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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六六六六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一）學習領域別：數學領域 

（二）實施時間：97 年 2 月 12 日～97 年 6 月 30 日 

（三）教學年級：二年級 

（四）教學節數： 60 節 

（五）編修者：賴冠伶(參考 96 學年度部編本教學指引與課本) 
      原設計者:張湘蓉（引用部編本 952 二年級數學領域教學計劃） 

（六）學習目標與相對應能力指標 單元 名稱 

單元目標 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分年細目對照 一、乘法（1） 
◎ 能 理 解3、6、9 的表內乘法，與進行平分的活動。 ◎能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1 能理解 3 的表內乘法，並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平分的活動；能理解乘法交換律。 1-2 能理解 6 的乘法表，並能寫出乘法算式；能用操作花片或畫圈的方法來進行平分的活動。 1-3 能理解 9 的乘法表；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平分的活動。 1-4 能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A-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乘法的交換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N-1-03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簡單整數倍的問題。 N-1-04 能理解除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理解整除、商與餘數的概念。 N-1-06 能理解九九乘法。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 (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 )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2-n-06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用×、＝作橫式紀錄，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分裝與平分的活動。 2-n-08能理解九九乘法。 2-a-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乘法交換律。 

二、1000以內的數 
◎ 能 認 識1000 以 內的數及「百位 」 的 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的換算。 ◎能利用位值概念解決兩數的比較問題，並用＜或＞的符號表示數的大小。 

2-1 能認識 1000 以內的數及「百位」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的換算。2-2 能說、讀、聽、寫幾個百幾個十就是幾百幾十。 2-3 能說、讀、聽、寫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就是幾百幾十幾。 2-4 能利用位值概念解決兩數的比較問題，並用＜或＞的符號表示數的大小。 2-5 能用一、十、百的位值單位換算。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2-n-01 能認識 1000 以內的數及「百位」的位名，並作位值單位換算。 2-n-03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a-01）  

三、 ◎能用 10的乘法做幣 3-1 能認識 100 元和 500 元的錢幣，並作幣值的換算；能點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 2-n-02 能認識錢幣的幣值有 100 元、500 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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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錢  值的換算。 ◎能進行錢幣的點數和比較幣值的大小。 數一百元和五百元的錢幣組合。 3-2 能透過位值表，進行錢幣的點數；能比較幣值的大小。 3-3 能用 10 的乘法做「100 元與 10 元」、「10 元與 1 元」錢幣的換算。 
算。 N-1-02 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並作 10 元與 100 元錢幣的換算。 2-n-03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a-01） 

四、1000以內的加減 
◎能熟練個位進十位、十 位 退 個位、十位進百位、二次進位、百位退十位的三位數加法直式計算。 ◎能熟練連加、連減與加減混合計算。 

4-1 能理解與熟練個位進十位、十位退個位的三位數加減法直式計算。 4-2 能理解與熟練十位進百位的三位數加法直式計算。 4-3 能理解與熟練二次進位的三位數加法直式計算。 4-4 能理解與熟練百位退十位的三位數減法直式計算。 4-5 能理解與熟練九十幾加幾及一百零幾減幾的心算。 4-6 能用加減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1-02 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N-1-05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2-n-04 能熟練二位數加減直式計算。 2-n-05 能作連加、連減與加減混合計算。  

五、公尺和公分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分」、「公尺」及其關係。 ◎ 並 能 作「公分」、「公尺」的實測、估測與同單位的計算。 

5-1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尺」；能透過實測認識 1 公尺＝100公分；能利用 1 公尺直尺為工具進行實測及估測。 5-2 能認識幾公尺幾公分的複合單位，並換算成公分。 5-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三個長度量的遞移關係。 5-4 能用＋、－、×解決生活中的長度問題。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16 能使用日常測量工具進行實測活動，理解其單位和刻度結構，並解決同單位量的比較、加減與簡單整數倍的問題。 N-1-17 能做量的估測。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2-n-14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分」、「公尺」及其關係，並能作相關的實測、估測與同單位的計算。 2-a-01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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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 (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 )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六、認識立體形體、容量與重量 

