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各年級各領域課程計畫(部定課程) 
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普通班數學領域課程計畫(表 10-1) 

                                                  設計者： 數學領域團隊 

第一學期 

教材版本 南一版第十一冊 教學節數 每週(4)節，本學期共(88)節 

課程目標 

1.認識十進位結構；從具體情境中，認識一億以上各數的位名與位值。 

2.能認識多位小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從具體情境中，熟悉大數的計算。 

3.由具體的操作活動理解因數、公因數和最大公因數；由具體的操作活動理解倍數、公倍數和最小公倍數。察覺 2、5 和 10 的倍數。 

4.透過操作，認識並說出多邊形的意義與性質；認識並理解正多邊形的意義與性質。 

5.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並解決相關問題。 

6.具體情境中，理解擴分、約分和通分的意義。 

7.具體情境中，解決異分母分數的比較；做簡單異分母分數的加法、減法；分數的應用。 

8.能透過直觀和操作活動，了解線對稱圖形的意義；透過具體操作，了解正多邊形的邊數與對稱軸的關係。 

9.能透過具體操作，認識對稱點、對稱邊和對稱角，並了解線對稱圖形的特質；運用線對稱圖形的特質，繪製、剪出線對稱圖形。 

10.能解決連除的計算；多步驟的計算問題；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簡化計算。 

11.能透過圖卡的分割、重組活動，理解平行四邊形和長方形的面積關係；三角形、梯形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關係。 

12.能透過圖卡的分割、重組活動，理解平行四邊形和長方形之相關線段的關係；三角形、梯形和平行四邊形之相關線段的關係，並進行底和

高的命名活動；能理解長方形、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梯形等面積公式之間的關係；用中文簡記式表示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

積，並能說明當圖形中底或高變化時，對面積的影響。 

13.能分析平面複合圖形的組合關係，並進行面積的計算。 

14.能解決時間的乘法、除法、應用問題。 

15.了解正方體和長方體中構成要素的異同；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中，邊和邊、面和面的關係；計算正方體和長方體的表面積。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8/26 

｜ 

9/1 

第 1 單

元 

質因數

分解和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

學、對數學世界好奇、

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

n-Ⅲ-3 認識因數、倍

數、質數、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計算與應用。 

N-6-1 以內的質數和質因數分解：小於

20 的質數與合數。2、3、5 的質因數判

別法。以短除法做質因數的分解。 

N-6-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質因數

◆能經驗質

數和合數。 

 

1.能經驗質數和

合數的意義。 

2.能了解質數和

合數的意義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宣導：

高齡教

育 友善

校園週 

祖父母

節 

短除法 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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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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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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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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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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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法與短除法。兩數互質。運用到分

數的約分與通分。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二週 

9/2 

｜ 

9/8 

宣導：

水域安

全與自

救能

力、防

災教育 

第 1 單

元 

質因數

分解和

短除法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

學、對數學世界好奇、

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

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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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n-Ⅲ-3 

認識因數、倍數、質

數、最大公因數、最小

公倍數的意義、計算與

應用。 

N-6-1 

20 以內的質數和質因數分解：小於 20 的

質數與合數。2、3、5 的質因數判別法。

以短除法做質因數的分解。 

N-6-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質因數分解

法與短除法。兩數互質。運用到分數的

約分與通分。 

1.能經驗質

數和合數。 

2.能察覺正

整數的質因

數，並能做

質因數分

解。 

3. 能察覺正

整數的最大

公因數。 

1.能經驗質數和

合數的意義。 

2.能了解質數和

合數的意義。 

3.能了解質因數

的意義。 

4.能將一個數表

現成其質因數的

連乘積，並加以

記錄。 

5.能了解質因數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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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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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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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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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的意義。 

6.能用短除法將

一個數做質因數

分解。 

7. 從給定兩數，

透過列出所有的

公因數來探討互

質的意義。 

第三週 

9/9 

｜ 

9/15 

宣導：

海洋教

育 
第 1 單

元 

質因數

分解和

短除法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

學、對數學世界好奇、

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

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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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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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

n-Ⅲ-3 

認識因數、倍數、質

數、最大公因數、最小

公倍數的意義、計算與

應用。 

N-6-1 

20 以內的質數和質因數分解：小於 20 的

質數與合數。2、3、5 的質因數判別法。

以短除法做質因數的分解。 

N-6-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質因數分解

法與短除法。兩數互質。運用到分數的

約分與通分。 

1.能察覺正

整數的最大

公因數。 

2.能察覺正

整數的最小

公倍數。 

1.了解最大公因

數的意義，並能

從所有公因數

中，找出最大的

公因數。 

2.能透過乘除計

算方法找出最大

公因數。 

3.能做質因數分

解或短除法找出

最大公因數。 

4.應用最大公因

數解決日常生活

問題。 

5.了解最小公倍

數的意義，並能

從所有公倍數

中，找出最小的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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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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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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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倍數。 

6.能透過兩數的

倍數關係，找出

最小公倍數。 

7.能透過做質因

數分解或短除法

找出最小公倍

數。 

8.應用最小公倍

數解決日常生活

問題。 

第四週 

9/16 

｜ 

9/22 

第 2 單

元分數

的除法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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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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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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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C1 具備從證據討論 

n-Ⅲ-3 認識因數、倍

數、質數、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計算與應用。 

n-Ⅲ-6 理解分數乘法

和除法的意義、計算與

應用。 

 

N-6-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質因數

分解法與短除法。兩數互質。運用到分

數的約分與通分。 

N-6-3 分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分數、分數

除以分數的意義。最後理解除以一數等

於乘以其倒數之公式。 

1.在具體情

境中，理解

最簡分數的

意義。 

2.能在具體

情境中，解

決同分母分

數的除法問

題。 

1.認識最簡分數

的意義是分母與

分子互質。 

2.能透過約分將

分數約成最簡分

數。 

3.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分數除

以分數且為同分

母的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事情，以及和他人有條

理溝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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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 

9/23 

｜ 

9/29 

宣導：

交通安

全教育 

第 2 單

元分數

的除法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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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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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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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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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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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3 認識因數、倍

數、質數、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計算與應用。 

n-Ⅲ-6 理解分數乘法

和除法的意義、計算與

應用。 

 

