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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架構圖： 

 

 

 

 

 

 

 

 

 

 數學 6 上 

第一單元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第二單元 分數除法 

第三單元 數量關係 

第四單元 小數除法 

第六單元 圓周率與圓周長 

第五單元 長條圖與折線圖 

第七單元 圓面積 

第八單元 等量公理與應用 

第十單元 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 

第九單元 比、比值與成正比 



二、課程理念： 
數學課程發展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各階段學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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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讓所有學生都能積極參與

討論，激盪各種想法，激發創造力，明確表達想法，強化合理判斷的思維與理性溝通的能力，期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建立數學知識。 

 

三、先備經驗或知識簡述： 
以現實生活的題材為中心，讓學生從現實生活中掌握數、量、形的概念與關係；從現實生活中和同學或家庭成員理性溝通數學；從現實生活中，擬定數

學問題，並培養其批判、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學生欣賞數學的能力。 

 

四、課程目標： 
1.掌握數、量、形的概念與關係。 

2.培養日常所需的數學素養。 

3.發展形成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 

4.發展以數學作為明確表達、理性溝通工具的能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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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培養欣賞數學的能力。 

 

五、教學策略建議： 
編輯教材時，適時納入各類評量問題與活動，希望能幫助教師在各種脈絡中適時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同時在評量問題中，也適時納入學生與學生間及

學生與教師間溝通的機制，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培養與人溝通、分析與批判的能力。甚至納入學生與家庭成員共同學習的機制，一方面讓學生家長了解學生

的學習狀況，另一方面也讓學生家長了解數學教育的走向。 

 

六、學習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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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計畫： 
學習總目標： 

1.認識質數、合數、質因數，並做質因數分解；了解兩數互質的意義；利用質因數分解或短除法，找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能應用最大公因數

和最小公倍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認識最簡分數；能解決同分母分數除法的問題；能解決整數除以分數的問題；能解決異分母分數除法的問題；能解決有餘數的分數除法問題；能解決分數

除法的應用問題；能根據除數和 1 的關係，判斷商和被除數的大小關係。 

3.察覺圖形的簡單規律；透過具體觀察及探索，察覺簡易數量樣式；描述簡易數量樣式的特性；觀察生活情境中數量的變化關係(和不變、差不變、積不變)；

觀察生活中的數量關係，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數量。 

4.能解決小數(或整數)除以小數的除法問題；能利用乘除互逆，來驗算除法的答數；能藉由除數與 1 的大小關係，判斷被除數與商的大小關係；能用四捨五

入法，對小數取概數；能做小數的加減乘除估算。 

5.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成長條圖並報讀；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資料，繪製成折線圖並報讀。 

6.認識圓周率及其意義；理解並應用圓周長公式，求算圓周長、直徑或半徑；能求算扇形的周長。 

7.能以適當的正方形單位，對曲線圍成的平面區域估算其面積；能理解圓面積公式，並求算圓面積；能應用圓面積公式，計算簡單扇形面積；能求算複合圖

形的面積。 

8.能理解等量公理；能用未知數表徵生活情境中分數單步驟問題的未知量，並列成等式；能運用等量公理或加減(乘除)互逆，求等式的解並驗算。 

9.在具體情境中，認識「比」、「比值」的意義和表示法；認識「相等的比」；認識「最簡單整數比」；能應用相等的比，解決生活中有關比例的問題；能理解

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0.了解放大圖和縮圖的意義；認識原圖和放大圖或縮圖的對應角、對應邊及面積的關係；能畫出簡單圖形的放大圖和縮圖；了解比例尺的意義及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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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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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一
週 

8/30 

︱ 

9/1 

數
與
量 

一
、
最
大
公
因
數
與
最
小
公
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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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認識質數、合數、質因

數，並做質因數分解。 

【活動一】質數和合數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複習找出

一個數的所有因數。 

2.教師布題，透過討論和記錄，

列舉 1～20 中每一個數的所有因

數。 

3.教師宣告質數和合數的定義。 

4.教師重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列舉一數的所有因數，進而

找出其中哪些是質數？哪些是

合數？ 

5.教師口述布題並提問質數與合

數的特性，學生討論並回答，教

師說明並歸納。 

6.教師重新布題，學生根據質數

的特性，找出哪些號碼是質數。 

4 

1.附件 1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

要棲地。 

 