◎能認識簡單立體形體上的頂點、邊和面，並能由邊長或面的關係，認 識 正 方體。 ◎能認識重量與容量，並作直接、間接及個別單位比較。 

6-1 能認識生活周遭鉛直和水平的現象。 6-2 能認識簡單立體形體上的頂點、邊和面，並能由邊長關係，或面的關係，認識正方體。 6-3 能認識重量，並作直接、間接及個別單位比較。 6-4 能做重量的間接比較及個別單位的比較；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三個重量的遞移關係。 6-5 能認識容量，並作直接、間接及個別單位比較。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14 能對兩個同類量作直接比較。 N-1-15 能作兩個同類量的間接比較與個別單位的比較。N-1-16 能使用日常測量工具進行實測活動，理解其單位和刻度結構，並解決同單位量的比較、加減與簡單整數倍的問題。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幾何形體。 S-1-03 能認識周遭物體中的角、直線和平面。 S-1-07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水平、鉛直、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 (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 )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2-n-15 能認識容量，並作直接比較。 2-n-16 能認識重量，並作直接比較。 2-s-01 能認識周遭物體上的角、直線與平面（含簡單立體形體）。 2-s-02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水平、鉛直、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2-s-06 能由邊長關係，認識簡單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 2-a-01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n-03） 3-n-13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比較不同容器的容量。 3-n-15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比較不同物體的重量。 

七、乘法（ ◎能理解 7和 8 的表內乘法，並能用交換律簡化 7、8 乘法 7-1 能理解 7 和 8 的表內乘法，並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能用交換律簡化 7、8 乘法計算。 7-2 能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 N-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N-1-06 能理解九九乘法。 N-1-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簡單兩 2-n-06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用×、＝作橫式紀錄，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n-08能理解九九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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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 ◎ 能 認 識「 被 乘數 」、「 乘數」、「積」的名詞，並用直式記錄乘法問題。 
題。 7-3 能在具體情境中，利用乘法交換律簡化計算；能用加、減、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不含併式）。 7-4 能認識「被乘數」、「乘數」、「積」的名詞；能用直式記錄乘法問題。 

步驟問題。 A-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乘法的交換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 (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 )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2-n-09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加、減與乘，不含併式）。 2-a-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乘法交換律。  

八、兩步驟問題 
◎能解決具體 情 境 中「先乘後加減」和能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 ◎能利用算式填充題完成具體情境的問題。 

8-1 能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 8-2 能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 8-3 能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 8-4 能將具體情境中單步驟的加、減問題列成算式填充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N-1-02 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1-05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 N-1-06 能理解九九乘法。 N-1-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簡單兩步驟問題。 A-1-02 能將具體情境中的單步驟問題列成算式填充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A-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乘法的交換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2-n-04 能熟練二位數加減直式計算。 2-n-08能理解九九乘法。 2-n-09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加、減與乘，不含併式）。 2-a-02 能將具體情境中單步驟的加、減問題列成算式填充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九、認識分數 

◎能在平分的情境中，認識分母在12 以內的單位分數，並比較不同單位分數的大小。 
9-1 能認識平分（等分）的意義；能認識單位分數（意義、說法與記法）。 9-2 能在平分的情境中，認識分母在 12 以內的單位分數，並比較不同單位分數的大小。 9-3 能解決與分數有關的生活問題。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09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並解決同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

2-n-10 能在平分的情境中，認識分母在 12 以內的單位分數，並比較不同單位分數的大小。 2-a-01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n-03） 2-n-10 能在平分的情境中，認識分母在 12 以內的單位分數，並比較不同單位分數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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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主題：連結 評量指標 察覺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1.能察覺數學與生活、其他領域、人類文化活動相關的地方。 轉化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2.以數學語言表達情境中數、量、形的關係。 溝通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3.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並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七）課程計劃 