N-6-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質因數

分解法與短除法。兩數互質。運用到分

數的約分與通分。 

N-6-3 分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分數、分數

除以分數的意義。最後理解除以一數等

於乘以其倒數之公式。 

1.能在具體

情境中，解

決整數除以

分數的問

題。 

2.能在具體

情境中，解

決異分母分

數的除法問

題。 

3.能在具體

情境中，解

決分數除法

的應用問

題。 

1.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整數除

以分數的問題。 

2.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分數除

以分數且為異分

母的問題。 

3.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分數除

以整數的問題。 

4.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分數除

以分數有餘數的

問題。 

5.能在日常生活

中，解決生活中

與分數除法相關

的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六週 

9/30 

第 2 單

元分數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n-Ⅲ-3 認識因數、倍

數、質數、最大公因

N-6-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質因數

分解法與短除法。兩數互質。運用到分

1.能察覺分

數除法的運

1.能在具體情境

中，理解被除

觀察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 

10/6 

宣導：

性別平

等教育 

的除法 

第 3 單

元小數

的除法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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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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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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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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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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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計算與應用。 

n-Ⅲ-6 理解分數乘法

和除法的意義、計算與

應用。 

n-Ⅲ-7 理解小數乘法

和除法的意義，能做直

式計算與應用。 

n-Ⅲ-8 理解以四捨五

入取概數，並進行合理

估算。 

數的約分與通分。 

N-6-3 分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分數、分數

除以分數的意義。最後理解除以一數等

於乘以其倒數之公式。 

N-6-4 小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小數、小數

除以小數的意義。直式計算。教師用位

值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處理

商一定比被除數小的錯誤類型。 

N-6-5 解題：整數、分數、小數的四則應

用問題。二到三步驟的應用解題。含使

用概數協助解題。 

算格式。 

2. 能用直式

處理整數除

以小數有關

的除法問

題。 

數、除數和商的

關係。 

2.能列出除法算

式，解決生活中

除數是小數的除

法問題。 

3.能理解整數除

以小數的意義及

計算方法。 

4.能解決整數除

以一位小數的除

法問題，並用直

式算式記錄解題

過程與結果。 

5.能解決整數除

以二位小數的除

法問題，並用直

式算式記錄解題

過程與結果。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七週 

10/7 

｜ 

10/13 

宣導：

性侵害

犯罪防

治教育 

第 3 單

元 

小數的

除法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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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7 理解小數乘法

和除法的意義，能做直

式計算與應用。 

n-Ⅲ-8 理解以四捨五

入取概數，並進行合理

估算 

N-6-4 小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小數、小數

除以小數的意義。直式計算。教師用位

值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處理

商一定比被除數小的錯誤類型。 

N-6-5 解題：整數、分數、小數的四則應

用問題。二到三步驟的應用解題。含使

用概數協助解題。 

1.能用直式

處理小數除

以小數有關

的除法問題 

2.能解決生

活中與小數

除法有關的

除法問題。 

3.能了解小

數除法中，

1.能解決小數除

以小數，商是整

數的除法問題，

並用直式算式記

錄解題過程與結

果。 

2.能解決小數除

以小數，商是小

數的除法問題，

並用直式算式記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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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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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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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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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除數、除

數和商之間

的除法問

題。 

錄解題過程與結

果。 

3.能解決除數是

小數，商求到個

位有餘數的除法

問題。 

4.能用「除數 × 

商＋餘數＝被除

數」來驗算，並

檢驗對小數除法

的餘數理解。 

5.能用已知量、

倍數、總量的關

係，解決生活中

小數除法問題。 

3-2 能用已知的

部分量求總量，

解決生活中小數

除法問題。 

6.能了解除數小

於 1，所得的商

大於被除數的小

數除法問題。 

7.能了解除數等

於 1，所得的商

等於被除數的小

數除法問題。 

8.能了解除數大

於 1，所得的商

小於被除數的小

數除法問題。 

9.透過除數與 1 

之間的比較，能

立即判斷商和被

除數的大小關

係。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八週 

10/14 

｜ 

10/20 

第 3 單

元 

小數的

除法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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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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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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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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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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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7 理解小數乘法

和除法的意義，能做直

式計算與應用。 

n-Ⅲ-8 理解以四捨五

入取概數，並進行合理

估算 

N-6-4 小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小數、小數

除以小數的意義。直式計算。教師用位

值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處理

商一定比被除數小的錯誤類型。 

N-6-5 解題：整數、分數、小數的四則應

用問題。二到三步驟的應用解題。含使

用概數協助解題。 

1.能熟練四

捨五入法對

小數在指定

位數取概

數。 

2.能熟練除

數是小數，

用四捨五入

法求商到小

數指定位

數。 

1.能熟練四捨五

入法對小數在個

位取概數。 

2.能熟練四捨五

入法對小數在小

數第一位取概

數。 

3.能熟練四捨五

入法對小數在小

數第二位取概

數。 

4.能熟練除數是

小數，用四捨五

入法求商到個位

取概數。 

5.能熟練除數是

小數，用四捨五

入法求商到小數

第一位取概數。 

6.能熟練除數是

小數，用四捨五

入法求商到小數

第二位取概數。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九週 

10/21 

｜ 

10/27 

第 4 單

元圓周

長和圓

面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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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

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

s-Ⅲ-2 認識圓周率的

意義，理解圓面積、圓

周長、扇形面積與弧長

之計算方式。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面

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弧

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 比相等：(1)

圓心角：360；(2)扇形弧長：圓周長；

(3)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

理用(1)求弧長或面積。 

1.能理解圓

周率的意

義、求法。 

2.能用圓周

率求出圓周

長或直徑。 

1.能實際測出圓

的直徑及圓周的

長度。 

2.能理解不論圓

的大小如何，圓

周長和直徑的比

值不變。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聯，並能嘗試與擬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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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於日常生活的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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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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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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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能理解不論圓

的大小如何，圓

周長大約是直徑

的 3.14 倍。 

4.能理解以直徑

為基準時，圓周

長和直徑的比值

就是圓周率。 

5.能理解圓周長÷

直徑＝圓周率。 

6.能利用圓周

率，由已知圓的

直徑（或半徑）

求出圓周長。 

7.能利用圓周

率，由已知圓周

長求出直徑（或

半徑）。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週 

10/28 

｜ 

11/3 

期中考

週 

第 4 單

元圓周

長和圓

面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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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

