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育仁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數學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2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 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四、學校願景及學校教育目標。 

五、教育部 107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貳、基本理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

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

身學習」為願景。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呼應《總綱》的理念與願景，從數學

是一種語言、一種實用的規律科學、也是一種人文素養出發，課程設計和

這些特質密切搭配，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正確使用

工具的素養。其理念分述如下。 

一、數學是一種語言，宜由自然語言的題材導入學習 

文明的發展，語言具有關鍵性的地位。數學的發展是融入自然語言

的生活經驗，無論是數量、形狀及其相互關係的描述，都是生活中常見的

用語。數學連結文字及符號語言，以更簡潔與精確的方式來理解人類的生

活世界。因其簡潔，能夠以簡馭繁，用簡明的公式與理論，解釋各種繁雜

的現象；因其精確，可以適時彌補自然語言的不足。數學更是演算能力、

邏輯訓練、抽象思維的推手。基於這些特性，數學教學應該盡可能保持學

習自然語言的方式，透過實例的操作與解說，了解概念與算則之後，再逐

步進入抽象理論的學習。 

二、數學是一種實用的規律科學，教學宜重視跨領域的統整  

數學被廣泛的應用在日常生活的需求、自然奧秘的探究、社會現象

的解讀、財經問題的剖析、與科技發展的支柱等方面，這些看似複雜的應

用領域，經過數學的協助分析，總是可以洞見其深層不變的規律。數學，

是一門善於處理規律的科學。數學實用的例子甚多，例如：比例可用於各

種錢幣的兌換及各種溶液百分濃度的稀釋；利用質數的性質發展出來的加

密系統，能夠大幅提高資訊傳輸的安全；指數定律用來協助計算銀行利息

的複利、闡明生物成長的速度、計算週期元素的半衰期等；三角除了在測

量上的應用，三角函數更有助於描述各種波（如聲波、光波、水波）的研

究；統計用於對未知世界的預測以及分析大數據等等。數學應用既是跨領

域的，其教學也宜重視跨領域的統整。  



三、數學是一種人文素養，宜培養學生的文化美感  

數學能成為一種與自然界對話的語言，是經過人類數千年來一連串

探究、歸納、臆測與論證的成果。數學有其內在理路的發展走勢，也因為

回應社會的需求，在文明裡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人類各種族文明造就出

不同的思維文化，例如，古代東方數學偏向具象方式的歸納推理，而西方

則傾向抽象方式的演繹思考，數學史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數學發展在不同時

期與不同文化的差異，更能協助教師釐清數學學習的主軸。所以適時地在

數學教學之中融入適當的數學史內容，可以提升數學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

習成效。認識數學的文化面向，不僅有助於讓數學學習從工具性層次延伸

到智識性層次，也更彰顯數學知識的人文價值，達到「適性揚才」與「終

身學習」的教育目標。 

四、數學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數學與其他領域的差異，在於其結構層層累積，其發展既依賴直覺

