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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如何於初小推行數學閱讀 

 

鄧佩玉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摘要 

筆者任教之小學於本學年參加了教育局數學教育組之「從閱讀中學習

（小學數學）試行計劃」，是項計劃的目的是於小學二年級推展數學閱讀。

有趣的是本校是有計劃以來唯一一所於初小推行數學閱讀的學校，由於筆

者是計劃的統籌人，對如何在初小推展數學閱讀有較深刻的體會，故此希

望與同工分享心得。透過本文，筆者希望讓同工認識數學閱讀的特質、數

學篇章和數學繪本，分享推行數學閱讀計劃的得著和困難，以及簡略介紹

台灣推展數學閱讀的情況。 

課程文件 

課程發展議會（2002）發表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

所長》文件中建議，「從閱讀中學習」有助培養學生閱讀能力和興趣，從而

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同年，課程發展議會亦發表了《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課程指引中亦強調，鼓勵學生多閱讀與數學有

關的書籍、雜誌、刊物等，也有助培養他們的獨立學習能力，繼而達成課

程的學習目標。 

課程發展議會（2014）發表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

續》文件中明確地指出，學生於學前階段已擁有閱讀經驗，於初小推展閱

讀是促進學生「學會閱讀」的有效時機，不但有助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和

能力，進而能透過廣泛閱讀，汲取知識。這反映了目前在初小推展閱讀的

情況仍有進步的空間。 

數學閱讀 

秦麗花（2007）認為，閱讀具有廣泛性的功能，故此不應只視為一般

語文閱讀，應該包含其他學科閱讀。她建議要先以語文閱讀為基礎推展各

項閱讀活動，這有助培養學生不同學科的閱讀。她引述 McKenna & Robinson

對學科閱讀的見解認為，學科閱讀包含三種技能：一般讀寫技能、學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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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知識和學科的特殊閱讀技巧。 

秦麗花（2007）認為，數學閱讀有別於其他學科閱讀，它除了要求學

生須要專心和重覆閱讀外，更重要的是要動手或動筆操作練習。此外，秦

麗花、黃敏秀（2005）亦指出，數學閱讀像一般閱讀過程一樣，是一個完

整的心理活動過程。當中包含語言符號（文字、符號、術語、公式、圖表）

的感知和認識，新概念的同化和適應，閱讀材料的理解和記憶等各種心理

活動因素，同時它也是一個不斷假設、證明、想像和推理的心理認知歷程，

這種數學語言的符號化、邏輯化、嚴謹性、抽象性的特點，構成了數學閱

讀的特殊性。秦麗花（2007）歸納了數學閱讀的特殊性： 

1. 數學語言具有高度抽象性，以及要求精確性。 

2. 數學詞彙常具有多義性。 

3. 數學文本閱讀要求認真精緻，需反覆閱讀。 

4. 需具有邏輯和數學基模知識，才能做數學各向度知識的聯結。 

5. 數學閱讀過程語意轉換頻繁，需要具有彈性思考的能力。 

秦麗花（2007）引述邵光華對數學教學和數學閱讀的見解認為，數學

教學是一種數學語言的教學，而數學閱讀是經由數學語言理解而建構意義

的過程，適當的指導是有必要的。故此，學生進行數學閱讀之前，老師必

須給予合適的指導。 

數學篇章 

許依菡（2006）認為篇章是指一段有意義、能傳達一個完整信息、前

後銜接、語意連貫、具有一定社交目的和功能的言語作品。而數學篇章是

有一段包含數學語言及數學概念的文章。 

數學繪本 

鍾靜（2011）認為，數學繪本是以圖為主、以文為輔的圖畫故事書，

數學概念能於書中直接或間接呈現，內容可以引發學數學概念的討論或教

學。 

鍾靜（2011）亦指出，數學繪本具備以下的功能： 

1. 可作為加強兒童數學的溝通能力的工具，有助數學概念的了解，以及

提升解題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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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兒童有機會了解數學概念，並且能讓他們明白可以怎樣應用在日常