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

聯，並能嘗試與擬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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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於日常生活的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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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Ⅲ-2 認識圓周率的

意義，理解圓面積、圓

周長、扇形面積與弧長

之計算方式。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面

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弧

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 比相等：(1)

圓心角：360；(2)扇形弧長：圓周長；

(3)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

理用(1)求弧長或面積。 

◆能理解求

圓面積的方

法和公式，

並加以運

用。 

1.能用點算方格

的方法，估測不

規則面積。 

2.能用點算方格

的方法，估測圓

的面積。 

3.能將圓切割成

若干（偶數）等

分的扇形，拼成

近似平行四邊形

或長方形的形

狀，再藉由平行

四邊 

形或長方形的面

積公式，推出圓

面積公式。 

4.能理解圓面積

公式＝半徑 × 半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

號表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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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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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徑 × 圓周率。 

5.能利用已知圓

的直徑（或半

徑）求出圓面

積。 

6.能應用圓面積

公式，算出複合

式圖形的面積。 

7.能利用圓面積

公式解決生活上

的相關問題。 

第十一

週 

11/4 

｜ 

11/10 

加油小

站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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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Ⅲ-2 認識圓周率的

意義，理解圓面積、圓

周長、扇形面積與弧長

之計算方式。 

n-Ⅲ-3 認識因數、倍

數、質數、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計算與應用。 

n-Ⅲ-6 理解分數乘法

和除法的意義、計算與

應用。 

 

N-6-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質因數

分解法與短除法。兩數互質。運用到分

數的約分與通分。 

N-6-3 分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分數、分數

除以分數的意義。最後理解除以一數等

於乘以其倒數之公式。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面

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弧

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 比相等：(1)

圓心角：360；(2)扇形弧長：圓周長；

(3)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

理用(1)求弧長或面積。 

N-6-4 小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小數、小數

除以小數的意義。直式計算。教師用位

值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處理

商一定比被除數小的錯誤類型。 

N-6-5 解題：整數、分數、小數的四則應

用問題。二到三步驟的應用解題。含使

用概數協助解題。 

◆統整複習

單元 1~單元

4 

1.複習質因數分

解和短除法 

2.複習分數的除

法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二

週 

11/11 

｜ 

11/17 

第 5 單

元比和

比值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 數 學 世 界 好 

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

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

運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 

n-Ⅲ-9 理解比例關係

的意義，並能據以觀

察、表述、計算與解

題，如比率、比例尺、

速度、基準量等。 

 

N-6-6 比與比值：異類量的比與同類量

的比之比值的意義。理解相等的比中牽

涉到的兩種倍數關係（比例思考的基

礎）。解決比的應用問題。 

1.認識比的

意義與表示

法。 

2.認識比值

的意義和除

法的關係。 

1.在生活情境

中，認識比的意

義。 

2.在生活情境

中，認識比的記

法以及前項、後

項。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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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 關聯，

並能嘗試 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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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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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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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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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

多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

表徵的素養，並與自己

的語言文化比較。 

3.在生活情境

中，認識比值與

除法的關係。 

4.在生活情境

中，認識比值的

意義。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三

週 

11/18 

｜ 

11/24 
第 5 單

元比和

比值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 數 學 世 界 好 

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

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

運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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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係

的意義，並能據以觀

察、表述、計算與解

題，如比率、比例尺、

速度、基準量等。 

 

N-6-6 比與比值：異類量的比與同類量

的比之比值的意義。理解相等的比中牽

涉到的兩種倍數關係（比例思考的基

礎）。解決比的應用問題。 

1.了解比的

相等關係。 

2.認識最簡

單整數比。 

3.應用比和

比值解決有

關的問題。 

1.能藉由比值相

等，理解相等的

比並能用等號記

錄相等的比。 

2.能藉由等值分

數，認識相等的

比。 

3.能藉由相等的

比中，前項與後

項互質，認識最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數學表述 與解決問題。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 關聯，

並能嘗試 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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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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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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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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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

多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

表徵的素養，並與自己

的語言文化比較。 

簡單整數比。 

4.能將整數的比

化為最簡單整數

比。 

5.能將小數的比

化為最簡單整數

比。 

6.能將分數的比

化為最簡單整數

比。 

7.能用相等的比

解決生活中有關

的問題。 

8.能應用比率解

決總量與部分量

的問題。 

第十四

週 

11/25 

｜ 

12/1 
第 6 單

元扇形

的弧長

和面積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

學、對數學世界好奇、

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

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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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s-Ⅲ-2 認識圓周率的

意義，理解圓面積、圓

周長、扇形面積與弧長

之計算方式。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

面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

弧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比相等：优

圓心角：360；悠扇形弧長：圓周長；忧

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理

用优求弧長或面積。 

1.理解扇形

圓心角、弧

長和面積的

關係 

2.理解扇形

面積的求法

及其運用。 

1.運用元扇形面

積公式，透過圓

心角的變化，理

解圓心角、弧長

和面積的關係 

2.運用圓周長的

公式，求出扇形

弧長和周長。 

3.運用圓面積的

公式，求出扇形

面積。 

4.運用扇形面積

的求法，求出圖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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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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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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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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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面積。 

第十五

週 

12/2 

｜ 

12/8 

第 6 單

元扇形

的弧長

和面積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

學、對數學世界好奇、

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

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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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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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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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Ⅲ-2 認識圓周率的

意義，理解圓面積、圓

周長、扇形面積與弧長

之計算方式。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

面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

弧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比相等：优

圓心角：360；悠扇形弧長：圓周長；忧

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理

用优求弧長或面積。 

◆理解複合

圖形面積的

求法。 

◆能計算複合或

重疊圖形的面

積。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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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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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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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

週 

12/9 

｜ 

12/15 

第 7 單

元速率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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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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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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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

