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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依據「OSCP 核心素養教學設計模式」，設計數學素養

導向教學教材，對國中學生實施二循環行動研究，探討數學素養教學實施歷程與

學生學習成效。結果顯示：在第一循環行動研究中，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內容，

並未針對國中第四冊學習內容進行教材設計，未符合「C：學習內容」因而無法

幫助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態度。針對第一循環的缺失，與學習成

效未達顯著差異原因，修正改善研究設計後，對相同的學生實施第二循環行動研

究，結果發現教學教材設計完全符合「OSCP 核心素養教學設計模式」，學生數學

學習態度、數學學習成就達顯著提升。 

關鍵詞：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數學學習態度、數學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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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the "OSCP core literacy 

teaching design model" to design mathematics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materials. 

Implementation of two-cycle action research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mathematics literacy teach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first cycle of action research,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materials did not desig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fourth volume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did not meet the "C: learning 

content"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help improve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 In view of the lack of the first cycle, 

and the lack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fter revising and 

improving the research design, the second cycle of action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on 

the same student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was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OSCP core literacy teaching design model".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achievemen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words: mathematics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 

mathematics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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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於 103 年啟動，於 108 學年正式實

施，課程綱要以「核心素養」為發展主軸，課程綱要目標以「自發」、「互動」及

「共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學習開展各種能力。課程綱要中的「核心素養」是指：一個

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強調學習不

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彰顯知識、能力與態度

對「素養學習」的重要性（教育部，2018）。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關注學生「素養」，推動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每三年舉行一次，評量科目包含數

學、科學、閱讀等三種「素養」，評量內容包含知識、能力、態度。在數學素養

評量部分以生活情境為主，讓學生思考、探索、解釋數學，並定義數學素養是：

學生有能力去辨識、理解、探索數學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能夠解決各種不同情

境的數學問題（OECD，2013）。 

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課程學習目標，包括：1.提供學生公平受教、適性揚才

機會，培育其探索數學的信心與正向態度。2.培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

推論及溝通等各項能力。3.培養學生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

確態度。4.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5.培養學

生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知能。6.培養學生欣賞數學的人文內

涵（教育部，2018）。由此可知，新課綱數學領域包含知識、能力與態度三個面

向，即對學生的「數學素養」的要求與重視， 

研究者在臺灣中部鄉下國中任教數學科多年，發現數學科是大部分學生不感

興趣和學習困擾的科目，近幾年，學生參加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表現不佳，有將

近四成學生是「待加強：C 級」，學校為此需要提出「教育會考成績提升方案計

畫」，顯示提升學生教育會考數學科成績為刻不容緩、且迫切需要改善的事情。 

要改善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和數學學習成就，提升學生教育會考數學科成

績，「改變教學方法」是一種可行的方法，參考過去有關數學素養教學研究，研

究者設計包含：(1)理解問題、(2)分析＋解題、(3)發表＋修正、(4)心得感想與延

伸討論等，四個教學步驟的「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方法」，並以「計畫」、「行動」、

「觀察」和「反思」為循環的「行動研究」，隨時掌控學生學習情況、隨時修正

調整上課教學方式，在研究過程中可幫助學生學習探究數學，從生活情境中去發

掘數學問題和解決問題，並學習過程中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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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進而改善學生參加國中會考數學成績。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1) 第一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之實施歷程為何？ 

(2) 第一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實施後，學生學習成效為何？ 

(3) 第一循環實施數學素養導向教學，遭遇問題與修正教學設計為何？ 

(4) 修正教學設計後，第二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之實施歷程為何？ 

(5) 第二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實施後，學生學習成效為何？ 

(6) 分析比較二次行動研究結果？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素養 

「素養」對應的英文有許多意義相近的字，最廣泛使用的是「Literacy」或

「Competence」，單維彰（2016）指出：不論 Competence 還是 Literacy，都是指

「能力」；Competence 較為綜合性與一般性（知識、技能與行為表現），而 Literacy

傾向於特定基礎能力（識、讀、寫、算）。蔡清田（2012）說明「素養」是：係指

個人為了健全發展，發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必須因應社會之複雜生活情境需求，

所不可或缺的知識（knowledge）、能力（ability）與態度（attitude）。 

「數學素養」一詞，因強調的重點不同、發展的脈絡不同，而有不同的英文

名詞，最廣泛使用的是 Mathematical Literacy 或 Mathematical Competence，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ECD）所推動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ISA），用 Mathematical 