週

次 
日期 

學校（或年級） 重要行事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主要教學活動 
節

數 

教學

資源 

議題融入 
一、乘法（1） 

一之一之一之一之 1 31 31 31 3 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    

延續第三冊 9-4 節解題的教學，進行

理解 3 的乘法表，並能寫出乘法算

式，可先讓學生複習 1、2、4、5、10

的乘法表，並且指導學生透過圖卡的

操作，知道每增加 1 張圖卡就是多 1

倍的方法來計算。在進行平分的的教

學，可讓學生用操作花片或畫圈的方

法來解題，並沒有要求學生用算式計

算。 

1 

一之一之一之一之 2 62 62 62 6 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    

讓學生理解 6 的乘法表，並能寫出乘

法算式；能用操作花片或畫圈的方法

來進行平分的活動。 

1 1 
2.12- 2.15 2.12(二)始業式  

A-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乘法的交換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N-1-03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簡單整數倍的問題。 N-1-04 能理解除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理解整除、商與餘數的概念。 N-1-06 能理解九九乘法。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1-1 能理解 3 的表內乘法，並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平分的活動；能理解乘法交換律。 1-2 能理解 6 的乘法表，並能寫出乘法算式；能用操作花片或畫圈的方法來進行平分的活動。 1-3 能理解 9 的乘法表；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平分的活動。 1-4 能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一之一之一之一之 3 93 93 93 9 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    

讓學生理解 9 的乘法表，並能寫出乘

法算式；能用操作花片或畫圈的方法

來進行平分的活動，最後能用乘法解

決生活中的乘法問題。 

1 

課本、習作放大圖、心算卡、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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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3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簡單整數倍的問題。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1-4 能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一一一一之之之之 4 4 4 4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    

教師要詳細描述題意並指出要解決什

麼問題，來幫助學生瞭解題意並寫出

乘法算式。如果學生無法瞭解題意，

教師可利用本章提供的圖卡表示題目

的物件，幫助學生解題。並能用乘法

解決生活中的乘法問題。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單元內容做一反思，以加深學生對

所學的內容之印象及課程反思。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一一一一、、、、單元重要概念單元重要概念單元重要概念單元重要概念：：：：    (可條列重點或畫概念圖，老師於課堂中與學生共同整理於黑板上) 二二二二、、、、老師怖題老師怖題老師怖題老師怖題：：：：    老師根據重要概念佈題 解題記錄解題記錄解題記錄解題記錄    三三三三、、、、自己出題自己出題自己出題自己出題：：：：    學生自己選取概念出題或模仿老師佈題 解題記錄解題記錄解題記錄解題記錄    四四四四、、、、我的新發現我的新發現我的新發現我的新發現((((生活連結生活連結生活連結生活連結) ) ) ) 或我的疑問或我的疑問或我的疑問或我的疑問    老師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的數學應用或請學生反思此單元中自己有疑問或容易出錯的地方 老師檢核老師檢核老師檢核老師檢核     
 

2   

2 
2.18- 2.22 量身高體重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A-1-01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2-1 能認識 1000以內的數及「百位」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的換算。  二、 1000以內的數    

二二二二之之之之 1 1 1 1 幾個百幾個百幾個百幾個百    

1.延續逐次累百、累十和累一的活

動，讓學生察覺百位、十位及個位數

字變化的規律，以建立 1000 以內的數

詞和數的順序，並透過語言與加、減

法算式做連結。 

2.透過操作積木的活動，說、讀、

聽、寫 100、200、300、……1000 的

數；認識 10 個百是 1000。 

1 課本、習作放大圖、藍色積木、橘色積木、位 值表、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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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二之二之二之 2222 幾個百幾個十幾個百幾個十幾個百幾個十幾個百幾個十    

1.開始出現向上數（或向下數）的圖

示。 

2.由於在數詞的變化上，過十、過百的

部分是學生最容易發生困難及錯誤的

地方，故本章在建立數詞及順序時，主

要是以此部分的練習為主。 

3.說、讀、聽、寫幾個百幾個十就是

幾百幾十。 

二之二之二之二之 3333 幾個幾個幾個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百幾個十幾個一百幾個十幾個一百幾個十幾個一    

1.透過積木及位值表的的表徵，讓學生

熟悉幾個百、幾個十和幾個一合起來是

多少的語言，並做位值的換算。 

2.在數的順序，本章著重於過百和過

十的數字變化，教師在黑板示範積木

的換算，讓學生理解過百及過十的意

義，並做為進位、退位的前置經驗。 

3.說、讀、聽、寫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

就是幾百幾十幾。 

1 

二二二二之之之之 4444 數的大小比較數的大小比較數的大小比較數的大小比較    

繼續利用位值概念解決兩數的比較問

題，並依照百位、十位和個位的順

序，進行數字的大小比較，並用＜或

＞的符號表示數的大小。 

1 3 
2.25- 2.29 2.28(四)和平紀念日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A-1-01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2-2 能說、讀、聽、寫幾個百幾個十就是幾百幾十。 2-3 能說、讀、聽、寫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就是幾百幾十幾。 2-4 能利用位值概念解決兩數的比較問題，並用＜或＞的符號表示數的大小。 2-5 能用一、十、百的位值單位換算。 