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數-E-C1 具備從證據討論

n-Ⅲ-9 理解比例關係

的意義，並能據以觀

察、表述、計算與解

題，如比率、比例尺、

速度、基準量等。 

N-6-7 解題：速度。比和比值的應用。速

度的意義。能做單位換算（大單位到小

單位）。含不同時間區段的平均速度。含

「距離＝速度×時間」公式。用比例思考

協助解題。 

1.能用小

數、分數進

行秒、分、

時的換算。 

2.能理解速

率的意義及

其直接、間

接比較。 

3.能理解速

率的公式以

及速率的普

遍單位。 

4.能利用速

率相關的數

量關係，列

出恰當的算

式，進行解

題，並檢驗

解的合理

性。 

5.能理解速

率導出單位

的記法，並

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1.能做分和秒二

階單位的小數、

分數換算。 

2.能用小數、分

數記錄時間，解

決有關的問題。 

3.能做時和分二

階單位的分數換

算。 

4.能理解「距離

一定時，使用的

時間越短，速率

越快」。 

5.能理解「時間

一定時，移動的

距離越遠，速率

越快」。 

6.能用平均速率

的概念描述一個

物體運動的狀

態。 

7.從活動中理解

秒速、分速和時

速的意義及單

位。 

8.能理解秒速、

分速導出單位，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事情，以及和他人有條

理溝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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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以單位角度來

分析問題。 

9.能理解速率的

公式：速率＝距

離÷時間，並應用

於解題。 

10.能理解時速導

出單位，並以單

位角度來分析問

題。 

11.能透過探索與

觀察，察覺「當

速率固定時，距

離與時間成正

比」，並列出恰

當的算式。 

第十七

週 

12/16 

｜ 

12/22 

第 7 單

元速率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

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

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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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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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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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係

的意義，並能據以觀

察、表述、計算與解

題，如比率、比例尺、

速度、基準量等。 

N-6-5 解題：整數、分數、小數的四則應

用問題。二到三步驟的應用解題。含使

用概數協助解題。 

1.能利用速

率相關的數

量關係，列

出恰當的算

式，進行解

題，並檢驗

解的合理

性。 

2.能理解速

率導出單位

的記法，並

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1. 能利用數量關

係，進行速率相

關的解題，並檢

驗解的合理

性。。 

2.能理解秒速、

分速導出單位，

並以單位角度來

分析問題。 

3.能理解時速導

出單位，並以單

位角度來分析問

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時間，認識日常經驗中

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

號表示公式。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

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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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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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

週 

12/23 

｜ 

12/29 

第 8 單

元數量

關係 

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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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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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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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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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10 嘗試將較複雜

的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

關係以算式正確表述，

並據以推理或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量關係，並用

文字或符號正確表述，

協助推理與解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係，列出

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6-4）。可包含

（1）較複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

式）；（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加

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

如年齡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

兔問題。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前置經

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式之活動出

發，做觀察、推理、說明。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與函數的前

置經驗。將具體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學習以文字或符號列出數量關係的

關係式。 

◆能依問題

情境先簡化

問題，再回

到原問題進

行解題。 

◆透過布題的討

論和觀察，將問

題簡化並思考解

題的方法。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九

週 

12/30 

｜ 

1/5 

宣導：

第 8 單

元正方

體和長

方體 

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題的計畫。在解決問題

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

n-Ⅲ-10 嘗試將較複雜

的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

關係以算式正確表述，

並據以推理或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量關係，並用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係，列出

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6-4）。可包含

（1）較複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

式）；（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加

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

如年齡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

1.能依問題

情境先簡化

問題，再回

到原問題進

行解題。 

2.能發現數

1.透過布題的討

論和觀察，將問

題簡化並思考解

題的方法。 

2.透過布題的討

論和觀察，列表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全民國

防教育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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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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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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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或符號正確表述，

協助推理與解題。 

兔問題。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前置經

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式之活動出

發，做觀察、推理、說明。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與函數的前

置經驗。將具體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學習以文字或符號列出數量關係的

關係式。 

字和圖形的

規律，並應

用列表找規

律解題。 

找規律來解決生

活中的應用問

題。 

3.透過布題的討

論和觀察，從圖

示或算式找規律

來解決生活中的

應用問題。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二十

週 

1/6 

｜ 

1/12 

宣導：

性別平

等教育 

期末考

週 
 

加油小

站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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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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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n-Ⅲ-11 認識量的常用

單位及其換算，並處理

相關的應用問題。 

n-Ⅲ-2 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三步驟以上之

常見應用問題。 

n-Ⅲ-4 理解約分、擴

分、通分的意義，並應

用於異分母分數的加

減。 

r-Ⅲ-2 理解各種計算

規則（含分配律），並

協助四則混合計算與應

用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量關係，並用

文字或符號正確表述，

協助推理與解題。 

s-Ⅲ-1 理解三角形、

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

積計算。 

s-Ⅲ-3 從操作活動，

N-6-6 比與比值：異類量的比與同類量

的比之比值的意義。理解相等的比中牽

涉到的兩種倍數關係（比例思考的基

礎）。解決比的應用問題。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

面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

弧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比相等：优

圓心角：360；悠扇形弧長：圓周長；忧

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理

用优求弧長或面積。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

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

的乘除問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係，列出

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6-4）。可包含

（1）較複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

式）；（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加

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

如年齡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

兔問題。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前置經

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式之活動出

◆統整第 5

單元～第 8

單元。 

1.能熟練比和比

直 

2.能熟練扇形的

弧長和面積。 

3.能熟練速率問

題。 

4.能熟練數量關

係的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理解空間中面與面的關

係與簡單立體形體的性

質。 

s-Ⅲ-4 理解角柱（含

正方體、長方體）與圓

柱的體積與表面積的計

算方式。 

發，做觀察、推理、說明。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與函數的前

置經驗。將具體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學習以文字或符號列出數量關係的

關係式。 

第二十

一週 

1/13 

｜ 

1/19 

休業式 

加油小

站 2 

數學探

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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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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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n-Ⅲ-11 認識量的常用