生活情境中； 

3. 可提供兒童聆聽、書寫及討論數學概念的機會； 

4. 適合小學階段應用的數學繪本能有效提升和推展學生對抽象數學概念

的理解。 

於初小推行數學閱讀的概況 

1. 推展數學閱讀的目的 

一直以來，本校在推動高小的數學閱讀計劃不遺餘力，但未有著意在

初小推展數學閱讀計劃。筆者發現，高小學生對數學閱讀的興趣或習慣存

在極大的差異。這情況不禁令筆者反思是否與初小未有積極推展數學閱讀

有關，故此筆者希望透過教育局數學教育組的協助，嘗試在初小推行數學

閱讀計劃。黃承諄（2006）引述了蘇振明對數學繪本的見解認為，幼稚園

至小學低年級階段的學生是繪本的最大讀者群，因此，筆者除了應用數學

篇章作為教材外，也應用了數學繪本。從學生學習歷程轉變來看，小學二

年級學生已有一年的小學學習體驗，若能保持其濃厚的數學學習興趣和動

機，而且能進一步鞏固學生數學學習信心，有助於其後的數學學習。另一

方面，筆者只教授二年級，所此以該級學生為對象推展數學閱讀計劃。有

關計劃的詳情請參閱附件。 

2. 簡介數學閱讀計劃 

學期初，筆者向二年級學生詳細地介紹數學閱讀計劃目的和內容，這

是因為是項計劃跟本校圖書主任推行的閱讀計劃略有不同，所以必須要加

以闡釋，以便計劃順利推行。 

3. 親子篇章閱讀 

課程發展議會（2002）指出，初學閱讀者有需要從由家長和教師挑選

的書籍中獲得閱讀樂趣，發展到自行挑選閱讀材料。黃承諄（2006）引述

了不少學者對數學繪本的見解認為，透過故事性、趣味性和圖像的方式來

呈現數學概念，不但有助學生的數學學習，亦能讓學生了解數學在真實生

活中的應用。然而數學繪本的文字較多，加上本校的數學繪本的數量有限，

未能讓每個學生同時閱讀同一本數學繪本，因此筆者才選擇自行編制加插

了圖畫的數學篇章。學生首先透過筆者自行編制之數學篇章（期間，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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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教育局數學教育組的發展主任協助編輯）進行 8 次的親子篇章閱讀活

動。筆者會在課堂上向學生簡單介紹數學篇章部分內容，然後著學生在家

中與家長完成整篇文章的閱讀。期間，筆者會向學生介紹一些閱讀的方法，

有助培養學生掌握數學閱讀的技巧。小二的數學課程內容不少，以及要預

留課節進行閱讀分享，故此未能讓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數學閱讀。另一方面，

這個安排可提供機會讓家長和學生進行親子活動。課程發展議會（2002）

亦指出，學生在教師和家長的指導和支持下閱讀（透過朗讀和伴讀），才能

逐漸發展到獨立閱讀（獨自閱讀）。 

4. 數學書籍閱讀獎勵計劃 

於下學期推行數學書籍閱讀獎勵計劃，培養學生對閱讀數學書籍的興

趣及習慣。如果學生每借閱 3 本數學書籍，並進行紀錄，便可獲小禮物。

學生可於圖書館之「小二數學書籍專區」借閱。筆者首先於上學期透過數

學篇章培養學生閱讀數學書籍的興趣，以及在課堂中花點時間介紹一些較

適合他們的數學繪本或書籍，然後再鼓勵學生到圖書館借閱。課程發展議

會（2002）指出，初學閱讀者有需要從最初因外在獎勵而閱讀，發展到自

發性地閱讀。 

5. 數學閱讀分享 

於長假期後，筆者讓學生在課堂上分享數學篇章或圖書內容，以及閱

讀心得。由於初小學生未必能完全掌握匯報技巧，筆者建議可先讓學生進

行小組閱讀分享，然後再由同輩之間或老師挑選學生向全班作閱讀分享。

進行閱讀分享前，筆者亦建議老師除了要指導學生如何預備分享的內容，

還要提示學生匯報時所需的技巧。老師亦要指導學生聆聽同學分享時應有

的態度。課程發展議會（2002 及 2014）均指出，學生所表達和分享的閱讀

心得能反映他們在思考和理解方面的成長。縱使教學時間緊絀，筆者仍堅

持騰出部分時間進行閱讀分享。 

6. 困難和得著 

由於二年級學生的識字量有限，以及筆者未能在坊間尋找到一些合適

的數學讀物，故此筆者須自行編制閱讀材料。除了文字外，亦加入一些圖

畫，以增加趣味性。此外，為了讓數學篇章更具吸引力，筆者亦花心思把

篇章設計成小冊子，以及採用不同顏色的紙作封面。可想而知，在編制閱

讀材料方面，筆者的確花了不少的時間。最初編制的 4 份篇章內容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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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沒有任何連繫。之後編制的 4 份篇章，筆者嘗試以主角作連繫來編輯

內容，結果發現學生更感興趣，更投入閱讀。除此之外，筆者亦嘗試在篇

章中加入跨課程元素（如環境保護、個人成長等）。課程發展議會（2014）

強調跨課程閱讀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推行是項計劃後，筆者及科任老

師均發現，學生對數學書籍的興趣有所提高，而且借閱數學閱讀書籍的學

生人數也有所增加，這情況令人十分鼓舞。另一方面，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旨在鼓勵學校因應校情推展具校本特色之數學閱讀計劃，沒有提供嚴格的