二二二二之之之之 5 5 5 5 單位換算單位換算單位換算單位換算    

1.做「10 個十換城個百」、或「1 個百

換城 10 個十」的位值換算，以做為進

退位的前置經驗。並用多1過十、多1

過百及多 10 過百的方式，和少退十、

少 1 退百及少 10 退百的方式，認識數

的結構。 

2.並且利用位值表，讓學生熟悉幾個

百、幾個十和幾個一合起來是多少的

語言。 

3.用一、十、百的位值單位換算。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單元內容做一反思，以加深學生對
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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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錢 

三三三三之之之之 1 1001 1001 1001 100 元和元和元和元和 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    

1.本章延續前幾冊的教學理念，並延

伸前章節位值概念，將計數對象轉為

錢幣。教學活動先認識一百元、五百

元的錢幣，再以「一百元」為計數單

位，透過「幾個百是幾百」的活動經

驗，與錢幣相連結。 

2.認識100元和500元的錢幣，並作幣

值的換算；能點數一百元和五百元的

錢幣組合。 

1 
4 

3.3- 3.7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02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03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3-1 能認識 100 元和500元的錢幣，並 作 幣 值 的 換算；能點數一百元和五百元的錢幣組合。 3-2 能透過位值表，進行錢幣的點數；能比較幣值的大小。 
 

三三三三之之之之 2 2 2 2 數錢數錢數錢數錢    

1.本章提供學生十元、一百元與五百

元的錢幣圖卡，讓學生透過操作錢幣

圖卡，在具體情境中，進行錢幣的點

數、化聚等教學活動。 

2.透過位值表，進行錢幣的點數；能

比較幣值的大小。 

2 

課本、習作放大圖、錢幣圖卡  

5 
3.10- 3.14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02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A-1-01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03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3-3 能用 10 的乘法做「100 元與 10元」、「10 元與 1元」錢幣的換算。 三之三之三之三之 3 3 3 3 換錢換錢換錢換錢    
1.進行錢幣的使用教學時，給定一物
品的價錢，讓學生付錢，像這樣簡單
的買賣活動，可以提供更多機會來應
用幣值的概念、點數與位值換算的興
趣。 
2.經由「10 個 10 元，可以換成一張一
百元」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在一系列系
統性的教學安排下，穩當地做幣值的
換算，進一步利用十的乘法策略來做
不同計數單位的錢幣化聚。 
3. 做「10 個 10 元換成一張 100 元」、
「10 個 1 元換成 1 個 10 元」的錢幣換
算；能 
用 10的乘法策略做「100元與 10元」、
「10 元與 1 元」錢幣的換算。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單元內容做一反思，以加深學生對
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2   



基隆市深美國小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二年級教學計畫(數學領域教學計畫) 
 59 

N-1-02 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1-05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4-1 能理解與熟練個位進十位、十位退個位的三位數加減法直式計算。 
 