單位及其換算，並處理

相關的應用問題。 

n-Ⅲ-2 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三步驟以上之

常見應用問題。 

n-Ⅲ-4 理解約分、擴

分、通分的意義，並應

用於異分母分數的加

減。 

r-Ⅲ-2 理解各種計算

規則（含分配律），並

協助四則混合計算與應

用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量關係，並用

文字或符號正確表述，

協助推理與解題。 

s-Ⅲ-1 理解三角形、

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

積計算。 

s-Ⅲ-3 從操作活動，

理解空間中面與面的關

係與簡單立體形體的性

質。 

s-Ⅲ-4 理解角柱（含

正方體、長方體）與圓

柱的體積與表面積的計

算方式。 

N-6-6 比與比值：異類量的比與同類量

的比之比值的意義。理解相等的比中牽

涉到的兩種倍數關係（比例思考的基

礎）。解決比的應用問題。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

面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

弧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比相等：优

圓心角：360；悠扇形弧長：圓周長；忧

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理

用优求弧長或面積。 

N-6-5 解題：整數、分數、小數的四則應

用問題。二到三步驟的應用解題。含使

用概數協助解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係，列出

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6-4）。可包含

（1）較複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

式）；（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加

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

如年齡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

兔問題。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前置經

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式之活動出

發，做觀察、推理、說明。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與函數的前

置經驗。將具體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學習以文字或符號列出數量關係的

關係式。 

◆統整第 5

單元～第 8

單元。 

1.能熟練比和比

值 

2.能熟練扇形的

弧長和面積。 

3.能熟練速率問

題。 

4.能熟練數量關

係的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二十

二週 

1/20 

｜ 

1/26 

休業式 

加油小

站 2 

數學探

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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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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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n-Ⅲ-11 認識量的常用

單位及其換算，並處理

相關的應用問題。 

n-Ⅲ-2 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三步驟以上之

常見應用問題。 

n-Ⅲ-4 理解約分、擴

分、通分的意義，並應

用於異分母分數的加

減。 

r-Ⅲ-2 理解各種計算

規則（含分配律），並

協助四則混合計算與應

用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量關係，並用

文字或符號正確表述，

協助推理與解題。 

s-Ⅲ-1 理解三角形、

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

積計算。 

s-Ⅲ-3 從操作活動，

理解空間中面與面的關

係與簡單立體形體的性

質。 

s-Ⅲ-4 理解角柱（含

正方體、長方體）與圓

柱的體積與表面積的計

算方式。 

N-6-6 比與比值：異類量的比與同類量

的比之比值的意義。理解相等的比中牽

涉到的兩種倍數關係（比例思考的基

礎）。解決比的應用問題。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

面積：用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

弧長與面積。知道以下三個比相等：优

圓心角：360；悠扇形弧長：圓周長；忧

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題只處理

用优求弧長或面積。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

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

的乘除問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係，列出

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6-4）。可包含

（1）較複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

式）；（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加

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

如年齡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

兔問題。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前置經

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式之活動出

發，做觀察、推理、說明。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與函數的前

置經驗。將具體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學習以文字或符號列出數量關係的

關係式。 

◆統整第 5

單元～第 8

單元。 

1.能熟練比和比

值 

2.能熟練扇形的

弧長和面積。 

3.能熟練速率問

題。 

4.能熟練數量關

係的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普通班數學領域課程計畫(表 10-1) 

                                                                                                          設計者： 數學領域團隊    
第二學期 

教材版本 南一版第十二冊 教學節數 每週(4)節，本學期共(76)節 

課程目標 

1.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和小數的加減、連乘、連除、加減和乘除運算問題。 

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和小數的四則運算問題 

3.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和小數的多步驟四則運算問題 

4.了解柱體體積和表面積的求法，並理解柱體體積公式的應用。 

5.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基準量、比較量和比值，並運用畫線段圖的方法解題。 

6.能理解給定的題目，列出算式解題 

7.認識縮圖和放大圖，並了解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度、角度和面積的影響 

8.會繪製縮圖和放大圖。 

9.認識比例尺。 

10.能理解給定的題目，並透過數量關係解題，並運用列表找規律的方法解題。 

11.能認識圓形圖。 

12.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成圓形圖。. 

13.能解決圓形圖相關的問題。 

14.能解決統計圖應用的問題並理解使用時機。 

15.能理解生活中的可能性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2/11 

｜ 

2/16 

宣導：

友善校

園週 交

通安全

第 1 單

元四則

混合運

算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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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Ⅲ-1 理解各種計

算規則（含分配

律），並協助四則混

合計算與應用解

題。 

r-Ⅲ-2熟練數（含分

數、小數）的四則混

合計算。 

R-6-1 數的計算規律：小學最

後應認識(1)整數、小數、分數

都是數，享有一樣的計算規

律。(2)整數乘除計算及規律，

因分數運算更容易理解。(3)逐

漸體會乘法和除法的計算實為

一體。併入其他教學活 

動。 

1.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分數的加減運算問題。 

2.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分數的連乘、連除、加

減或乘除運算問題。 

3.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分數四則運算問題。 

 

1.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有關分

數的連加、連減

問題。 

2.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有關分

數的連乘、連除

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宣導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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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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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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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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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有關分

數的加減或乘除

問題。 

4.了解分數加、

減、乘、除混合

計算。 

3-2 解決分數的

四則混合多步驟

問題。 

發表

評量 

第二週 

2/17 

｜ 

2/23 

第 1 單

元四則

混合運

算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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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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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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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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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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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Ⅲ-1 理解各種計

算規則（含分配

律），並協助四則混

合計算與應用解

題。 

r-Ⅲ-2熟練數（含分

數、小數）的四則混

合計算。 

R-6-1 數的計算規律：小學最

後應認識(1)整數、小數、分數

都是數，享有一樣的計算規

律。(2)整數乘除 

計算及規律，因分數運算更容

易理解。(3)逐漸體會乘法和除

法的計算實為一體。併入其他

教學活 

動。 

1.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小數的加減運算問題。 

2.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小數的連乘、連除、加

減或乘除運算問題。 

3.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小數四則運算問題。 

1.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有關小

數的連減、連加

問題。 

2.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有關小

數的加減問題。 

3.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有關小

數的連乘、連除

問題。 

4.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有關小

數的加減或乘除

問題。 

5.了解小數加、

減、乘、除混合

計算。 

6.解決小數的四

則混合多步驟問

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三週 

2/24 

｜ 

3/2 

宣導：

防災教

育宣導 

第 1 單

元四則

混合運

算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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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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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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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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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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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Ⅲ-1 理解各種計