Literacy 代表「數學素養」，並對數學素養作出明確的定義：數學素養是個人在各

種脈絡裡形成（formulate）、使用（employ）和詮釋（interpret）數學的能力。其

中包括數學推理，以及使用數學概念、程序、事實和工具來描述、解釋和預測現

象。數學素養輔助個人辨識數學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能做出有所依據的判斷與

決定，是具建設性、參與性和反思性的公民所需具備的（OECD，2013）。 

十二年國教依據 OECD 舉辦的 PISA 測驗理論與觀點，於「數學科課程綱

要」中，明確說明數學素養的內涵是：如何讓學生在不同年齡、不同能力、不同

興趣或領域，皆能獲得足以結合理論與應用的數學素養，並列舉六項數學領域課

程目標，分別為：(1)提供所有學生公平受教、適性揚才的機會。(2)培養學生觀察

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溝通等各項能力。(3)培養學生使用工具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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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5)培養學生日常

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知能。(6)培養學生欣賞數學的人文內涵（教

育部，2018）。 

Niss 和 Højgaard（2011）以「Mathematical Competence」表示數學素養，並

做出明確定義：數學素養指在各式各樣數學脈絡中，和數學能發揮功能的情境中，

去理解、判斷、從事、和使用數學的能力。 

並以 KOM 花瓣來說明「數學素養」，如圖 1 所示：外圈為：〝to ask and answer 

in, with, about mathematics〞和〝to deal mathematical language and tools〞，明確說

明「數學素養」是使用數學語言和數學工具，來處理與數學有關的問題與答案。

內圈部分則說明「數學素養」包含的八種能力，分別為：掌握數學思維模式、提

出及解決數學問題、分析及建立數學模型、數學推理、表徵數學情況、處理數學

符號及演繹方法、使用數學進行溝通及工具使用。這八種數學素養能力涵蓋數學

思維、數學推理、數學溝通、擬題與解題、分析與發展數學模式與工具使用，面

對生活上與數學有關的各式各樣問題，都可以運用這八種能力來處理和解答。 

 

圖 1 數學素養意涵和包含的八種能力 
資料來源：Niss & Højgaard（2011），51. 

綜合上述，「素養」是一種教育理念、也是一種教育成果，是為了的適應生

活情境，所需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數學素養」著重與現實生活的連結，

強調數學的應用性與實用性，並且與社會文化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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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素養導向教學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明確說明「探究」的理念為：

科學學習要學會如何去進行探究活動：觀察、詢問、規劃、實驗、歸納、研判，

也培養批判、創造等能力（教育部，2003）。之後，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將

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的「探究」分為「思考智能」與「問題解決」兩類能力，思考

智能包括：想像創造、推理論證、批判思辨、建立模型。問題解決包括：觀察與

定題、計劃與執行、分析與發現、討論與傳達（教育部，2018）。而探究過程所

培養學生的能力，即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所強調的「素養」。 

「探究」的精神和主要意義是在於尋求知識，而不是被教授知識或告知知識，

是學生主動參與獲得知識的過程，而非教師把現成的答案知識直接提供給學生。

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強調「探究」教學與學習，強調探究不只是單純做教科書中

固定的實驗步驟，探究也可以在自然情境中進行，由此培養每位學生的「素養」。 

上述自然領域提到的探究，與數學領域的素養教學也有一致之處。美國數學

教師協會（NCTM）認為：學生可經由探索、臆測、溝通、推理、邏輯等方式來

學習數學，學生學到的不只是課本內的數學知識，還包括與人溝通互動、解決問

題的能力，如同十二年國教的目標培養發展學生的「數學素養」，而這種數學學

習就是「數學探究」：使用探索方式去瞭解數學主題，以情境方式去型塑描述問

題，應用多樣的策略去解決問題，並將得到的解題答案運用延伸到新問題情境上，

在探究數學過程中學生將統整所學數學知識，進而獲得新知識和自信心（NCTM，

1989）。 

「數學探究」是一種數學知識發展的過程與方法，老師的任務是創造探究的

環境，引起學生觀察、討論與論證，進而提出自己的想法，並接受其他同學的挑

戰，數學探究教學步驟與教學模型有： 

1. Siegel、Borasi & Fonzi（1998）提出四教學步驟的數學探究學習環，包括： 

(1) 準備與聚焦探究：透過老師介紹，引起學生動機與興趣，用探究主題挑

戰學生的原始想法，聚焦在探究議題上。 

(2) 執行探究：決定探究問題後，學生進行臆測、分析、推理等探究行為，

經討論後，得初步的結果。 

(3) 綜合和溝通：得初步的結果後與他人溝通討論、辨證後獲得最後結果。  

(4) 評估與延伸：核心是「反思」，反思在探究過程中所獲得的數學知識，開

啟下一個新的探究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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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pman（2007）提出四階數學段探究教學模式，包括： 

