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 112 學年下學期 數學領域 共同備課觀課議課 

教學活動設計 

壹、設計理念 

    數學是一種生活語言，也是一種跨領域、孕涵著人文素養的規律科學，舉凡生

活中的分配計數、消費理財、健康醫療，乃至於自然生態、工藝設計及社會文化發

展等，從數量辨識、數據的分析運用，到歸納、演繹的思維創建，包含數量、空間、

幾何、關係、代數、統計等數學認知概念被廣泛地應用在生活環境中，是我們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知能。 

    數學的學習目標主要在應用數學素養於解決生活問題，學習重點除了基礎的數

量概念及符號運算能力之外，也必須理解題意並將問題轉譯、整合以執行解題，但

對認知功能缺損的學生而言，在數量概念、邏輯推理、符號運算及應用的認知發展

上相較於同儕明顯不足，且具有個別差異性，再加上數學應用解題部分是屬於較為

繁複的多工訊息處理過程，因此，面對冗長、多轉折的題意往往需經過簡化及扼要

說明，並依據學生的優勢學習思考方式，透過視聽覺、提取問答等方式的步驟化引

導，將抽象的文意轉換成算式，以進行運算。 

    「符號」是抽象語意與算式之間的橋樑，在從文意概念形成列式的過程中扮演

著很重要的角色之一。本教學活動針對「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學習內容，利用生活

實例引導輕度認知功能缺損的學生認識不等式符號的運用，並融入環境教育議題，

以引導學生在解題前須先釐清符號使用的方式，並透過替換式數學法之類化練習以

熟練，進而培養邏輯推理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 

貳、教學分析 
一、學生能力現況分析 

姓名 性別 障礙 組別 領域相關能力 

陳○鮮 女 
學習 

障礙 
A 

1.具備專注力，能理解簡易日常溝通語句及指令、

表達需求及想法；記憶力尚可，能進行基礎邏輯

推理及立即回答課程活動內容，多層次語意理解

弱，題意需引導分解說明。 

2.具備基礎識字量及四則運算能力，能書寫且字跡

端正。思維略固著，較複雜的算式易出錯，正負

數、分數運算過程須提醒檢核。 

梁○洋 男 
智能 

障礙 

(輕度) 

A 

1.具備專注力，能理解簡易日常溝通語句及指令、

表達需求及想法；記憶力尚可，能進行基礎邏輯

推理及立即回答課程活動內容，多層次語意理解

弱，題意需引導分解說明。 

2.識字量淺少，能辨讀、書寫的字低弱，無法完整

記憶字體筆畫、結構離散；具備四則運算能力，

較複雜的算式易出錯，正負數、分數運算過程須

提醒檢核。 



陳○婷 女 
學習 

障礙 
B 

1.具備專注力，能理解簡易日常溝通語句及指令、

表達需求及想法；記憶力尚可，能進行簡易邏輯

推理，思考反應稍慢，多層次語意理解弱，題意

需引導分解說明。 

2.具備基礎識字量及簡易四則運算能力，能書寫且

字跡端正。數量較大或稍複雜的算式易出錯，正

負數、分數運算過程須提醒檢核，類化應用弱。 

施○雯 女 
智能 

障礙 

(輕度) 

B 

1.能理解簡易日常溝通語句及指令、表達需求及想

法，須提醒專注力，思考反應慢；有初淺單向的

邏輯推理能力，但記憶力較弱，有時需覆述語句，

才能回答課程活動內容；多層次語意理解弱，題

意需引導分解說明。 

2.識字量淺少，文字提取量亦低弱，書寫字體結構

較僵硬；具備簡易的四則運算能力，數量較大(進

退位)、正負數、分數運算或稍複雜的算式易出

錯，計算慢，過程須提醒，類化應用弱。 

二、課程概念架構圖與教材分析 
(一)課程概念架構圖：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2018)的學習細目及教科書(南一，