算規則（含分配

律），並協助四則混

合計算與應用解

題。 

r-Ⅲ-2熟練數（含分

數、小數）的四則混

合計算。 

R-6-1 數的計算規律：小學最

後應認識(1)整數、小數、分數

都是數，享有一樣的計算規

律。(2)整數乘除 

計算及規律，因分數運算更容

易理解。(3)逐漸體會乘法和除

法的計算實為一體。併入其他

教學活 

動。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分數和小數的多步驟四

則運算問題。 

1.了解分數和小

數混合計算，先

將小數換為分數

才計算。 

2.解決分數和小

數的加、減、

乘、除混合多步

驟問題。 

3.運用分配律，

簡化分數和小數

的四則運算問

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四週 

3/3 

｜ 

3/9 

第 2 單

元柱體

的體積

和表面

積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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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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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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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Ⅲ-3 從操作活

動，理解空間中面

與面的關係與簡單

立體形體的性質。 

s-Ⅲ-4 理解角柱

（含正方體、長方

體）與圓柱的體積

與表面積的計算方

式。 

S-6-4 柱體體積與表面積：含

角柱和圓柱。利用簡單柱體，

理解「柱體體積＝底面積×高」

的公式。簡單複合形體體積。 

◆了解柱體體積的求

法。 

1.在生活情境

中，察覺形狀、

大小相同的紙片

一張張堆疊整

齊，會堆疊成直

立柱體。 

2.在生活情境

中，察覺長方體

體積＝長×寬×高

＝底面積×柱

高。 

3.在生活情境

中，察覺柱體體

積＝底面積×柱

高。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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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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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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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能理解柱體體

積公式以及體積

的普遍單位。 

第五週 

3/10 

｜ 

3/16 

第 2 單

元柱體

的體積

和表面

積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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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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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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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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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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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Ⅲ-3 從操作活

動，理解空間中面

與面的關係與簡單

立體形體的性質。 

s-Ⅲ-4 理解角柱

（含正方體、長方

體）與圓柱的體積

與表面積的計算方

式。 

S-6-4 柱體體積與表面積：含

角柱和圓柱。利用簡單柱體，

理解「柱體體積＝底面積×高」

的公式。簡單複合形體體積。 

1.了解柱體體積公式的

應用。 

2.了解柱體表面積的求

法。 

1.能應用柱體體

積公式，算出複

合形體或重疊形

體的體積。 

2. 能應用柱體

體積公式，算出

複合形體或重疊

形體的體積。 

3.能應用柱體體

積公式，算出空

心柱體或無蓋容

器的體積。 

4.了解四角柱有

2個相等的底面

和4個長方形的

側面，運用面積

公式算出四角柱

的表面積 

5.了解三角柱有

2個相等的底面

和3個長方形的

側面，運用面積

公式算出三角柱

的表面積。 

6.了解圓柱展開

後，有2個相等

的底面和1個長

方形的側面，運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用面積公式算出

圓柱的表面積。 

第六週 

3/17 

｜ 

3/23 

宣導：

性別平

等教育 

第 3 單

元基準

量和比

較量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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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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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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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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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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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

係的意義，並能據

以觀察、表述、計

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

度、基準量等。 

N-6-8 解題：基準量與比較

量。比和比值的應用。含交換

基準時之關係。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

基準量、比較量和比

值，並運用畫線段圖的

方法解題。 

1.認識基準量和

比較量。 

2.在具體情境

中，找出基準量

和比較量，求出

比值。 

3.在具體情境

中，找出基準量

和比值，求出比

較量。 

1-4 在具體情境

中，找出比較量

和比值，求出基

準量。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七週 

3/24 

｜ 

3/30 

宣導：

性侵害

防治教

育 

第 3 單

元基準

量和比

較量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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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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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

係的意義，並能據

以觀察、表述、計

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

度、基準量等。 

r-Ⅲ-3 觀察情境或

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並用文字或符

號正確表述，協助

推理與解題。 

N-6-8 解題：基準量與比較

量。比和比值的應用。含交換

基準時之關係。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

與函數的前置經驗。將具體情

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係，學習

以文字或符號列出數量關係的

關係式。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

基準量、比較量和比

值，並運用畫線段圖的

方法解題。 

1.在具體情境

中，找出基準量

和比較量之和。 

2.在具體情境

中，找出基準量

和比較量之差。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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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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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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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週 

3/31 

｜ 

4/6 

宣導：

水域安

全教育 
第 3 單

元基準

量和比

較量 

、第 4

單元放

大圖、

縮圖和

比例尺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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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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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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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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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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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

係的意義，並能據

以觀察、表述、計

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

度、基準量等。 

r-Ⅲ-3 觀察情境或

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並用文字或符

號正確表述，協助

推理與解題。 

s-Ⅲ-7 認識平面圖

形縮放的意義與應

用。 

N-6-8 解題：基準量與比較

量。比和比值的應用。含交換

基準時之關係。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數

與函數的前置經驗。將具體情

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係，學習

以文字或符號列出數量關係的

關係式。 

S-6-1 放大與縮小：比例思考

的應用。「幾倍放大圖」、「幾倍

縮小圖」。知道縮放時，對應角

相等，對應邊成比例。 

S-6-2 解題：地圖比例尺。地

圖比例尺之意義、記號與應

用。地圖上兩邊長的比和實際

兩邊長的比相等。 

1.能理解給定的題目，

列出算式解題 

2.認識放大圖和縮圖。 

1.在具體情境

中，運用兩量的

和，求出基準量

和比較量。 

2.在具體情境

中，運用兩量的

差，求出基準量

和比較量。 

3.能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觀察、

比較察覺兩個圖

形的異同。 

4.能知道放大圖

與縮圖的意義。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九週 

4/7 

｜ 

4/13 

第 4 單

元放大

圖、縮

圖和比

例尺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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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

係的意義，並能據

以觀察、表述、計

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

度、基準量等。 

S-6-1 放大與縮小：比例思考

的應用。「幾倍放大圖」、「幾倍

縮小圖」。知道縮放時，對應角

相等，對應邊成比例。 

S-6-2 解題：地圖比例尺。地

圖比例尺之意義、記號與應

1.了解平面圖形放大、

縮小對長度、角度和面

積的影響。 

2.會繪製放大圖和縮

圖。 

1.能找出三角

形、梯形的原圖

和放大圖的對應

點、對應邊和對

應角。 

2.能經由實測，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數

學表述與解決問題。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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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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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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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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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Ⅲ-7 認識平面圖

