造成學生解題時的困惑（Behr et al., 1983；Behr et al., 1988）。（四）

受語言的影響 

國內學者楊壬孝（1988）發現學生在數線上表徵分數時，如
1

3 
，由於中文讀法是先 



念分母3 再念分子1（三分之一），學生最易將
3

1 

標在數線上3 後面的第1 小格處。而國外學者

Behr 等人（1988 ）也提出學生分數的讀法會影響分數之數線情境的表徵，如 
1 

，由於英文讀法是先念分子1 再念分母3（one-third），因此學生會受影響而將分數標 

3 示在數線上1 後面的第3 小格處。 

（五）受小數概念或十進位系統的

影響Vance（1992 ）發現學生會將

1
3

4 
表示在數線1.34 的地方。林碧珍

（1990 ）發現部1  

分高年級學生不管數線上有多少等分段，一律將數線上每一段當作
10 
或0.1 來處理。（六）受分

子或分母數字的影響Post（1981 ）發現，有些學生會將分數
2

1 

標示在數線1 和2 之間的任

一點上。楊壬 

孝（1988）、林碧珍（1990 ）發現有些學生將分數標在數線上時，只以分子作判斷，例如將
3

5 
的

3 標示在數線3 的位置，而不理會分母；有些學生則將分數中出現的數字全在 

數線上勾出，例如
5

3 

則在數線上的3 和5 打勾。（七）將數線上的刻度線當作等分段Behr 等人

（1988）發現，16％的五、六年級學生會以數線上的刻度線當作是等分 

段，如  ，有部分學生認為數線0-1 有四條刻度線，而無法接受數線上的

位 

置為分數
1

3 
。 

由上述文獻可知，學生在分數數線的錯誤類型有這七大項。因此教師在教學時，可針對這

些可能對分數數線有錯誤想法，而對分數數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進行補救教學。研究者也將根

據對分數數線有錯誤想法的學生，擬訂計畫，設計補救教學活動，加強學生在分數數線上的表

現。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選取方式，是從研究者任教之高雄市國小六年級學生，選取二個班級

共67 名學生進行分數數線前測試題的測驗，從試題的答題情形，並輔以訪談，挑選具有分數

數線錯誤想法的3 名學生來進行補救教學。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工具為自編之分數數線試題當作筆試試卷。筆試試卷分數數線試題，分為前測

和後測，兩份試卷之目標、題數、題型相同，但所標示之數字不同。 

（一）研究工具之內涵 

依據國內外文獻資料，整理出學童可能的分數數線錯誤想法及學習困難之處，同時亦針

對八十二年課程標準、九年一貫能力指標、各版本教科書及教師指引等，整理出有關學

童學習分數數線教材的教學重點。根據以上資料著手修訂編製分數數線試題。試題內容

分為基本型A 部分與進階型B 部分兩種。依照作答情形，分為「寫分數」（在數線上的

某一點寫上正確的分數）和「標分數」（在數線上用箭頭標出所給分數的位置）兩項，

其中A 部分包含「寫分數」（共5 題）和「標分數」（共9 題）兩項，而B 部分只包含

「標分數」（共6 題）一項。「數線上的單位數為1」指的是試題中的數線為0~1 之間，

由於此項無法使用在大於1 的分數，因此這部分在分數種類為帶分數和假分數中無 

相對應之題目；而「數線上的單位數為分母數值」指的是給定的分數若為
5

3 

，則試題中 

的數線為0~5 之間；而「數線單位內無等分段」不適用在寫分數這一項中，因此也無相對應

之題目。在B 部分中，研究者在數線上的單位數為1 和單位數為分母數值之單位內的等分段

作變化，等分段分別有分母的因數及倍數二種，目的是想測試學童是否有數線上之等值分數的

概念。由於在「寫分數」這一項，學童容易受視覺上數線之等分段的影響，無法達到研究者所

欲測試的目標，所以此部分無題目。 

茲將此分數數線試題A 部分與B 部分之內容分配整理如表1 和表2 所示：表1 

分數數線前、後測A 部分試題分配表 

類  數線上的單位數為1  數線上的單位數為分母數值 

別 
分數種類 

等分段為分母的數值 
等分段為分母的數

值 
無等分段 

  單位分數 一、1  一、5   

寫 小於1  真分數 一、3  一、4  ×  

分    

 帶分數   
數 大於1  

假分數 
×  一、2  ×  

  單位分數 二、1  二、8   

標 小於1  真分數 二、7  二、6  二、3  

分    

  帶分數  二、2  二、5  

數 大於1  假分數 ×  二、4  二、9  

 
表2 分數數線前、後測B 部分試題分配表 

數線上的單位數為1  數線上的單位數為分母數值 

類  

別 
分數種類 等分段為分 等分段為分母 等分段為分 等分段為分 



  母的因數 的倍數 母的因數 母的倍數 

 單位分數   

 小於1   5  1  6 2  

標  真分數    
分    

數 帶分數   

 大於1  ×  3  4  

 假分數   

 