第
二
週 

9/4 

︱ 

9/8 

數
與
量 

一
、
最
大
公
因
數
與
最
小
公
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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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認識質數、合數、質因

數，並做質因數分解。 

【活動二】質因數和質因數分解 

1.教師布題，學生找出一數的所

有因數，教師繼續引導學生找出

此數因數中的質數，並宣告質因

數的定義。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找出各數

的質因數。教師繼續布題，並引

導學生發現質數的質因數只有 1

個，就是它自己本身。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

和討論，指導學生利用樹狀圖找

出一數會由哪幾個質數相乘而

得，教師宣告質因數分解的意

義，指導學生將一數做質因數分

解。 

4.教師說明短除法，學生利用短

除法將一數做質因數分解。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

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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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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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三
週 

9/11 

︱ 

9/15 

數
與
量 

一
、
最
大
公
因
數
與
最
小
公
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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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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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了解兩數互質的意義。 

2.利用質因數分解或短

除法，找出兩數的最大

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 

3.能應用最大公因數和

最小公倍數，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活動三】最大公因數 

1.教師布題，學生找出兩數的所

有公因數，並進而宣告最大公因

數的意義。 

2.教師宣告互質的意義。 

3.教師布題，指導學生利用短除

法找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 

4.教師重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進行解題，進而活用公因

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活動四】最小公倍數 

1.教師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

從兩數的倍數中找出兩數的公

倍數。 

2.教師宣告最小公倍數的意義。 

3.教師布題，指導學生利用短除

法找出兩數的最小公倍數。並說

明互質的兩數，其最小公倍數就

是兩數的乘積。 

4.教師布題，指導學生利用最小

公倍數，找出兩數的公倍數。 

5.教師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

進行解題，進而活用公倍數，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數學步道】收服聰明鳥 

1.透過數學遊戲複習「最大公因

數」之概念。 

4 

1.附件 2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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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訖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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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四
週 

9/18 

︱ 

9/22 

數
與
量 

二
、
分
數
除
法 

n-III-6 理解

分數乘法和

除法的意

義、計算與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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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認識最簡分數。 

2.能解決同分母分數除

法的問題。 

3.能解決整數除以分數

的問題。 

4.能解決異分母分數除

法的問題。 

【活動一】最簡分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透

過觀察討論，進行解題，運用約

分的方法，找出分數的等值分

數。並進而察覺不能再約分的分

數即為最簡分數。 

2.透過觀察分子和分母的公因

數，把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3.教師提問，學生觀察最簡分數

的分子和分母，並說明。 

【活動二】同分母分數的除法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

和討論，解決同分母分數的除法

問題。(真分數÷單位分數、真分

數÷真分數、假分數÷真分數、帶

分數÷假分數) 

【活動三】異分母分數的除法 

1.教師以課本口述布題，學生透

過觀察和討論，解決整數除以分

數的問題。(整數÷單位分數、整

數÷真分數、整數÷假分數、整數

÷帶分數)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通分的方

法，解決異分母分數的除法問

題。 

3.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先前分數

除以分數的經驗，討論和統整，

察覺顛倒相乘的算法，解決分數

除以分數的問題。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起
訖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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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訖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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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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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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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節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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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量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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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五
週 

9/25 

︱ 

9/29 

數
與
量 

二
、
分
數
除
法 

n-III-6 理解

分數乘法和

除法的意

義、計算與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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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能解決有餘數的分數

除法問題。 

2.能解決分數除法的應

用問題。 

3.能根據除數和 1 的關

係，判斷商和被除數的

大小關係。 

【活動四】有餘數的分數除法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解決分數

除以分數的包含除問題，並求出

餘數。 

【活動五】分數除法的應用 

1.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

解決分數除法的比例、單價和其

他應用問題。 

【活動六】關係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進行解題，學生察覺在被除

數不變的情況下，「除數小於 1

時，商大於被除數」、「除數大於

1 時，商小於被除數」、「除數等

於 1 時，商等於被除數」。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六
週 

10/2 

︱ 

10/6 

數
與
量
、
關
係 

三
、
數
量
關
係 

n-III-10 嘗試

將較複雜的

情境或模式

中的數量關

係以正確算

式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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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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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察覺圖形的簡單規律。 

