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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小學六年級 C 班 

科目：數學科 

時間：40 分鐘(一教節) 

課題：儲物櫃問題(Locker Problem) 

已有知識： 

1.學生已懂得平方數之概念，及計算因數和倍數的技巧。 

14 學習目標： 

1.讓學生認識及應用波利亞的解難策略。 

   2.透過對「儲物櫃問題」的探究，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及觀察力。 

3.藉着簡化的方法，以 30 格儲物櫃的記錄，推論 1000 格儲物櫃問題，讓學生找規律而推 

論出結果。 

   4.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5.讓學生在有趣的環境下進行探究活動。 

 

教學流程： 

時間

(分鐘) 
教學程序/活動 備註 

2 引起動機： 

1. 播放「 儲物櫃問題」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nLhjDSB2w4 

    向學生介紹遊戲玩法，有 1000 個儲物櫃，順序

由 1 至 1000 排列，第 1 位同學要將 1 的倍數櫃

門打開，第 2 位同學要將處理 2 的倍數櫃門，

若 2 的倍數櫃門現在是打開的就要關閉，若關

閉的就要打開…… 

2. 如此類推，直至第 1000 位同學完成處理 1000 的

倍數後，那些儲物櫃門會打開呢？乘法是不是

真的可以計算準確？現在就讓同學們討有何策

略能解決這個難題。 

 

營造學習氣氛 

透過情境，吸引學生注

意，引起他們的興趣。 

 

20 

 

發展(一)：讓學生透過合作學習，嘗試以動手操作

找出結果。 

1. 著學生先進行討論，訂定解難策略。 

2. 利用簡報介紹「儲物櫃記錄表及數字記錄表之操

作方法」，然後著學生先進行討論及小組分工。 

3. 著學生完成活動記錄(1)，讓他們嘗試分工輪流找

出要處理之倍數的資料，以便進行符號的記錄。 

 

 

 

 

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 

利用簡報配合記錄表，讓

學生從觀察中，透過活動

記錄數據，進行分析探究

儲物櫃開關的規律，藉此

提升學生的觀察能力及解

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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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教學程序/活動 備註 

4. 著學生完成活動記錄(2)，讓他們嘗試以簡化 30

格儲物櫃作模擬，(老師須同時逐步指導，然後讓

他們利用記錄的資料作推論)。最重要的是令學生

享受「尋幽探秘」的樂趣(讓能力較高的學生當組

長，帶領討論歸納組員意見，能力稍遜的同學負

責記錄及檢查，各盡其職，全人參與，互補不足) 

5. 老師巡視並於小組中指導學生所發現的結果。 

6. 完成記錄後，請學生找出開門之號數。 

照顧個別差異(以強帶弱) 

(1)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分享

自己的思考心得，給予學

生多說的機會，提升他們

表達數學概念的能力，同

時，學生利用同輩語言解

釋數學概念時，可讓能力

稍遜的學生在熟悉的語言

中學習，增強他們的了解

能力。 

(2)學生進行小組活動時，

以強生帶動弱生，老師亦

會巡視並個別指導能力較

弱的學生，令未能掌握的

學生也能從指導中學習剛

才未能學會的內容。 

 

14 發展(二)：讓學生將記錄表內的資料作整理及嘗試 

推敲結論 

1. 老師收集各組記錄的數據，並展示於黑板上。 

2. 集體進行討論，找出各組相同的數據：1、4、9、

16、25。並探討數字間之共通點，即全是平方數。 

3. 利用數字記錄表上的符號，繄扣開關門之關係。 

4. 了解打開的儲物櫃門號數與號數之間的共通

點：這些數字都是平方數。 

5. 按大家發現 25 號櫃打開後，接下來應該是哪一

個櫃門會打開？為何？ 

因為 5 的平方數後一個是 6的平方數，即 36號 

6. 開門和關門的次數與該數字有甚麼關係？ 

  平方數的因數數量是單數，故此必定是開門。 

例如：25 的因數是 1,5,25(開�關 �開) 

 

 

 

提高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

趣 

簡報配合工作紙，讓學生

透過記錄表上的資料，進

行小組討，探究打開門號

數間之關係，藉此讓學生

發現平方數與其因數量之

關係，從而擴闊學生對數

學學習的眼光及提升他們

學習數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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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 