又需要推理。同齡學生的數學認知發展又有個別差異，學習者若未能充分

理解前一階段的概念，必然影響後續階段的學習。課程綱要的編寫以適合

多數學生為主。課程綱要的實踐，教學上需藉由鷹架作用加以啟導，適時

進行差異化教學及學習活動規劃，提供每位學生每節課都有感的學習活動

機會。對於學習緩慢的學生，可以降緩教學速度，僅著重最基本的內容。

對於學習超前的學生，可以設計加深、加廣、專題探究等各類課程，激發

學生學習動力。對於學習落後的學生，應考量其學習準備度和學習風格

等，規劃補救教學，及時補救；盡可能將補救教學的策略納入課堂，提供

適性的指導。 

五、數學教學應培養學生正確使用工具的素養  

工具對於數學教學助益極大。除了傳統教具如圓規、三角板、方格

紙等，資訊時代的計算機（calculator）、電腦（computer）、網路、多

媒體、行動工具等都是有用的學習工具。我國即使在最基本的計算機教

學，都遠遠落後於世界各先進國家，因此，本次課綱修訂，重視計算工具

的有效運用。計算工具教學應從計算機開始，逐漸引導學生使用各種高階

工具，例如：試算表及數學軟體等。數學是一種規律的科學，計算機及電

腦可以協助落實探究活動，惟因計算機的計算有一定的誤差，應強調其使

用時機及侷限，培養學生使用計算機的正確態度。學生在熟練計算原理

後，為避免繁複計算而降低學習效率，可適當使用計算機，執行複雜數字、

統計數據、指數、對數及三角比的計算；實施時機以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階段為宜，教師並可在適當時機使用電腦輔助教學。 

參、現況概述 
一、師資 

 （一）一至六年級各班導師為該班級數學教學之任課教師。 



 （二）由數學領域小組負責教課書版本之選用、教材選擇、單元調整及

活動設計等，並參酌任課教師之意見。 

二、學生部分 

（一）本校學生在教師認真教學下，能夠快樂學習，並在學習當中獲致

相當的學習成就。 

（二）少數學習腳步較慢的學生，則由教師進行補救教學。 

 

肆、課程目標 

一、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培育學生探索數學的信心與正向態度。 

二、培養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

能力。 

三、培養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四、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六、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伍、實施原則 
     一、二至六年級皆進行數學補救教學。  

     二、建議同一階段選用同一版本。 

     三、教學方式以教材的統整性，全學年做一次充分完整溝通，再實施教學。  

     四、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配合評量結果適當的進行補救教學。  

     五、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 加 

速、簡化、減量、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陸、實施內容 
一、實施內容 

（一）擬定上、下學期課程教學進度。 

（二）以與生活連結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與思考型態的發展歷程，提

供適合學生能力與興趣的學習方式，據以發展數學學習活動。 

（三）學習活動盡量使所有學生都能參與，除激盪各式想法、做出明確

表達外，同時希望能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建立數學知識。 

（四）教學活動應透過教學群運作，結合班級經營目標。 

（五）顧及各領域間統整、學生適性發展，採多元評量、實施課程評鑑，

以確保教學品質。 

 二、實施時間與節數 

（一）本學年度分上、下兩學期，計學生學習日數二百天。 

（二）課表編排：以週課表領域學習時間排課，排課 40週。一、二、三

年級每週 4節；四年級每週 3節；五、六年級每週 4節。 

（三）節數計算：一、二年級約二百天學生學習日，每節上課 40 分鐘，

每週授課 3節計 120分鐘，全年授課約 40週、共計約 120節；三、

四、五、六年級二百天學生學習日，每節上課 40分鐘每週授課 4

節計 160分鐘全年授課約 40週、共計約 160節。 



 三、教學方式 

（一）採班級教學，並依教學計畫進行。 

（二）重視學生個別差異，讓每個學生都能快樂的學習。 

（三）每學年第一學期舉辦二至六年級校內數學會考，評估學習成效，

做為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 

（四）加強學生九九乘法之背誦，提升學生運算基本能力。 

 

四、教學評量 

（一）評量方式：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實施計畫採多元評量方式： 

1.習作、學習單；2.卷宗評量和紙筆評量；3.口頭評量；4. 數

學日記；5.學習精神與態度。 

2.評量時機：教學前－安置性評量、教學歷程－形成性、診斷性

評量教學後－總結性評量。 

 

柒、教學資源 
一、學校資源 

（一）除教科書及配送之教具外，教師亦得視情況自製教具，或與學生

合作完成。 

（二）電腦設備可供學生隨時上網收集相關資料，提供教師做最有效的

教學。 

二、社區資源 

（一）學區有熱心的志工可於晨光時間可協助指導學習低成就學生學習。 

 

捌、領域組織及運作 
（一）召 集 人：吳雪意 

（一）集合時間：每隔四週之週三下午。 

（二）集合地點：教室 

（三）彙整不同年級的數學科領域議題，提供數學領域各成員共同討論。 

 

玖、本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