2.透過具體觀察及探

索，察覺簡易數量樣式。 

3.描述簡易數量樣式的

特性。 

【活動一】圖形的規律 

1.教師說明「找規律」對於學習

數學的重要性。 

2.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

生找出圖形的規律，並解題。 

3.教師繼續口述布題，學生透過

觀察，找出被遮蓋部分的圖形排

列情形。 

【活動二】數形的規律 

1.教師以置物櫃號碼布題，引導

學生觀察置物櫃號碼的排列規

律，再以坐火車情境重新布題。 

2.教師從排列吸管的情境引入，

讓學生觀察吸管數量的規律，並

推理出其餘與圖形序列相關的

概念。 

3.透過桌椅排列等布題的討論和

觀察，察覺圖形的規律，進而預

測。 

4 

1.附件 3 

2.附件 4 

3.小白板 

4.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七
週 

10/9 

︱ 

10/13 

數
與
量
、
關
係 

三
、
數
量
關
係 

n-III-10 嘗試

將較複雜的

情境或模式

中的數量關

係以正確算

式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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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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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觀察生活情境中數量

的變化關係(和不變、差

不變、積不變)。 

2.觀察生活中的數量關

係，並以文字或符號表

徵數量。 

【活動三】和不變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察覺和不變的數量變化關

係。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察覺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和

不變的數量變化關係。 

【活動四】差不變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察覺差不變的數量變化關

係。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察覺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差

不變的數量變化關係。 

【活動五】積不變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察覺積不變的數量變化關

係。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察覺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積

不變的數量變化關係。 

【數學步道】正方形數與三角形

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引入正方形數

和三角形數，學生透過點數及觀

察，找出規律，並解題。 
4 

1.附件 5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

要棲地。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八
週 

10/16 

︱ 

10/20 

數
與
量 

四
、
小
數
除
法 

n-III-7 理解

小數乘法和

除法的意

義，並能做直

式計算與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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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能解決小數(或整數)除

以小數的除法問題。 

2.能利用乘除互逆，來驗

算除法的答數。 

【活動一】整數除以小數(沒有餘

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

決整數除以小數，沒有餘數的問

題。(整數÷一位純小數、整數÷

一位帶小數、整數÷二位純小

數、整數÷二位帶小數) 

【活動二】小數除以小數(沒有餘

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

決小數除以小數，沒有餘數的問

題。(一位小數÷一位小數、二位

小數÷二位小數、二位小數÷一位

小數、一位小數÷二位小數) 

【活動三】有餘數的小數除法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透

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解決

小數除以小數，商為整數，有餘

數的問題。 

2.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

解決用除數乘以商，再加上餘

數，驗算小數除以小數的除法問

題。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九
週 

10/23 

︱ 

10/27 

數
與
量 

四
、
小
數
除
法 

n-III-7 理解

小數乘法和

除法的意

義，並能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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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能藉由除數與1的大小

