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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將故事情境融入面積單元教學之實踐歷程，期望經

由說故事的方法進行教學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貼近真實生活情境的問題中

激發孩子的思考能力，並能將所習得的數學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基於此，本

研究採便利取樣選取某縣市小學四年級之一班學生，共 33 位參與本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透過有關場地比大小的情境問題，學生能以單位面積描述物

體；透過海報設計的情境問題，學生能掌握長方體的面積公式是長乘以寬的關係﹔

透過座位問題的情境，學生能在桌子數目固定時(單位面積固定時)，座位排列方式

不同時(形狀不同時)，具備座位數會不同(周長會改變)之概念。此外，研究亦發現，

故事情境融入教學不但能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提升孩子的成就感，同時能夠將

數學知識與技能應用於解決日常生活中可能發生的問題，讓孩子能夠深刻體驗數

學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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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年一貫數學領域課程綱要，其精神強調數學教學應生活化，意即以生活 

為中心，藉著提供兒童熟悉的事物讓兒童自行探索並尋求其中的知識，知識的建

構應在真實活動中進行（Lesh & Lamon, 1992）。所以，當問題情境和兒童生活中的

一些經驗相連結，學生學習的結果，除了涵蓋原有明顯的教學目標外，學習易較

於類化與遷移（林宏熾，1996）。 

Resnick（1988）指出，大部分人類的學習都是透過合作學習，學習應該從周邊

參與（peripheral participation）開始，教師應善用故事、遊戲或實作等方式，讓學生

進入文化脈絡中，透過對話以及參與活動產生有意義的學習。由於說故事時所提

供的不同的氣氛，對學生而言，可以使課堂參與更容易進入狀況。Cooper（1989）

認為說故事是有趣的。聽眾可以一種或多種的方式，如目光的接觸、合作學習、

預測故事內容等積極的參與各種和故事有關的課堂活動（Livo & Rictz, 1986）。Scott

（1985）也指出，在教室裡說故事，可以促進形成輕鬆且親密融洽的氣氛。若課室

中所面對的數學問題能與學生的生活相連結，讓學生可以具體的想像並利用學生

自己的經驗和知識，進行數學化思考，將有助數學的學習與問題的解決。 

在偶然的機會下，研讀了Burns(2004)所著之「義大利麵與肉丸子」，透過故事

進行面積的學習，不但有趣且和生活產生連結，使學習變的更有意義。由於，研

究者正好教導四年級數學課程，為了擺脫以往長方形面積公式呆版的教法，研究

者藉由故事情節引入欲教導的數學概念，並藉由故事情節的鋪陳，呈現學生欲解

決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故事情境改編後的教材，經由說故事的方法進行

教學，一方面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外，另一方面希望故事更接近真實生活情境的

問題能激發孩子的思考能力，並能將所習得的數學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貳、文獻探討 

一、故事情境教學的重要性 

「故事」（story）是情境學習中非常重視的部分（McLellan, 1993）。情境學習

理論主張知識是學習者與情境互動的產物，是學習者運用所習得的知識，在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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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透過主動探究與摸索的過程而獲得的（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數

學題目中所涉及的情境越能與學生的真實生活貼近，越能進行數學化的思考，越

能達到有效的數學學習。 

說故事時所提供的不同的氣氛，對學生而言，可以使課堂參與更容易進入狀

況。Scott（1985）解釋，在教室裡說故事，可以促進形成輕鬆且親密融洽的氣氛。

說故事除了讓孩子在上課時感到輕鬆之外，也可以讓孩子專注，因為在好奇心的

驅使下，小朋友們會渴望知道故事的內容，所以聽故事的時候，他們必定全神貫

注，如此更能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劉鳳儀，1994）。故事亦可激發孩子的思考能

力，故事是一種思想表達，如 Root（1971）所作的解釋：當我們在觀賞故事時，

往往會認同其中的某位人物，心思隨著這個人物的言行及思想起伏；在融入故事

情節的同時，我們不僅建立了一些自己的見解，也改變、修正或延續了原有的行

為模式和價值觀念。 

Commeyras(1989)主張故事是指導訓練思辩能力的絕佳教材。聽故事除了可以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激發思考外，故事情境教學亦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模式，它

