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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數學素養評量－試題編製經驗談 

謝闓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摘要 

    我國現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核心素養」為主軸，透過

素養評量引導素養教學為現行的策略之一。數學素養著重在個人應用數學能力，

能將所學的數學知識呈現在解決生活問題中。有鑑於國小現職教師及師資生對於

數學素養評量試題編製的疑問，本文提出 20 則數學素養試題做為參考，希望能

帶給國小現職教師及師資生一些出題的靈感。 

關鍵詞：國小數學、試題設計、數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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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我國現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核心素養」為主軸，強調

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且「核心素養」強

調學習與生活的結合（教育部, 2021）。素養導向評量的實施則為了落實素養導

向教學的策略之一，透過適當的評量，達成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和領域核心素養的

課程與教學（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b）。 

 

數學素養評量需要強調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及國小數學「學習表現」和「學習

內容」的結合，並用於理解或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國小階段數學領域核

心素養具體內涵，依循總綱核心素養之「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

與」三面向，共計 9 項能力。本文主要聚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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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a）」，分享個人設計國小數學素

養評量試題的經驗。 

貳、 數學素養意義及面向 

在這個時代數學通常被稱是「隱形文化（invisible culture）」（Steen, 1990），

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微妙地充斥著數學和統計思維（如數字、和形狀、改變與機會

等），這些思維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如報章雜誌中數字或圖表的

使用，但一般大眾通常無法深入理解這些數字或圖表內含的意義。「數學素養」

無法完全用數學知識來概念化，數學素養關乎個人使用和應用數學知識的能力

（Jablonka, 2003; Steen, 1990）。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對於數學素養的解釋為「個人在各類情況脈絡下套用、運

用和解釋數學的能力，包括數學推理，使用數學知識（如概念知識、程序知識和

事實知識）及工具來描述、解釋和預測現象。數學素養幫助個人意識數學在世界

中的角色，協助建設性、參與性和反思性的現代世界公民做出有根據的判斷與決

策（OECD, 2018）。」  

 

Steen（1990）認為數學素養必須反應數學和統計思想運作的不同層面，包

含（1）實用素養，無論一個人的工作或生活水準為何，自信的應用數學素養可

以在日常生活的許多決定中展現優勢。（2）公民素養，確保公民能夠理解主要

公共政策問題中出現的基於數學的概念，無法正確推理數字的社會大眾無法有效

區分公眾政策為理性或魯莽的主張。（3）專業素養，數學專業素養可以開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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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職業生涯的大門，提供企業提供產品或生產的競爭力，及提升國家在全球技術

經濟的創新力；專業素養高時所有的人都受益，反之亦然。（4）休閒素養，許

多成年人喜歡將數學或邏輯活動做為休閒活動的一部分，而現代人投入在各種休

閒活動的時間、精力或經費等均是數學隱藏在大眾視線下的深層脈絡。（5）文

化素養，數學是人類文化的共同組成成分，數學之美亦是受到許多人讚賞的議題，

這些世代相傳的抽象思考可以視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數學素養，根據 Jablonka（2003）的論述，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面向：（1）

發展人力資本（developing human capital），指能夠透過擬題和解題來分析、推

理及溝通想法和結果的能力，即數學化和建模的構成觀點；（2）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根據“民族數學”的廣義定義，為勞工團體的不同數學實踐，為不同

社會人士的非正式算術實踐，例如攤販、木工、裁縫、家管等；（3）社會變革

（social change），在挑戰社會不平等方面，數學被視為揭示和溝通在現實層面

中涵蓋社會或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4）環境意識（environmental awareness），

除了解決個人和地方問題，也可應用於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例如環境報告中的數

據和數學模型的解讀與應用，全球環境問題例如，食物和水資源、人口增長、能

源短缺和污染等；與（5）評估數學（evaluating mathematics），包含用精簡的度

量和指標進行推理，正式交易（形式化分配權力或金錢的程序），使用柏拉圖模

型（Platonic models）進行推理，構建表面模型及命理。此五個面向可以做為考

慮數學素養情境脈絡的根據。 

 