（二）研究工具之信效度 

在效度方面，本研究先請3 位具有實務經驗之高年級教師，填寫專家意見調查表，依據

試題的類別及內容來檢核試題的合適性。經修改後，再請3 位數理教育研究所教授審閱，以達

成內容效度和專家效度。而在信度方面，對預試對象共121 名學童進行間隔一個禮拜的前、後

測驗。經SPSS10.0 統計分析結果，前測 Cronbach’s alpha 值為0.9271， 後測為0.9176 。前、

後測之相關係數為.871 ，已達到.01 的顯著水準，顯示前、後測二份試題有高度相關。 

三、資料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料可分成筆試測驗資料、訪談資料、補救教學資料三部份。分述如下： 

（一）筆試試卷資料：包括分數數線前測及後測兩份試題，將這兩份試題的答題情形結

果互相對照、比較，分析出學生教學前、後錯誤之處，深入探討出補救教學成功或未成功的關

鍵。 

（二）訪談資料：在訪談三名個案的過程中，均採錄影、錄音之方式來蒐集資料，事後

再轉譯成訪談原案，以作為分析研究對象分數數線錯誤概念之形成原因及是否改變的判斷依

據。 

（三）補救教學資料：包含教學觀察錄影帶、對話錄音帶、配合教學活動的學習單、學

生學習日記及教學反省記錄單。 

四、本研究之實施流程  

茲將本研究之詳細實施流程如圖3 所示： 

進行文獻探討 



 

編製分數數線筆試試卷 

撰寫報告 

圖3 本研究實施流程圖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補救教學前學

童在分數數線之表現  

三位補救教學對象未進行分數數線補救教學前，分數數線試題前測的答題結果如表3 所

示： 

表3 補救教學前分數數線試題前測學童答題情形 



題型   A 部分寫分數     A 部分標分數     

 

題

號 

A 
一、1  

A 
一、2 

A 
一、3  

A 
一、4  

A 
一、5 

A 
二、1 

A 
二、2 

A 
二、3 

A 
二、4 

A 
二、5 

A 
二、6  

A 
二、7  

A 
二、8 

A 
二、9 

B 、1 B 、2 B

答 

小

豪 ×  ×  ×  ×  ×  ○ ○ × × × ○  ○  ○ × ○ ○ ○

 

題小 

○○○○○ ○○ × ○○○○○ × ×× × × × ×  

情 涵 形

小 

× × × × × ○○ × ○ × ○ × ○ × ×× × × × ×  

陽 

答對率 

33 33 33 33 33 100 100 0 67 33100 67 100 0 33 33 33 33 0 0  
（％） 

 

從三位學童的答題情形，A 二3、A 二9、B5 和B6 四題的答對率皆為０％，而A 一1、

A 一2、A 一3、A 一4、A 一5、A 二5、B1、B2、B3 和B4 的答對率也只有33 ％。以下舉

A 部分答對率為０％學童的訪談記錄為例，分析出學童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其答題表現，而

出現了哪種錯誤類型。 

A 二、3 
5

2 

 

（在數線上用箭頭標出所給數的位

置） 

訪談記錄分析：T：這一題呢？ 

 S：五分之二這裡就是有五個，我就用在五份中的第二個。 

 T：你五份就是看到0 到5？  

 

S：對。由訪談中，發現這位學童是受到「部分/全體」操作概念的影響，將

數線上整數5  

當作分母的5，明顯地將一條數線當作全體，整數2 則為其部份，而出現了「將數線全長當作

一個單位」的錯誤類型。 

A 二、9 
3

7 

 



（在數線上用箭頭標出所給數的位

置） 

訪談記錄分析：T：這題呢？你前面畫這個是什麼意思，卻標在3 的地方？ 

 S：亂寫的。 

 T：你前面（在0 和1 之間）為什麼要畫七條線？ 

 S：不知道，就亂畫的。 

 T：那為什麼標在3 這裡？ 

 

