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自我省思與改進建議：負數乘法 

一、自我省思 

1. 學生參與狀況良好，但概念掌握仍有落差 

o 多數學生對「負數乘法的計算」能操作熟練，特別是有明確算式

與計算步驟時。 

o 然而在「負負得正」的概念理解上，仍有部分學生僅記憶規則而

非真正理解。 

2. 引導推論過程效果有限 

o 雖嘗試使用數列倒推法或實際例子說明，但部分學生仍感抽象、

不易連結。 

o 學生對「為什麼負負得正」的邏輯推演理解不深，容易在複雜題

目中混淆。 

3. 時間掌握略顯緊湊 

o 活動設計與互動性佳，但留給學生練習與討論的時間偏少，導致

部分學生在操練時缺乏信心。 

o 最後總結與反思時間不足，學生未能完整回顧核心觀念。 

 

二、改進建議 

1. 加強概念引導與視覺輔助 

o 增加具體操作活動協助學生理解負乘負的意義。 

o 利用動畫或動態教學工具視覺化概念，幫助建立直觀印象。 

2. 適度減少講授，增加小組討論 

o 教師講解比重可再調整，鼓勵學生在同儕間透過小組討論推導出

乘法結果與理由。 

o 嘗試使用「學生自編例子」或「反例挑戰」等活動，加強學生對

規則的檢驗與內化。 

3. 強化練習層次與分組輔導 

o 練習題可區分為「計算熟練」與「概念理解」兩類，針對不同學

習進度提供差異化指導。 

o 在小組活動中，安排進階學生擔任小老師，協助理解較慢的學

生。 

4. 時間規劃調整與延伸活動 



o 可將「多數相乘」與「負數乘除綜合」分兩節課實施，讓本節課

更聚焦在基本乘法概念。 

o 補充一張「乘法規則小抄」讓學生課後帶回溫習，並設計簡單線

上遊戲加強印象。 

 

三、後續教學行動 

 下次授課前將準備一段具體動畫或數線活動協助說明「負負得正」。 

 考慮讓學生設計生活中出現的負乘負情境故事，用口語說明計算的邏

輯。 

 評量部分除了正確率，也加入「概念說明題」來檢測是否真的理解乘法

規則的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