透過一個情境的設計，而這些情境又是兒童生活中的一些經驗，因此可達成下列

效果(林宏熾，1996)：能引發學生主動的學習興趣；學生較易將知識內化為本身有

意義的一部分；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學習易於類化與遷移。 

由以上的探討可以發現，故事情境融入教學的確有許多的優點，除了能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外，也因為與生活連結，使學生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二、兒童的面積概念 

「面積」指的是對某一特定區域的覆蓋程度，亦即被覆蓋面的大小（譚寧君，

1995）。本研究中相關面積概念包括有面積保留概念、面積測量概念，分別敘述如

下： 

(一)保留概念：保留概念指的是當兒童面對物體的某種轉換時，如位置的移動，方

向的轉動，形狀的改變或切割活動等能了解其原有的特質仍然保留不變的認知能

力，如面積的大小不因切割後而有所改變。但是許多國內研究卻發現許多學生在

面積保留概念卻存有迷思（Hutton, 1978；Hart, 1984；高敬文，1988；周武男，1988；

譚寧君，1998a）。但是不具面積保留性概念，即使指導面積的求法，那是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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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譚寧君，1995），也就是保留概念的形成，學生對數學的不變屬性才能有進一

步的了解。而 Douady & Perrin（1986）亦提出學生對保留概念的理解是理解面積測

量概念與乘法結構先決的條件。 

(二)測量概念： 

    面積測量是從個別物件如課本描述桌子大小，到個別單位如用十張報紙描述

黑板大小，進而至普遍單位的使用如用平方公分板來記數，最後才察覺面積公式

的由來。譚寧君（1998b）曾對高年級面積教材進行分析提出面積測量概念可包含

三種：一是在給定的平方單位格內點數單位面積的個數；再者，透過各種不同單

位量的覆蓋或拼湊來測量面積；最後，是屬於較抽象的推理層次，意即面積公式

的由來。而 Baturo & Nason(1996)的研究發現學生在比較面積大小時所採取的方法

有剪貼法、疊置法、覆蓋法、直線法四種。但是卻有許多研究（Kenney & Kouby, 

1997；Lindquist & Kouby, 1989；Simon & Blume, 1994）發現許多低年級和中年級學

生對於周長和面積概念的理解是很困難的，例如學生常會將面積和長度概念相混

淆、面積單位卻以周長單位呈現等（譚寧君，1998a；戴政吉，2001）。 

面積公式的學習雖然是面積概念發展的最後目標（Outhred & Mitchelmore , 

2000），亦是本研究重要的教學目標之一。但是研究者期望從一連串操弄，測量實

作經驗、將圖形表徵內化再加以詮釋等逐漸實施步驟中，讓學生真正有意義推演、

理解公式的由來，同時能夠活用面積與周長概念於問題情境中。 

參、教學活動設計 

一、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將故事情境融入數學課室的教學活動中，爲了方便於研究的進行，研

究對象的選取採便利取樣，以研究者任教的班級共 33 名四年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進行教學，設計的內容在於建立學生對長方形面積與周長概念的瞭解，教學活動

過程中以故事情境進行佈題、解題活動，讓學生除了習得概念外，同時樂在學習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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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係指採用各種方法有效地收集完整的資料，對單一的個人或社會單

位做詳細而深入的研究之一種方法（郭生玉，1990）。本研究欲利用各案研究的方

式來了解故事情境融入數學科教學的互動情形，主要透過觀察與晤談的方式，針

對國小「面積」的相關概念，藉由故事來設計教學內容，並針對學生所回答的內

容與學習時之表現，深入探討故事融入數學科教學之成效。 

二、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的教學時間為平常的數學課，共計 7 堂課的時間。在內容的設計上，