形縮放的意義與應

用。 

用。地圖上兩邊長的比和實際

兩邊長的比相等。 

察覺原圖和縮圖

或放大圖的每一

組對應角都相

等。 

3.能透過比較，

察覺原圖和縮圖

或放大圖的每一

組對應邊以相同

的比例放大、縮

小。 

4.能知道原圖和

縮圖或放大圖間

的面積關係。 

5.運用點數格子

的方法，在方格

紙上繪製放大

圖。 

6.運用點數格子

的方法，在方格

紙上繪製縮圖。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週 

4/14 

｜ 

4/20 

期中考

週 

第 4 單

元放大

圖、縮

圖和比

例尺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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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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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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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

係的意義，並能據

以觀察、表述、計

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

度、基準量等。 

s-Ⅲ-7 認識平面圖

形縮放的意義與應

用。 

S-6-1 放大與縮小：比例思考

的應用。「幾倍放大圖」、「幾倍

縮小圖」。知道縮放時，對應角

相等，對應邊成比例。 

S-6-2 解題：地圖比例尺。地

圖比例尺之意義、記號與應

用。地圖上兩邊長的比和實際

兩邊長的比相等。 

◆認識比例尺。 1.能算出縮圖上

的長度和實際長

度的比值。 

2.能從縮圖上的

長度和實際長度

的比值，認識比

例尺。 

3.能藉由縮圖和

比例尺，估算出

實際長度或距

離。 

4.能藉由比例

尺，估算出縮圖

的長度或距離。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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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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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

週 

4/21 

｜ 

4/27 

加油小

站 1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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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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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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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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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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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9 理解比例關

係的意義，並能據

以觀察、表述、計

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

度、基準量等。 

s-Ⅲ-7 認識平面圖

形縮放的意義與應

用。 

r-Ⅲ-1  理解各種

計算規則（含分配

律），並協助四則混

合計算與應用解

題。 

r-Ⅲ-2  熟練數

（含分數、小數）

的四則混合計算。 

s-Ⅲ-3  從操作活

動，理解空間中面

與面的關係與簡單

立體形體的性質。 

s-Ⅲ-4  理解角柱

（含正方體、長方

體）與圓柱的體積

與表面積的計算方

式。 

n-Ⅲ-9  理解比例

關係的意義，並能

據以觀察、表述、

計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

度、基準量等。 

S-6-1 放大與縮小：比例思考

的應用。「幾倍放大圖」、「幾倍

縮小圖」。知道縮放時，對應角

相等，對應邊成比例。 

S-6-2 解題：地圖比例尺。地

圖比例尺之意義、記號與應

用。地圖上兩邊長的比和實際

兩邊長的比相等。 

R-6-1 數的計算規律：小學最

後應認識(1)整數、小數、分數

都是數，享有一樣的計算規

律。(2)整數乘除計算及規律，

因分數運算更容易理解。(3)逐

漸體會乘法和除法的計算實為

一體。併入其他教學活 

動。 

S-6-4 柱體體積與表面積：含

角柱和圓柱。利用簡單柱體，

理解「柱體體積＝底面積×高」

的公式。 簡單複合形體體積。 

N-6-8 解題：基準量與比較

量。比和比值的應用。含交換

基準時之關係。 

◆統整復習單元1~單元

四 

1.複習四則混合

運算 

2.複習住體的體

積和表面積 

3.複習基準量和

比較量 

4.複習放大圖、

縮圖和比例尺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十二

週 

4/28 

｜ 

5/4 

第 5 單

元怎樣

解題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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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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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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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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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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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10嘗試將較複

雜的情境或模式中

的數量關係以算式

正確表述，並據以推

理或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

模式中的數量關係，

並用文字或符號正

確表述，協助推理與

解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

6-4）。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如座位 

排列模式）；(2)較複雜的計數：

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其混合；

(3)較複雜之情境：如年齡問題、  

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

連結 R-6-2、R-6-3。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

前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

式之活動出發，做觀察、推理、

說明。  

R-6-4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N-

6-9）。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如座位排列模式）；(2)較複雜

的計數：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

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如

年齡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

雞兔問題。連結 R-6-2、R-6-3。 

◆能理解給定的題目，

並透過數量關係解題。 

1.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實際操

作及加法，解決

生活中的搭配問

題。 

2.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實際操

作及乘法，解決

生活中的搭配問

題。 

3.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數量關

係解決生活中的

平均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三

週 

5/5 

｜ 

5/11 

第 5 單

元怎樣

解題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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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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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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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10嘗試將較複

雜的情境或模式中

的數量關係以算式

正確表述，並據以推

理或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

模式中的數量關係，

並用文字或符號正

確表述，協助推理與

解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

6-4）。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如座位排列模式）；(2)較複雜

的計數：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

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如

年齡問題、流水問題、和差問題、

雞兔問題。連結 R-6-2、R-6-3。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

前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

式之活動出發，做觀察、推理、

說明。  

R-6-4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N-

6-9）。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1.能理解給定的題目，

並透過數量關係解題。 

2.能理解給定的題目，

並運用列表找規律的方

法解題 

1.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數量關

係解決生活中的

年齡問題。 

2.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數量關

係解決生活中的

雞兔問題。 

3.透過布題的討

論和觀察，使用

列表找規律的方

法解決生活中的

應用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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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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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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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座位排列模式）；(2)較複雜

的計數：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

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如

年齡問題、 

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

連結 R-6-2、R-6-3。 

第十四

週 

5/12 

｜ 

5/18 

第 5 單

元怎樣

解題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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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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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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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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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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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10嘗試將較複