(1) 引入階段：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介紹數學概念，說明任務及解釋新概

念。 

(2) 探索階段：針對問題和提示，完成小組間的任務。  

(3) 分享與討論階段：學生分享和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  

(4) 結論階段：指導學生思考、反思學到的新概念和精緻化學習成果。 

3. 洪振方（2003）提出四步驟的「創造性探究模式」，認為探究式教學的核心為：

探索、解釋、交流與評價，如圖 2 所示。 

 

圖 2 創造性探究循環模式 
資料來源：洪振方（2003），657。 

數學探究是一種數學知識發展的過程與方法，老師的任務是創造探究的環

境，引起學生觀察、討論與論證，進而提出自己的想法，並接受其他同學的挑戰。

研究者依據上述數學探究精神，設計「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包含：(1)理解問題、

(2)分析＋解題、(3)發表＋修正、(4)心得感想與延伸討論等四個教學步驟，與數

學探究教學理論對應，如表 1 所示。 

表 1 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與數學探究理論各階段對應表 

本研究之數學素養導向

教學的四步驟 

Siegel、Borasi 與 Fonzi

（1998）四階段數學探

究 

Chapman（2007）

四階段之數學探究

模式 

洪振方（2003）四步

驟的創造性探究模

式 

(1)理解問題 1 準備與聚焦探究 1 引入階段 1.探索 

(2)分析＋解題 2 執行探究 2 探索階段 2.解釋 

(3)發表＋修正 3 綜合和溝通 3 分享與討論階段 3.交流 

(4)心得感想與延伸討論 4 評估與延伸 4.結論階段 4.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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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原則 

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於 108 學年正式實施，新課綱強調「核心素養」，應

透過多元化教學，並輔以多元化評量，吳正新（2019）提出四個「數學素養導向

教學」試題的命題原則：(1)試題不能僅評量學習內容；(2)素養導向試題需要包含

情境；(3)有情境的試題仍可評量基本的數學知識和學習內容；(4)素養導向試題

要結合學習表現或核心素養。 

任宗浩（2018）也提出「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四項原則：(1)整

合知識、能力(技能)與態度；(2)重視情境與脈絡的學習；(3)重視學習的歷程、方

法及策略；(4)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如圖3所示： 

圖3 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基本原則 
資料來源：任宗浩（2018），75-82。 

蔡清田教授（2018）因應新課綱於 108 年實施，提出「素養導向教學」的

四個基本原則，分別為：(1)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2)情境脈絡化的學習；(3)

強調學習歷程、學習方法及策略；(4)活動實踐的表現。並以此提出「OSCP 核

心素養教學設計模式」，其中： 

(1) O 學習目標 Objectives，指同時包含知識、能力、態度的學習目標，

即新課綱的核心素養轉換而來的學習目標。 

(2) S 學習情境 Situation，指情境化、脈絡化的教學，可藉此引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 

(3) C 學習內容 Content，指新課綱裡面條列的「學習內容」，八年級有 29

項，九年級有 20 項。 

(4) P 學習表現 Performance，評量教學之後的學習效果，新課綱條列 38

項，當作要引導出學生應該有的「學習表現」。 

本研究之「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命題原則與試題實施注意事項，參考

上述「OSCP核心素養教學設計模式」，即教學教材搭配真實生活情境，並結合課

綱核心素養的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讓學生在此情境中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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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學素養導向教學相關實徵研究 

侯雪卿（2019）以奠基進教室為取向的數學素養教學設計與實施：以國小柱

體和錐體為例。說明十二年國教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希望將知識、能力與態度融

合在一起，以數學奠基進教室為取向，選用國小柱體和錐體設計為數學素養教學

案例，以五個活動鋪成可體現的學習情境，全程觀看了解學生學習的脈絡，運用

的數學教素養導向教學策略有：(1)動手做、(2)遊戲、(3)有目標的系統性觀察活

動、(4)表達與溝通等四種，以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來促成學生在知識、能力與情