根據筆者個人的出題經驗，若是在接到數學素養出題任務時才開始著手蒐集

可用的試題情境，所呈現的試題可能會出現為了配合情境導致無法契合所欲評量

的數學能力，或為了配合評量能力使得試題的情境描述過於牽強。情境蒐集為長

期的工作，在觀察到「可能」有用的情境時，可以將情境加以記錄，並初步思考

可能適用的數學概念。可能有用的情境如日常生活經驗、媒體報導，政府資訊，

商品廣告，或休閒興趣等。在上述的情境脈絡中，以日常生活經驗最為眾人所熟

知，也是經常使用於數學素養試題情境；其他可能情境則可能因為一般大眾過於

習慣媒體報導或網頁資訊中的數字使用，而忽略報導或資訊中的數字表徵所涵蓋

的數學概念，進而錯失將這些情境入題的可能性。 

參、 數學素養試題分享 

由於數學素養強調情境脈絡，在設計問題前，出題者需要觀察蒐集數學相關

的情境脈絡，再根據情境脈絡，思考適合該情境的數學概念，進而完成試題設計。

出題者除了根據初步的出題想法外，由於適合數學素養試題的生活情境的蒐集不

易，也並非所欲評量的數學概念都已有可使用的情境，因此出題者可以嘗試針對

某一個情境脈絡加以簡化或複雜化，使其可以應用於其他年級或數學概念中。若



60 臺灣數學教師  第 43 卷第 2 期 
 

出題時，所欲評量的數學概念並沒有可以立即適用的情境脈絡，出題者可以根據

初步紀錄中選取較為接近的數學概念，針對所欲評量的概念調整修改情境。 

 

筆者於本文中一共整理20則數學素養試題，依情境脈絡可以分為美勞DIY、

新聞時事、生活經驗、應用程式、競賽、購物須知及生活知識等 7 類，所評量的

數學概念以數與量為主，少數問題亦涵蓋資料與不確定性的內容（如表 1）。 

 

表 1 試題情境及其評量目標分析 

情境 試題 評量內容 

美勞

DIY 

愛心卡片 1. 能將圖卡依照形狀與大小進行分類，並加以點數記錄。 

2. 能在具體情境中，比較 10 以內二數量的多少。 

貓咪感謝卡 1. 能將物件依照指定條件進行分類，並加以點數記錄。 

2. 能在具體情境中，比較 10 以內二數量的多少。 

3. 能解決生活中被減數為 10 以內的減法問題。 

聖誕卡片 1. 能進行點數個數為 10 以內物件。 

2. 能解決生活中和為 10 以內的加法問題。 

3. 能解決生活中被減數為 10 以內的減法問題。 

花朵卡片 1. 能解決除數為 2、3、5 的問題。 

2. 能解決餘數不為 0 的除法問題。 

紙膠帶聖誕

樹 

1. 能解決除數為二位數的問題。 

2. 能進行公尺與公分的換算。 

新聞

時事 

菜價上漲 1. 能解決整數四則多步驟問題。 

飲料熱量 1. 能解決整數四則多步驟問題。 

2. 能解決「比」在生活實例之應用問題。 

電信公司號

碼牌 

1. 能解決序數問題。 

2. 能解決時間量乘法問題。 

3. 能解決時刻與時間加法問題。 

生活

經驗 

郵局排隊 1. 能解決序數問題。 

診所掛號 1. 能解決序數問題。 

應用

程式 

公車 APP 1. 能進行日常生活的時間加減問題（跨時）。 

訂餐 App 1. 能進行日常生活的時間加法問題。 

2. 能進行時與分的換算。 

星等 1. 能解決平均問題。 

2. 能利用四捨五入法對小數取概數。 

競賽 歌唱比賽 1. 能解決多步驟問題。 

科學競試 1. 能解決小數加法問題。 

購物

須知 

跳繩長度 1. 能進行公尺與公分的換算與比較。 

2. 能進行長度倍數計算。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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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解決長度在生活實例之應用問題。 

