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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學領域課程綱要研修中區座談會-國中組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3月 7日（星期六）下午 1時 30分 

地點：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樓 205室 

主席：張鎮華教授                                                記錄：高怡群助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單 

列席人員：詳見簽到單 

請假人員：詳見簽到單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報告：略 

參、業務報告：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數學課綱能力指標與分年細目的增、刪、修訂建議。 

  說明：數學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國中組委員建議事項，如附件1。 

諮詢意見： 

  一、國中階段修訂建議： 

直角三角

比 

1. 九年級引入簡易sin、cos、tan之特殊角的比值，

可以讓學生進入高中職時，可以與物理做橫向連

結，基本上30˚、45˚、60˚之直角三角形的三邊

長之比透過引入簡易的符號sin、cos、tan，對

於高中端之教學有很大幫助，個人支持引入國中

課程。 

2. 三角函數是否引入在於回歸國民教育的本質，幾

何教會學生如何計算「面積」、「長度」，是否除

了斜度其他仍可考慮，並可配合高中職之內容。 

3. 數值三角的引入應注意以下兩個重點： 

(1) 必須讓學生感受到用處。 

(2) 可採取全部不引入或全部引入，否則對於

程度好的或程度不好的均不易了解全貌。 

4. 在我國「考試領導教學」情況是很明顯的，因此，

若加入sinA、cosA、tanA這些內容，則「會考」

的方向，出題的方式，要讓老師、學生感受到簡

單、基本。重要的概念即可應付會考，不需再補

充許多內容。 

5. 國中若加入三角函數的概念，對於銜接高中課程

有很大的幫助，贊成此修訂內容。 

郭嘉聲教師 

 

 

 

 

 

李瑞連校長 

 

 

賴文宗督學 

 

 

 

蔡玉玲校長 

「二次函

數」和「數

列與級數」 

6. 級數的範圍可否與二次函數範圍授教年級對調。 

7. 「二次函數」和「數列與級數」分年細目對調： 

(1) 意即，「二次函數」放在八年級教，「數列

與級數」放在九年級教。 

(2) 「二次函數」放在一元二次方程式內容結

束之後，學生有配方法的基礎，銜接學習

應屬正常；而「數列與級數」放在九年級

較不會讓學生感到內容份量太重，因為九

年級即將面對會考，「二次函數」份量較

重，確實造成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上相當

的壓力。 

(3) 「二次函數」早點教，也能讓學生在自然

李瑞連校長 

轉述教學現場

老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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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理化中的「自由落體」公式 ,

或拋物線圖形較為熟悉。 

絕對值 8. 刪掉絕對值可行的。 

9. 刪除絕對值對銜接課程是否有影響？ 

郭嘉聲教師 

盒狀圖 10. 三年級盒狀圖是否可取消，應用不大。 李瑞連校長 

統計與機

率 

11. 我國機率課程九年級才開始發展，甚至有國家

在小學就安排課程，建議課程綱要可提前加入課

程內容。 

顏富明教師 

函數 12. 函數題目以整理好的表格表示，再讓學生觀察

其規律，而不要只以文字敘述說明，學生不易理

解。 

 

圖形表徵 13. 圖形表徵可幫助學生學習，如二元一次方程式

用代數解出問題後，在以畫圖輔助，建議在代入

法課程結合幾何繪圖。 

 

其他意見 14. 內容增刪應把握下列考慮： 

(1) 刪掉是否會影響學生進入高中職(升學)的

學習。 

(2) 增加內容將有助了解或有利未來發展，或

是國家對學生的期待或期望，或是我們認

為國中生畢業時應具備何種數學能力，而

這種數學能力對未來發展有利的程度要到

那裡。 

15. 註明會考不考的利弊，以前也實施過，對現場

教學會有影響，不如註明難題或精熟題。 

16. 考試範圍規定(如每一版本有教才能考)可否取

消，讓各書商及老師回歸教會學生能力，而非教

完會算為優先。 

17. 各年級章節有些分配不均，九年級下學期希望

能維持兩個章節，以利複習。 

劉松彥校長 

 

 

 

 

 

 

 

劉松彥校長 

 

劉松彥校長 

 

 

轉述國中教師

意見 

 

    二、技職型高中修訂建議 

1. 國中升學高中職普遍對數學課程明顯不適應。高職在高一上

之課程內容過多，授課時數不足以負擔。學生普遍程度也高

度參差不齊。應適當調整，對於A、B、C三類課程適度重新規

劃。 

2. 高職二次曲線內容在部分課程可以刪除。矩陣運算為線性代

數之基礎可以多少增加。 

3. 授課時數仍是數學課程的重要因素。以近年來對於數學課鐘

點還有待大家努力爭取。 

李林滄教授 

 

 

 

李林滄教授 

 

李林滄教授 

  回應意見： 

一、數學領域目前積極與自然、科技、藝術等相關領域對談，以儘可能相互連結。 

二、統計與機率課程已請相關專長的委員做整體性的課程規劃。 

三、考慮到高職端的需求及學生的學習能力，故加入直角三角比，用紀錄比值等方式來

讓學生熟悉符號，而非三角函數運算，其餘相關的關係與概念也不會在國中階段出

現。 

四、在現行課程綱要中，與絕對值的相關細目只有7-n-05「能認識絕對值，並能利用絕

對值比較負數大小。」比較負數大小或距離長短的辨別不一定需要使用絕對值，在

高中時一併教學會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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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減少幾何主題課程內容，讓教師有時間和學生一起學習、討論，並已建議心測中心

