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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教學研究與教師專業發展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wo university's lab school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熊同鑫(臺灣 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系) 

筆者於 2012~2013 年邀請台東大學附小的六名教師參與數學差異化教學研究，以

教學研究團隊的方式，共同探討數學教學中的困境，包括:學科內容和學生學習困難的

討論，進而發展教材，進行實驗教學，驗證教學成效。教師間合作共同教學準備是一種

趨勢，Ronfeldt, Farmer, 和 McQueen(2015)指出良好的合作教學環境，可以提升教師教

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2013 年 8 月筆者訪問東北師範大學附小時，了解該校教師團隊與東北師大研究團隊

合作，長期執行國小數學教材分析與實驗教學研究。當時的教務主任王老師分享了他們

的數學教學研究成果，引起筆者的興趣，構思促進兩岸兩所實驗小學合作研究的可能。

兩岸小學教學中使用的華語是屬於同文同種，過去幾年兩岸四地以語文科進行多次同課

異教的教學演示，其他學科領域則較少被關注。由於筆者所接觸的兩所實驗小學教授的

數學概念高度相同，在此基礎下開創了兩所實驗小學進行數學領域同課異構、同課異教

的教學研究發想。 

Goddard 和 Goddard(2007)指出教師透過課程、教學、與專業發展等面向的合作，

可以促進教師的教學決定，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兩岸兩所實驗小學的教師團隊，

以校內合作和跨校合作的方式，以數學領域為共同教學究的項目，從 2014 年 10 月開

始運作，2015 年 4 月和 10 月分別在中國長春和台灣台東進行同課異教的合作教學。

同屬同文的兩岸小學教育，擁有相同的華人文化底蘊，但是因著地域的相隔存有其差別

性。在同與不同之間，對於數學教育的解讀、數學教學中的的教育實踐，形成同中存異

的表徵，本專題研討論文旨在探討跨校的合作教學，對於教師教學決定的影響面向，進

而論述跨區域、跨”文化”的教師數學合作教學研究，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 

本專題研討共有五位發表人，主題如下: 

一、 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教學研究：數學教材異同比較(王豔玲，中國東北師範大學

博士生、東北師範大學附小副校長) 

二、 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的合作教學研究對於新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黃竹君，臺

灣臺東大學附小老師、臺東大學碩士) 

三、 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對於資深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楊慧珍，臺灣臺東大學附小

老師、臺東大學碩士) 

四、 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教學研究的教師教學特質分析(脫中菲，中國東北師範大學

哲學博士、東北師範大學附小副校長) 

五、 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教學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發展的影響(吳美慧，臺灣師範大學

博士生、臺東大學附小總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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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岸附属小学同课异构教学研究：数学教材异同比较(王豔玲) 

 

教材是教学研究的基本参考材料之一，尽管教学过程伴随着教师们对教材的改造及

教学智慧，但教材编写对于教师数学理解、教学决策方面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本研究

将以南一书局出版的“国民小学数学课本”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教材（下称“南一版”），

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教材（下

称“北师版”）为研究材料，对“小数除法”的内容进行比较，为描述教师的教学特质

提供参照。 

1.相同单元内的不同编排    

北师版将“小数除法”内容按除数分成“除数是整数、除数是小数”两大类型，都

在此一个单元中进行编写。南一版则先在整数除法的后面编排“整数÷整数，商是小数”