意面向的均衡統整。 

結果發現：城堡情境與遊戲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正向態度；幾何立體素

材的體現，培養學生正確使用工具的學習態度；透過觀察、分類與推理的學習歷

程，引動學生主動思考和各項數學能力的涵養，形成有感的學習，促進學生在幾

何概念層次的提升，和幾何語言發展的精緻性。 

五、數學學習態度 

1. 數學學習態度的意涵 

數學學習態度（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是指學生對數學學習的興趣

與喜歡、鑑賞、瞭解與看法、動機和傾向，又因態度是一種內在的心理歷程，無

法直接測量，必須靠學生的一些明顯的反應來推斷，最常使用評量態度的方法為

評量受測者，對一組事物或情況同意或不同意的意見。Aiken（1977）以「鑑賞」

（enjoyment）、「動機」（motivation）、「重要性」（importance）和「無恐懼性」（free 

from fear）等四個層次表徵，來評量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 

綜和來說，數學學習態度對學生往後是否繼續研讀數學、或從事有關數學方

面工作，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持較樂觀數學學習態度者，往往會有較高的學習

成就；持消極的數學學習態度，就會產生排斥及被動的學習。 

2. 影響數學學習態度的因素  

數學學習態度是由個體不斷的接觸與數學有關的人、事、 物，在後天的社

會環境中逐漸形成的具有持久性的經驗，影響「數學學習態度」的成因，心理學

者認為態度是學習而得，並非與生俱來的（張春興，1995）。 

Aiken（1974）研究指出：教師對學生的數學焦慮、數學學習態度與數學學

習成就之影響重大，分析影響數學學習態度形成的因素有下列五個： 

(1) 性別因素：研究發現男生比女生喜歡數學，性別角色的形成與社會文化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0），頁 196-228 

 

專論文章 

 

第 205 頁 

的期望和增強有關。 

(2) 人格因素：人格特質與數學學習態度的形成關係密切，如高成就動機的

人對數學比較有積極的態度。 

(3) 社會因素：人際、團體動力對學生數學學習的態度有高的影響力。  

(4) 教師因素：教師本身對數學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學生數學態度之形成。如

教師本身喜歡數學，對數學教學充滿熱忱與耐心，學生受其影響產生正

向態度。 

(5) 教學與課程因素：數學科教學方法與數學課程的安排也會產生影響。 

前兩項性別因素與人格因素，是屬於先天的不易改變，後三項的社會因素、

教師因素及教學與課程因素，皆屬後天環境的影響，透過改變教學設計的方式，

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 

3. 數學學習態度評量工具 

數學學習態度是一種內在的心理歷程，很難有一種測量工具可以完全有效的

表達這種內在的心理歷程，而研究者研究重點的不同，對於學生數學學習態度的

定義也會有差異，本研究目的是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改善學生參加國中教育

會考數學成績，研究對象屬大多數屬於低學習成就，因此，選用李默英（1983）

自 Fennema 和 Sherman（1977）編訂的「Fennema-Sherman 數學態度量表」，包

含：教師、信心、成功、動機、有用性和焦慮等六個分量表，量表如附錄一：其

內涵說明如下： 

(1) 教師：教師本身對數學的態度，教師的教學方式、對數學教學的熱忱與

耐心。 

(2) 信心：包含喜歡數學及挑戰難題，高學習信心對數學學習有正向態度。 

(3) 成功：指成功學習數學計畫，包含預習課程、完成作業及練習解題。 

(4) 動機：對數學學習活動的接受或逃避，高學習動機對數學學習有積極態

度。 

(5) 有用性：包含提升自我能力、認為數學對未來有幫助。 

(6) 焦慮：包含數學帶來的緊張、困惑及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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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行動研究法 

在教育領域中，行動研究定義為「嘗試改變及改善教育實務的系統化研究」

（郭重吉、江武雄、張文華，1997）。本研究是研究者教學現場遇到的問題，想

要改善教學，因此採用行動研究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行動研究的研究目的，不

強調理論的發展及研究結果的普遍應用性，而是一種針對特定的時間、地點及情

境中的問題特性，配合相關教育理論所結合的一種研究設計（蔡清田，2004）。 

行動研究是一種「計劃」、「行動」、「觀察」、「反思」的系統化循環探

究過程，如圖 4 所示，最後藉由這樣的循環過程，達到解決教學現場面臨的問

題，同時又促進研究者的專業成長。 

 
圖 4 行動研究是一種系統化循環探究過程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之實施歷程為何？及實施後，學生