四、1000 以內的加減 

四四四四之之之之 1111 加與減加與減加與減加與減    

1.加法的直式計算由複習二位數一次

進位的加法發展到雙重進位的加法，

達成熟練二位數的直式加法計算。 

2.並進一步會做三位數的加法直式計

算（十位進百位及雙重進位），為三年

級熟練 10000 以內加法直式計算做前

置準備。 

3.而連加的直式計算由複習一次進位

擴展為二次進位，並首次引入進 2 的

進位，持續引導學生使用心算來計

算。 

4.減法的直式計算由複習十位退個位

的計算發展到百位退十位的計算，但

僅限一次退位的減法。 

5. 做個位進十位、十位退個位的三位

數加減法直式計算。 

1 課本、習作放大圖、位值表、積木、算式卡 

四四四四之之之之 2222 十位百位的加法十位百位的加法十位百位的加法十位百位的加法    

1.加強使用「先算個位、在算十位、後

算百位」的語言，讓學生直接在各個位

值的順序作基本的加減心算，並反覆

使用進退的口訣，牢固直式進退紀

錄，希望學生能脫離表徵物，提升計

算的能力。 

2.做十位進百位的三位數加法直式計

算。 

1 
四四四四之之之之 3 3 3 3 兩次進位的加法兩次進位的加法兩次進位的加法兩次進位的加法    

1.加強使用「先算個位、在算十位、後

算百位」的語言，讓學生直接在各個位

值的順序作基本的加減心算，並反覆

使用進退的口訣，牢固直式進退紀

錄，希望學生能脫離表徵物，提升計

算的能力。 

2. 做二次進位的三位數加法直式計

算。 

1 
6 

3.17- 3.21 校外教學 

N-1-02 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1-03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N-1-05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4-2 能理解與熟練十位進百位的三位數加法直式計算。 4-3 能理解與熟練二次進位的三位數加法直式計算。 4-4 能理解與熟練百位退十位的三位數減法直式計算。 
 

四四四四之之之之 4 4 4 4 百位退十位的減法百位退十位的減法百位退十位的減法百位退十位的減法    

1.加強使用「先算個位、在算十位、後

算百位」的語言，讓學生直接在各個位

值的順序作基本的加減心算，並反覆

使用進退的口訣，牢固直式進退紀

錄，希望學生能脫離表徵物，提升計

算的能力。 

2. 做百位退十位的三位數減法直式計

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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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之之之之 5 5 5 5 心算心算心算心算    

1.加減的直式計算雖具一般性的優越

格式，但非唯一壟斷的計算方法，教

師應強調彈性使用其他的計算策略，

所以在計算三位數加減一位數時，可

藉由簡單的合成整十（整百）、退位

的概念或其他方法作加減心算，提升

大數的計算的運算能力。 

2. 熟練九十幾加幾及一百零幾減幾

的心算。 

1 

7 
3.24- 3.28 3.28 自治市長投票 

N-1-02 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1-03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N-1-05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4-5 能理解與熟練九十幾加幾及一百零幾減幾的心算。 4-6 能用加減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四四四四之之之之 6 6 6 6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    

1.文字題的題型是較為深入的拿走型

求全體量、拿走型求部分量、比較行

的加減兩步驟等問題，透過第三冊長

度教學所引入的線段圖示，類化所有

的文字情境，引導學生指認線段圖是

所代表的意涵，判斷全體量、部分量

關係，列出加減法算式解題，進而在

三年級時能在線段圖是做加減運算。 

2. 在解決文字情境提的教學，教師先

分段布題，配合題意指認線段圖，並

說出所代表的題意，再讓學生觀察線

段圖示的「全體量」與「部分量」關係，

完成列式解題。 
◎◎◎◎數學日記指數學日記指數學日記指數學日記指導導導導 
1.將單元內容做一反思，以加深學生對
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2 

  

五、公尺和公分    

五之五之五之五之 1 1 1 1 認識公尺認識公尺認識公尺認識公尺    

1.引入新的單位與測量或估測時，著

重實際的測量活動，教師示範指導學

生妥善利用 1公尺的捲尺，實際度量

物件，理解刻度的意義。 

2. 認識長度單位「公尺」；能透過實測

認識 1公尺＝100公分；能利用 1公尺

直尺為工具進行實測及估測。 

1 
8 

3.31- 4.4 4.4( 五 )民族掃墓節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16 能使用日常測量工具進行實測活動，理解其單位和刻度結構，並解決同單位量的比較、加減與簡單整數倍的問題。 N-1-17 能做量的估測。 A-1-01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5-1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尺」；能透過實測認識1公尺＝100公分；能利用1公尺直尺為工具進行實測及估測。 5-2 能認識幾公尺幾公分的複合單位，並換算成公分。 5-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三個長度量的遞移關係。 
 

五之五之五之五之 2222    黑板有多長黑板有多長黑板有多長黑板有多長    

1.實測比一公尺長的物件，例如量一

量黑板的長，並要指導學生把 4公尺

50公分換算成 450公分。 

2. 認識幾公尺幾公分的複合單位，並

換算成公分。    

1 
課本、習作放大圖、1公尺直尺 1把、1公尺繩子 1條、10公分直尺 1把、身高量尺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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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五之五之五之五之 3 3 3 3 長度的比較長度的比較長度的比較長度的比較    