指引要求學校依循。 

台灣推展數學閱讀的情況 

本地出版的數學讀物中，筆者發現適合初小學生閱讀的書籍不多，然

而來自台灣的數學讀物卻不少，這勾起筆者想了解台灣如何推展數學閱讀

的興趣。陳綵菁、蔡慕宣、吳明芬、張宇樑（2013）指出，台灣教育部於

2008 年推動「悅讀 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目的是讓能達到學生

養成每日閱讀之習慣，並提高閱讀綜合能力。由於繪本包含豐富插圖和有

趣文字敘述，故此繪本成為當地老師們引領孩子進入閱讀世界的首選，所

以與繪本有關的教育研究十分豐富。筆者發現，不論是數學讀物、數學閱

讀理論或數學閱讀教學策略的書籍，還有與數學閱讀相關的教育研究均十

分豐富，這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鏡。 

在數學讀物方面，適合小學生的有遠流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之《魔數小

子全集》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4 年出版之《數學繪本》。在數學閱讀理

論或數學閱讀教學策略的書籍方面，有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2010 年出版之

《國小數學與繪本閱讀教學實踐與推廣》和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年

出版之《數學閱讀指導的理論與實務》。與數學閱讀相關的教育研究方面，

有秦麗花、黃敏秀於 2005 年發表的「影響兒童數學文本閱讀理解的因素探

討」、秦麗花、邱上真於 2004 年發表的「數學文本閱讀理解相關因素探討

及其模式建立之研究—以角度單元為例」及呂玉琴、石璋璞於 2013 年發表

的「國小四年級數學高成就學生閱讀數學讀物之調查研究」等。由於筆者

主要是透過互聯網及書籍得知台灣推行閱讀的情況，所以只屬一鱗半爪。 

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不要令學生覺得數學閱讀是其一項數學功課，要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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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享受數學閱讀帶來的樂趣。筆者希望本文只是引子，能誘發各位同工對

推動數學閱讀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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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數學閱讀計劃(2014/15) 

推行班別：2A、2B、2C、2D（約 136 人） 

計劃目標： 

1. 透過閱讀數學圖書，營造校內學習數學的良好氣氛 

2. 培養學生對閱讀數學書籍的興趣及習慣 

3. 透過閱讀分享活動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 

項目 策略/工作 
推行 

時間表 

所需 

資源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負責人員 

編寫閱

讀材料

目錄 

1.檢視現行在學校圖

書館內的數學閱讀材

料，編寫目錄，讓教師

在設計學習活動時，能

參考上述書目，以促進

從閱讀中學習 

2014 年

10 月 

數 學 圖

書 

檢 視 數 學

圖 書 目 錄

表 

完 成 編 寫

數 學 圖 書

目錄表 

圖 書 館 主

任 

 2.於學期終時，在數學

圖書目錄上標示出老

師曾推介及同學書愛

的數學圖書 

2015 年 

6 月 

 

數 學 圖

書目錄 

檢 視 書 目

中 老 師 曾

推 介 及 同

學 喜 愛 的

數學圖書 

完 成 檢 視

工作 

圖 書 館 主

任 

科 主 任 及

二 年 級 科

任老師 

增加數

學圖書 

1.參與公共圖書館的

借閱計劃，借來的圖書

會安置在圖書館及課

室內 

2.學校購買數學圖書

約 35 本。二年級 2 班

每月輪流借閱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 

公 共 圖

書館 

數 學 圖

書 

統 計 校 內

圖 書 館 的

數 學 圖 書

數量 

在公共圖

書館借取

最少 50 本

數學圖書 

圖書館主

任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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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策略/工作 
推行 

時間表 

所需 

資源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負責人員 

閱讀活

動 

1.閱讀計畫簡介：數學

課向參與計畫的學生

介紹閱讀計畫的目的

及詳情。 

2.親子篇章閱讀：將選

定的篇章放在閱讀袋

讓 學 生 進行 親子 閱

讀，上學期及下學期均

進行 4 次，全年共 8

次。 

3.下學期(每星期 1 次)

開始於數學課或午讀

課時段學生進行閱讀

數 學 圖 書或 篇章 材

料，以增加學生接觸不

同數學閱讀材料的機

會。 

4.鼓勵閱讀：於下學期

推行數學書籍閱讀獎

勵計畫，培養學生對閱

讀數學書籍的興趣及

習慣。若學生每借閱 3

本數學書籍，並進行紀

錄，便可獲小禮物。學

生可於圖書館「小二專

區」或課室圖書館借

閱。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5 月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5 月 

數 學 圖

書 

閱 讀 篇

章 

閱 讀 紀

錄表 

小禮物 

觀 察 學 生

表現 

檢 視 學 生

閱 讀 記 錄

表 

統 計 獲 獎

人數 

學 生 專 心

地閱讀 

學 生 認 真

完 成 閱 讀

篇章 

50 ％ 學 生

能 獲 得 小

禮物 

圖 書 館 主

任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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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策略/工作 
推行 

時間表 

所需 

資源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負責人員 

閱讀成

果分享 

1.長假期後進行閱讀

分享：長假後，學生在

數學課堂上分享圖書

內容及閱讀心得。每班

學生全年最少有一次

機 會 分 享閱 讀的 成

果。學生可選擇以篇章

或數學圖書作分享內

容，先在小組分享，再

由同學/老師挑選學生

向全班同學分享。 

2.分享前，要教學生如

何預備分享的內容，也

需要提示學生匯報時

需注意的技巧及聆聽

同學分享時應有的態

度。 

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5 月 

閱 讀 報

告 

分 享 指

引 

觀 察 學 生

表現 

學 生 順 暢

地 表 達 分

享 內 容 及

閱讀心得 

學 生 留 心

聆聽分享 

學 生 認 真

學 習 匯 報

技巧 

圖 書 館 主

任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