的學習成效為何？將研究流程分為五部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研究流程 

流程 實施日期 實施內容 

第一部分 107 年 2 月至 12 月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分析情境、閱讀文獻

後、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第二部分 108 年 3 月至 6 月 實施第一循環行動研究 

第三部分 108 年 7 月至 12 月 依據第一循環行動研究結果與研究發現，修正、改

善研究設計與教學流程 

第四部分 109 年 2 月至 5 月 實施第二循環行動研究 

第五部分 109 年 7 月至今 撰寫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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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情境與研究對象 

(一) 研究情境 

研究者任教學校，近幾年學校參加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成績表現不佳，如

表 3 所示：在 106、107、108 學年，超過四成以上學生是「待加強：C 級」，高

於全國「待加強：C 級」人數比率甚多，迫切需要改善。在 109 學年，研究者設

計「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新教學方法，在研究者任教班級實施，有 27 位學生參

與，該年學校會考數學成績「待加強：C 級」比率為 38.41%，略為降低。 

表 3 國中教育會考與研究者任教學校數學科待加強人數比例（%） 

年度 106 107 108 109 

研究者任教學校人數 207 170 172 151 

待加強（C 級）人數 87 71 70 58 

待加強人數比例（%） 42.03 41.76 40.70 38.41 

全國待加強人數比例（%） 30.15 28.72 27.35 27.63 

資料來源：國中教育會考網站。https://cap.rcpet.edu.tw/history.html 

當「傳統教學方式」造成學生數學學習態度低落、數學學習成就表現不佳，

學生害怕、討厭上數學課，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後，採行動研究法，設計「數學

素養導向教學」教材，當研究對象為八下時，利用外加的第八節，隔週實施一次，

探討實施歷程為何？以及實施後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之後，根據學生表現修正

改善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當究對象為九下時，再次實施「數學素養導向教學」，

分析比較二次循環行動研究的實施歷程為何？ 

(二) 研究對象 

為避免影響學校行政運作與正常教學，本研究選用研究者服務的學校、任教

的班級進行研究，任教學校每個年級有 6 班，每班有 25 至 29 位學生，班級分班

是常態分班，學生除部分是隔代教養與外籍配偶子女外，大多學生的家長是農民

或勞工，對學生課業關注、要求與指導有限，使得學校參加全國教育會考的學習

表現低於全國平均甚多，有極大的空間需要努力與改善。 

研究對象有 27 人，其中男生 12 人、女生 15 人，依據 8 上數學學期成績，

採異質性分組分成四組，其中：A 組有 1 男 6 女共 7 人；B 組有 0 男 7 女共 7

人；C 組有 6 男 1 女共 7 人；D 組有 5 男 1 女共 6 人；以數學成績最優者為該組

組長，負責引導該組進行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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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設計與實施方式 

本研究使用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內容，是研究者依據林福來教授（2011）

編製《臺灣 2011 數學素養評量樣本試題》，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舉辦

的國際評量測驗（PISA）試題，選取改編 12 題符合國中學生程度的數學素養試

題，作為實施數學素養導向教學的教材，編制方法是參考蔡清田教授（2018）因

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提出的「OSCP 核心素養教學設計模式」。並請數學

專家學者提供意見外。 

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流程，參考表 4 範例說明： 

表 4 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流程範例 

一、老師提供「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生活情境數學問題 

二、判斷是否符合「OSCP 核心素養教學模式」 

    O 學習目標、S 學習情境、C 學習內容、P 學習表現 

三、依據「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四教學步驟流程實施教學，蒐集學生學習單、觀察學生上課

表現，判斷學生學習成效。 

1 理解問題 
將生活中遇到的問題，能用文字、數字來說明和表達，且能將題意轉化成

數學概念或數學算式。 

2 分析＋解題 利用分組討論、運用所學的數學「知識」，解答上述問題。 

3 發表＋修正 
依據上步驟解出的答案，與其他組分享溝通、說明，同時解釋理由，並接

受其他同學的質疑與挑戰。 

4 心得感想與延

伸討論 

針對上課的學習內容，描述解題過程，寫出學習心得感想。以後，在相似

的問題情境中，也能正確無誤解答。 

五、研究工具 

(一) 數學素養導向學習單 

以培養學生的知識、能力、態度為目的，探討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之實施歷程，

包含(1)理解問題、(2)分析＋解題、(3)發表＋修正、(4)心得感想與延伸討論等四

部分，如附錄一。 

(二)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有「信心」、「成功」、「教師」、「有用性」、「動機」、「焦慮」六個