1. 透過相關的線段圖，了解題意並解

決問題，對於問題的說明，一方面教

師藉由透過題目與線段圖說明題意，

一方面注意學生使用的語言，幫助學

生瞭解題意和作法的連結。 

2. 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三個長度量的

遞移關係。 

1 

9 
4.7- 4.11  

  五之五之五之五之 4 4 4 4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    

1.從長度的學習搭配線段圖幫助學生

瞭解題意，形成解題的重要工具，不但

可以藉此判斷使用哪些方式計算，透過

線段圖也能更精準的抽離出所要的要

素，本單元在公尺的計算上，持續搭配

線段圖，幫助學生解題，但不要求學生

自行畫出線段圖，到三年級實在要求學

生自行畫出。 

2. 用＋、－、×解決生活中的長度問

題。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當天所學的內容做一反思，以加深
學生對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3   

10 
4.14- 4.18 期中考 複習一至四單元的能力指標 複習一至四單元的學習目標 將第一、二、三、四單元所學的數學概

念及能力進行紙筆測驗。 

3   

11 
4.21- 4.25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14 能對兩個同類量作直接比較。 N-1-15 能作兩個同類量的間接比較與個別單位的比較。N-1-16能使用日常測量工具進行實測活動，理解其單位和刻度結構，並解決同單位量的比較、加減與簡單整數倍的問題。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
5-4 能用＋、－、×解決生活中的長度問題。 6-1 能認識生活周遭鉛直和水平的現象。 6-2 能認識簡單立體形體上的頂點、邊和面，並能由邊長關係，或面的關係，認識正方體。 6-3 能認識重量，

六、認識立體形體、容量與重量    

六之六之六之六之 1 1 1 1 認識鉛直和水平認識鉛直和水平認識鉛直和水平認識鉛直和水平    

1.本章拓展學生的學習經驗，觀察生

活中存在的自然現象，如下垂的珠簾

和吊燈。 

2. 認識「鉛直和水平」的教學活動，

需使用食物教學及生活情境（如，鐘擺

和溜溜球、裝水的杯子）來讓學生認識

這兩種自然現象。 

1 課本、習作放大圖、繪鉛直現象的物件、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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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之六之六之六之 2222 頂點頂點頂點頂點、、、、邊和面邊和面邊和面邊和面    

1. 介紹簡單立體形體的面、邊與頂

點，並透過邊長的估關係來辨識正方

體和長方體。在「容量」的教材內容

中，先以容量大小差異懸殊的水桶和

咖啡杯進行直觀比較，透過大水桶、

小水桶的直接比較，再進行容器倒滿

多少杯的個別單位比較。 

2. 認識立體形體的教學需透過實物模

型來進行，讓學生實際操作測量邊

長，認識關係以辨識正方體和長方

體。 

1 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幾何形體。 S-1-03 能認識周遭物體中的角、直線和平面。 S-1-07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水平、鉛直、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A-1-01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並作直接、間接及個別單位比較。 
 

六之六之六之六之 3 3 3 3 重量比一比重量比一比重量比一比重量比一比（（（（1111））））    

1. 「重量」的教學上，先以重量差異

懸殊的獅子和貓咪、麻雀和炸猛進行

直觀比較，再透過天平操作進行物件

重量的直接比較，及個別單位比較。 

2.「重量」的教學必須仰賴玩翹翹板

的經驗及實際操作天平的活動，來進

行重量的直接和個別單位比較的學

習。 

1 
六之六之六之六之 4 4 4 4 重量比一比重量比一比重量比一比重量比一比（（（（2222））））    

1.「重量」教學也可舉生活情境中的實

例，最後透過天平此量進行兩物件重

量的個別單位比較。 

2. 做重量的間接比較及個別單位的比

較；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三個重量的遞

移關係。 

1 

12 
4.28- 5.2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幾何形體。 S-1-03 能認識周遭物體中的角、直線和平面。 S-1-07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水平、鉛直、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N-1-01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A-1-01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6-4 能做重量的間接比較及 個別單位的比較；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三個重量的遞移關係。 6-5 能認識容量，並作直接、間接及個別單位比較。 
六之六之六之六之 5555 容量比一比容量比一比容量比一比容量比一比    