關係，判斷被除數與商

的大小關係。 

2.能用四捨五入法，對小

數取概數。 

3.能做小數的加減乘除

估算。 

【活動四】關係 

1.教師請學生先完成課本的關係

表，再透過課本表格，引導學生

發現其關係。 

2.教師重新布題，師生共同討論

並解題。 

【活動五】小數取概數並估算 

1.教師口述布題，複習四捨五入

法的經驗，透過討論和觀察，察

覺並解決小數取概數的問題。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討論

和觀察，察覺並解決小數取概數

的問題。 

3.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透過觀

察與討論，教師指導當小數除以

小數除不盡時，使用四捨五入法

取到指定小數位數。 

4.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

題，發現除不盡時，教師指導求

算百分率時取概數的方法。 

5.教師口述布題，配合小數用四

捨五入法取概數，透過討論和觀

察，察覺並解決小數取概數後進

行加減計算。 

6.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討論

和觀察，察覺並解決小數取概數

後進行乘除計算。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週 

10/30 

︱ 

11/3 

資
料
與
不
確
定
性 

五
、
長
條
圖
與
折
線
圖 

d-II-1 報讀與

製作一維表

格、二維表格

與長條圖，報

讀折線圖，並

據以作簡單

推論。 

d-III-1 報讀

圓形圖，製作

折線圖與圓

形圖，並據以

簡單推論。 

D-4-1 報讀

長條圖與折

線圖以及製

作長條圖：

報讀與說明

生活中的長

條圖與折線

圖。配合其

他領域課

程，學習製

作長條圖。 

D-5-1 製作

折線圖： 

製作生活中

的折線圖。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B2 

數-E-C1 

數-E-C2 

1.能整理生活中的資

料，繪製成長條圖並報

讀。 

2.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

資料，繪製成折線圖並

報讀。 

【活動一】繪製長條圖 

1.透過課本情境，說明並引導學

生將統計表的資料繪製成長條

圖。 

2.介紹並利用省略符號改變長條

圖的呈現。 

3.透過課本情境，繪製變形的長

條圖並觀察。 

【活動二】繪製折線圖 

1.透過課本情境，說明並引導學

生將統計表的資料繪製成折線

圖。 

2.透過課本情境，繪製變形的折

線圖並觀察。 

4 

1.附件 6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11 去除性別刻板

與性別偏見的情感表

達與溝通，具備與他人

平等互動的能力。 

【資訊教育】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

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

題。 

 

第
十
一
週 

11/6 

︱ 

11/10 

空
間
與
形
狀 

六
、
圓
周
率
與
圓
周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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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B3 

數-E-C1 

數-E-C2 

1.認識圓周率及其意義。 

2.理解並應用圓周長公

式，求算圓周長、直徑

或半徑。 

【活動一】圓周長與圓周率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操

作，認識及實測圓周長。 

2.教師引導學生透過具體操作，

察覺圓周長與直徑的數量關係。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實測

各種大小不同的圓，察覺「圓周

長÷直徑」的值是一定的。 

4.教師命名圓周率，並引導學生

知道圓周長約是直徑的 3.14 倍。 

4 

1.各種大小的

圓形器物 

2.繩子 

3.直尺 

4.剪刀 

5.三角板 

6.小白板 

7.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實際測量 

3.分組報告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1 培養規劃與應

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

與做決定的能力。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二
週 

11/13 

︱ 

11/17 

空
間
與
形
狀 

六
、
圓
周
率
與
圓
周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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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B3 

數-E-C1 

數-E-C2 

1.理解並應用圓周長公

式，求算圓周長、直徑

或半徑。 

2.能求算扇形的周長。 

【活動二】圓周率的應用 

1.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

生利用圓周率和圓的直徑(或半

徑)，求算圓周長。 

2.教師繼續以課本情境布題，學

生求算正方形內最大的圓周長。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利用圓周

率和圓周長，求算圓的直徑(或半

徑)。 

【活動三】扇形的周長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找

出 1/2圓的扇形與 1/4圓的扇形周

長。 

2.教師繼續布題，學生根據扇形

是幾分之幾圓，求算扇形周長。 

4 

1.附件 7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三
週 

11/20 

︱ 

11/24 

空
間
與
形
狀 

七
、
圓
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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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B3 

數-E-C1 

數-E-C2 

1.能以適當的正方形單

位，對曲線圍成的平面

區域估算其面積。 

2.能理解圓面積公式，並

求算圓面積。 

【活動一】非直線邊的平面區域

面積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複習簡

單圖形的面積公式。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操作

平方公分板點算，觀察和討論，

進行非直線邊圖形的面積的估

計。 

3.教師繼續布題，學生畫出圓

形，並透過操作平方公分板點

算，觀察和討論，進行圓面積的

估計。 

【活動二】圓面積公式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配合附件

觀察、測量並說明，找出圓周長

和直徑的關係。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操作

圓形的切割與拼湊，認識圓面積

公式。 

3.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

生利用圓面積公式，根據圓的半

徑或直徑，求算圓面積。 

4 

1.附件 8 

2.附件 9 

3.附件 10 

4.圓規 

5.小白板 

6.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實際測量 

4.回家作業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

要棲地。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四
週 

11/27 

︱ 

12/1 

空
間
與
形
狀 

七
、
圓
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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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B3 