的内容，作为有余数的整数除法内容的延续，也作为此单元“除数是小数”的除法的准

备。  

虽然本单元的起始内容不同，但两个版本教材分别借助了前面的题目，解决了“被

除数与除数位数不同时如何用竖式来解题”、“计算过程中的道理”以及“竖式中根据情

况用 0 来补位的不同情况”等问题。进入到“小数÷小数”的内容，两个版本教材题目

呈现上是比较相似的，只在处理“两位小数÷两位小数、两位小数÷一位小数”这个两

个类型的顺序上有所不同。 

北师版 

课时 题目类型 对应知识点 

第 1-3 节 

小数÷整数 

11.5÷5=2.3   18.90÷6=3.15， 

12.6÷12=1.05   18÷24=0.75 

（其中红色的 0 都是在竖式计

算中需要补位或者占位而补足

的。） 

分别解决了小数除法的算理及竖

式书写，商小数点的位置，及计算

过程中如何根据需要补 0 的问题 

第 4-5 节 

小数÷小数 

5.1÷0.3=17 

54÷7.2   

5.28÷1.2 

5.28÷0.03 

8.4÷0.56 

一位小数÷一位小数 

整数÷一位小数 

两位小数÷一位小数 

两位小数÷两位小数 

一位小数÷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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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一版 

课时 题目类型 对应知识点 

第 1 节 

整数÷小数 

依据情境意义列出除法算式， 

理解小数除法的意义， 

能用竖式解决“8÷1.6  54÷1.8” 

 

 

除数是一位小数，计算时被除数小

数第一位补 0 

第 2 节 

整数÷小数 

6÷0.25    8÷1.25 

对计算过程进行了总结 

除数是二位小数，计算时被除数小

数第一、二位补 0 

第 3 节 

小数÷小数 

0.8÷0.1   

5.04÷0.72 

1.62÷5.4 

7.8÷1.04 

一位小数÷一位小数 

两位小数÷两位小数 

两位小数÷一位小数 

一位小数÷两位小数 

相比较而言，北师版课时更少，是按照“除数是整数时如何依据已有的整数除法经

验书写竖式，用 0 补位 → 除数是小数时如何变成整数来除”这个逻辑来编写的，处处

体现了转化的思想，所以“整数÷整数”这类型的除法都融入到了上面的两个部分中进

行编排。而南一版秉持该教材“小步子递进”的编写原则，更强调知识之间的衔接，由

整数除法过渡到“除数是整数，商是小数”除法，进而过度到本单元要学习的“除数是

小数、商是小数”的除法类型。 

2.相同题目中的不同细节 

以两个版本教材都编写的“小数÷小数”内容为例，就运算的意义而言，南一版通

过多个具有“包含除”意义的例题，强调了小数除法的意义，而北师版则没有明显的对

小数除法意义的编写。 

从例题的数量上来看，北师版教材只有一个例题，包含了两个问题，分别对应了“一

位小数÷一位小数，整数÷一位小数”这两种情况，南一版教材的四种“小数÷小数”的

类型均由一个单独的例题呈现。 

从例题的素材来看，两版本都选择了生活中的学生比较熟悉的情景作为素材。但北

师版的例题以“人民币”为素材，这是一组绝好的具有“十进制”特点的量，学生容易

以此作为支撑，以“人民币”的十进制关系来解释数量之间扩大 10 倍后与原数的关系，

更好地理解“小数÷小数”的算理。而南一版例题选用的“公升”这个量，就不具备这

个特征，教材对“0.8 公升是 8 个 0.1 公升”的解释也并不是在应用具体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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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利用数之间的十进制关系来解释。 

北师版例题 

南一版例题 

就运算的算理、算法而言，两个版本教材都明确编写了“被除数、除数扩大相同的

倍数，商不变”的内容以作为支撑算理的依据，南一版教材将此依据编写到了每一个例

题下面的算式中，并在“小数÷小数”各类型例题后专门对算理和算法进行了总结，相

比之下北师版只有在第一个例题的竖式旁及“试一试”的竖式旁明确对此算理依据进行

了提示。但北师版教材中提供了直观面积图帮助学生理解计算的过程。 

 南一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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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的合作教學研究對於新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

(黃竹君) 

 