1.容量的教學列舉生活當中，學生熟

悉的容器做直觀比較，直接從感官經

驗的比較當中，獲知「容量」的初步概

念，並透過不同形狀的倒水經驗或圖

示的引導，做容量的間接及個別單位

的比較。 

2.「容量」的教學透過具體的容器及圖

卡來進行教學，直觀比較可以舉生活

情境中的實例來進行。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當天所學的內容做一反思，以加
深學生對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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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乘法（2）    

七之七之七之七之 1111 7 7 7 7 和和和和 8888 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的乘法    

1.因為同時進行 7和 8 的乘法教學，學

生練習時間可能不足，因此教師可以讓

學生使用乘法交換律練習乘數是

1-6、9 的 7和 8 的乘法。 

2. 使學生理解 7和 8 的表內乘法，並

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能用交換律

簡化 7、8 乘法計算。 

七之七之七之七之 2222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1111））））    

在 7-2 是解題教學，本章特地將鐘面

報讀的教學放入，是因為學生之前是

利用 5 個一數來完成報讀，本章利用

乘法簡化點數的過程。 

1 

13 
5.5- 5.9 校慶週 

N-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N-1-06 能理解九九乘法。 N-1-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簡單兩步驟問題。 A-1-03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乘法的交換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7-1 能理解 7 和 8的表內乘法，並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能用交換律簡化 7、8乘法計算。 7-2 能用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7-3 能在具體情境中，利用乘法交換律簡化計算；能用加、減、乘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不含併式）。 
 

七之七之七之七之 3333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2222））））    

1.本章的解題，除了複習第 1 章的乘

法題型，主要是用乘法解決學生已經

學過的各種量（長度、時間、容量）的

問題。 

2.解題的程序上，學生若用交換律的

策略來解文字題，只要是觀念正確都

是值得鼓勵的。 

3.在具體情境中，利用乘法交換律簡

化計算；用加、減、乘法，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不含併式）。 

2 

課本、習作放大圖、心算卡 1套、字卡「被乘數」、「乘數」、「積」各 2張 
 

14 
5.12- 5.16 校慶週 

N-1-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簡單兩步驟問題。 A-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乘法的交換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7-4 能認識「被乘數」、「乘數」、「積」的名詞；能用直式記錄乘法問題。 七之七之七之七之 4 4 4 4 乘法的直式紀錄乘法的直式紀錄乘法的直式紀錄乘法的直式紀錄    

1.本章的文字題，教師要幫助學生瞭

解題意寫出乘法算式，如果學生無法

瞭解題意，教師也可以用畫圈的方法

或是用本章提供的圖卡或圖卡背面的

數字表示題目的物件，幫助學生解

題。 

2. 讓學生認識「被乘數」、「乘數」、

「積」的名詞；並用直式記錄乘法問

題。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當天所學的內容做一反思，以加
深學生對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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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兩步驟問題 

八之八之八之八之 1 1 1 1 先乘後加減先乘後加減先乘後加減先乘後加減（（（（1111））））    

1.重視題意的溝通理解，使學生能透

過以前的經驗（加、減、乘），運用兩

步驟的解題方式逐步進行解題，使學

生有系統的思考邏輯及解題方式。 

2.擷取日常生活中常見乘法與加減法

等相關的問題，採用了「先算什麼、再

算什麼」的兩步驟方式進行解題教學。 

3. 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

兩步驟問題。 

1 

八之八之八之八之 2 2 2 2 先乘後加減先乘後加減先乘後加減先乘後加減（（（（2222））））    

1.重視題意的溝通理解，使學生能透

過以前的經驗（加、減、乘），運用兩

步驟的解題方式逐步進行解題，使學

生有系統的思考邏輯及解題方式。 

2.擷取日常生活中常見乘法與加減法

等相關的問題，採用了「先算什麼、再

算什麼」的兩步驟方式進行解題教學。 

3. 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

兩步驟問題。 

1 
15 

5.19- 5.23  

N-1-02 能理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1-05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 N-1-06 能理解九九乘法。 N-1-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簡單兩步驟問題。 A-1-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乘法的交換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8-1 能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 8-2 能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 8-3 能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兩步驟問題。  