背包選擇 1. 能進行公尺與公分的換算。 

2. 能計算整數乘以分數的問題。 

3. 能解決重量在生活實例之應用問題。 

生活

知識 

住家面積 1. 能計算長方形面積。 

2. 能計算簡單複合圖形面積。 

3. 能進行平方公尺與平方公分的換算。 

老虎領地 1. 能計算長方形面積。 

2. 能進行平方公里與平方公尺的換算。 

3. 能解決整數除以整數，商為小數的問題。 

4. 能利用四捨五入法對指定位數取概數。 

橋梁限重 1. 能進行公噸與公斤的換算。 

2. 能解決多位數除法問題。 

 

一、美勞 DIY 

美勞 DIY 可與學生生活經驗相容，筆者經常透過各類 DIY 網站尋找可用的

素養情境，且 DIY 活動情境多元，容易延伸變化，可用於基本點數、四則、量

的計算等數學概念。試題 1「愛心卡片」的情境設定是用長方形和大小心型卡紙

各 1 張組成一張卡片，所需要的材料以散落的方式呈現，詢問學生可以製作的卡

片數量，評量學生分類點數，及數量多寡的比較。 

 

試題 1 愛心卡片 

 

張老師想製作心心相印邀請卡（如右圖），做一份邀請

卡需要一張長方形卡紙，一張大愛心和一張小愛心。 

 

 

現在桌上有這些材料，張老師最多可以做幾份邀請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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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勞 DIY 情境下，若改變所需完成的作品，或微調問題中的數學概念，

即可形成一個新的問題，如試題 2、試題 3 和試題 4。試題 2「貓咪感謝卡」與

試題 1 相同之處是材料均以散落的方式呈現，評量學生分類點數及數量多寡比較

的能力，但試題 2 於後續提問各類貼紙會剩下多少，則可評量學生一位數減法的

能力。 

試題 2 貓咪感謝卡 

 

李老師想要做感謝卡（如下圖），每張感謝卡需要 4 種不同的貓咪貼紙。 

 

1.  現在桌上有這些貼紙，張老師最多可以做幾張感謝卡？ 

 

2. 做出最多張感謝卡之後，會剩下 （  ）張、 （  ）張、 （  ）

張和 （  ）張。 

 

試題 3「聖誕卡片」雖然與試題 1 都是卡片製作，然而試題 3 提供排序整齊

的物件，刪除物品分類，並在題幹中增加條件「需要製作 12 張卡片」，除了物

件點數及數量多寡比較外，另外評量一位數加、減法等數學能力。 

 

試題 3 聖誕卡片 

 

禹彤想要用鈕扣做 12 張聖誕卡片（如右圖），每張聖誕

卡片需要大、中、小鈕扣各一個。 

下面是禹彤在縫紉箱裡找到的鈕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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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禹彤用上面這些鈕扣最多可以做出幾張聖誕卡？ 

2. 禹彤做出最多張聖誕卡之後，會剩下幾個鈕扣？ 

3. 禹彤至少還需要幾個鈕扣，才能完成 12 張聖誕卡？ 

 

 

試題 1~3 的 DIY 活動中，所需的材料均是每個元素 1 個；試題 4「花朵卡片

製作」雖然仍是卡片製作，但問題情境刪除物件的點數，且卡片製作所需材料之

每一元素均為多個，如 5 個花瓣，3 個葉片和 2 個花心，主要評量學生餘數不為

0 的除法的概念。部分學生有可能利用乘法解決此問題，此時亦符合數學領域核

心素養具體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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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a）」之描述。 

 

試題 4 花朵卡片 

 

晴雯想做卡片送給 7 位老師，每位

老師一張，每張卡片上有 1 朵深色的

花，1 朵淺色的花和 3 片葉子（如右圖），

每朵紙花需要 5 片花瓣和 1 個花心。 

晴雯已經剪了 28 片深色花瓣、24

片淺色花瓣、10 個花心和 19 片葉子，

她現在最多可以完成幾張卡片？ 

 

