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型高中數學推動中心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 設計者

實施年級 總節數 共_______節，_____分鐘

單元名稱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教學單元主題設
計原則與教學理

念說明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教材設計

教學活動

學習評量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領綱
(詳見表末
備註)

□數V-U-A1    □數V-U-A2    □數V-U-A3
□數V-U-B1    □數V-U-B2    □數V-U-B3
□數V-U-C1    □數V-U-C2    □數V-U-C3

學習
重點

學習表
現

□1-V-1概念的了解   □1-V-2程序的執行    □1-V-3問題的解決  
□1-V-4連結與應用   □2-V-1工具的應用    □3-V-1信念的養成

學習內
容
編碼

(請參閱領
綱例:N-10-

1)

□數學(A)：

□數學(B)：

□數學(C)：

議題
融入

融入主
題
(可複
選)

□無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
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
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所融入
之學習
重點(詳
見表末備

註)

 列出示例中融入之學習重點  (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  ，以及融入說  
明，建議同時於教學活動設計之備註欄說明。

 若有議題融入再列出此欄。  

實質內
涵

(詳見表末
備註)

 例如性別平等教育  
 性      U1   肯定自我與尊重他人的性傾向、性別與性別認同，突破個人  

發展的性別限制。
 性      U5   探究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相關議題，並熟知權利救濟的  

管道與程序。

具備跨科整合 □是□否 跨科課程  科目：:       ，課程名稱:            

適用群別

□均可
□家政群 □藝術群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 □設計群 □農業群 
□食品群 □餐旅群 □海事群 □水產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以淺顯易懂文字說明各單元學習目標。  
 建議配合「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內容，提供更完整的素養導向編寫原  

則與示例的連結。
 可參考「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編寫方法。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摘要學習活動內容即可，呈現合乎素養導向教學的  
內涵。

 學習活動略案可包括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總結活  
動、評量活動等內容，或以簡單的教學流程呈現。

 教學流程需落實素養導向教學之教材教法，掌握生  
活情境與實踐等意涵。

 前述之各個次單元不必全部列出，可挑選部份合適  
的次單元進行說明，重點在於完整說明各活動的組
織架構，不必窮盡敘述。

可適時列出學習評量的方
式，以及其他學習輔助事
項，原則如下：
 簡要說明各項教學活  

動評量內容，提出可
採行方法、 重要過
程、規準等。

 發展核心素養、學習  
重點與學習目標三者
結合的評量內容。

 檢視學習目標、學習  
重點  /  活動與評量三者  
之一致關係。

 羅列評量工具，如學  
習單、檢核表或同儕
互評表等。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試教成果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
者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備註：
※核心素養
數V-U-A1具備學好數學的信心與態度，發展個人潛能，並能自主學習，自我超越與精進，

努力不懈地探究、分析與解決數學問題。
數V-U-A2藉由單元之間數學觀念的統整，強化生活情境與問題理解，學習由不同面向分析

問題與解決問題，並將生活問題經由觀察，找出相關性，做成數學推測，找到
解決方法。

數V-U-A3具備將現實情境的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能探索、擬定與執行解決問題
的計畫，並能從多元、彈性與創新的角度解決問題，並活用於現實生活。

數 V-U-B1 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運用數學知識、技能、精確地使用適當的符號去描
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以數學思維做出理性反思與判斷，並在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有效地與他人溝通彼此的觀點，並能連結抽象符號與專業類
科、真實世界的問題，靈活運用數學知識、技能與符號，進行經驗、思考、價
值與情意之表達，並能理性地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數V-U-B2能夠運用科技工具有效解決日常實際問題，與專業領域內的實務問題。以數學理
解為基礎，能識讀、批判及反思媒體表達的資訊意涵與議題本質。

數V-U-B3藉由繪圖操作使學生涵養對藝術之欣賞、創作的能力，進而創作與發揮創意。利
用幾何圖形與曲線之變化，運用線條的韻律、造形的構成、對稱、平衡等，並
能於生活中對於美善的人事物進行鑑賞。藉由日常情境中自然界的圖像與媒體
的視覺，從中了解數學的關聯性。

數V-U-C1具備立基於證據的態度，建構可行的論述，並發展和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成為
理性反思與道德實踐的公民。

數V-U-C2具備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並能尊重多元的問題解法，建立良好的互動關
係。

數V-U-C3具備國際化視野，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數學發展的歷史，了解與使用跨文化數學
工具。透過數學的理解，關心全球化議題。

※議題融入
請參閱國教院議題融入說明手冊，網址https://pse.is/KHP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