數-E-C1 

數-E-C2 

1.能應用圓面積公式，計

算簡單扇形面積。 

2.能求算複合圖形的面

積。 

【活動三】扇形面積與應用 

1.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

生根據扇形是幾分之幾圓，計算

出簡單扇形的面積。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配合附

件，察覺複合圖形的組成，並計

算面積。 

3.教師繼續布題，學生透過觀察

和討論，使用圓面積和圓周長公

式，算出複合圖形的面積。 

4 

1.附件 11 

2.附件 12 

3.附件 13 

4.附件 14 

5.小白板 

6.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實際測量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第
十
五
週 

12/4 

︱ 

12/8 

代
數 

八
、
等
量
公
理
與
應
用 

a-IV-2 理解

一元一次方

程式及其解

的意義，能以

等量公理與

移項法則求

解和驗算，並

能運用到日

常生活的情

境解決問題。 

A-7-3 一元

一次方程式

的解法與應

用：等量公

理；移項法

則；驗算；

應用問題。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能理解等量公理。 【活動一】天平上的數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

生觀察天平，找出天平上不同物

體重量之間的關係。 

2.教師重新布題，引導學生觀察

兩個天平上的物體之間的關係。 

【活動二】等量公理 

1.透過情境布題的討論，察覺和

理解等式左右同加、減、乘、除

一數時，等式仍然成立的概念。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資訊教育】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

描述問題解決的方法。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六
週 

12/11 

︱ 

12/15 

代
數 

八
、
等
量
公
理
與
應
用 

a-IV-2 理解

一元一次方

程式及其解

的意義，能以

等量公理與

移項法則求

解和驗算，並

能運用到日

常生活的情

境解決問題。 

A-7-3 一元

一次方程式

的解法與應

用：等量公

理；移項法

則；驗算；

應用問題。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能用未知數表徵生活

情境中分數單步驟問題

的未知量，並列成等式。 

2.能運用等量公理或加

減(乘除)互逆，求等式的

解並驗算。 

【活動三】列式與解題 

1.透過情境的布題討論，利用等

式左右同加、減、乘、除一數時，

等式仍然成立的概念，解決生活

情境中列出的分數單步驟的等

式問題。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資訊教育】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

描述問題解決的方法。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七
週 

12/18 

︱ 

12/22 

數
與
量 

九
、
比
、
比
值
與
成
正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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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在具體情境中，認識

「比」、「比值」的意義

和表示法。 

2.認識「相等的比」。 

3.認識「最簡單整數比」。 

【活動一】比與比值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透

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經驗

簡易的比例問題。 

2.教師說明「比」的意義，介紹

比的符號是「：」。學生透過觀

察和討論，經驗「比」表示兩個

數量的對應關係，並能用「：」

的符號記錄問題。 

3.教師布題，透過兩數量間的倍

數關係，認識「比值」的意義。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進行解題，察覺「比」的前

項除後項的商即為「比值」。 

5.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找出

比值解題。 

【活動二】相等的比 

1.教師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

進行解題，察覺比值相等就是相

等的比。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擴分、約

分，進行解題，找出相等的比。 

3.教師口述布題，透過比和比值

的經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比的前項

和後項，認識最簡單整數比。 

5.教師重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

論，進行解題，進而能從相等的

比中，找出最簡單整數比。 

6.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先前比與

比值的經驗，能將整數、分數、

小數的比，化成最簡單整數比。 

4 

1.小白板 

2.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環境教育】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

節約用水、用電、物質

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

耗。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八
週 

12/25 

︱ 

12/29 

數
與
量 

九
、
比
、
比
值
與
成
正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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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 理解

比、比例式、

正比、反比和

連比的意義

和推理，並能

運用到日常

生活的情境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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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7-9 比與