以南一版第八冊第九單元面積單元概念為主，再參考 Burns(2004)所著之「義大利

麵與肉丸子」一書裡的故事內容進行內容的改編。本研究共有三個活動設計，每

個故事均呈現一個數學概念，而活動間的故事是前後連貫的。表 1 呈現的是教學

活動單元所對應的單元目標與教材內容。 

表 1 

教學活動單元所對應的教學目標與故事大綱 

故事名稱 教學目標 故事大綱 

故事一、面

積比大小 

（2 節） 

◎透過乘法概念以個別單

位描述面積之大小 

◎比較兩個不同形狀面積

的大小。 

毛弟的生日快到了，毛爸打算為他舉辦

一個慶生派對，但是場地不知該選哪一

個，於是毛弟立刻找了兩個好朋友-小

波和阿奇一起陪他去選場地，一個是育

樂中心的正方形廣場，另一個是活動中

心的長方形廣場……。 

故事二、海

報設計 

（2 節） 

◎算出由方瓦所排出的的

長方形面積，並做長方

形長邊、寬邊的命名，

進而了解面積公式:長

寬。 

離毛弟生日派對的日子剩下三天了，但

是毛爸想在宴會場地外面掛一幅巨型

海報，讓經過的人都知道當天是他寶貝

兒子毛弟的生日，但是問題又來了，毛

爸不知道該如何做這一幅巨型海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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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面積公式檢驗不同

矩型的面積。  

此將難題交給毛妞解決……。 

故事三、座

位問題 

（3 節） 

◎連結生活經驗與數學概

念。 

◎透過不同座位的排法了

解一樣的面積，如果形

狀不同，周長也會不同。 

將菜單設計好的毛媽突然想到還沒訂

派對當天要用的桌子和椅子，心想共有

32 個人參加，需要訂 8 張桌子，因為

每張桌子需要 4 把椅子...」毛媽還趁著

休息的空檔，畫了一張座位分配圖，心

裡盤算著當天一人一個位子剛剛好，但

是……。 

 

三、教學流程及資料分析 

本研究之教學流程圖如下圖所示： 

 

 

 

 

 

 

 

 

圖 1 教學流程圖 

本研究透過觀察學生上課的反應情形，分析學生數學日記、課後訪談、練習

題紀錄單等…內容。另外，經由參與人員的共同討論，修正教學活動設計，對學

生的學習反應進行辨證、分析，以避免研究者個人主觀的認定。 

肆、教學活動的實施情形 

本節逐一探討面積比大小、海報設計、座位問題三個故事的實施情形，教學

介紹故事內容 

呈現情境中的問題 

進行小組討論 

各組發表結果 

老師示範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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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樂中心 

       
       
       
       
       
       
       
       

 

活動中心 

 

活動實施情形如下：  

一、「面積比大小」故事實施情形：  

藉由故事「毛弟的生日派對～面積比大小」情節的引入，期望學生能以

個別單位來描述面積，並進而能使用乘法概念進行面積的點算。 

(一) 透過乘法概念進行解題以個別單位(瓷磚數為單位)比較場地面積大小 

   教師首先佈題，呈現故事中主角所煩惱的問題，毛弟必須選擇育樂中心或活動

中心作為生日派對的場地，然後請學生協助故事中的主角解決問題。因此，當教

師呈現佈題海報（如圖 2）時，學生即快速的發現海報中的 2 個場地都有鋪磁磚，

所以認為可以數格子（數磁磚）來比大小。 

   

 

 

 

 

圖 2  場地面積比大小 

(原案 1-1) 

101 師：誰要幫毛弟解決這個問題？如何比較這 2 個場地的大小？ 

102 生：老師，有格子的話數格子就好了！ 

103 師：怎麼數？ 

由於學生已學過由數單位方格中求面積，因此，學生能以數磁磚個數，看哪

一個場地所需磁磚數較多，就代表面積較大。同時教師為進一步了解孩子的想法，

乃近一步追問：   

(原案 1-2) 

104 生：活動中心的長是 10，寬是７，10 代表有 10 個瓷磚，所以，一排有

10 個瓷磚，有７排，10 乘以 7 答案是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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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師：然後呢？ 

106 生：然後把育樂中心的瓷磚和活動中心的瓷磚數相比，看誰的面積大，

然後答案是活動中心的面積比較大。 

    學生透過乘法概念進行解題，先確定一排有幾個、有幾排的方法，確定場地

的瓷磚數目，進而將結果進行比大小的動作，可知學生能以個別單位(瓷磚數為單

位)比較場地面積大小。 

 (二)能以 1 平方公尺為單位描述面積並進行比大小 

由於四年級上學期曾學習過平方公分、平方公尺，因此，研究者再次引入，

期望學生能透過 1 平方公尺正方形的覆蓋或點算，進行描述長方形的大小。 

(原案 2-1) 