八之八之八之八之 3 3 3 3 先加減再乘先加減再乘先加減再乘先加減再乘    

1.重視題意的溝通理解，使學生能透

過以前的經驗（加、減、乘），運用兩

步驟的解題方式逐步進行解題，使學

生有系統的思考邏輯及解題方式。 

2.擷取日常生活中常見乘法與加減法

等相關的問題，採用了「先算什麼、再

算什麼」的兩步驟方式進行解題教學。 

3. 解決具體情境中「先乘後加減」的

兩步驟問題。 

1 

課本習作放大圖、圖卡  

16 
5.26- 5.30  

A-1-02 能將具體情境中的單步驟問題列成算式填充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8-4 能將具體情境中單步驟的加、減問題列成算式填充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八之八之八之八之 4 4 4 4 算式填充題算式填充題算式填充題算式填充題    

1.透過指導學生瞭解題意並配合線段

圖示，教導學生正確的算式。 

2.協助學生依題意判讀所列出「加數未

知」、「被加數未知」、「減數未知」、

「被減數未知」的算式，以協助學生理

解文字題意和題目中已知與未知量的

關係。 

3.讓學生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算式填

充題。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當天所學的內容做一反思，以加
深學生對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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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第六單元的能力指標 複習第六單元的學習目標。 配合第六單元「認識立體形體、容量與
重量」，於班上操作實物完成測驗。 

1  
九、認識分數    

九之九之九之九之 1 1 1 1 單位分數單位分數單位分數單位分數    

1.分數的教學先介紹分母在 12 以內的

單位分數，把 1 個圖形分成數塊或 1

條繩子平分成幾段，在分的地方坐上

記號，分出一塊或一段，可以用「幾分

之一」的分數來記錄，並介紹讀法，再

透過「說、讀、聽、寫」讓學生認識並

熟悉分數。 

2.在分數的大小比較，只限制在單位

分數的比較。 

3. 配合圖示不斷的使用分數的語言，

從圖上平分的份數和選取的份數學會

說分數。 

1 

九之九之九之九之 2222 分數的大小比較分數的大小比較分數的大小比較分數的大小比較    

1.在有圖示下做單位分數的大小比

較，除了視覺上的感受外，也透過平

分的份數感受分數的大小。 

2.在具體情境中，比較單位分數的大

小。 

1 17 
6.2- 6.6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09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並解決同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律。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9-1 能認識平分（等分）的意義；能認識單位分數（意義、說法與記法）。 9-2 能在平分的情境中，認識分母在12 以內的單位分數，並比較不同單位分數的大小。 9-3 能解決與分數有關的生活問題。 

九之九之九之九之 3 3 3 3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    

1.利用前面各節所學的分數來處理相

關的應用問題。 

2.在解決分數的生活問題上，應用了

前二節學習的內容，應用分數的意義

與單位分數大小的比較。 

1 

課本、習作放大圖、圖卡  

18 
6.9-6.13  

6.12 ，6.13 六年級畢業考 6.14 一二四學生學習成果展 6.15 三五學生學習成果展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N-1-01 能說、讀、聽、寫一萬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並作位值單位的換算。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9-3 能解決與分數有關的生活問題。 九之九之九之九之 3 3 3 3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    

1.利用前面各節所學的分數來處理相

關的應用問題。 

2.在解決分數的生活問題上，應用了

前二節學習的內容，應用分數的意義

與單位分數大小的比較。 
◎◎◎◎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數學日記指導 
1.將當天所學的內容做一反思，以加
深學生對所學的內容之印象。 
2.用數學 8 格練習簿，完成上數學課的

紀錄。 

1   

19 
6.16- 6.20 6.16(一)成果展補假 6.19 ，6.20 期末考 複習五、七、八、九單元的能力指標 複習五、七、八、九單元的學習目標 評量 

將第五、七、八、九單元所學的數學概
念及能力進行紙筆測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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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6.23- 6.27 6.24 成績回歸 複習第一到九單元的能力指標 複習第一到九單元教學重點 1.配合課本單元，讓學生回憶本學期上

過的第一～九章所學。 
2.複習習作之題目 
3.講解本學期紙筆測驗之題目，加強複
習。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