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基隆市中山國小數學領域觀課教案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江佩潔 

實施年級 二下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加加減減(三位數減法)  

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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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2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

意義，熟練基本加減法並

能流暢計算。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

計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

題。 

n-I-5 在具體情境中，解

決簡單兩步驟應用問題。 

r-I-2 認識加法和乘法的

運算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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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

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體與相對關

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

述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

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定解決

問題的計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

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

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

操作日常使用之度量衡及時間，認

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

符號表示公式。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

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度量衡及時

間，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

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數-E-C1 具備從證據討論事情，以

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的態度。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

並尊重不同的問題解決想法。樂於

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

問題解決想法。 

學

習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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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 加減算式與直式計

算：用位值理解多位數加

減計算的原理與方法。初

期可操作、橫式、直式等

方法並陳，二年級最後歸

結於直式計算，做為後續

更大位數計算之基礎。直

式計算的基礎為位值概念

與基本加減法，教師須說

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N-2-3 解題：加減應用問

題。加數、被加數、減

數、被減數未知之應用解

題。連結加與減的關係。 

N-2-4 解題：簡單加減估

算。具體生活情境。以百

位數估算為主。 

N-2-8 解題：兩步驟應用

問題（加、減、乘）。 

加減混合、加與乘、減與

乘之應用解題。不含併

式。不含連乘。 

R-2-2 三數相加，順序改

變不影響其和：加法交換

律和結合律的綜合。可併

入其他教學活動。 

融入議題與

其實質內涵 

●品德教育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應  

具備的字詞彙。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主。 

閱 E11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解 

決問題。 
教材來源 南一版數學二下第2單元 

教學設備/ 
資源 

課本、習作、電子書、美聯社DM 

學習目標 

1. 能解決三位數不進位的加法問題，並用直式計算。 

2. 能解決三位數個位進十位、十位進百位及二次進位的加法問題，並用直式計算。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量方式 

【引起動機】   

●搭配動畫引起兒童興趣，並發問布題。 5 專心聆聽 

․待學習完 2-2 後，讓學生回顧單元頁的問題並解題。  態度檢核 

․企鵝小鳳有 126 塊冰磚，用掉 95 塊後，還有幾塊冰磚？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126－95＝31 答：31 塊   

【活動1】三位數的加法問題 
  

●能解決三位數不進位的加法問題，並用直式計算   

布題一：阿諾用 213 塊紅色冰磚和 84 塊藍色冰磚蓋冰屋，共用了幾塊冰磚？ 5 專心聆聽 

●教師分析題意。  觀察記錄 

  引導兒童用橫式記錄問題。  參與討論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213＋84＝□  參與態度 

●用直式算算看。   

․教師說明，兒童以直式在定位板上解題，並用算式記錄做法。如：   

①213＋84＝297   
 

 

  

答：297 塊   

②先算個位，3＋4＝7，是 7 個一，在個位寫 7；再算十位，1＋8＝9，是 9    5  

個十，在十位寫 9；百位的 2 是  2 個百，在百位寫 2，合起來是 297。   
 



․教師可引導學生發現三位數不進位加法，是運用一位數加一位數加法以及位   

值概念來進行加法運算。   

● 試試看：用直式算算看。 3 參與討論 

①401＋68  實作表現 

②145＋451   

․兒童各自解題、發表。如：   

①401＋68＝469   
 

 

  

②145＋451＝596   
 

 

  

●解決三位數一次進位的加法問題，並用直式計算   

● 布題二：回收廢電池，大哥回收326 顆，二哥回收148顆，共回收幾顆廢電 5 ●專心聆聽 

池？  ●觀察記錄 

  教師分析題意。  ●參與討論 

  引導兒童用橫式記錄問題。  ●參與態度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326＋148＝□   

  說說看，你是怎麼算的？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6 個○1 和 8 個○1 合起來是 14 個○1 ，可以換成 1 個○10 和 4 個○1 ；2 個○10 、4 
  

個○10 和 1 個○10 合起來是 7 個○10 ；3 個 100 和 1 個 100 合起來是 4 個 100； 
  

4 個 100、7 個○10 和 4 個○1 合起來是 474。 
  

●用直式算算看。   

●教師說明，兒童以直式在定位板上解題，並用算式記錄做法。如：      

①326＋148＝474   

 



 

  

答：474 顆   

②先算個位，6＋8＝14，14 個一可以換成 1 個十和 4 個一，在個位寫4，進   

1到十位；再算十位，1＋2＋4＝7，在十位寫 7；再算百位，3＋1＝4，在   

百位寫 4。   

●試試看：用直式算算看。 3 ●參與討論 

①409＋361  ●實作表現 

②46＋517   

․兒童各自解題、發表。如：   

①409＋361＝770   
 

 

  

②46＋517＝563   

 

 

  

【活動2】我是購物高手 (三位數的加法)  

(1)教師請學生準備各賣場或超市宣傳廣告單，並帶到學校。  

(2)教師請學生觀察宣傳單的商品價格,在價格是三位數的物品中，決定兩種自  

   己最喜愛的貨品，並把它圈選起來。 

(3)請一位學生上台發表自己所買的兩種東西價格，並公佈在黑板上。  

(4)全班一起在自己的小白板上計算該生要付多少錢，如此學生反覆輪流上  

   台，精熟計算能力，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5)最後老師詢問大家採買的經驗，引導學生了解各家商品相同價格不 同，貨   

   比三家不吃虧的想法。 

4  ●觀察記錄 

    

【活動三】誰是小小購物王(三位數的加法)  

(1)學生有了第一堂的計算經驗，接下來就可以將學生分成四組，每組運用二  

   台平板，全班搜尋同一賣場(此次教學是採全班搜尋家樂福賣場) 進行採買  

   競賽，看哪一組可以在短短一分半鐘時間內完成採買及購買金錢計算，計 

   算金額完全正確，該組得一分，一共分二到三場競賽。  

(2)首先先情境設定:媽媽晚餐要準備一桌超豐盛的晚餐，請學生開始在家樂福 

   採買1.大文蛤 2.高麗菜 3.冷凍午仔魚一夜干 4.青蔥，請問媽媽要付多少  

   錢? (3)每組學生開始使用平板上網搜尋，將價格寫在紙上，再一一加起 

   來。(學生會分工合作，運用1台平板分別搜尋不同蔬菜，再讓小組成員加 

   總及書寫)  

(4)時間到，全部學生停止動作，各組派代表將加總的數字上台書寫出來。 

 

10 ●參與討論 

●實作表現 



 (5)經過採買，老師結算成績，哪一組採買的總金額正確率最高，全組得到扭 

   蛋點數兩個。 

  ●參與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