201 師：如果一塊大磁磚的面積是 1 平方公尺，那活動中心的面積是多少呢？ 

202 生：因為一個瓷磚代表一平方公尺，有 70 個，所以是 70 平方公尺。 

    當教師提出若 1 塊磁磚的面積是 1 平方公尺，希望學生能夠以標準單位描述

面積的大小，學生能夠掌握 70 個 1 平方公尺是 70 平方公尺（行號 202 生），教師

為確定學生是否真的了解，乃進一步提問另一個場地的面積又該是多少，原案如

下： 

(原案 2-2) 

203 師：那育樂中心的面積呢？ 

204 生：有 64 個一平方公尺合起來，所以是 64 平方公尺。 

205 師：所以可以知道誰面積比較大呢？ 

206 生：因為 70 平方公尺大於 64 平方公尺，所以活動中心比較大。 

    從以上對話可以確定學生能夠以能以 1 平方公尺為單位描述面積並進行比大

小，在掌握面積大小後，進而進行比較大小的動作。 

(三)能透過平方公分板測量面積並進行比大小 

經過這一堂課教學，教師為再次驗證學生是否能利用個別單位來描述面積，

進而比較其面積大小，於是請學生利用手邊的工具---平方公分板進行練習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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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題之題目設計乃請學生利用平方公分板測量出 2 個不同圖形的面積（如附錄

一），並比較相差多少， 

 

 

 

 

 

圖 3 學生解面積比大小練習題的解題記錄 

 

 

 

 

 

圖 4 學生解面積比大小練習題的解題記錄 

在學生的練習題工作單上可發現，學生不僅能透過以 1 平分公分為個別單位

進行覆蓋點數長方形的面積（圖 3），也能夠透過乘法概念進行解題（圖 4），以進

行面積比大小的活動。 

（四）數學日記的迴響 

     在每一個階段的教學過後，教師均會讓學生寫數學日記，以了解學生對於該

堂課的學習反應，作為修正下次教學的依據，以下列舉部分學生上完「面積比大

小」故事教學後的迴響： 

1、30 號學生：故事中有數學，數學中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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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號學生：使頭腦發揮的更多，更有成就感。 

 

    由以上 4 名學生的數學日記迴響可以看出，學生對於用故事情境上數學課的

反應非常正面，認為數學課變有趣了，而且讓原本不喜歡數學的小朋友也慢慢喜

歡上數學課，甚至當日常生活中遇到類似的問題時，也同樣能夠解決，不僅如此，

這樣的上課方式，也可以讓學生更加有成就感。 

二、「海報設計」故事實施歷程：  

故事二主要的目的是要建立學生長方形面積公式：長×寬。以「海報設計」活

動為情境，在大小不同的大海報中，讓學生能認識長方形邊長的名稱分別為長、

寬之外，期望透過各個大小不同海報面積的檢查，進而能建立學生長方形的面積

公式為長×寬的概念。 

(一)學生以一排有幾個，共有幾排的方式計算面積 

由於海報師父製作了好幾個大小不同的海報（如圖 5），但是妞妞為了想知道

這些海報大小是否為相同，於是請小朋友幫忙解決問題。期望學生能利用前一個

故事中所學過利用乘法概念進行面積的求得。但是，在正式引入長方形面積公式

前，必須先讓學生認識長方形邊長之名稱「長、寬」，於是接著進行教學： 

 

 

 

圖 5  海報 

 (原案 3-1) 

303 師：你們看這些海報都是什麼形狀？ 

304 生：長方形。 

公

海報三 

2 
公 
尺 

 12 公尺 

3
公
尺

8 公尺 

海報二 
4 

公 
尺 

6 公尺 

海報一 



 11

305 師：今天老師要跟你們講一件事，長方形的邊長也有它自己的名字喔！通常我

們都把長方形的一個邊叫做長，和它相鄰的邊就叫做寬。例如這邊是

長，和它相鄰的邊就叫做寬（如圖 6），反過來講這邊是長，和它相鄰的

邊就是寬（圖 7）。 

 

 

 

圖 6 長方形邊長之命名              圖 7 長方形邊長之命名 

    經過研究者的介紹之後，班上小朋友對於長方形之邊長名稱已有認識。因

此，研究者接著繼續海報設計的教學，欲透過海報大小的不同，讓學生發現每一

個的面積均可由其長乘以寬獲得。 

(原案 3-2) 

