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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厝國民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教學設計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請簡要敘明） 

    能在同數累加的具體情境中，建立「倍」的概念和理解乘法的意義，解決 2的整

數倍問題。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林淑芬 

單元名稱 2、5、4、8 的乘法 總節數 共_7 節，28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二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先備知識:學生能用具體操作解決三個數連加計算。 

起點行為:教學前也確認兒童已具有上述概念。 

學生特性:學生雖較無討論的經驗，但個性活潑，發言踴躍，樂於分享。學生程度 

        落差大，但樂於彼此學習。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

勾）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v 1 第一、二節課 

1.在同數累加的具體情境中，能以幾倍來描述乘法問題。 

2.透過單位量 2 的連加，建立 2的乘法概念和認識乘法算式 

3.能用 2的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透過單位量 2 的連加，解決並用乘法算式記錄單位量為 

  2，單位數 1到 9的乘法問題。 

5.能讀出單位量為 2的乘法算式並熟記乘法口訣。 

 2 第三、四節課 

1.在同數累加的具體情境中，能以幾倍來描述乘法問題。 

2.透過單位量 5 的連加，認識 5的乘法概念。 

3.透過乘法算式的紀錄，認識被乘數、乘數和積。 

4.透過單位量 5 的連加，解決並用乘法算式記錄單位量 5， 

  單位數 1到 9 的乘法問題。 

5.能用 5的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能讀出單位量為 5的乘法算式並熟記乘法口訣。 

7.透過單位量 4 的連加，認識 4的乘法概念。 

8.透過單位量 4 的連加，解決並用乘法算式記錄單位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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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數 1到 9 的乘法問題。 

9.能用 4的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0.出單位量為 4的乘法算式並熟記乘法口訣。 

 3 第五、六節課 

1.在同數累加的具體情境中，能以幾倍來描述乘法問題。 

2.透過單位量 8 的連加，認識 8的乘法概念。 

3.透過單位量 8 的連加，解決並用乘法算式記錄單位量 8， 

  單位數 1到 9 的乘法問題。 

4.能用 8的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能讀出單位量為 8的乘法算式並熟記乘法口訣。 

6.能用乘法解決生活中「單位量為 2、5、4、8」的問題。 

 4 第七節課 
1. 藉由學習單位量為 2、5、4、8的乘法，進而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三）各節教案（授課節次請撰寫詳案，其餘各節可簡案呈現）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一節 

 
授課時間 40分鐘 

學習表現 

 

n-I-4 理解乘法的意義，熟練十十乘法，並初步進行分裝與平分的除法活

動。 

學習內容 

 

N-2-6 乘法：乘法的意義與應用。在學習乘法過程，逐步發展「倍」的概

念，做為統整乘法應用情境的語言。 

學習目標 

1.在同數累加的具體情境中，能以幾倍來描述乘法問題。 

2.透過單位量 2的連加，建立 2的乘法概念和認識乘法算式。 

3.能用 2的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情境脈絡 
透過單位 2 的連加建立 2 的乘法概念，解決並用乘法算式記錄問題。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引起動機影片、操作花片、A4白紙數張 

  (二)學生：做好準備，操作花片並記錄 

 

二、引起動機 

●搭配動畫引起兒童興趣，並發問布題。 

․待學習完 6-4後，讓學生回顧單元頁的問題並解題。 

․榨果汁 1次要用掉 8顆果實，5次共要用掉幾顆果實？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8×5＝40，共要用掉 40 顆果實。 

【發展活動】 

【活動 1】倍的概念 

○將 2個一數的活動用連加表示 

○以 2的幾倍描述乘法問題 

●布題一：1頭山羊有 2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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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檢核 

 

 

 

●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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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頭山羊共有幾隻角？說說看，你是怎麼知道的？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1頭山羊有 2隻角。2 個一數，2、4、

6，3頭山羊，共有 6隻角。 

․把做法用加法算式記下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①2＋2＝4，4＋2＝6，共有 6隻角。 

②2＋2＋2＝6，共有 6隻角。 

․算式中的 2表示什麼？有幾個 2相加？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算式中的 2表示 1頭山羊有 2隻角，

