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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習是踏入準教師踏入教師行業的必經之步，亦是非常重要的一

個環節。除了將學院所學之教學理論付諸實踐，亦是親身體驗學校、接觸

學生的重要機會。當然，對於實習期間的每一次上課，也都格外珍惜。每

次上課，我們亦都會精心準備教案，前思後想一番。不過，掛一漏萬，新

近實習期間的一次授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裡跟同工一起分享。

在實習中，我們均教授「小數的認識」這一課題。由於不牽涉任何複

雜的計算，而且在日常生活上也經常能接觸到，因此，在備課時，我們認

為對學生而言，是較易掌握的一課。從生活中引入小數，讓學生感覺熟悉，

再透過不同小數的舉例，逐步介紹小數的相關概念。其中的例子安排包括：

天氣溫度、身高及體重。然而，在教學的過程中， 遇到一些難以預料

的問題。

由於生活上有大量例子，學生對小數並不陌生。在小數讀法方面，從

左向右的讀法也不難掌握，需要強調的是小數點左右兩邊讀法的分別。雖

然在課堂已提醒學生小數點右面的數要「見數讀數」，但有些學生還是會混

淆此說法。比如，他們會把 讀作十點八十七。在課後的反思中，我

們覺得「見數讀數」這字眼即使表述簡單，學生還是會感到抽象，還是不

夠淺顯易明。可以嘗試以學生的生活事例作提點，如：小數點右面的數就

像是在讀電話號碼一樣，讓學生印象深刻。即時有幾道簡單的練習會更好，

鞏固學生對讀法的掌握，亦能從錯誤的讀法中學習。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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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講授小數位置和位值方面，亦出現一些事前沒有預計過的問

題。比如，在介紹「 」這個小數時，小數點右面有一個數字，亦代表小

數點右面有一個位。然而，當提問學生小數點後有多少個位時，有學生的

答案是「 」。出現此問題，有可能是聽不清楚教師的問題，亦有可能是對

小數點右面的數位與數字未有認識。進一步想，或許是我們在提問的方式

上不妥當。比如，詢問「小數點右面有多少個數字？」或會更好，而不是

問「有多少個位」。倘若學生答 ，則可順勢讓學生嘗試能否數出 個數字。

這麼一個小點，其實看出，課堂中教師發問是需要一定的技巧以及應變的

能力。

在講授小數的比較時，學生能夠認識到先比較小數的整數部分，再比

較小數部分。整數部分的比較學生能夠掌握，出現困難的地方是在比較小

數部分。這也是小數學習的難點之一。在學習小數的比較時，他們已認識

了小數的數位及位值，即是他們已能知道 中的小數部分「 」是在十

分位，位值是 。似乎比較小數並非難事，然而在授課時，學生的反應及

回答令我們意想不到。例如：要求學生比較 及 的大小。聽完教

師的講解之後，一些同學一看便知道 比 大。可是，課堂上一些

學生卻認為 比 大。詢問後，才明白他們的解釋：在 中的

小數部分有兩個數位，而 的小數部分則只有一個數位，所以他們得出

此答案。在這部分同學的腦海中，數位越多的數越大。另外，一些同學則

認為 中的小數部分「 」的數值比 的「 」大，所以他們認為

比 大。在這部分學生腦海中，比較大小是看誰的數字大。

同樣是小數比較出錯，但是學生的理解卻是不同。這些誤解其實可顯

示出他們對小數數位及位值的知識未完全掌握。這些誤解是需要深入了解

學生想法後才得知。由此，也對未來的教學提供了老師在教授數位及位值

時，可以向學生強調十分位是比百分位大，而百分位是比千分位大。特別

之處是，小數的數位大小是由小數點後方向由大至小；而整數部分則是由

小數點前方向是由小至大，因百位比十位大，而十位比個位大。老師亦可

使用圖解法令學生較易記憶小數的數位及數值，亦有助理解小數的比較。

例如，圖 所示， （ ）和 （ ）的大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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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為是較易掌握的課題，沒想到卻從中發現很多意料之外的問題。

雖然第一次教這課題遇到了不少新奇問題，但整個教學過程是十分難忘

的，也讓我們能反思自己的課堂教學設計：多從學生的理解出發，多思考

學生可能出現的錯誤或誤解，多貼近學生的生活處境來舉例講解，在教學

上才可做到游刃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