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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國小數學科運用學習平台搭配自主學習策略教學示例 

領域/科目 Subject 數學第 7 冊 第 9 單元小數 設計者 Designer 吳宗泰 

適用年級 Class profile 四年級 總節數 Time          一節課，40 分鐘 

單元名稱 Unit  小數 

設計理念 

Design Rationale 

本單元旨在透過生活化的例子，讓學生掌握二位小數的加減計算及應用能力，並能夠在生活情境中運用所學，

解決實際問題。教學過程中結合數位學習工具，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參與度，並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合作

學習能力。 

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y 

總綱/領域/群科(視課程性質選用) 數位學習 

•  核心素養：數學邏輯推理、實際生活問題解決 

 

•  數位學習：利用生成式 AI 工具利用生成式 AI 工具-(e 度+

影片觀看)自學和驗證答案，提升學習自主性 

 

領域學習 

重點 

Learning 

focus 

學習表現 

Students’ 

performance 

• 領域學習表現或內容 

n-Ⅱ-7 理解小數的意義與位值結構，並能做加、減、整數倍的直式計算與應用。 

學習內容 

Learning content 

•  N-4-7 二位小數：位值單位「百分位」、位值單位換算 

•  比較、計算與解題。用直式計算二位小數的加、減與整數倍。 

•  N-4-7-S05 用直式做二位小數的加法計算，並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  N-4-7-S06 用直式做二位小數的減法計算，並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教材來源 Materials 

參考資料 References 

•  國小四年級數學南一教材 

•  相關數位學習平台與資源 

•  生成式 AI 工具平台 -E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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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資源 

Teaching aids/equipment 

•  數位白板或投影設備 

•  學生平板或電腦 

•  互動學習軟體 

學生數位學習背景 

Students'  digital learning 

Background 

 

學生具備基本的數位設備操作能力，能夠使用平板或電腦進行互動學習和完成學習單 

，能使用生成式 AI 進行自學和解題。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  理解小數的意義與位值結構 

•  能夠進行二位小數的加減計算 

•  能夠將所學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如長度、重量、

容量等，數字應用，解決實際問題。 

數位教學策略 (digital teaching strategies) 

•  使用數位白板進行互動教學 

•  利用線上練習平台進行即時評量 

•  學生利用平板完成學習單與互動練習 

數位軟硬體與平台(Digital hard/softwares) 

平板或筆電 

生成式 AI 學習平台 e 度，幫助學生透過 AI 自學和檢驗答案 

混成學習設計 (Blended learning Strategies) 

 

情境脈絡 

(生活/時事/議題/學術..) 

通過生活化的數學問題，讓學生理解和掌握小數計算的實際應用，增強他們的數學素養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活動設計  Classroom procedure 

教學重點 Main points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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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period) 

 

 

學習活動設計 Q 學習評量(學習狀況檢視與評量結果或分析) 

4.1 課前準備（5 分鐘） 

•  教師準備： 

• 確認所有需要的數位設備都已經設置好，包括數位白板、學生平板或

電腦。 

• 印製學習單，或確保學習單已上傳至線上平台供學生下載。 

•  學生準備： 

• 帶好學習工具（筆記本、筆等）。 

• 登入線上學習平台，準備好進行學習活動。 

4.3 學生自學（課前 15 分鐘） 

•  數位學習資源： 

• 讓學生使用平板或電腦觀看簡短的教學影片，了解二位小數的加減計

算，並利用 ai 工具進行解答。 

• 學生完成影片中的練習題，進行初步的自主學習，並利用 ai 工具進行

解答。 

•  學習單練習： 

• 學生獨立完成學習單上的例題，練習加減小數的直式計算。 

4.2 導入（7 分鐘） 

•  情境引入： 

評量甚麼、評量方式、工具(包含適切的數位評量應用) 

 

1. 教師提供學生使用因材網自學提供相關指令。 

 

:  
2.教師指派課程任務與測卷任務，利用因材網_測驗報

表檢視學生測驗狀況 

 

3. 學生獨立完成學習單，並使用 e 度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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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學生，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地方都充斥著小數，諸如身高、 

大家愛喝的飲料、媽媽買肉幾公斤等等， 

這樣的情境可以讓學生感到更具體、實際。 

•  問題引導： 

• 提出一些簡單的生活問題，比如 

「如果把同學的身高換成公尺，某些同學會是幾公尺? 

  誰又比誰高多少公尺?」引起學生的興趣。 

4.4 組內共學（10 分鐘） 

•  分組討論： 

• 將學生分成小組，讓他們討論學習單上的題目，並比較自己組內的答

案。 

• 學生比較自己的解答與 AI 生成的解答是否一致，找出差異點，並探

討解題思路。 

•  小組報告： 

• 每組選擇一題，向全班報告他們的解答過程和結果。 

4.5 組間互學（15 分鐘） 

相互評析： 

• 各組之間交換學習單，根據預設的評析標準進行評分和反饋。 

 

 

 

 

 

4.學生依照任務單，進行小組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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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析標準包括：計算過程是否正確、答案是否準確、解題思路是否清

晰等。 

• 各組分享討論結果，並互相評析其他小組的解答及檢討重點。 

• 教師提供評析的規準，例如：解題步驟的清晰度、位數轉換的準確

性、討論過程中的互助合作表現。 

4.6 教師導學（8 分鐘） 

• 綜合分析與檢討： 

o 教師綜合學生的討論結果，分析常見錯誤，並進行重點講解。 

o 強調二位小數的位值結構及加減計算的重點，幫助學生鞏固所

學知識。 

o 教師根據各組分享進行歸納與總結，針對容易出錯的計算或概

念進行重點講解。 

• 解答問題： 

o 回答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疑問，並提供進一步的解題技巧。 

o 確認學生已理解小數直式加減法的運算，並解答學生的疑問。 

• 作業佈置： 

o 安排學生根據課堂學習內容完成相關的作業，並回家完成。 

這樣的學習活動安排能夠幫助學生在有趣的情境中掌握小數加減的技巧，並

通過自學、共學和教師導學的綜合方式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附件：根據實際備課資料提供教材內容，數位或紙本(請拍照)均可 

1.自學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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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學任務單                                                                                  4.評量設計資料 

       南一教學手冊 

      南一教學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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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組共學檢核表與互評表                                                                  5.學生課後回饋或教師教學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