隨著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促使許多教師從學習共同體、翻轉教育、差

異化教學等面向，進行教學改變。在以學生為主體、尊重學生發展差異、和導引學生適

性發展的論述中，激發新手老師思考可以如何增能，以跟得上教育環境的改變。透過參

加自發式數學教師社群，在合作中集體討論教案、製作教具、編排教學活動、和教學實

踐，藉由觀課與議課 ，讓新手教師在數學問題的提問更精確，教學更聚焦。觀課後的

對話則提升班級經營的敏銳度與教學技巧的修正。 

    社群的運作方式可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探索期，每週一次的教學討論，確立以

學生較難理解的概念，或是常錯的題型進行分析，找出學生難以理解的原因，進行教案

設計與教學實踐，透過反覆的教學討論與實作，覺知教師要能由學童的角度思考，從具

體操作、同儕的發表中讓學童理解概念，教師要能設計具思考性的數學問題，培養學童

解決問題的能力。新手教師從合作教學中，理解學生的認知發展、先備經驗的鷹架不完

整，易產生迷思概念，教師宜在教學前就先預防，另外也必須參考文獻理論，以能掌握

學生的學習狀況。第二階段的發展期，社群開始選定未來要教授的單元進行討論，參照

文獻理論，設計教學內容外，發展預防式的教學設計，減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出現學習

困難現象。第三階段是拓展其，社群將數學合作教學，擴展與中國東北師大附小的合作，

議定以相同的數學單元名稱，各自分析兩校使用的教材，並實施同課異教，從解讀台灣

與中國大陸兩地數學教材與教法之間的異同，反思數學教學中所需要具備的學科知識與

教學知識。 

     

新手教師在合作教學中的專業發展 

新手教師從數學教學討論歷程，解析社群的合作教學流程圖，呈現行動研究的循環。

新手教師從教學討論中，獲知學生常見的迷思概念與錯誤類型，能先聚焦在學生學習前

的問題，並依據理論與學生認知發展階段的先備經驗來輔助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

案，在教學後則能透過議課以修正教學中的缺失。根據理論設計的教案，可澄清學生容

易出現的迷思概念，教學後進行討論與修正教學設計內容，可讓學生能學得更有效率和

提升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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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尋找問題 

閱讀相關文獻資料 

擬訂計畫 

(設計教學內容) 

執行計畫 

(進行教學) 

教師反思 

(教學後檢討) 

經驗分享 
修正計畫 

(調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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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對於資深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楊慧珍) 

 
擔任教職邁入第 15 年，對於教學研究總有著莫名的熱誠。近年來在教育部教師專

業發展計畫推動下，參與了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早已跨越制度上的範疇，真正落實自

主成長的精神。在 2014 年 3 月我們一群喜歡研究數學教學的教師，自組了數學教學研

討社群。夥伴們一開始並未有明確的研討方向，藉由閱讀鍾靜教授主編的「問題導向學

習與數學教師專業成長」一書開始，確立如何提升班級中所有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是

成員迫切想精進的。我們由分析教學中學生常見的數學學習迷思概念出發，將教學中班

級學生會出現的錯誤概念提出研討，改進教學。同時也在課室中進行了「時間」及「整

數的四則運算」等教學案例實作。在這樣的過程中，社群夥伴也發現學生在數學學習上，

較容易卡關的主題是「數與量」的部分，於是夥伴們又選擇了「分數」這一主題，分工

著手分析南一版分數教材(如表 1-1 列舉)。 

表 1-1 南一版數學教材分析，以「分數」為例(列舉) 

