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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公開授課 

授課教師 許惠娟 
主要任教

科目 
國語、數學、社會 

備觀議課教師 陳虹而 
主要任教

科目 
國語、數學、綜合 

教學單元 康軒(4上)整數的除法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07  日 

    13 ：30  至 14 ：00    
地點 四甲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15 日 

  11 ：20  至 12 ：00    
地點 四甲教室 

一、單元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一)核心素養: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

用數學表述與解決問題。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度量衡

及時間，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解決想法。 

(二) 學習表現: 

n-II-3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三) 學習內容: 

N-4-2較大位數之乘除計算：處理乘數與除數為多位數之乘除直式計算。教師用位值

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一) 學生先備知識:學生已學習過分分看概念，並且已熟悉十十乘法。 

(二) 起點行為:1.聆聽:多數學生可以聽出教師說話或教學重點。 

              2.說話:多數學生可以正確的表達自己的理解程度或回答教師提問 

                     的內容。 

                        3.閱讀:多數學生可以正確理解題目的意思。 

4.書寫:多數學生可以正確書寫式子及正確計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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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特性:全班人數18人，共計男7女11。有2位潛能班學生，2位專注力較弱須 

              個別指導學生，協助觀察2位專注力較弱的學生，是否能夠自主練習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A.準備活動: 有129條胡蘿蔔，每袋有3條，發完為止。 

1.教師提問: 透過提問與生或經驗連結，再次確認學生是否了解影片中的題意。 

2.做做看:實際練習習題。  

B.發展活動: 練習課本題目及講解分裝與算式寫法。 

1. 觀看教學影片: 有5918個羊駝娃娃，平分成4箱，可分成幾箱?還剩幾個? 

2.教師講解: 

(1)如何用除法算式紀錄問題和結果，並說明除法算式中各個數字及符號的意義，及  

   強調除法的符號÷的寫法，直式除法的算式。 

(2)教師提問:再次確認學生聽懂式子的記法和各個數字及符號的意義(板書)。 

(3)歸納重點:除法的算法可運用減法或乘法來計算和估算以及完成算式的記法，且 

   要從最大位數先分起，依序分百位、十位及個位(板書)。 

C.練習活動 

1.挑戰課本做做看的題型: 

(1)教師提問:透過提問，確認學生理解除數與被除數的位置書寫是否正確。 

(2)實際操作:學生實際動手練習，建立乘法與除法的相關性。 

(3)行間巡堂:教師在學生練習解題時，巡視及指導較弱的學生，確保學生能正確完 

            成練習。 

(4)歸納重點:除法可以運用減和乘法的概念來完成(板書)。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一) 學生朗讀題目及老師的提問，能正確理解題目的意思。 

(二) 喚起學生先備知能，幫助理解除法是減法和乘法的運用。 

(三) 學生透過練習活動，讓學生實際動手做看看，確認學生的理解程度。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驗、小組討論、

自評、互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或其他。） 

(一)觀察：教師經由課堂走動觀察評量學生是否能夠正確的數值擺放在正確位置， 

                    以便進行解題。 

(二)提問：教師藉由提問評量學生是否了解題目的意思及如何著手練習題。 

(三)練習題：教師藉由完成練習題，評量學生是否能清楚理解除法題目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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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及時間：112 年 11 月 15 日 12 ： 50 至 13 ： 20 . 

地點：辦公室 

七、教學省思與改進: 

（一）自我省思:  

教師進行教學前應對學生的先備知識再反覆練習，以喚起學生的記憶與熟悉度，學

生對於除法的運用概念不如預期，當自己要練習習題時，有些學生不肯定自己的著

手方式是否正確，遲遲無法下手。 

 

（二）改進：  

在教學上應將幾部份再做調整如下: 

（1）將分分看的概念再做複習。 

（2）將十十乘法表再做複習。 

（3）讓學生更清楚直式除法的連用及書寫與計算方式。 

（4）題目講解時，速度放慢，以便學生更能理解解及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