3頭山羊表示有 3個 2隻角相加，也就是有 3個 2相加。 

․4 頭山羊共有幾隻角？把做法用加法算式記下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①2 個一數，2、4、6、8，共有 8隻角。 

②1 隻 1隻的加，1次加 2隻角。2＋2＝4，4＋2＝6，6＋2＝8，共

有 8隻角。 

③用算式記作 2＋2＋2＋2＝8，共有 8隻角。 

․教師宜再布同類型題目讓兒童反覆練習，直至純熟。 

․算式中有幾個 2相加？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算式中的 2有 4 個相加，是 2的 4倍。 

●布題二：5隻兔子共有幾個耳朵？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1 隻兔子有 2 個耳朵，用 2 個一數，

2、4、6、8、10，共有 10個耳朵。 

․把做法用加法算式記下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①1 隻 1隻的加，1次加 2個耳朵。2＋2＝4，4＋2＝6，6＋2＝8，

8＋2＝10，共有 10個耳朵。 

②有 5 個 2 相加，用算式記作 2＋2＋2＋2＋2＝10，共有 10 個耳

朵。 

․算式中的 2有幾個相加？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算式中的 2有 5個相加。 

․教師說明：2有 5個相加，也可以說是 2的 5倍。 

․兒童聆聽並凝聚共識。 

․想想看，「2有 5個相加」、「有 5個 2相加」和「2的 5倍」，

意思都一樣嗎？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2 有 5 個相加是 2 的 5 倍，有 5 個 2

相加也是 2的 5倍，所以「2有 5個相加」、「有 5 個 2相加」和

「2 的 5倍」都一樣。 

【活動 2】2的乘法算式 

○2 的乘法算式，並用乘法算式記錄問題 

●布題三：琳琳把 2 罐果醬裝成 1 盒，6 盒共有幾罐果醬？把做法

用算式記下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② 用算式記作 2＋2＋2＋2＋2＋2＝12，共有 12罐果醬。 

②1 盒有 2罐，6盒是 2的 6倍，用算式記作 2×6＝12，共有 12罐

果醬。 

․教師宜再布同類型題目讓兒童反覆練習，直至純熟。 

․教師說明：2 的 6 倍是 12，記作 2×6＝12，讀作二乘以六等於十

二，2×6＝12是乘法算式，×是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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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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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聆聽並凝聚共識。 

 

【總結活動】（須能檢核所選取之學習表現） 

●試試看：2＋2＋2＋2＋2＋2＋2，表示有□個 2 相加，是 2 的□

倍，用乘法算式記作□□□＝□。 

․兒童各自解題、發表。如：2＋2＋2＋2＋2＋2＋2，表示有 7 個

2相加，是 2的 7 倍，用乘法算式記作 2  ×  7 ＝14。 

～第一節結束/共 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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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學習任務說明 

（依所選定節次教學活動規劃設定該節課之學習任務） 

透過情境解決並用算式紀錄減法問題。 

 

三、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至少四張） 

  

 

 

 

 

 

 

 

 

 

 

老師請學生上台寫出自己的做法 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做法 

 
 

 

 

 

 

 

 

 

 

 

 

 

老師上台講解 乘法算式說明 

教學心得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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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依教案內容進行教學實踐後所為之省思紀錄，可含成效分析、教學省思與修正建議

等） 

1. 藉由畫出圖像，讓學生知道相同數字累加數次的觀念，演進為乘法算式。 

2. 讓學生理解乘法的意義與應用，並在學習乘法過程，逐步發展「倍」的概念，做為統整

乘法應用情境的語言。 

3. 讓學生實際上台在黑板上呈現出做法，並邀請學生上台展示答案並講解，在過程中也可

讓學生釐清自己的想法。 

4. 學習成就較差的孩子。數學理解通常亦較差，更須利用實質的圖像或教具操作給學生

看，否則抽象的概念對他們而言是無法理解的，經實際操作理解的成效，勝過老師的解

說。 

5. 讓學生完成最後兩題練習題時，學習較低弱的學生仍然不完全能理解，疑利用下課時間

進行補救教學。 

6. 若能進行分組進行討論分享更好，組員間能互相討論學習，並藉由討論的過程釐清自己

的想法，也能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但因班級人數較少，較無法分組，影響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