分量表，每分量表有 6 題，共有 36 題，分量表題號，如表5所示。分數統計採

用李克特五點量表，計分方式由「非常不同意」計1分，逐次增加至「非常同意」

5分，量表見於附錄二。數學學習態度量表是比較前測、後測平均分數是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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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test）來分析。 

表5  數學態度分量表題號表 

分量表名稱 題號 

教師量表 5、13、17、23、29、34 

信心量表 6、8、14、18、20、31 

成功量表 1、4、12、16、19、25 

動機量表 7、10、21、24、27、36 

有用性量表 3、11、15、22、28、33 

焦慮量表 2、9、26、30、32、35 

(三) 數學學習成就 

學生的二次期中考與期末考成績，代表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並以全校

八年級 151 位學生的平均數、標準差，計算每位學生的「標準分數」，標準分數

（Z）=  
原始分數−平均分數

標準差
。 

再利用統計軟體 SPSS，統計方法「變異數分析」的「重複量數」，判斷學生

各項考試成績間是否有差異，作為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依據。最後參考學生參加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輔助說明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表現。 

(四) 群組學生訪談 

參與本研究學生有 27 人，分成四組，每組 6-7 人，實施探究式數學素養導

向教學下課後，會輪流訪談其中一組全部學生，每組訪談 2 次共 8 次，每次訪談

時間 10-20 分鐘，訪談目的：了解每位學生在分組內擔任的角色、組內數學活動

進行方式、每位學生學習情況、學習困難點，作為修正改善教學、調整實施方式

與編製符合學生程度的數學素養教材的依據，群組學生訪談日期如表 6 所示。 

表 6 群組訪談各小組群組訪談實施時間 

 第一小組 第二小組 第三小組 第四小組 

第一循環

行動研究 

第 2 次上課 

（108年3月14日） 

第 3 次上課 

（108 年 4 月 4 日） 

第 4 次上課 

（108年4月25日） 

第 5 次上課 

（108年5月16日） 

第二循環

行動研究 

第 2 次上課 

（109年2月27日） 

第 3 次上課 

（109年3月19日） 

第 4 次上課 

（109 年 4 月 9 日） 

第 5 次上課 

（10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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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者本身與研究日誌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有下列四項：(1)問卷的施測者與分析者、(2)課室

內的參與觀察者、(3)群組訪談施測者、(4)文件分析者，並在研究過程中將研究者

的感受與想法，都詳細紀錄「研究日誌」中，視為一種質性研究資料。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有六項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一、第一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之實施歷程 

第一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於 108 年 3 月至 6 月進行，此時研究對象為

八年級，採分組教學，共進行 6 次上課，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設計如下：  

問題一  超商折扣 

夏天來臨天氣炎熱，汽水、果汁、飲料是學生的最愛，超商推出買飲料享折扣

大贈送，在不同的超商有不同的折扣優惠： 

A 超商：第二件半價 

B 超商：全部打八折 

C 超商：每件折扣 10 元 

請問：（1）汽水每瓶 30 元，小田一次買二瓶，在哪一家買最便宜？ 

     （2）果汁每瓶 50 元，小田一次買二瓶，在哪一家買最便宜？ 

 

問題二  獎學金 

大田國中準備 2000 元，用來獎勵八年級全校前五名學生，獎勵方式有 A、B 二

種方案，如下表： 

 A 方案 B 方案 

第一名比第二名多出獎金 200 元 100 元 

第二名比第三名多出獎金 150 元 100 元 

第三名比第四名多出獎金 100 元 100 元 

第四名比第五名多出獎金  50 元 100 元 

請問： 

（1）哪一種方案，第一名獎金較多？ 

（2）哪一種方案，第三名獎金較多？ 

（3）哪一種方案，第五名獎金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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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服務費 

到餐廳享受美食是很令人開心的事情，由於餐廳的服務良好，因此除了用餐的

費用外，通常要加收一成服務費。但持餐廳會員卡可以優惠打九折。某日小田

與太太前去餐廳吃 1000 元的大餐，用餐後結帳，小田太太將會員卡交給店員，

店員回答：「可以扣掉原本要加的服務費，直接付餐費即可。」小田認為這樣

的付費不合理。 

請問： 

（1）小田說法正確嗎？請說明理由。 

（2）先算服務費一成，再算優惠打九折。與先算優惠打九折，再算服務費一

成。二者價錢一樣嗎？請說明理由。 

 

