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評量教學設計範本-教學者：李書欣 

教學主題：我是作家-乘法的故事 學習領域 數學學習領域 

教學對象 四年級學生 教學時間 四節（80 分鐘） 

評量活動目標 
1. 引導學生探討乘法的意義，並熟練乘法的運算。 

2. 透過小組創作乘法故事，指導學生創作合理的乘法故事。 

相對應 

能力指標 

2-n-06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用×、＝作橫式紀錄，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3-n-04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教學準備 

與 

教材教具運用 

1.運用魔數小子繪本，進行「包裹送到」繪本導讀，並探討

乘法的意義。 

2.透過編擬故事活動，檢視學生對於乘法意義掌握情形。 

作業檢核 

與 

評量方式(比例) 

小組合作編擬故事作品 40％、個人編擬故事作品 60％ 

教學活動 評量活動 

(教學步驟與內容)  

活動一：導讀數學繪本「包裹送

到」，並探討乘法的意義。 

活動二：引導學生小組創作，寫出

乘法故事並上台發表。 

活動三：引導學生個人創作，寫出

乘法故事。 

 

（基準與規準） 

評量題目一：小組合力創作一個乘法故事，

並上台與全班同學分享。 

基準：小組能合力完成一個具有乘法內涵的

故事，並上台與同學分享。 

 

評量規準：  

5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

故事完整、合理且有乘法的內涵。 

4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

故事敘述完整，有乘法內涵。內容文字需要

小修。 

3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

故事敘述完整，不符合乘法內涵。 



2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

故事不完整，缺乏乘法內涵。 

1分：嘗試作答。 

 

評量題目二：請個人用文字或圖畫編擬一個

乘法的故事。 

基準：能編擬一個具有乘法意涵的故事。 

評量規準：  

5分：故事內容完整，情節描述符合乘法的

意義與數感，內容文字或圖畫完整。 

4分：故事內容完整，情節描述符合乘法的

意義與數感，內容文字或圖畫需小修。 

3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

故事敘述不合理，有乘法內涵。 

2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

故事敘述不合理，缺乏乘法內涵。 

1分：嘗試作答。 
 



評量題目一：小組合力創作一個乘法故事，並上台與全班同學分享。 

基準：小組能合力完成一個具有乘法內涵的故事，並上台與同學分享。 
 

 

小組創作作品參考 

5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故事完整、合理且有乘法

的內涵。 

          

4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故事敘述完整，有乘法內

涵。內容文字需要小修。 
 

 



 

 

3分：小組完成一個乘法故事，上台發表。故事敘述不合理，有乘法

內涵。 

 



 

 



評量題目二：請個人用文字或圖畫編擬一個乘法的故事。 

基準：能編擬一個具有乘法意涵的故事。 
 

學生個人作品參考 

5分：故事內容完整，情節描述符合乘法的意義與數感，內容文字或圖畫

完整。 

 

 

 

 

 

 

 

 

 

 

 

 

 

 

 

 

 

 

 

 

 

 

 

 



 

4分：故事內容完整，情節描述符合乘法的意義與數感，內容文字或圖

畫需小修。 

 



2分：故事內容不夠完整，情節描述不太符合乘法的意義與數感。 

 

 

 

 

 

 

 

 

 

 

 

探討：一般市售的彩色筆最多只有 32種顏色，學生的故事中，60種一

色的彩色筆似乎較不可能出現，若改為每天用水彩調出兩種顏色，會比

較合理。 

 

 

 

 

 

 

 

 

 

 

 

探討：生活中，1公斤的米大約可以煮 14至 16碗的白飯，若一家有四

個人，每天都煮飯，1公斤的米可以吃四天。由學生「你已經吃了 10公

斤的米，還要再吃一碗飯」，可知學生對重量的量感不足，需要透過實際

測量，像是量書包、量體重、多跟媽媽上街買菜來體會量感。 

1分：嘗試作答。 



 

 

 

 

 

 

 

 

 

 

 

 

探討：雖經過小組討論創作乘法故事，但學生在獨立創作時，仍然無法

完成，需要老師個人指導。 

 

 

 

 

 

 

 

 

 

 

探討：學生的故事情節應該使用加法而非乘法，經提醒學生思考後，學

生重新撰寫故事。 

 

 

 

 

 

 

 

 



評量活動照片： 

  

  
 

評量感想： 

乘法的內容是在小學二年級的課程裡，因為教學者任教的年級為四年級，所以使

用四年級的學生進行此課程。教學者目前是擔任此班級的科任老師，每週上一節

數學創意的課程，對學生在班上的數學考試成績狀況並不了解。 

教學與評量過程中發現： 

1. 學生對九九乘法都已非常熟悉，使用乘法解決例行性的數學問題是容易的，

但因過去沒有編擬數學故事的經驗，所以雖讀過數學繪本，在集體創作的過

程中，仍頻頻發問，希望老師提供示例給學生參考。有一組學生較大膽，先

寫出一個小型的乘法故事，老師請學生上台發表，並給予讚美與獎品鼓勵後，

全班學生開始知道如何撰寫，小組討論完成作品後，能上台發表都非常開心。

對於能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評量方式給學生新的體驗，讓學生從中獲得自信，

是很棒的。 

2. 學生欣賞完同學創作的作品，都能激發出更新的創意，多觀摩、多討論，可

以幫助學生更多元的思考。 

3. 個人創作時，發現有一位學生的作品是「妹妹買玩具，先買了 90個布偶，又

買了 5個汽車，媽媽想知道妹妹買了多少個玩具，於是妹妹教媽媽 90×5＝

450」，老師問學生，為什麼使用乘法而不是加法，學生想了想以後，發現應

該是 90+5=95，於是回去重新思考乘法的故事。 



4. 有一位學生畫了一幅圖畫，裡面有動物和昆蟲，教師問學生哪裡使用了乘法，

學生的回答都與乘法無關，教師問學生是否是想計算動物的腳有幾隻，或是

蚊子有幾隻，學生回答有兩隻是蚊子，另外兩隻是蒼蠅，教師仍然無法從學

生的回答中了解他想表達的情形，需要個別處理與再思考解決方法。 

5. 教師發現大部分學生的乘法故事情境都與課本或考卷題目類似，由此可知，

課本和考卷的題目描述方式深深影響學生對此知識的看法，教師在出題時若

能關注此焦點，設計符合此知識的真實情境問題，對學生的學習會更有幫助。 

6. 四年級學到整數四則運算，教學者發現全班共有 5位學生的乘法故事作品是

使用加法或減法搭配乘法的計算方式設計的。 

對學生來說，這樣的評量設計是一個新的體驗，學生認為乘法很簡單，但要想一

個好的乘法情境故事比計算別人已想好的乘法情境故事要困難，學生能由集體創

作中，培養自信，進而完成個別創作，是一大進步。這次評量也讓教學者檢視學

生學習的狀況，學生也可透過創作再次省思乘法的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