 

DIY 情境除了卡片製作，也會在節慶布置時出現。試題四「紙膠帶聖誕樹」

為紙膠帶黏貼聖誕樹情境，評量學生「公尺」與「公分」單位換算與除數為二位

數的問題。然而學生在解決試題 5 時，若學生先算出所需膠帶的總長度在計算膠

帶的捲數，則不符合題目中「每條膠帶必須是完整的 73 公分」的條件，學生解

題時需要判斷所使用的解題策略或流程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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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5 紙膠帶聖誕樹 

 

聖誕節快到了，金銘想用 28 張紙膠帶在家裡貼

了一棵聖誕樹，每條紙膠帶的長度是 73 公分（每

條紙膠帶必須是完整的 73 公分，不可以用接

的），一捲紙膠帶的長度 5 公尺，金銘最少要買

幾捲紙膠帶？ 

 

 

二、新聞時事 

除了美勞 DIY，新聞報導中經常會出現億以上的大數、價格漲跌、打折、比

率（百分比）、大單位（公里、公噸等），也是筆者常用於思考情境脈絡的來源。

臺灣每年暑假幾乎都會遇到颱風或豪雨的侵襲造成農作物損失，導致菜價上漲，

試題 6 的起源即為 2017 年 6 月的豪雨過後菜價上漲的新聞，本題情境主要根據

新聞中的蔬菜價格評量學生解決整數四則多步驟問題的能力。另外，為了合理化

問題情境中蔬菜購買的公斤數，將情境設定在自助餐店。 

 

試題 6 菜價上漲 

 

2017 年 6 月因為連日豪雨導致蔬菜價格上漲，小白菜每公斤從 16 元漲到 50

元，空心菜每公斤從 28 元漲到 70 元，甜玉米從每公斤 7 元漲到 19 元。 

便當店每天需要採購 2 公斤的小白菜，3 公斤的空心菜和 4 公斤的甜玉米。 

1. 便當店在豪雨過後，每天花多少元購買這三種蔬菜？ 

2. 菜價上漲後，便當店每週購買這三種蔬菜的金額比漲價前貴多少元？ 

 

 

衛生福利部（2020）公告修正「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

標示規定」，規範飲料需要標示總糖量及總熱量，試題 7 根據此規定及隨處可見

的茶飲店之飲料內含的方糖個數作為問題脈絡，所使用的數據均為實際的飲料含

糖量，除了評量學生整數四則多步驟問題及「比」在生活實例之應用外，也透過

題目情境讓學生了解飲料的含糖量，為結合健康教育的數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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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7 飲料熱量 

 

茶飲店的飲料通常用方糖的數量來表示含糖量，下表示市售大杯 700 毫升飲料

的含糖量： 

 

品項 珍珠奶茶 微糖珍珠奶茶 多多綠茶 

含糖量 12 顆方糖 3 顆方糖 14 顆方糖 

 

1. 陳先生本來每天都會喝一杯大杯的珍珠奶茶，在他發現珍珠奶茶的含糖量

很高，決定改喝微糖珍珠奶茶。一星期後陳先生減少攝取的含糖量是幾顆

方糖？ 

2. 李小姐覺得大杯的多多綠茶含糖量有點高，她點了一杯中杯 500 毫升的多

多綠茶。這杯多多綠茶的含糖量是幾顆方糖？ 

 

 

試題 8 的新聞情境源起為 2018 年電信公司的 499 之亂的新聞，當時許多民

眾 為 了 499 電 信 方 案 排 隊 數 小 時 （ 相 關 資 訊 可 參 考 維 基 百 科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499 吃到飽之亂）。本題的情境描述中盡量保留

民眾到電信公司辦理業務的真實狀況，例如號碼牌與抽號機的資料顯示。評量的

數學概念主要為序數、時間量的乘法及時刻與時間量的加法，為了符合真實情境，

題目主角到達電信公司的時間顯示在號碼牌上，若學生沒有注意號碼牌上的資訊

則無法解題。 

 