306 師:剛剛第三組說在第一個海報的長邊畫 6 格，寬邊畫上 4 格。就知道一排有

6 個，有 4 排，所以六四二十四。那老師剛剛也介紹了長方形邊長的名稱，

有誰發現了什麼？第一組說說看。 

307 生:第三組的長是 6 公尺，寬是 4 公尺，所以第一個海報的面積就是六乘以四

（如圖 8）。 

308 師:很好，有誰要再補充嗎？來，第四組。 

309 生:長乘以寬就是長方形的面積啦！ 

310 師:很棒喔！ 

    

 

 

 

 

圖 8  第 3 組解題紀錄 



 12

    在研究者的引導下，學生將先前利用乘法概念，再配合長方形邊的長、寬名

稱之後，學生終於發現了長方形面積可以直接由長乘以寬獲得。至此，學生已知

長方形面積為長×寬，於是研究者繼續檢查其它海報面積的，進而更穩固學生長方

形的面積公式為長×寬的概念。 

(原案 3-3) 

311 師:大家都已經把全部海報的面積都算出來了嗎?接下來，有誰要說說看，你發

現了什麼？第四組。 

312 生:每一個海報的面積都是一樣大的，都是 24 平方公尺。 

313 師:你們怎麼知道的？ 

314 生:因為長方形面積是長乘以寬阿，第一個海報剛剛已經講過了，第二個海報

是 3 乘以 8 也是 24，第三個海報是 12 乘以 2 也是 24，所以他們面積都

一樣大阿。 

    最後利用長方形面積公式乘以寬，學生不但能正確求出每一個海報的面積大

小，也幫助故事中的主角順利接決問題----海報面積都一樣大，進而更讓學生發現，

在面積大小相同的情況之下，可以找出不同長寬所組成的長方形。下圖 9 呈現學

生之解法 

 

 

 

 

圖 9  學生的解題紀錄 

   由上圖可知，學生能夠列出積為 36 的所有長寬組合，並畫圖表示，檢視班上

學生的解題紀錄發現，多數學生能夠列出所有的答案組合，就算無法列出 9 種組

合的學生，也能夠掌握長乘以寬的關係。 

（三）數學日記的迴響 

     以下列舉部分學生上完「海報設計」故事教學後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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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號學生：長方形=長×寬 

 

 

3、8 號學生：預測故事的發展 

 

6 號學生：故事時間太長，可以學到的知識變少了 

 

    從學生的數學日記可以看出學生能夠掌握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是長乘以寬，在

討論過程中，儘管學生面臨難題，能夠透過小組討論的合作方式解決困難，在故

事的進行過程中，學生會去預測故事的情節，儼然將自己化身為主角般想要幫主

角解決問題，並且認同透過故事學數學的方式。但是也有學生認為，當數學課的

部分時間被用來講故事，或是講故事的時間較長時，那麼可以學到的知識也會隨

著變少。所以，教師在營造良好學習環境的同時，因應學生的學習反應與吸收狀

況，將教學活動做適時的調整，以利後續的進行是很重要的。 

三、「座位問題」故事實施歷程：  

故事三主要目的是探討延伸面積與周長之關係，即探討面積固定時，周長之

變化情形。本活動搭配的問題情境是有關座位問題，透過日常生活中到餐廳吃飯

時會遇到併桌情形時的座位數變化，初始，學生不太懂題目的意思是什麼，因此

透過教師講解後，尚能掌握桌子數目不變(面積固定)的原則，而排列出不同的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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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可以掌握當桌子合併或分開時，座位數會跟隨著變動 

此次參與生日派對的客人共有 32 位小朋友，媽媽預估每一張桌子可以做四

個人，所以八張桌子剛剛好。首先，教師先讓孩子瞭解桌數合併或分開與座位數

的關係，由於桌子排列方式在小朋友生活中是常見的經驗，因此小朋友很快的就

發現當桌子合併或分開時，座位數會跟隨著變動。 

(原案 4-1) 

401 師：現在有 8 張桌子，桌子可以有很多種排列，可以合併，也可以分開，

但是有一個限制，座位必須符合題目所規定的人數，請問原本兩張桌子可

以坐幾個人? 

402 生：8 個人。 

403 師：為什麼? 

