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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因材網學習扶助課程師培認證 

(智慧學習種子教師第三梯)數學領域教案-學習扶助 

教學單元 等量公理與應用 教學研究施行時間 160分鐘（4節課） 

教材來源 康軒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生 

教案設計者 林姵伶 教學研究實施學校 新北市明志國小 

能力指標 
◎數與量 

6-a-01-S03 應用等量公理的觀點，處理乘和除的單步驟問題。 

教材設計理念 

    學生已上完課程「列式與解題」單元，先學會能用文字符號表徵未知量，並列

成等式。也學會求出符號的值。因此本單元主要學習以代數方法解決簡單(一次關

係)數學問題，內容涉及設定未知數符號、列關係式與方程式、代數式算、解簡單

一元一次方程式等。 

    教學活動設計概念的知識結構如下，從(知識節點 6-a-01-S01) 理解等量公理

的意義，進而到實際能運用(知識節點 6-a-01-S02)去解決生活上的例子，應用等量

公理的觀點，處理加和減的單步驟問題。與透過(知識節點 6-a-01-S03) 應用等量

公理的觀點，處理乘和除的單步驟問題。 

    因為代數求解中，小學階段的代數思維啟蒙問題大致包含三個段落，首先是列

式，包含設定未知數符號以及列關係式與方程式，也就是依據題意設定適當的未知

數，以適當的符號表示，列出正確的運算關係式；其次是求解，包含代數式的運算

以及解簡單一元一次方程式，也就是運用代數運算的規則進行計算，設法解出未知

數符號所代表的值；最後則是驗證，將解出的值再與原始問題做合理性的比對，通

常是排除與問題情境不符的數學解。 

 
     就列式這個步驟來說，關鍵性的工作式察覺情境中的數學結構，在非例行性

的問題中，數學結構須學生主動去察覺，這與例行性問題能直接套用已知方法是不

同的，這部分是學生最大的困難。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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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就在於要將未知數符號 X與已知數量分列在等號兩邊，並設法將未知數的符號 X

的係數為 1。因為這樣的目標，運算時就會自然帶來思考的導向，也就是先將未知

數 X的項搬移到等號左邊，而已知數量搬移到等號右邊，然後設法將左邊帶有未知

數符號 X的各項 X的各項合併成單一的 X項，右邊的已知數量也合併成單一數值最

後再將等號兩邊同時除以左邊 X的係數。而這個最後的結果還要做驗算(帶入原式

是否滿足)以及檢驗其合理性(所得數值是否為一個合理的年齡值)，整個問題才算

完成。 

 

有一個人其一生的六分之一是童年，其後有十二分之一是青年，接著七分之

一單身。他的兒子在他婚後五年出生，並早他四年過世，他兒子的生命只有他的

一半，問此人活了多久? 



4 

 

 
知識結構圖 

教學重點 

1. 能理解等量公理。 

2. 能用未知數表徵生活情境中分數單步驟問題的未知量，並列成等式。 

3. 能運用等量公理，求等式的解並驗算。 

教學工具(教具) 教育部教師適性教學素養輔助平臺、電腦教室、平板。 

教學研究設計 

 

 

 

 

 

 

 

 

 

 

 

 

 

 

 

教學活動流程 

第一、二節課 

1. 學生部分：於平臺完成適性(單元)診斷測驗。 

2. 教師：從旁協助學生操作平臺，並觀看學生的個人學習診斷報告，了解掌握學

生個別的學習狀況。 

第三、四節課 

1. 學生部分：依據診斷報告書，針對各自的單元學習弱點，從知識結構圖基礎的

概念開始觀看影片學習、完成影片檢核點問題及概念節點練習題，補強學習弱

點。 

2. 教師：從旁協助學生操作平臺，並觀看學生的個人學習診斷報告，了解掌握學

生個別的學習狀況。 

 

  

6-a-01-S01

理解等量公理
的意義

6-a-01-S02
應用等量公理的觀
點，處理加和減的

單步驟問題

6-a-01-S03
應用等量公理的
觀點，處理乘和
除的單步驟問題

二節課 二節課 

學生依據平台回饋的診斷報告書，針對

各自的單元學習弱點，從知識結構圖基

礎的概念開始觀看影片學習、完成影片

檢核點問題及概念節點練習題，補強學

習弱點。  

教師：從旁協助學生操作平臺，並觀看

學生的個人學習診斷報告，了解掌握學

生個別的學習狀況。 

教師指派適

性(單元)診

斷測驗，從

旁協助學生

操作平臺。 

學生進入平

臺完成單元

學習診斷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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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片 

  

 

教學心得 

    在這次的因材網學習扶助課程中，感謝施老師的實用教學，不僅解決現場

老師的問題，也著實針對各校的疑難雜症提出一一的解決。 

    針對學習扶助所開課的這個課程，首先教導如何使用因材網可以應用在學

習扶助的各項功能。因為和導師班不同，通常學習扶助的孩子來自於各個班

級，有時還跨年段，因此，要如何針對個別學生的問題進行診斷，並給予個別

化的練習，遠比做一大堆練習題來得重要。 

    在這次的課程中，我學習到如何運用星空圖對應學生的學習，也了解到因

材網的設計的原理來自於知識架構的節點。重新發現知識結構的出題模式，原

來只要一次給予一個節點，才可以逐步地去發現孩子的學習狀況，搭配作筆記

的模式，可以讓孩子重新聚焦在一節課的學習，比給一大堆練習，或者讓他看

很多影片，產生學習疲乏，這就不是學習扶助所樂見的情形。 

    改變教學模式之後，雖然學生對於一剛開始寫筆記這件事情會有點排斥，

但是透過測驗方式的轉換，例如，先寫測驗題，若答對就不用看影片等等的方

式，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慢慢地可能也寫出一些樂趣來，發展出自己的

寫筆記模式。 

    其次是單元診斷測驗和縱貫診斷測驗的運用，以及學生個人的診斷報告，

其實更能符應學習扶助，幫助學生在個人學習步調上按照自己的節奏前進。 

謝謝新店國小及施春輝老師特地開辦此課程，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因材網

的進階使用功能，作為一顆種子，雖然尚在學習，但將本次的學習成果帶回校

後實際分享，期待更多的種子慢慢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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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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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節點) 

 

學生節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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