S：我就隨便看，看到有一個三就給它畫上去。由訪談中，

發現這位學童是受到分子或分母數字的影響，遇到整數數線沒有等分

段的題目，就說是亂寫的。在這一題看到分子7，便在0 和1 之間畫七

條刻度線；看到分母3 就標在整數3 的地方。經由與三位學童的作答

情形進行一對一訪談後，更加深入地瞭解學童的錯誤原 

因。下表為三位學童在補救教學前所出現的錯誤類型，與文獻中所提及的錯誤類型作比較，整

理如表4 所示： 

表4 補救教學前三位學童分數數線的錯誤類型 

文獻中學童的錯誤類型小豪小涵小陽 

第一項：將數線全長當作一個單位√ √√ 第二項：忽略數線上的參考點（未出現）第三項：受單位等分段數

的影響√ 第四項：受語言的影響（未出現）第五項：受到十進位系統及小數概念的影響√ 第六項：受到分

子或分母數字的影響√ √√ 第七項：將數線上的刻度線當作等分段√  

二、補救教學活動之設計內涵  

由於「哈利波特」的小說及電影十分受到學生的喜愛，而劇中有出現「九又四分之三號

月台」，便想藉由這部受歡迎的劇情來吸引學生的學習動機，以「九又四分之三號月台」帶入

分數數線的活動。本研究之補救教學活動，為一個主題活動，名稱為：魔法世界的九又四分之

三號月台，包含有四個單元：【單元一】找出幾分之幾的月台。【單元二】找出九又四分之三

月台。【單元三】佛地魔來搗亂！【單元四】佛地魔又來搗亂！茲將此四個單元的設計想法簡

述如下： 

（一）單元一：找出幾分之幾的月台。 

本單元的教學目標是在數線上表示真分數。由於許多研究皆發現，學生在分數的數線表

示法最容易受到「部分/全體」的操作概念影響，而將整條數線當成一個單位來處理（林碧珍，

1990；楊壬孝，1988；Larson,1980,1987），因此單元一是藉由各種不同單位數的數線來釐清

此錯誤想法。數線上先呈現單位數為1，再逐漸增加數線上的單位數，找出相同的真分數，讓

學生比較真分數在一個單位數和多個單位數的數線上，其位置是不變的，並隨時強調單位1 在

哪裡。 

（二）單元二：找出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本單元的教學目標是在數線上表示帶分數。文獻中發現，當數線為多個單位數時，有些



學生會忽略數線上的整數參考點，有自行改變單位長度到他能處理的「簡化原則」情形出現，

以找出分數的位置（Larson,1980）。延續【單元一】中在數線上表示真分數， 

藉由火車站月台的命名活動，例如
1

4 
號月台是數線上0 和1 之間四等分中的第一等分，  

那1 和2 之間四等分中的第一等份就不能稱為
1

4 
號月台，而是稱為1

1

4 
號月台，否則就 

有重複的月台名稱造成大家的困擾。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數線2 和3、3 和4 之間等等， 