問題四  動物園門票 

假日的時候，許多家庭都會帶著孩子前往動物園遊玩，動物園票價分為兩種，

全票 60 元一張，兒童票（12 歲以下）30 元一張，對於團體或其他身分沒有其

他優惠。 

請問 

（1）小田家有 4 個人，花了 150 元買四張票，請問小田一家共買了幾張全票

與幾張優惠票？  

（2）小明一家人花了 180 元買全票及優惠票，請問小明家的大人與小孩可能

各有幾人？ 

（3）小郭一家人總共花了 250 元買門票，你認為小郭的話是否合理？ 

 

問題五  橢圓面積 

讀國中二年級的小田，想知道自己臉有多大，請同學幫忙用直尺測量，得到上

下長約 25 公分，左右寬約 20 公分，如下圖所示。 

請問小田臉的面積用何種圖形去估算會最準確？ 

（A）邊長 25 公分×20 公分的長方形 

（B）直徑 20 公分的圓形 

（C）邊長 20 公分的正方形 

（D）無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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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  BMI 指數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縮寫為 BMI）計算方式如下：  

BMI = 體重 (kg) / 身高平方 (𝑚2)，體重單位公斤，身高單位公尺。請問 

 

（1）小田的身高 170 公分，希望 BMI 指數維持在正常範圍內，則小田的體重

需控制在什麼範圍內？ 

（2）小明身高 160 公分，BMI 指數「輕度肥胖」，小明體重在什麼範圍內？ 

（3）延伸題：計算自己的 BMI 指數 

(一) 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未符合「OSCP 核心素養教學模式」 

從表 7 可看出，六個問題皆符合 O 學習目標、S 學習情境和其對應的 P 學

習表現，但六個問題皆不是國中第四冊學習內容，所以全部未符合 C 學習內容，

使得學生學到的數學知識與數學概念，與學校的考試內容不同，因而無法幫助提

升學生的數學習成就。 

表 7 第一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OSCP」統計表 

 O 學 習 目 標

Objectives 

S 學 習情境

Situation 

C 學習內容

Content 

P 學習表現 PerforPmance 

問題一 

超商折扣 

 

六個問題， 

皆符合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六個問題，皆

符合 

生活情境問題 

未符合 
a-IV-1 理解並應用符號

表達概念 

問題二 

獎學金 
未符合 

a-IV-2 理解一元一次方

程式 

問題三 

服務費 
未符合 

a-IV-1 理解並應用符號

表達概念 

問題四 

動物園門票 
未符合 

a-IV-4 理解二元一次聯

立方程式 

問題五 

橢圓面積 
未符合 

s-IV-1 理解幾何形體定

義、性質 

問題六 

BMI 指數 
未符合 

a-IV-3 理解一元一次不

等式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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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實施歷程 

問題一運用「算式的運算」，來求解「最便宜」飲料，是真實情境的數學問

題，學生學會之後可以幫助買到「最便宜」飲料，因此能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

機。問題二獎學金，是「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數學問題。問題三服務費是「算式

的運算順序」的問題，問題四是「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其答案有唯一解、多

組解、無解三種情形，剛好是三個小題的題型，問題五計算「橢圓形面積」。問

題六運用「不等式」來求解，所得答案是「範圍」，學生學會以後可以計算自己

的身體質量指數（BMI），從學生自身的健康問題，來幫助學生算數學，學會之後

也可以幫家人計算，對的數學學素養學習有正向幫助。 

從表 8 學習單可看出，依循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步驟，學生分組討論，上台分

享報告後，四組學生都可以正確無誤的算出正確答案。 

表 8 第一循環學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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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循環行動研究學生學習成效 

(一) 數學學習態度在總量表、教師、信心、動機與焦慮四個分量表皆未達顯著差

異，僅成功與有用性二個分量表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在「數學學習態度」方面，是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比較學生「數

學學習態度」的前測、後測表現，研究結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第一循環數學學習態度統計表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教師 3.12 .44 3.27 .44 1.824 .080 

信心 3.04 .79 3.03 .84 .066 .948 

成功 3.32 .51 .69 .52 3.566 .001 

動機 3.22 .69 3.29 .71 .518 .609 

有用性 3.23 .59 3.55 .74 2.118 .044 

焦慮 3.07 .74 3.11 .83 .308 .760 

總量表 3.17 .54 3.32 .58 1.699 .101 

在教師、信心、動機與焦慮四個分量，和總量表皆未達顯著差異（p＞.05），

表示實施一學期的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後，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沒有顯著影響，