非選題不考幾何題目。 

六、高中階段會再重新安排課程脈絡，並銜接國中課程。 

七、函數圖形可輔以計算機，讓學生以實作方式理解圖形。 

 

案由二：數學課綱實施的配套措施建議。 

諮詢意見： 

一、計算機使用： 

1. 可以介紹使用”計算器(機)”的操作，至於會考可不可以使

用，看當局決定。(計算機可促進學生的操作，增加其興趣) 

2. 以計算機的問題而言，若基本計算能力定位在國小階段具備

即可，則國中可思考是否引進使用。 

3. 查表的利用，可否取代計算機的部份使用，可列入考慮。 

4. 研究適當引用計算器，是時代趨勢，尤其做數學模擬的計算

器。 

5. 同一張考卷學生考完後再給計算機再給部份時間寫成績會進

步嗎？計算器引入是否代表教學內容的改變。 

6. 可多考慮如何讓教科書商能普遍的採用計算機的教學。 

7. 在PISA預試中，學生在回答紙本問題的表現不錯，但是運用

到電腦等工具回答問題時，成績表現較差，與國際落差大。

建議我國應考慮學生對於計算機等工具的學習與使用。 

郭嘉聲教師 

 

李瑞連校長 

 

李瑞連校長 

賴文宗督學 

 

劉松彥校長 

 

顏富明教師 

秦爾聰教授 

 

二、教學建議： 

1. 課程綱要的研修要注意數學間的模式、脈絡，並設法在現有

的時間內增加學生在課堂活動的機會，讓學生有觀察及討論

的空間，以避免學生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理解吸收而放棄學

習。 

2. 補救教學很重要，必須強迫參加，教育部應該要有這個魄力。 

3. 許多老師觀念很難改變，因此在課綱細目說明上，或研習或

宣導或再教育的場合，必須明確告知老師，不要拚命塞，拚

命補充來顯示教師的能耐。否則課綱修訂用意再好，也是徒

勞無功。 

4. 各學習階段的教師間的溝通與教師的培訓極為重要。 

5. 培訓現場教師改變教學方式較為不易，建議教育部培育新科

教師或代課教師教授課堂活動或補救教學，對於師資人力可

有所改善。 

顏富明教師 

 

 

 

蔡玉玲校長 

蔡玉玲校長 

6. 建議教育部以學校成績取代會考，國中教師能更有發揮的空

間，讓課程生活化，學生也能快樂學習。 

 

7. 學生普遍閱讀能力不佳，遇到敘述較長的題目，成績就不理

想，如何解決需要好好思考？ 

 

回應意見： 

一、在現行課程綱要的實施要點中已有提到計算器的使用，許多人對學生使用計算器常

有疑慮，但是教導學生在適當時機以計算器輔助學習，不只是教學的一環，也是國

際的趨勢。而計算器在考試時的使用，將與考試中心協調處理。 

二、持續爭取數學時數，以利讓教學方式更有彈性。 

三、目前已找到一款國家考試標準計算機，價格在350元內，功能也都符合需求。希望學

生能有觀察的機會，並輔以計算機實驗。 

陸、散會（下午 4時） 



1 

 

數學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國中組委員建議事項 

一、大方向是「減法原則」，除了「sin、cos、(tan)」的引入。 

二、1.幾何的教學應回顧「小學的前置經驗」、「空間的直觀培養」，從「全

等形的判定」及「空間的平移、旋轉、鏡射本質」出發，建立「三角形

三內角和 180 度」、「面積公式」、「畢氏定理」和「相似形成比例定

理」四個計算工具。將部分議題交給老師彈性運用，例如「梯形中線是

上、下底和之半」、「等腰梯形兩底角相等」或「內分比定理」等，在

教材中以雙圈標示，會考不考。三度空間的直觀培養仍將以長方體為例

說明(9-S-13)。 

    2.不求圓公切線長，不以公式處理兩圓關係。圓內角、外角大小、圓冪性

質均畫雙圈。 

三、一元二次函數的圖形和極值均以配方好，如 a(x-h)^2+k 的形式教學，

ax^2+bx+c則以雙圈標示，會考不考。 

四、因式分解只處理整係數 ax^2+bx+c，和與乘法公式直接相關者，不處理一

般二元齊次 ax^2+bxy+cy^2，或二元非齊次但有一次介入者。 

五、等差級數求和只做知道首項、公差和項數的「直接求和」，增加等比數列，

係數以整數為主。 

六、以計算器處理部分比與比例問題，並與理化課程連結。 

七、「絕對值」刪除。 

八、明訂以樹狀圖解釋加法及乘法原理，不談排容原理。 

九、國中階段引進 sin、cos、(tan)等符號。 

1. 在相似形成比例的性質後，利用30˚-60˚-90˚及45˚-45˚-90˚的特殊直角

三角形邊長比，說明sin30˚、sin45˚、sin60˚、cos30˚、cos45˚、cos60

˚、tan30˚、tan45˚及tan60˚。 

2. 對於給定邊長的直角三角形(邊長為5、12及13)， 

學習紀錄sinA、cosA、tanA。 

3. 對於以文字為邊長(a、b及c)的直角三角形， 

sinA、cosA、tanA的紀錄標示雙圈，提供現場教師彈性應用。 

 

 

 

 

 

 

 

5 

12 13 

A C 

c b 

a 

B 

附件 1 


	1040307數學課綱研修中區座談會-國中組會議紀錄-核定版.pdf
	附件1-數學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國中組委員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