2023)的課程編排，將一元一次不等式相關的教學歷程說明如下： 

 
(二)課程教材分析：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2018)。 

2.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國家教育研究院，109)。 

3.教科書(南一，2023)一元一次不等式式學習地圖。 

4. 突破數學學習困難：理論與實務(詹士宜等人，2017)。 

三、教學方法分析 
(一)示範教學法：以實際執行一套程序或一連串的動作，透過逐步的示範操作與講 

解獲得學習內容的知識、技能，以避免過多的嘗試與錯誤。  

(二)價值澄清教學法：透過文本內容引導鼓勵學生思考、審慎衡量各種想法或行為 

後果，促使學生察覺自己所正視的信念與行為，並願意在生活中貫徹實踐。  

(三)練習教學法：透過活動情境安排，激發學生練習動機，讓學生透過反覆練習增

進學習記憶與保留，並依據學生個別差異修正發展其學習技巧和習慣。 

符號
認知 

數線
空間 

文意
概念 

運算
技巧 



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一元一次不等式--列式】 適用年級  資源班七年級 

教學時間 45 分鐘(5 月 17 日 07：30~08：15) 教學節數  第 1 節 / 3 節 

教材版本 南一國中數學第二冊 設 計 者  楊詠雯 

教 學 者 楊詠雯 

核心素養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

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

的現象。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

解法。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a-Ⅳ-3 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並應用於標示數的範圍和其在數

線上的圖形。 

學習內容 
A-7-7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具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 

A-7-8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與應用、在數線上標示解的範圍。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J4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環J8 了解臺灣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面對氣候變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a-Ⅳ-3 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並應用於標示數的範圍和其在數

線上的圖形。 

A-7-7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具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 

A-7-8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與應用、在數線上標示解的範圍。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自然領域 

 自-J-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

與互動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觀。 
國文領域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社會領域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

或解決問題。 

座位安排 

      
教學準備 觸控式液晶螢幕、學習單、PPT 

IEP 相關 
學期目標 

A 組： 
1.能理解並使用不等式符號表徵簡易情境問題。 

2.能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及其解的意義，並在數線上標示出解的範圍。 

B 組： 

B 雯 B 婷 

師 



1.在提示引導下能辨識並使用不等式符號表徵簡易情境問題。 

2.在提示引導下能辨識一元一次不等式及其解的意義，並在數線上標

示出解的範圍。 

學習目標 

單元目標（學生若有分組，請依組別進行說明） 
1.能辨識不等式符號概念 

 (A 組)1-1 能分辨生活情境問題的比較關係。 

       1-2 能選配適當的不等式符號。 

 (B 組)1-1 在口語/視覺提示下，能分辨生活情境問題的比較關係。 

       1-2 在口語/視覺/動作協助下，能選配適當的不等式符號。 

2.能將文字敘述列成不等式 

 (A 組)2-1 能理解語意並列出不等式。 

 (B 組)2-1 在口語/視覺/動作協助下，能用不等式符號代表語意。 

3.能辨識並圖示不等式解的範圍 

 (A 組)3-1 能辨識不等式的解。 

       3-2 能在數線上畫出不等式解的範圍。 

 (B 組)3-1 經口語/視覺/動作協助，能指說不等式的解。 

       3-2 經口語/視覺/動作協助，能在數線上畫出不等式解的範圍。 

4.能參與課程活動。 

 (A 組)4-1 能觀察並回應課程問題。 

 (B 組)4-1 在口語/視覺/動作協助下，能觀察並回應課程問題。 
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請依學生組別需求適時在教學過程說明教學的調整） 
時間 

（分鐘） 
評量 
方式 

教材教具/輔具 

1-1 

1-2 

一、準備活動  

  1.教師以圖示複習生活中及數學符號的概念。 

  2.教師以圖示引導學生觀察生活中不等式符號

的應用。 

2分 

3 分 

觀察 

口說 

指認 

PPT 

 

2-1 

4-1 

 

 

3-1 

3-2 

4-1 

二、發展活動 

  1.能將文字敘述列成不等式： 

    說明不等式符號(>、<、≥、≤)可以表徵文字敘

述，並利用生活情境由簡而繁引導學生練習將

文意轉換成數學式。 

  2.能辨識並圖示不等式解的範圍： 

    將生活情境題轉換成數線形式，示例操作引導

透過學生分辨數線上的數值大小、不等式畫記

方式，並找出適當的範圍值。 

  3.融入環境教育議題，引導學生認識生活數線的

範圍運用，以觀察了解數值符號表徵的意義。 

 

10 分 

 

 

 

12 分 

 

 

 

10 分 

觀察 

口說 

指認 

操作 

PPT  

 

4-1 

三、綜合活動 

  1.以提問方式引導學生回顧課程，並讓學生練習

不等式的數線表示方式。  

  2.預告下次課程內容，並肯定鼓勵學生的表現。 

 

8 分 操作 

指認 
學習單 



肆、教材/教具照片 

教學 PPT 

   

   

   

   

   

教材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