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數學卡關：生活中用出數學       

小孩數學不好是不是有數學障礙，其實臺灣罕見數學障礙生，數學學不會多是因為孩

子不理解抽象的概念，化抽象為具象，並在生活中帶孩子用出數學，就能協助孩子建立基

礎的數學能力。   

遇到數學，你家小孩也有以下的學習困擾嗎？數學應用題常無法釐清各條件的關係， 

無法列出正確的算式，常計算錯誤。 

孩子的學習卡關處可能是數感不佳、無法理解題意、不懂解題策略。在學習障礙類型

中有一種亞型稱為數學障礙，臺灣真正數學障礙的孩子出現率不高，學障兒常見「數感」

不佳，指的是對數或量缺乏直觀概念，例如看見桌上的蘋果， 需要一顆一顆點數，無法

大略看過即知道有多少顆。 將數學與生活結合，是引導數學障礙孩子的重要學習策略。 

 

不妨帶孩子換個方式學 

一、數學應用至真實生活很重要：低年級孩子可在購物時引導價格估算，當有 客人來家

裡時，如何均分糖果、餅乾或水果，飲料該倒幾杯等，都是訓練孩子數感的練習。 從

中年級開始，成人生活所需的功能性數學技巧應貫串整個數學課程，包括基本運算、

消費技巧、估算時間、日常估價、預算及金錢管理計畫、計算簡單銀行利息、簡單稅

率和保險費計算等。 另外，生活中常用的平均數、簡單面積、體積等基礎數學概念，

也應該放入數學障礙學生的數學課程設計中。透過生活中有趣生動、實用的練習方式，

也可以提高孩子學習數學的動機。 

二、中高年級時，化抽象為具象：中高年級的數學逐漸進入抽象思考的理解與應用，可透

過教具的操作、畫記或圖形等化抽象為具象的方式，協助孩子理解題意。 

三、拆解數學應用題：可以將數學應用題拆解成類似閱讀測驗題的方式，將一大題的數學

應用練習，分解成數小題的應用題，讓學生可以逐步理解題意進而解題。 

四、教導數學解題策略，增進解題能力：第一步先請孩子朗讀題目或與孩子共 讀題目，

並請孩子按自己的意思解釋題目，提出題目裡的重要訊息，以及了解題意在問什麼、

自己在找什麼答案？接著將重要的數字或訊息圈選起來，開始進行估算、計算，最後

檢查答案的合理性。透過教學者與孩子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可讓孩子在鷹架的學習概

念下，逐步學習到解題的策略。 

五、善用科技幫助：例如計算機、手機 App等輔助軟體的使用，讓他們在生活上能順利運

用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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