100 能力指

標 

分年細目 97 能

力指

標 

教學重點 銜接 常見錯誤類型 備

註 

N-2-06 能

理 解 分

數之「整

數相除」

的意涵。 

N-2-08 能

理 解 等

值 分

數 、 約

分、括分

的意義。 

N-2-13 能

做 分 數

與 小 數

的 互

換，並標

記 在 數

線上。 

4-n-08 能理

解等值分

數，進行

簡單異分

母分數的

比較，並

用來做簡

單分數與

小數的互

換。 

4-n-10 能用

直式處理

整數除以

整數，商

為三位小

數 的 計

算。 

略 1.能用直式解決

整數除以整

數，商為三位

小數以內，沒

有餘數的計

算。 

2.能用直式解決

小數除以整

數，商為三位

小數以內，沒

有餘數的計

算。 

3.能做簡單分數

換成小數，解

決生活上的

問題。 

4.能做簡單小數

換成分數，解

決生活上的

問題。 

六上第 3

單元 

解決整

數、小數

除 以 小

數 的 問

題。 

分數和小數的互換，概

念不清 

 

四

年

下 

在這樣的研討過程中，夥伴們也確實感受到在數學教學的專業理論研究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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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期望透過外部資源的再引進，解決當時數學專業諮詢的需求。在伙伴教師美慧主任

的努力下，順利申請到計畫，邀請到屏東教育大學劉曼麗教授定期到校提供專業諮詢，

在這次為期半年的研討中，劉曼麗教授在「分數乘法」單元中提供了深入、專業的教學

探究。 

在此同時因著熊同鑫教授的引薦，在 2014 年 10 月，我們與中國東北師範大學附小

開始了兩岸跨校數學研討的契機。我們發現兩個學校有許多共通的地方，皆屬大學附屬

實驗小學，是教學研究型學校；兩校數學研討主題皆以差異化教學為主。在這樣奇妙的

巧合下，興起了到對岸觀摩交流的想法。溝通過程中，確認了雙方的需求，在無數個電

子郵件溝通後，選定了五年級學生，並決定在東北師範大學附小進行一場「分數乘法」

教學的「同課異構」。 

 
圖 1-1 差異化數學研討社群運作流程圖 

 

資深老師的教學反思 

在此次交流中，看見差異也看見相同的努力，差異促進思考啟發改變的契機。東北

師大附小在教學前中後以嚴謹的學術研究方式進行教學實務的探討，是個人最感敬佩，

也最想學習的部分。在數學教學上能有效整合同領域教師的教學經驗與智慧，對新手教

師來說，提供了很好的學習鷹架，教學的經驗也易於傳承。而個人也開始思考，如何在

自己現有條件下，加入東師附小的治學嚴謹的做法。 

這一次的同課異構，窺見局部的教學差異，誘發了我想更進一步了解兩岸數學教學

差異，是另一段深入互動的開端。跨出挑戰或許帶來壓力，但伴隨成長卻讓人勇敢向前，

教學的可能也將無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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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教學研究的教師教學特質分析(托中菲) 

教师教学特质研究旨在分析和鉴别影响教师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师在教学策略、教

学观念等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以东北师大附小王老师和台东大学附小吴老师的两节《小

数除法》比较为视角，基于录像带分析，采用量化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持续

不断的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探查两位教师在教学内容、课的结构、教学组织

形式、课堂互动、教学策略等方面的异同。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分析和鉴别影响教师课堂

教学有效性的教师在教学策略、教学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双方改善教学，提升教师

专业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1.教学内容 

两位老师执教的均是小数除法的内容，但是具体内容选择有所不同。吴老师执教的

是 “两位小数除以一、两位小数而有余数”的内容。王老师执教的是“除数是小数的

小数除法”。具体教学内容如下： 

 

从整体教学内容设计来看，两节课是采用了不同的思路。吴老师通过设计不同的学

习任务（数学问题）促使学生掌握商带余数的小数除法计算方法。不同学习任务呈现了

不同的小数计算的题型，各任务之间属于平行的关系，教学环节紧凑。王老师重点通过



10 
 

解决一个学习任务来实现教学目标，引导学生通过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同一个问题情境

下探索算法。本节课所呈现的三个环节具有递进的关系。 

2.教学策略 

（1）教学情境选择以及价值不同 

吴老师的课所选择的情境主要以贴合学生生活实际为主，这些情境与学生实际生活

经验贴近，学生可以很好地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王老师选择的情境既考虑了儿童的兴