直到9
3

4 
號月台為止。強調數線上參考點是不能忽略的，否則數線上便會有許多相同名 

稱的情形出現。 

（三）單元三：佛地魔來搗亂！ 

本單元的教學目標是數線上假分數和帶分數的認識。由於有文獻顯示，學生在分數數線

表示法中，假分數的答題表現不如帶分數，是因為帶分數有整數的參考數值而假分數沒有（楊

壬孝，1988）。在「哈利波特」故事中，佛地魔為反派的角色，而且法力超強，因此單元三是

藉由趣味的故事情節，對學生描述本單元的教學情境為魔法世界的車站遭到佛地魔的法術影

響，車站中以帶分數命名的月台名稱都變為假分數命名的月台名稱，來讓學生熟練帶分數和假

分數在數線上的轉換，並讓學生能注意數線上的參考點。如下圖4，數線刻度上方標示帶分數，

刻度下方則由學生來轉換成假分數。藉由圖形的 

對照，例如2
3

4 
也可以表示成

11

4 
，2

3

4 
和

11

4 
在數線上都是在同一個位置，讓學生熟悉假分數和

帶分數的轉換。 

3  

2 

 
4  

圖4 帶分數、假分數數線轉換圖 

（四）單元四：佛地魔又來搗亂！本單元的教學目標是數線上等值

分數的認識。由於文獻中發現學童會受數線單位等分段數的影

響。有研究指出，等值分數的教學要使用多樣的表徵和轉化，例

如：符號 

→數線→不同的數線→不同的符號（見圖5），這樣對學生產生等值分數的學習是有幫助的（Behr 

et al.,1988），如此練習等分段數的變化與分數的關係，相信可讓學童不再受等分段數的多寡

所影響。 

3  



 1  

⇒ 

 ⇒ 

  ⇒ 

6  

2  

圖5 多樣的表徵和轉換（資料來源：Behr et al., 1988, p.229）  

由於本研究的補救教學為一系列的主題活動，四個單元為一完整的教學活動。在試教的

時候發現同儕之間良好的互動有助於學習成效，因此此次補救教學活動是採用小團體的教學方

式來對三位研究對象進行補救教學。 

三、補救教學之成效探討 

補救教學實施後一個星期，對接受補救教學之三名學童進行後測，以驗證補救教學成效。

下表5 為三位學童前、後測的答題情形： 

表5分數數線試題前、後測學童答題情形比較 

題型及題號 

A 部分寫分數（A 一
1∼ A 一5）  

A 部分標分數（A 
二1∼ A 二9）  

B 部分標分數

（B1∼ B6）  總答對率 

小 

前測答對題數

（正確率） 
0 （0%）  5 （56%）  3 （50%）  40﹪  

豪 

後測答對題數

（正確率） 
4 （80%）  8 （89%）  6 （100%）  90﹪  

答

題 

小 

前測答對題數

（正確率） 
5 （100%）  7 （78%）  0 （0%）  60﹪  

情

形 

涵 

後測答對題數

（正確率） 5 （100%）  9 （100%）  3 （50%）  

85﹪  



 
前測答對題數 0  5  0   

    25﹪  

小 （正確率） （0%）  （56%）  （0%）   

 

陽後測答對題數5 8 5 90﹪ （正確率）

本研究再根據學童後測試題的答題情形作一對一的訪談，以深入了解三位學童在教學

前、後想法的改變情形。 

（一）小豪的補救教學成效 

根據表5，小豪的總答對率由前測的40﹪，提升到後測的90﹪，A 部分和B 部分的正確率

也都有明顯的提升。以下是小豪在前測時所表現的錯誤類型之一，將前、後測訪談內容做比較，

以作為成效的驗證。 

小豪在前測時，當數線上單位間沒有刻度線時，會將整條數線當作一個整體，察覺不出

給定分數值與數線上整數值有何不同之處。在後測時，小豪能清楚判定給定分數數值的大小，

並且能在單位間做正確地等分，顯示已不會受到數線上數字的影響。以下是前、後測A 二、3 

之對話舉隅。 
將數線全長當作一個單位 

前測
2

5 
 

後測
6

2 

 

 T：這一題呢？T：這題六分之二，為什麼數線裡面還要再 

 S：五分之二這裡就是有五個，我就用在五份畫？中的第二個。S：因為六分之二沒有超過一，然後

這個一 

 T：你五份就是看到0 到5？ 是整數，所以我才要畫。 



 S：對。T：那要分成幾等份？ 

 

S：六等份。 

 

（二）小涵的補救教學成效 

根據表5，小涵的總答對率由前測的60﹪，進步到後測的85﹪，除了在A 部分寫分數的部

分保持100%的正確率外，A 部分的標分數和B 部分也都有進步。以下是小涵在前測時所表現

的錯誤類型之一，將前、後測訪談內容做比較，以作為成效的驗證。 

小涵在前測時，遇到整數線沒有等分刻度線的題目，就說是亂寫的。看到分子7， 便在0 

和1 之間畫七條刻度線；看到分母3 就標在整數3 的地方，除不了解等分的意義， 也受到分

子和分母數字的影響。在後測時，不只能在數線上做正確地等分，也會將數線上整數部分化做

與分數分母相同的等值分數，再找到假分數的位置。以下是前、後測A 二、9 之對話舉隅。 

受分子或分母數字的影響 

 後測
4

7 

前測
7

3 
 

 T：這題呢？你前面畫這個是什麼意思，卻標在T：這題呢？3 的地方？S：它是假分數，可是數線

上沒有畫，它下 

 S：亂寫的。面分母是四，所以0-1 、1-2 之間一定每 

 T：你前面（在0 和1 之間）為什麼要畫八格？一個都是四等份，所以在這裡面都畫四 

 S：不知道，就亂畫的。個，第七個假分數那就是四、八，到2  
 T：那為什麼標在3 這裡？就是八，減一個就是七。 

 S：我就隨便看，看到有一個三就給它畫上去。 

 



 

