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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一、 能賞析素養導向數學教學不同教學模組 

二、 能識別素養導向數學教學模組中的素養內涵 

三、 能欣賞學生在素養導向數學教學展現的素養內涵 

四、 能依據不同的素養內涵設計素養導向的數學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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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週期  日期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09/13  準備週、課程介紹 開學  

第二週  09/20  中秋節彈性放假    

第三週  09/27  
 

素養導向的數學臆測教學 
 

第四週  10/04  創造力與平等的學習機會 #7  

第五週  10/11  國慶日補假   

第六週  10/18  數學奠基活動 1：雞兔同籠  

第七週  10/25  數學能力與數學創思力 #8  

第八週  11/01  數學奠基活動 2：因數、倍數  

第九週  11/08  創思力導向的任務特徵 #9  

第十週  11/15  數學奠基活動 3：扇形  

第十一週  11/22  教師對創思力導向任務的看法 #10  

第十二週  11/29  數學魔術：心電感應  

第十三週  12/06  教師對創思力導向教學的認知 #11  

第十四週  12/13  數學遊戲：面面俱到  

第十五週  12/20  教師實施創思力導向教學的教學能力 #12 

第十六週  12/27  小組討論數學教學活動設計  



第十七週  01/03 改變教師實施創思力的觀點與想法 #13 

第十八週  01/10  繳交期末報告  

註：  

 評量方法：上課

口頭報告:30% 上

課參與討論:30% 

期末作業:40%  

 期末作業說明：兩人一組設計一個數學奠基活動、數學魔術、或數學遊戲遇上臆測教學的活動設計

的一個教學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