趣，更主要的是考虑了数学新旧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脚手架”，为学生学习新知提供数

量上的支撑。可以说大陆的数学教学更关注情境的数学价值。 

（2）算理与算法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同 

由于不同教学内容，台湾吴老师的教学将重点放在了突破如何确定余数小数点的方

法上。吴老师重点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处理余数的小数点位置，掌握确定小数点位置的方

法，以确保正确的解题答案。但却很少追问学生，余数的小数点为什么要和被除数小数

点对齐？王老师更加注重算理的理解，比如强调除法意义，为学生提供直观的 2 公分尺

的直观模型，引导学生用“位值”的思想来判断商的位置。这些做法都是在强调小数除

法的计算道理，强调算理与竖式计算方法之间沟通和联系。 

（3）问题解决的教学重点不同 

吴老师更关注如何从题目中获取关键的数学信息？如何判断结果是否有余数？等

方面。王老师关注的是如何去判断数量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思考“这道题为什么要用

除法”？更加强调的是对除法意义的理解。这与大陆一直强调基于算理的运算教学有很

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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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附屬小學同課異構教學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發展的影響(吳美慧) 

 

教師是學生學習與學校效能改變的重要關鍵，因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作為，

必須關注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梁金都（2012）提出社群成員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是

發展集體智慧的重要概念。許多研究發現，一個學習社群成員，可以透過溝通資訊、討

論問題、提出創意想法、交換學習經驗、共享理解等方式，建構共同的想法與做法，解

決社群中的問題與困境，進而發展出組織的集體智慧（Conway,2008;Gan&Zhu,2007;梁金

都、林明地 2015），而學習社群所提供的多個個體智慧互動的網絡及其有效的學習環境，

更易於提升個別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以及整體的工作成效（Katz&Earl,2010;梁金都、林

明地 2015）由此可見，學校社群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不但有助於個體專業知

識的提升，對學校集體智慧的發展有正面影響力。 

學習社群強調的開放教室進行觀課、議課，對於研究型的附屬小學是司空平常的事，

議課時的熱烈討論與建議，觀課者中肯的建議，讓教學者不是處在「教學不會太差」的

自我感覺中，而是「如何讓教學更好」的激勵。2015 年 10 月參與了數學小數除法的同

課異教觀課活動，震撼的不是結果的肯定，而是參與過程中的感動，及結束後的教學探

究延伸。 

同課異教的準備期長達半年，期間兩校利用書信往返進行教學、教材文化差異上的

溝通，參與的夥伴更是定期的對話討論，聚焦數學教材的分析討埨、學生學習進度掌握、

教學材料的準備及教學場域的規劃、觀課人員的安排、行政教學協調事務的流程掌握等，

身為教學者更從討論對話中，對於小數除法多了深刻的理解與掌握。而教學籌畫過程中，

對教材分析提出不同的解讀，甚至對學生的過往學習習慣進行到位的分析，從合作教學

中看見同儕之間的不同優勢。 

教學行動研究是教學再精進提升的正向力量，來自東北師範大學附小的成員（同屬

實驗小學），打開筆者對教學研究不同的視角，探究課程與教學研究在大陸地區執行的

狀況，省思關於教學後學習成果的探究與分析，以及教學再修正的力道，是教學與學習

不斷進步的動力。小數除法同課異教活動雖然已經結束，但卻深深震撼我的心，一次同

課異教的小數除法課，兩位教師使用相同的教材卻有不同的教學特質，從教師的提問、

提問句的字數、問題與學生互動的狀況，進行分析比較，將相同的教材在課程編輯的邏

輯運用及教學年段的位階進行分析比較，將教材與教學透過科學方式分析、透過數字進

行差異化的比較，反思從文化的角度進行詮釋，同中求異發現不同，作為互相學習的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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