（三）小陽的補救教學成效 

根據表5，小陽的總答對率由前測的25﹪，提升到後測的90﹪，不管在A 部分或是B 部分，

答題的正確率皆有明顯的提升。以下是小陽在前測時所表現的錯誤類型之一，將前、後測訪談

內容做比較，以作為成效的驗證。 

小陽在前測時，不了解數線上等分的意義，在寫分數的部分，都將0 和1 的刻度線算進

去。在後測時，則沒有發生此錯誤類型，能正確數出等分的部分。以下是前、後測A 一、1 之

對話舉隅。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學生在分數數線之錯誤類型 

根據文獻顯示，學童分數數線的錯誤類型有將數線全長當作一個單位、忽略數線上的參考

點、受單位等分段數的影響、受語言的影響、受小數概念或十進位系統的影響、受分子或分母

數字的影響、以及將數線上的刻度線當作等分段等七項。在補救教學前，研究者對三位研究對

象施以分數數線前測試題，藉以了解研究對象對分數數線之錯誤想法。經測驗的結果，發現三

位研究對象共出現了將數線全長當作一個單位、受單位等分段數的影響、受小數概念的影響、

受分子和分母數字的影響、以及將數線上的刻度線當作等分段等五項，其中以「將數線全長當

作一個單位」以及「受分子或分母數字的影響」這二項最容易影響學生在分數數線上的表現。

在了解三位研究對象的錯誤想法後，研究者再根據其錯誤想法，設計合適的補救教學活動，以

改正其對分數數線的錯誤觀念。 

（二）補救教學活動之設計 

在四個單元的教學歷程中，透過改變數線上的單位數來改正學生「將數線全長當作一個



單位」。藉著將數線上單位間的等分段改變為分母的因數和倍數，來改正學生「受單位等分段

數的影響」。透過動手畫數線，並討論如何在數線單位間做正確地等分，來改正學生「受小數

概念的影響」及「將數線上的刻度線當作等分段」。透過在數線上序數分數，並強調數線上的

整數參考點，來改正學生「受分子和分母數字的影響」。 

（三）補救教學之成效 

小豪、小涵與小陽三名個案，在經過補救教學後，從他們教學前、後的答題情形以及口

語的訪談中，發現到這三名學童在補救教學後的成效都有顯著的進步。三名學童在接受補救教

學之後，進行試題後測，將後測答題情形與教學前所進行的前測相對照，發現小豪的總答對率

由前測的答對率40％，提升到後測答對率90％，進步了50％；小涵的總答對率由前測的答對率

60％，提升到後測答對率85％，進步了25％；小陽的總答對率由前測的答對率25％，提升到後

測答對率90％，進步了65％。三名個案後測成績均優於前測。 

二、建議  

（一）在分數教學方面 

希望教學者在一開始教分數時，可花較多時間，藉由多種分數的表徵來說明分數的意義，

讓學生對分數有較為完整的瞭解。在圖像表徵上，雖然現行的教科書對連續量中的面積及線段

表示法和離散量表示法著墨較多，教學者必須適時增加數線表示法來說明，這樣才能幫助學生

對分數概念的建構能更佳完備。 

（二）在分數補救教學方面 

由於一般教師在校時間有限，除了上課外，尚有許多級務需處理，更有改不完的作業，

因此不易針對個別學童的錯誤一對一指導。可根據學生的習作或評量，有相同或類似的錯誤想

法或是迷思概念的學童，集中補救，可節省教師不少的負擔。 

（三）在活動設計應用方面 

教師在教學時，不應只限於教科書中的內容，可將教材加入現行兒童的流行事物，如喜歡

的遊戲項目、電玩遊戲、喜愛的偶像或卡通人物等等，設計出真正孩童眼中的「生活化」、「趣

味化」的教材。本研究雖然是作為分數概念中的「分數數線」項目的補救教 

學之用，但是也涵蓋正規課程之目標，因此希望加強分數教學的教師，可依實際的情況 

斟酌修改，安排在分數教學中，不需拘泥於正規課程之後。（四）在未來研究方面由於每一個

主概念所涵蓋的子概念是多元的，就如同分數的概念，希望未來的研究 

者可根據分數其它的模式設計不同的教學活動，提供給現職教師教學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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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im directly at students, who had wrong thinking of the 

number line model of fractions, and to design remedial instruction activities for the number line 

model of fraction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activities. The 3 research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which the first researcher taught. Before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pretest of number line model of fractions to the subjects, and interviewed students 

individually to know their wrong thinking. After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posttest of number line model of fractions to these subjects, and interviewed students 

individually to understand if there were any changes on students’ wrong thinking about the 

number line model of fractions and also recognize the effects of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s:  

1.Before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the 3 subjects had five wrong thinking of the number 

line model of fractions. First, they used the whole number line as the unit. Second,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e interval number in the unit on the number line. Third,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e number line of decimal. Fourth,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e value of 

numerator and denominator. Finally, they counted marks instead of intervals.  

2.In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the number line model of fractions included 4 units. At the 

process of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activities, the researcher used many methods to 

correct students’ wrong thinking.  

3.After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the original wrong thinking of the 3 subjects was 

improved obviously, and we found the scores of the posttes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test.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had a great deal of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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