比例式：

比；比例

式；正比；

反比；相關

之基本運算

與應用問

題，教學情

境應以有意

義之比值為

例。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能應用相等的比，解決

生活中有關比例的問

題。 

2.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活動三】比的應用 

1.教師布題，學生找出相等的

比，並引導學生利用簡單比例式

找出相等的比。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解題，並

引導學生列出含有未知數的比

例式再進行解題。 

【活動四】成正比 

1.透過列表方式，讓學生觀察並

討論生活情境中的關係，認識成

正比。 

2.教師引導學生發現成正比的兩

個對應數量相除，其商不變(比值

相等)。 

3.教師布題，學生利用成正比的

關係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教師布題，學生能判斷兩數量

關係是否成正比。 

4 

1.附件 15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1 培養規劃與應

用時間的能力。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十
九
週 

1/1 

︱ 

1/5 

數
與
量 

九
、
比
、
比
值
與
成
正
比 

n-IV-4 理解

比、比例式、

正比、反比和

連比的意義

和推理，並能

運用到日常

生活的情境

解決問題。 

N-7-9 比與

比例式：

比；比例

式；正比；

反比；相關

之基本運算

與應用問

題，教學情

境應以有意

義之比值為

例。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C1 

數-E-C2 

1.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活動五】成正比的關係圖 

1.教師布題，學生觀察緞帶長度

和價錢的關係表，回答問題。 

2.教師指導學生畫出關係圖，並

觀察關係圖的特性，並回答問

題。 

3.教師重新布題，學生依據鐵絲

的長度和重量的關係表，完成關

係圖。 

4.教師引導學生發現：成正比的

兩個數量之關係圖中，點與點所

連成的線是一條直線，延伸後會

通過原點。 

5.教師重新布題，學生能依據關

係圖判斷兩數量是否成正比。 

【數學步道】影長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討論求出

影長的做法，教師繼續提問，並

說明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測量出

各種物體的實際長度和影子長

度的比或比值都會相等。 

2.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

生利用實際長度與影長的關係

解題。 

4 

1.附件 16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1 培養規劃與應

用時間的能力。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廿
週 

1/8 

︱ 

1/12 

空
間
與
形
狀 

十
、
縮
圖
、
放
大
圖
與
比
例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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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B3 

數-E-C1 

數-E-C2 

1.了解放大圖和縮圖的

意義。 

2.認識原圖和放大圖或

縮圖的對應角、對應邊

及面積的關係。 

3.能畫出簡單圖形的放

大圖和縮圖。 

【活動一】放大圖和縮圖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

與討論，經驗圖象的放大與縮

小。 

2.教師說明放大圖和縮圖的意

義。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找出原圖

和縮圖或放大圖的對應點、對應

邊和對應角。 

4.教師繼續布題，學生透過測

量，知道原圖和縮圖或放大圖的

每一組對應邊的長度比都相

等；原圖和縮圖或放大圖的每一

組對應角都相等。 

【活動二】繪製放大圖和縮圖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在方格紙

上畫出簡單圖形的放大圖，並知

道原圖和放大圖間面積的關係。 

2.教師繼續口述布題，學生在方

格紙上畫出簡單圖形的縮圖，並

知道原圖和縮圖間面積的關係。 

4 

1.直尺 

2.量角器 

3.附件 17 

4.小白板 

5.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1 培養規劃與應

用時間的能力。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 

議題實質內涵 

跨領域/ 

跨領域協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廿
一
週 

1/15 

︱ 

1/19 

空
間
與
形
狀 

十
、
縮
圖
、
放
大
圖
與
比
例
尺 

s-III-7 認識

平面圖形縮

放的意義與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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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A1 

數-E-A2 

數-E-A3 

數-E-B1 

數-E-B3 

數-E-C1 

數-E-C2 

1.了解比例尺的意義及

表示方法。 

【活動三】比例尺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測量並解

題，教師說明縮圖上的長度和實

際長度的比或比值，叫作比例

尺。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根據比例

尺，知道縮圖上的長度和實際長

度的換算方法。 

3.教師繼續以課本情境利用比例

尺的意義，求出物體的實際長度

或面積。 

【數學步道】地圖的比例尺 

1.教師布題，學生根據縮圖上的

長度和實際距離的關係，完成比

例尺圖示。 

2.學生根據比例尺，找出緊急電

話和服務區的位置，並用代號繪

製於地圖中。 

3.教師布題，學生根據每張縮圖

上的比例尺算出實際距離，並比

較距離遠近。 

4 

1.直尺 

2.小白板 

3.白板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家

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1 培養規劃與應

用時間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