總結及延伸： 

1. 大家可以在數學日誌中記錄今天所學，並選出哪

一種乘法是你喜歡的，寫出喜歡的原因及舉出一

個例子。 

 

 

總結及整理所學 

老師與學生一起整理今天

所學。透過日誌，把本課

節所學的知識整理並寫出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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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教學程序/活動 備註 

2. 回家可完成第 1000 位同學完成儲物櫃的開關記

錄，哪些號數的儲物櫃門打開了？ 

延伸學習 

 

 

 

教學設計 

作為數學老師，一直都很想培養學生不同的數學能力，如：思考毅力、觀察力及解

難能力，從有趣的遊戲或情境進行學習，對平日枯燥乏味的機械式運算課程變得既有趣又

精彩，因此，我在數學課程中找到了正規課程外的有趣內容，希望透過這一課節，讓學生

對解決難題時能掌握波利亞解難策略。正如 Tsang(2002) 所言，當小朋友有興趣學習時，

他們更願意花很長的時間去實現目標。故此，以儲物櫃問題作解難內容。 

如朱智賢、林崇德《思維發展心理學》所言，動手操作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變「要

我學」為「我要學」所以本課節主要是讓學生透過動手操作活動，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學

習任務，發揮小組共力，互補不足，透過解難活動，提升學習者觀察力、思考力及解難能

力，藉此訓練學生的思考毅，小心及謹慎完成記錄，進行推論。 

 

 

教學反思 

教學要成功，必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學習過程，使

學習成為他們迫切的需要。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掌握知識的過程，是要把孩子的

認識成果轉化為個體認識的過程，而小學生的認識過程則是一種再生產知識的過程，如果

教師能為孩子創設一個實踐操作的環境，讓他們動手擺擺、弄弄，加大接受知識的信息量，

使之在探索中對未知世界有所發現找規律，並能運用規律去解決新問題。對於「儲物櫃問

題」這課題，能提供學生進一步探索數學課題的機會和素材，這樣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在整節課堂中，我發現學生們非常積極投入，即使遇到不明白的時候，他們仍會跟著老師

的指引逐步討論尋找規律。雖然學生們對平方數與因數之關係未能完全理解，但是他們從

中認識到小心地觀察、謹慎地完成記錄，對尋找規律極為重要，故此不同學生在小組活動

中亦有自己的學習角色，令每位學生都成為學習主人，藉此提學生學習的信心。 

 

對於我們數學老師來說，設計課堂實作活動是教學重要的一環，如何將活動結合教學

內容引導學生從參與活動的過程中邁向目標，都是老師經常思考的問題。透過是次解難課

能提升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讓學生能運用平方數和因數的已有知識，尋找規律，從而

解決「儲物櫃問題」。作為教師的我，領悟到在數學教學上，也應注入合適的思維元素，激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變「要我學」為「我要學」，這樣才能提升教學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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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表 

負責學生  要處理儲物櫃的號數 

第 1 位 1 的倍數 1---30 

第 2 位 2 的倍數 2,4,6,8,10,12,14,16,18,20,22,24,26,28,30 

第 3 位 3 的倍數  

第 4 位 4 的倍數  

第 5 位 5 的倍數  

第 6 位 6 的倍數  

第 7 位 7 的倍數  

第 8 位 8 的倍數  

第 9 位 9 的倍數  

第 10 位 10 的倍數  

第 11 位 11 的倍數  

第 12 位 12 的倍數  

第 13 位 13 的倍數  

第 14 位 14 的倍數  

第 15 位 15 的倍數  

第 16 位 16 的倍數  

第 17 位 17 的倍數  

第 18 位 18 的倍數  

第 19 位 19 的倍數  

第 20 位 20 的倍數  

第 21 位 21 的倍數  

第 22 位 22 的倍數  

第 23 位 23 的倍數  

第 24 位 24 的倍數  

第 25 位 25 的倍數  

第 26 位 26 的倍數  

第 27 位 27 的倍數  

第 28 位 28 的倍數  

第 29 位 29 的倍數  

第 30 位 30 的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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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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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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