404 生：因為題目說一邊坐一個人，有四個邊就可以坐 4 人，因此兩張桌子就可

以坐 8 人。 

405 師：現在把兩張靠在一起，可以坐幾個人?有什麼改變嗎? 

406 生：(數一數後)6 個人…，我知道了，合併起來位子就變少了。 

    教師先確認學生是否瞭解桌數與座位數的關係，桌子的每邊可以坐一個人的

條件下，那麼 2 張桌子可以坐幾人，學生可以掌握 4 個邊坐 4 個人，兩張桌子就可

以坐 8 人。教師進一步提問，若將桌子合併之後的座位數是否有所改變，學生亦

可以掌握當把桌子合併起來的情況下，位子就變少了，自然能坐的人數也相對的

減少，掌握學生可以掌握當桌子合併與分開時，座位的變化。 

(二) 瞭解當桌子都不要合併在一起時可以坐最多的人，也就是 32 個人。 

故事進行到最後，32 個客人全部到齊，因此教師佈題，讓學生思索如何讓 32

個人可以全部入座，期望掌握住當桌子不要合併時，每張桌子都有 4 個位子，如

此一來，便可容納 32 個人。 

(原案 6-1) 

601 師：你怎麼知道這麼排就可以坐 32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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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生：因為一張桌子可以坐四個人，我就想 4 乘以多少會等於 32，四八三十

二，我就知道了。 

603 師：可以在說清楚一些嗎? 

604 生：只要不要讓桌子連在一起就可以了，每張桌子都有 4 個位置，現在有 8

張位子，隨便怎麼排都可以。 

 

圖 11   第 5 組學生的解題紀錄 

一開始學生表示因為一張桌子可以做四個人，總共有 32 個人，所以從乘法概

念來想八張桌子剛好可以容納。但是教師為了確認學生對桌子的排列方式是否有

注意，於是進一步的追問。而從學生的回答及解題紀錄，可以知道學生能掌握住

當桌子不要合併時，每張桌子都有 4 個位子，如此一來，便可容納 32 個人。 

(三)學生能將座位人數替換成周長 

在讓該生解練習題問題時，研究者先確認學生之相關經驗，意即是否了解周

長之定義，試圖將座位數與周長做一轉換。 

(原案 7-1) 

701 師：如果我把 2 張桌子併在一起，可以坐幾個人？ 

702 生：6 個人。 

703 師：如果桌子的邊長是 1 公尺，就是每個座位長 1 公尺，那桌子的周長是多

少？  

704 生：周長 6 公尺，因為一個座位是 1 公尺，有 6 個座位所以是 6 公尺。 

    當教師將每邊長當作 1 公尺，亦即每個座位長度是 1 公尺，提問學生是否知

道桌子的周長是多少，學生可以掌握因為有 6 個座位，所以周長是 6 公尺，學生

可以將座位人數替換成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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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可以掌握的桌子數目不變(面積固定)的原則，而排列出多種排法，並計

數出周長的答案。 

    教師引導學生當桌子的數目都不變時，也就是在面積固定的情況下（以桌面

而論），可以有多種不同的座位排列方式，建立學生在欲強調出當桌子數目不變(面

積固定)，學生能排列出多種排法，並計數出周長的答案。 

(原案 8-1) 

801 師：這一次毛弟的生日宴會共用了 8 張桌子，如果每張桌子的面積是 1 平方公

尺，那麼桌子的面積合起來是多少？ 

802 生: 8 平方公尺。 

803 師:好，前面的故事我們都是把八張桌子進行合併或分開，分別提供給不一樣

的客人數坐，老師現在把它畫出來！請問你們這些桌子排列方式，面積是

多少？周長又是多少？  

804 生:（請學生上台做，如圖 12）。 

排法一、可以坐 12 個人，         排法二、可以坐 16 個人， 

周長 12 公尺                      周長 16 公尺  
       

    

 

排法三、可以坐 18 個人，             排法四、可以坐 20 個人， 

周長 18 公尺                          周長 20 公尺 

              

 

排法五、可以坐 24 個人，             排法六、可以坐 32 個人， 

周長 24 公尺                         周長 32 公尺  

                     

                   圖 12 不同人數時桌子的排列方式 

805 師:請問你們，這六種排法，桌子的面積是多少？你怎麼知道？ 

806 生:8 平方公尺。因為老師說一個桌子是 1 平方公尺阿，上面的都是八張桌子，

所以通通都是 8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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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師:很好。那你們從黑板上有沒有發現什麼？面積和周長。 

