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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東興國民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案例表件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一) 課程設計原則: 

1. 以真實生活的題材為中心，讓學生從真實情境中掌握數、量、形的概念與關係，

培養批判、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 課程設計包含了許多思考及操作的有趣活動或遊戲，希望學生能從活動中感受到數

學的意義、數學的生活與趣味性，培養學生的內塑動機，讓學生效果更為持久。 

3. 引用真實數學教育的生活化數學課程模式，將數學問題情境分為真實生活、擬真實

生活、形式的數學問題情境，促成學生可以將所學知能遷移至實際生活或新情境中。 

(二) 教學理念說明:  

1. 數學是一種語言、一種實用的規律科學、一種人文素養，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

習機會，培養學生正確使用工具的素養。 

2. 透過豐富、有趣生活情境，營造學生數學解題、推理、連結、溝通的過程，形成高

品質數學素養，奠定終身學習基礎，以適應二十一世紀多元、充滿資訊及改變的時

代。 

3. 數學素養為個人的數學能力與態度，能辨識和理解數學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做出

有根據的判斷及有效運用數學方法來滿足個人目前和未來生活的需求，成為有建設

性的、關心的、反思的公民。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許淑紅 

單元名稱 第六單元 除法 總節數 共 七 節，280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實施年級 

 

三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第四冊第九單元已學過用連減算式來記錄、解決分裝以及平分過程，以及用乘法來記錄

結果。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建立除法概念，以平分與分裝的問題，建立除感和除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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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核心素養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

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度

量衡及時間，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的態度。 

單

元 

課

程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n-II-3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學習內容 

N-3-4除法：除法的意義與應用。基於 N-2-9之學習，透過幾個一數的解題方法，理解

如何用乘法解決除法問題。熟練十十乘法範圍的除法，做為估商的基礎。  

單元課程目標 

1.透過分裝活動，理解除法意義，並記錄為除法算式。 

2.透過平分活動，理解除法意義，並記錄為除法算式。 

3.學習除法直式計算。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

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

進，進求至善。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

表達、溝通及互動，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 

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 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

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E5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 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融入單元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 

與他領域／ 

科目連結 

社會 

教學設備／ 

資源 

1.數學課本。 

2.數學習作。 

3.投影設備、電子書。 

4.附件 20～2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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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2 授課時間 40 

學習表現 
n-II-3 

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學習內容 

N-3-4 

除法：除法的意義與應用。基於 N-2-9 之學習，透過幾個一數的解題方法，

理解如何用乘法解決除法問題。熟練十十乘法範圍的除法，做為估商的基

礎。 

學習目標 
1-3 運用除法算式記錄分裝問題及結果。 

1-4 認識除法算式中的被除數、除數、商和餘數。 

情境脈絡 

以生活情境做布丁、烤麵包，將物品分裝，可裝少盒(袋)，剩少少個？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一、準備活動 

（一）複習有餘數的分裝（包含除）問題       

1. 教師仿課本 p.87例題 3 、 4 布題，請學生在小白板上

先用乘法和減法算式記錄，再用除法算式記錄。 

2. 請學生上臺說明自己的算式紀錄，及算式中各數所代表的

意義。 

 

二、發展活動 

（一）能理解分裝（包含除）問題的除法算式記錄 

1. 請學生讀 p.88例題 5 ，確認學生理解題意後，請學生在

小白板上用除法算式記錄問題。 

2. 教師提問：「妮妮想裝 5盒，1盒是 6個布丁，5盒可以裝

幾個布丁？媽媽做的布丁夠裝嗎？你是怎麼知道的？」請

學生回答。 

 

3. 教師繼續提問：「那妮妮少裝 1盒，只裝 4盒，可以裝幾個

布丁？媽媽做的布丁夠裝嗎？你是怎麼知道的？請學生回

答。」 

 

 

 

 

 

4. 教師說明除法算式的商應該是 4，可以裝滿 4盒，還剩下 5

個布丁，裝不滿一盒，所以餘數是 5，請學生將答案填入

括號中。 

 

10 

 

 

 

 

 

 

 

15 

 

 

 

 

 

 

 

 

 

 

 

 

 

 

 

 

 

 

實作評量 

能正確列出算式 

 

口語評量 

能正確說明算式

的意義 

 

 

口語評量 

能說出 6×5＝

30，5盒可以裝

30個布丁，媽媽

做了 29個布丁，

不夠裝滿 5盒。 

 

口語評量 

能說出 6×4＝

24，4盒可以裝

24個布丁媽媽做

了 29個布丁，29

－24＝5，剩下 5

個不夠裝滿 1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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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用除法算式記錄分裝（包含除）問題 

1. 請學生讀 p.88例題 6 ，確認學生理解題意後，請學生在

小白板上先用除法算式記錄問題，再用乘法算式做做看。  

 

 

 

2. 先請個別學生上臺說明解題過程，全班共同討論，教師提

問：「每 7個麵包裝 1袋，想要裝 3袋，麵包夠裝嗎？還會

剩下幾個？」請學生回答。 

 

 

 

 

3. 教師說明：「21個麵包裝成 3袋，剛好裝完沒有剩下，就

是剩下 0個。餘數是 0。」請學生將答案填入空格中。 

 

三、綜合活動 

（一）能解決分裝（包含除）的問題 

1. 教師仿 p.88例題 5 、 6 重新布題，請學生先用除法算

式記錄問題，再做做看。 

 

 

2. 請學生上臺說明解題過程，全班共同討論。 

 

 

 

 

 

 

 

 

 

 

5 

 

 

 

 

 

 

 

 

 

 

10 

 

 

 

 

 

 

實作評量 

教師行間巡視，

對於有困難的學

生給予個別指

導。 

 

口語評量 

能說明 7×3＝

21，和熊爸烤的

麵包數量一樣

多，所以可以裝

3袋，沒有剩

下。 

 

 

 

 

實作評量 

能正確寫出除法

算式，並用乘法

解題。 

 

口語評量 

 

 

 

 

 

 

 

 

 

 

 

 

 

 

 

 



5 

113 學年度彰化縣東興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許淑紅             任教年級：   三   任教領域/科目： 數學         

回饋人員：  黃菀筠  、陳嬿如    任教年級：    (選填)任教領域/科目：     

(選填) 

備課社群：           (選填)教學單元： 第六單元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29  日 地點：   校史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  113  年  11 月  12 日 地點：   三甲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透過分裝活動，理解除法的意義，並記錄為除法算式。 

2.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並能了解與同

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已學過用連減算式來記錄、解決分裝以及平分過程，以及用乘法來記錄結果。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複習上一節用減法、乘法表逹分裝過程，進而運用除法算式記錄分裝問題，並且認識除法算

式中的被除數、除數、商和餘數。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在解題過程裡仍用乘法和減法來思考，除法算式只是記錄做法。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提問、發表、實作評量、小組討論、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113 年 10 月 29 日       地點：校 史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