試題 8 電信公司號碼牌 

 

叔叔到電信公司辦理行動電話續約，右圖是他抽到的號

碼牌，叔叔抽完號碼牌後，抽號機顯示還有 15 人等待

中。 

1. 下一個到櫃台辦理業務的號碼是幾號？ 

2. 櫃台大約每 3 分鐘會叫下一號到櫃台辦理業務，叔

叔能在 16:00 前離開電信公司嗎？ 

 

 

三、生活經驗 

由於許多機關行號都使用號碼牌，筆者簡化試題 8 的情境，將場景及活動換

成學生更為熟悉的郵局寄信，並修改評量的數學概念為一年級序數問題，形成試

題 9 的「郵局排隊」。試題 7 其實與一年級數學課程中的序數問題類似，僅是在

問題描述上更符合現實生活情境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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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9 郵局號碼牌 

 

李老師到郵局寄信，先抽號碼牌，再看叫號燈。還有幾個人排在李老師前面等

著寄信？ 

 

 

 

 

試題 10 與試題 9 類似，利用學生從小到大一定會有的看病的經驗，情境設

定為家長先預約掛號，等時間差不多後再出發去醫院或診所，評量一年級排隊序

數問題。和試題 9 不同的是，試題 10 不採用號碼牌，使用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手機 APP 作為問題情境。 

 

 

 

問題 10 診所掛號 

 

小波生病了，媽媽打電話到診所掛號，小波是 24 號。 

媽媽打開診所的即時看診 APP（如下圖），小波的前面還有幾個人在等待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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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程式 

現代人常用使用及依賴手機中的應用程式，除了看診即時訊息能縮短在醫院

就診的等待時間外，即時公車資訊則為公車族不可或缺的應用程式之一。試題

11 利用即時公車資訊應用程式作為命題情境，要求學生根據題幹中的資訊，計

算從家裡出發的時間，評量學生時間量與時刻加減的概念。由於並非所有的學生

都熟悉公車應用程式，因此在圖中增加到站時間的說明，避免學生因為不具備此

類應用程式的經驗而無法解題。此外，題幹中並沒有說明現在時刻，學生需要從

手機圖示中找到相關資訊，否則無法作答，考驗學生對於資訊的解讀能力。 

 

試題 11 公車 APP 

 

媽媽想帶小波搭 295 號公車到動物園玩，從家裡走到離家最近的景文中學站需

要 8 分鐘，媽媽查了公車時刻，想提早在公車到站之前 5 分鐘抵達站牌，如果

要搭下一班公車，最晚什麼時候要從家裡出發？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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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起，全球因為 Covid-19 病毒肆虐，導致生活習慣改變，很多應用

程式進而崛起，訂餐 App 即為其一。問題 12 延續問題 11 的手機應用程式情境，

透過訂餐 APP，評量學生時與分的換算，及日常生活的時間加法問題。 

 

試題 12 訂餐 App 

 

由於疫情的關係，許多店家都推出線上點餐服務。下圖是小貝正在用店家的線

上點餐系統訂購午餐的畫面。如果小貝現在馬上點餐，大約幾時幾分可以取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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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發達的世界中，大多數人遇到自己不曾經驗的事物時，通常在第一時

間會考慮上網看看他人的經驗與評價，其中「星等」為網路世界中表徵經驗好壞

的常見方式。試題 13 將星等納入問題情境，評量學生平均的概念，及四捨五入

法對小數取概數的能力。由於並非所有的學生都了解星等的意義及計算方式，因

此在題幹中加入星等表徵的解釋（如：評分人數，滿分及得分）。此問題除了情

境符合大眾日常生活外，亦可視為 Jablonka（2003）的「評估數學」面向中的用

指標進行推理。 

 

試題 13 星等 

 

下面是水果旅店旗下 2 間分店的網路星等評價： 

 

水果旅店平均的網路星等評價是多少？（算到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到第

一位） 

 

 