808 生:我知道，上面的每一個排法，面積都一樣，但是他們的周長都不一樣長。 

隨著故事的結束，研究者再次呈現不同人數時有不同桌子排列法，進而藉機

讓學生發現在相同的面積下，排列出不同形狀，其周長也會跟隨著變化。研究者

同時將排法呈現在學生面前，讓其易發覺周長和面積之間變化的關係，而透過這

樣的方式，學生真正體驗到「一樣的面積，形狀不同，周長也會不同」。藉由學生

在練習題的工作單（如圖 13），再次驗證學生能掌握桌子數目不變(面積固定)，但

隨著排列形狀的不同，其周長會跟隨著變化。 

 

 

 

 

圖 13  學生工作單的解題紀錄 

（六）數學日記的迴響 

   以下列舉部分學生上完「座位問題」故事教學後的迴響： 

1、30 號學生：掌握桌子排列方式與座位數的關係 

 

4、28 號學生：肯定自己的表現 

 

    由於本面積與周長問題為非例行性問題，因此學生在解題之初花了很多時間

討論，在解題過程中可以掌握桌子排列方式與座位數的關係，並且投入於故事情

節的發展中。雖然感覺題目較為困難，但是學生能夠透過小組的力量進行解題活

動，進而肯定自己的表現。 



 18

伍、結論與心得 

本研究以生活情境為題材融入面積單元中，藉由故事性的情境呈現數學問

題，探討教學歷程學生的解題表現，透過有關場地比大小的情境問題，了解到學

生能以單位面積描述物體﹔透過海報設計的情境問題，了解到學生能掌握長方體

的面積公式是長乘以寬的關係﹔透過座位問題的情境問題，了解到學生在當桌子

數目固定時(單位面積固定時)，座位排列方式不同時(形狀不同時)，具備座位數會

不同(周長會改變)之概念。 

學生對於用故事情境上數學課的反應非常正面，認為數學課變有趣了，甚至

原本不喜歡數學的小朋友也慢慢喜歡上數學課，這是故事教學的一大收穫。此正

呼應 Scott（1985），Commeyras（1989）與 Root（1971）等人之論點，故事情境融

入教學中使學生之學習更融洽、更具思考性。學生能夠投入、專注於學習中，自

然能提昇其知識的吸收，就如劉鳳儀（1994）所言：小朋友們會渴望知道故事的內

容，所以聽故事的時候，他們必定全神貫注，如此更能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在

故事的進行過程中，學生會去預測故事的情節，儼然將自己化身為主角般想要幫

主角解決問題，並且認同透過聽故事學數學的方式。  

數學學習與生活情境相連結已是國際數學教育之共識（Brown, et al.,1989；

NCTM, 2000；PISA, 2004；TIMMS, 2004）。本教學研究亦發現，故事情境融入教學

不但能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提升孩子的成就感，同時能夠將數學知識與技能應

用於解決日常生活中可能發生的問題，讓孩子能夠深刻體驗數學與生活是息息相

關的。此外，在活動進行的討論過程中，儘管學生面臨難題，如活動三，學生仍

然能夠透過小組討論之合作方式解決問題，而此呼應了 Brown, Collins, & Dugid

（1989）以及 Lesh & Lamon（1992）之主張：知識是學習者與情境互動之產物，透

過情境所引發之探究與討論，進而得以提升孩子的學習品質。因此，本研究之結

果提供了將故事情境融入教學確有助於數學概念的學習與引發學習動機的參考依

據。不過在營造良好學習環境的同時，教師需隨時注意學生的學習反應與吸收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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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將教學活動做一適時、適當的調整，以利全班同學皆能有最佳學習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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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tegrating story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An example of area unit 

Wan-ru Wu1  Fong-Ciou Cai2  Der-ching Ya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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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ing process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story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We do hope this can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encourage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apply the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skill to solve problems in daily-life situations. Based on the 

purposes, 33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o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area unit can improve fourth 

graders concepts on area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perimeter.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integrating the story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not only can encourag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romote their accomplishment, but also they learn how to apply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 to real-life situations. This makes them deeply feel 

that mathematics is highly related to real world.    

 

Key words: story situation, area, mathematics teaching, fourth g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