雜的情境或模式中

的數量關係以算式

正確表述，並據以推

理或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

模式中的數量關係，

並用文字或符號正

確表述，協助推理與

解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

6-4）。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如座位排列模式）；(2)較複雜

的計數：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

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如

年齡問題、  

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

連結 R-6-2、R-6-3。    

R-6-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前

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式

之活動出發，做觀察、推理、說

明。  

R-6-4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N-

6-9）。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如座位 

排列模式）；(2)較複雜的計數：

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其混合；

(3)較複雜之情境：如年齡問題、

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

連結 R-6-2、R-6-3。 

1.能理解給定的題目，

並透過數量關係解題。 

2.能理解給定的題目，

並運用列表找規律的方

法解題 

1.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數量關

係解決生活中的

追趕問題。 

2.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數量關

係解決生活中的

流水問題。 

3.透過布題的討

論和觀察，使用

列表找規律的方

法解決生活中的

應用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五

週 

5/19 

｜ 

5/25 

第 6 單

元圓形

圖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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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Ⅲ-11能從資料或

圖表的資料數據，解

決關於「可能性」的

簡單問題。 

D-6-1 圓形圖：報讀、說明與製

作生活中的圓形圖。包含以百分

率分配之圓形圖（製作時應提供

學生已分成百格的圓形圖）。   

D-6-2 解題：可能性。從統計圖

表資料，回答可能性問題。機率

前置經驗。「很有可能」、「很不

可能」、「A 比 B 可能」。 

1.能認識圓形圖。 

2.能整理生活中的資

料，繪製成圓形圖。 

1.能認識圓形

圖，並報讀表示

的數量。 

2.能認識圓形

圖，並報讀表示

的百分率。 

3.能理解圓形圖

的意義。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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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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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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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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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能把統計資料

整理成百分率並

繪製百分數圓形

圖。 

5.能把統計資料

所得的比值轉換

成圓心角，並繪

製成圓形圖。 

發表

評量 

第十六

週 

5/26 

｜ 

6/1 

宣導：

全民國

防教育 

第 6 單

元圓形

圖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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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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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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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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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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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Ⅲ-11能從資料或

圖表的資料數據，解

決關於「可能性」的

簡單問題。 

D-6-1 圓形圖：報讀、說明與製

作生活中的圓形圖。包含以百分

率分配之圓形圖（製作時應提供

學生已分成百格的圓形圖）。  

D-6-2 解題：可能性。從統計圖

表資料，回答可能性問題。機率

前置經驗。「很有可能」、「很不

可能」、「A 比 B 可能」。 

1.能解決圓形圖相關的

問題。 

2.能解決統計圖應用的

問題並理解使用時機。 

3. 能理解生活中的可

能性。 

1.能解決繪製圓

形圖時，百分率

不足 100 ％ 的

問題。 

2.能解決統計圖

應用的問題並理

解使用時機 

3.能運用圓形圖

解決生活上的相

關問題。 

4.能正確分辨不

同統計圖的使用

時機。 

5.在具體情境

中，透過統計圖

表，理解生活中

可能性的問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十七

週 

6/2 

｜ 

6/8 

加油小

站 2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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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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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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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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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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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Ⅲ-10嘗試將較複

雜的情境或模式中

的數量關係以算式

正確表述，並據以推

理或解題。 

r-Ⅲ-3 觀察情境或

模式中的數量關係，

並用文字或符號正

確表述，協助推理與

解題。 

d-Ⅲ-1 能從資料或

圖表的資料數據，解

決關於「可能性」的

簡單問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R-

6-4）。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如座位 

排列模式）；(2)較複雜的計數：

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其混合；

(3)較複雜之情境：如年齡問題、  

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

連結 R-6-2、R-6-3。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的

前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數量模

式之活動出發，做觀察、推理、

說明。  

R-6-4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同 N-

6-9）。可包含(1)較複雜的模式

（如座位排列模式）；(2)較複雜

的計數：乘法原理、加法原理或

其混合；(3)較複雜之情境：如

年齡問題、 

流水問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

連結 R-6-2、R-6-3。 

D-6-1 圓形圖：報讀、說明與製

作生活中的圓形圖。包含以百分

率分配之圓形圖（製作時應提供

學生已分成百格的圓形圖）。   

D-6-2 解題：可能性。從統計圖

表資料，回答可能性問題。機率

前置經驗。「很有可能」、「很不

可能」、「A 比 B 可能」。 

◆統整單元5、單元6 1.複習怎樣解

題。 

2.複習圓形圖。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八

週 

6/9 

｜ 

6/15 

加油小

站 2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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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II-10 嘗試將較

複雜的情境或模式

中的數量關係以算

式正確表述，並據

以推理或解題。 

r-III-3 觀察情境

或模式中的數量關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

（同 R-6-4）。可包含(1)較複

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式）；

(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

加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

之情境：如年齡問題、流水問

◆統整復習單元5 ◆熟練怎樣解

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教學 

進度 

週次 

單元 

名稱 

節

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域 

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表述與解決問題。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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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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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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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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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並用文字或符

號正確表述，協助

推理與解題。 

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連

結 R-6-2、R-6-3。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

的前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數

量模式之活動出發，做觀察、

推理、說明。 （目標 1、2）    

R-6-4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

（同 N-6-9）。可包含(1)較複

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式）；

(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

加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

之情境：如年齡問題、流水問

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連

結 R-6-2、R-6-3。  

評量 

發表

評量 

第十九

週 

6/16 

｜ 

6/22 

期末考

週 

加油小

站 2 
4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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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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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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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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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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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II-10 嘗試將較

複雜的情境或模式

中的數量關係以算

式正確表述，並據

以推理或解題。 

r-III-3 觀察情境

或模式中的數量關

係，並用文字或符

號正確表述，協助

推理與解題。 

N-6-9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

（同 R-6-4）。可包含(1)較複

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式）；

(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

加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

之情境：如年齡問題、流水問

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連

結 R-6-2、R-6-3。 

R-6-2 數量關係：代數與函數

的前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數

量模式之活動出發，做觀察、

推理、說明。 （目標 1、2）    

R-6-4 解題：由問題中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解題

（同 N-6-9）。可包含(1)較複

雜的模式（如座位排列模式）；

(2)較複雜的計數：乘法原理、

加法原理或其混合；(3)較複雜

之情境：如年齡問題、流水問

題、和差問題、雞兔問題。連

結 R-6-2、R-6-3。  

◆統整復習單元5 ◆熟練怎樣解

題。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發表

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