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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數學領域輔導團學生學習疑難與教學策略示例【國小組】 

設計者：後壁區樹人國小黃世忠老師 

項目名稱 內容說明 

學習內容 整數乘除與多步驟 

學習

疑難

分析 

測驗試題 

學力檢測/科技化評量 

16.將一堆蘋果平分給 36人，每人分到 26顆，還剩下 23顆蘋果。 

如果將這一堆蘋果全部平分給 18人，每個人最多可以分到幾顆蘋

果？剩下多少顆蘋果？ 

【2022 年四年級學習能力檢測試題第 16 題/答對率 54%】 

選項錯誤類型 

（含困難分析） 

選項① 每人分到 53 顆蘋果，剩下 5 顆蘋果 (54%) 

選項② 每人分到 52 顆蘋果，剩下 23 顆蘋果 (20%) 

選項③ 每人分到 13 顆蘋果，剩下 12 顆蘋果 (15%) 

選項④ 每人分到 13 顆蘋果，剩下 11 顆蘋果 (10%) 

核心概念地位圖 

(或數學知識星空圖) 

 

教材地位分析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

的記法與計算 

4-n-05 能做兩步驟的四則

運算 

5-n-02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決三步驟問題，並能併式

計算 

教學活動示例設計 

教學策略 

本題的設計主要在於已知分給 36人每人可分得 26顆，還剩 23顆的

前提下。重新分給 18個人的結果探究。從答案選項來看四年級

的學生要去發現除數 36和 18對於商和餘數的關係變化，確實

是較困難的。不建議從這方向去引導學生，比較建議教師從提

問引導學生，乘除互逆與多步驟問題解決的方向，提供學生思

考與解題的策略。 

 

   學生面對此類型問題可能產生的困難如下: 

1. 有餘數的乘除互逆思考的困難 

2. 多步驟問題的解決 

3. 較大位數的乘除問題 

【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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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數的乘除互逆，本身就是兩步驟的問題。學生思考時若能提供圖

像的操作，相對的容易處理。 

建議提供學生學習策略前可使用因材網，對學生進行縱向診斷。了解

學生學習的難點再進行策略的提供。 

此處針對有餘數的乘除互逆及多步驟較大數乘除問題提供教學策略: 

1. 簡化問題，分段佈題引導學生解題思考: 

將一堆蘋果平分給 4 個人，每人可以分得 3 顆蘋果還剩 2 顆蘋果，這堆

蘋果總共有多少顆? 

用毛根圍起方框代表人，圓圈代表蘋果讓學生實際操作促進解題思考 

所以；蘋果的總數就等於 4 個人手

上的蘋果加上剩下的蘋果 

3×4=12…(4個人手上的蘋果數) 

12+2=14…(蘋果的總數) 

 
 
 
 

2. 將有餘數的乘除互逆兩步驟寫成一個併式，引導學生做完整的解題
思考，避免分段後遺漏解題的步驟: 
在兩步驟(多步驟)的問題解決，常見學生習慣列直式計算，造成步
驟的遺漏。所以，老師在引導學生思考時要先引出橫式的列式，並
且將多步驟按造解題順序在橫式列式完成後，練習寫成一個併式。
如上面所示，簡單數字的計算也許不需要列直式計算但必須引導學
生寫成下面的併式。 

3×4+2 

=12+2 

=14 

 學生如果還不大能掌握四則運算的要領可以讓學生運用小括號，標

示，提醒自己要先處理的步驟順序，漸漸掌握四則運算的順序之

後就可以更有效率的使用括號。 

3.重新佈題建立關係與解題建模: 

 學生有了上面的經驗後再進行本題的簡化佈題與解題；   

 將一堆蘋果平分給 4個人，每人可以分得 3顆蘋果還剩 2顆蘋果。

把這堆蘋果平分給 6個人，每人可以分得幾顆蘋果，還剩多少顆

蘋果? 

老師透過提問將多步驟問題重新佈題； 

這堆蘋果總共有多少顆?怎麼算?試試看將蘋果的總數計算列成一個算

式。 

3×4+2=14 

已經會算蘋果的總數該怎麼解這個問題? 

14÷6=2…2 

   上面的兩個算式怎樣列成一個算式(併式) 

    學生可能會直接這樣列；3×4+2÷6，教師要適時的引導學生四則運

算的順序以及括號的運用，再讓學生進行修正。我們期待學生會懂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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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4+2)÷6這樣的併式。 

 

4.運用到原本問題的解決 

將一堆蘋果平分給 36人，每人分到 26顆，還剩下 23顆蘋果。如果

將這一堆蘋果全部平分給 18人，每個人最多可以分到幾顆蘋果？剩

下多少顆蘋果？ 

這堆蘋果的總數怎麼算? 

這堆蘋果重新平分給 18人怎麼算? 

如何列成一個併式解決問題? 

透過教師的提問將原先已經學習的簡化問題、分段佈題，分段解題、到一

次佈題寫成併式解題。 

教學資源 

因材網、數學奠基活動、科技化輔助平台 

差異化教學策略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