五、競賽 

各類競賽（如體育競賽，唱歌比賽、語文競賽等）的評分與數字脫離不了關

係，部分運動比賽（如跳水、滑冰等）為了公平起見，會刪除每位選手得到的最

高與最低二個無效分後，再進行評比，問題 14「歌唱比賽」即採用此評分方式。

本題要求學生評估丁選手是否可能奪冠，主要的評量重點為學生是否能「在解決

問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數-E-A3）」，解題所需的數學能

力僅為基本的加法及三位數的大小比較，但若學生僅考慮分數的可能性，忽略最

高或最低無效分數的處理，則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試題 14 歌唱比賽 

 

有一個歌唱比賽的計分方式，是刪除選手獲得分數中最高分與最低分後，計算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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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得分的總和做為該選手的得分。 

下表為四位選手的分數即時紀錄（記分板上尚未呈現評審 B 給選手丁的分數）： 

 

評審 

選手 
A B C D E 

甲 89 76 83 90 86 

乙 84 90 79 87 92 

丙 75 87 82 86 89 

丁 91 - - 79 83 86 

 

1. 依照比賽的計分方式，甲、乙、丙三位選手中，哪一位選手獲得的成績最

好？ 

2. 丁選手可能在這次比賽中獲得第一名嗎？ 

 

 

若將調整競賽問題中的數據，即可評量學生不同的能力，如試題 14「科學

競試」。相較於試題 14，試題 15 的題幹中取消最高與最低無效分數的條件，且

僅提供各項獲得的分數（一位小數），而非各個裁判給的成績，主要評量學生一

位小數的加法能力。 

  

試題 14 科學競試 

 

有一個科學競試選手選拔賽，分為筆試與實作二部分，滿分 50 分，最後依二

部分成績總分進行排名。目前參加決賽的 4 位選手成績如下： 

 

選手 筆試（分） 實作（分） 

A 38.5 47.9 

B 43.6 46.3 

C 39.5 47.7 

D 45.2 44.5 

 

此次競試的前三名分別是哪三位選手？ 

 

 

六、購物須知 

跳繩為所有的學生在體育課均會進行的活動，然而多數學生並不明白如何將

跳繩調整為最適合自己的長度。試題 16「跳繩長度」情境採用學生熟悉的跳繩

情境，評量長度單位公尺與公分換算與比較，及長度倍數計算，由於學生可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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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全理解該如何設定跳繩長度的敘述內容，因此在題目中增加圖示。本題可以

視為結合數學與體育二科目，也希望透過題幹敘述，增加學生對於跳繩長度設定

的知識。 

 

試題 16 跳繩長度  

 

「跳繩長度有學問，採者上拉到腋下」 

跳繩長度怎樣才剛好呢？ 

適合你的跳繩應該是當你的腳踩跳繩，將兩端

往上拉時，握把的兩端要剛好跟你的腋下一樣

高。 
 

 

呈嘉從腋下到地面的高度是 120 公分，他不適合選哪一條跳繩？ 

1. 繩長：2 公尺 90 公分 

重量：120 公克 

可自行剪裁 

2. 繩長：230 公分 

重量：100 公克 

可自行剪裁 

3. 繩長：280 公分 

重量：242 公克 

長度可調整 

4. 繩長：3 公尺 

重量：85 公克 

長度可調整 

   

 

筆者進一步延伸問題 16 的跳繩選用情境，搜尋日常生活用品中與身高體重

相關的物件。問題 17「背包選擇」即與使用者的體重有關。本題使用的數學概

念包含公斤公克的單位換算，整數乘以分數，乘法多步驟問題等。問題 17 與問

題 16 相同，除了將背包選擇條件作為數學試題情境外，亦提供學生其他領域的

知識。 

 

試題 17 背包選擇 

 

爸爸帶全家去逛運動用品店，下面是店裡牆上的海報內容： 

 

 

為了保護脊椎，專家建議背包的適合重量如下： 

(1) 背包總重量不要超過體重的
1

4
。 

(2) 空背包重量不要超過背包總重量的
1

10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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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山時，背包總重量不要超過體重的
1

6
，比較能應付臨時狀況。 

 

 

運動用品店裡有 4 款背包的尺寸和重量： 

A: 

492123(cm) 

2 公斤 

B:  

311319(cm) 

1000 公克 

C: 

282713(cm) 

500 公克 

D: 

401330(cm) 

1500 公克 

 

如果依照店家的資訊， 

1. 媽媽 36 歲，體重 56 公斤，媽媽的背包總重量最多可以是多少公斤？ 

2. 體重至少要是多少公斤，才適合使用 A 背包？ 

3. 爸爸 40 歲，體重 96 公斤，假日計畫去登山，準備裝進背包的裝備共重 15

公斤，爸爸可以選擇哪幾款背包？ 

 

 

七、生活知識 

量的測量或單位使用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試題 18 利用住家平面圖

作為情境，平面圖中的單位採用藍圖繪製時使用的公分，評量學生長方形面積概

念、複合圖形面積的計算、及平方公分與平方公尺的單位換算。學生呈現解題策

略可能為整體平面圖扣除樓梯間，或是將客廳右側小長方形切割後合併至廚房區

域，先計算切割重組後的二個長方形再加總。 

 

試題 18 住家面積 

 

下面是林小姐家的平面圖： 

 

 

林小姐家（含陽台，不含樓梯間）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尺？ 

 

試題 19 與 20 均是評量生活中的大單位。試題 19「老虎領地」利用生物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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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量長方形面積概念、平方公里與平方公尺的換算，商為三位小數的除法，

及用四捨五入法對指定位數取概數。由於大多數學生的平方公里概念較為薄弱，

試題中藉由計算 20 平方公里是多少間教室的大小，增加學生對於平方公里的量

感。 

 

試題 19 老虎領地 

 

一隻成年的雌虎一般的活動範圍是 20 平方公里的。一間國小普通教室的大小

大約是長 9 公尺，寬 8 公尺。一隻成年雌虎的活動範圍大約是多少間教室？(用

四捨五入法取概述到千位) 

 

 

由於重量並非視覺量，「公噸」是學生所學的大單位中最無法產生量感的單

位。為了評量公噸概念，試題 20 的情境設定為偶爾會在高速公路上的看到的車

輛運出車及橋樑最高承載重量，評量公噸與公斤單位換算，計算多位數除法並根

據情境設定決定餘數不為 0 時的答案的判斷處理。 

 

試題 20 橋梁限重 

 

下圖中的車輛運輸車空車重量為 12.75 公噸，每輛轎車重 1625 公斤。 

 

有一座橋樑的最高能够承受的重量為 25 公噸，如果這輛運輸車要通過這座橋

樑，最多可以載運幾輛轎車？ 

 

肆、結語 

在設計數學素養試題時，出題者可能會考慮受試學生的生活經驗可能不足，

導致限縮出題時能使用的生活情境；或者認為數學素養試題是透過情境設定，將

所欲評量的概念全部包裝於一個故事情境中，採用短文方式敘述問題情境，甚至

誤以為題幹描述只要夠長即可被以視為素養試題。然而素養所指的生活經驗不一

定是學生親身經歷的經驗，可以是他人的經歷，或未來生活會遇到的情境，因此

只需要將情境描述清楚，讓學生有足夠的資訊可以解決問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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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製高品質的數學素養試題，以下幾點事項提供現職教師或師資生參考： 

1. 時時留意生活時使用數字的情境； 

2. 多關注生活周遭隱藏的數學概念； 

3. 隨時蒐集可用的問題情境； 

4. 試題情境不一定是受試學生親身經歷，可以是他人的經驗，或未來可能出現

的情形。 

5. 若受試學生不具備相關經驗，可以適時針對情境脈絡加以補充說明 

6. 情境與數學的關聯性非唯一，可針對同一情境思考如何深化或簡化問題； 

 

數學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無處不在，如能有效地將這些生活情境融入於數學素

養試題之中，可以使學生感受到數學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高學生的數學學

習興趣，以建立面對現階段生活及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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