依舊無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也無法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學

生覺得數學問題很難，對學習數學依舊充滿焦慮。 

僅僅在「成功」與「有用性」分量表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實施數學素

養導向教學，經過分組討論、同學間的分享報告，每次上課都能成功算出正確答

案，同時是生活上的數學問題，讓學生覺得學數學是有用的，學會之後對自己的

生活幫助很大。分析「成功」與「有用性」分量表達顯著差異，可能原因有二點，

繼續使用於第二循環行動研究中： 

1. 數學素養教材與生活情境為例，讓學生容易產生連結，讓學生學習後對生活

上是有幫助的，因而認為學習數學是有用的。 

2. 以組為單位分組討論，縱使自己不懂不會算，可以請教組長、組員，分工合

作力量大，幾乎每次上課都能成功解出答案。 

根據上述數學學習態度在教師、信心、動機與焦慮等四個分量表，與總量表

未達顯著差異，分析可能原因有下述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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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未學過的知識內容，無法馬上產生連結，會直覺數學很難，造成低學習動

機與低學習信心，同時產生學習焦慮。 

2. 之前數學課是傳統式教法，對老師依賴大，轉換成以學生為主的上課方式，

需要時間來適應。 

(二) 數學學習成就無顯著差異 

以二次期中考、期末考等三次全校性考試成績，當作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結果如表 10 所示：未達顯著水準（F= .636＞.05），表示實施一學期數學素養導

向教學，無法明顯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表 10 第一循環數學學習成就統計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值 

期中考一 27 －.0003 .9506   

期中考二 27 .2217 1.0219 .636 .594 

期末考 27 .2933 .9104   

根據上述「數學學習成就」無顯著差異，研究者觀察學生上課表現，與學生

學習單心得感想，分析可能原因有下述三點： 

1. 組長主導數學解題、分組討論與上台報告，組長收穫大其他組員則收穫小，

教學過程中無法同時提升每位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2. 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內容，與國中八下數學教學考試內容不同，使得學生學到

的數學知識，無法應用在考試上，因此無法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 

3. 缺法統整學習內容，所學知識零碎，無法深入探究應用學到的數學知識，進

而提升數學學習成就。 

三、第一循環行動研究後修正教學設計 

依據上述影響學生數學學習態度、數學學習成就無顯著差異原因，做修正與

改善，具體作法有下述三項，並實施於第二循環行動研究中： 

1. 教學內容與考試內容相符，讓學生學到的數學知識，可以應用在考試上，進

而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 

國中九下數學教學內容為：二次曲線、空間圖形、統計圖表與機率，依據上

述數學教學內容，設計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使得學生學習內容與考試內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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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讓學生學到的數學知識，可以直接應用在考試上，進而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

就。 

2. 注每位學生學習情況，讓每位學生都有學習收穫 

在第一循環教學過程中，由組長主導所有學習活動，使得組長收穫大，組員

收穫小，更改督促每位學生積極參與每項學習活動，原本每組完成一張學習單，

改成每位學生都要完成一張學習單。上台報告原本是組長報告，改由每組學生輪

流報告，可以 2-3 人協同報告，督促每位學生參與學習，讓每位學生都有學習收

穫。 

3. 課結束前會統整學習內容，與九下數學課程內容作連結，讓學生深入探究學

到的數學知識 

第二循環教學教材內容，是依據國中九下數學內容設計，在上課結束前五分

鐘，研究者會統整學習內容，讓學生在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中學到的數學知識，與

九下數學課程內容作連結，使學生深入探究學到的數學知識，進而提升學生數學

學習成就。 

四、第二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之實施歷程 

修正教學設計後，於 109 年 2 月至 5 月進行第二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

此時研究對象為九下，進行六次上課，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設計如下：  

問題一  彗星軌跡 

一顆彗星繞太陽運行，其軌跡為拋物線，關係式為 y = 
1

16
𝑥2，如下圖，請問 

（1）如果太陽的位置為座標(0，4)，彗星經過 B、D 二點時，測得的 x 座標分

別並為－2，+1，請問 A、B、C、D、E 哪一點距離太陽最遠？ 

（2）如果太陽的位置為座標(0，4)，彗星經過 B、E 二點時，測得的 y 座標分

別並為+
1

4
，+1，請問 A、B、C、D、E 哪一點距離太陽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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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職業棒球 

職業棒球在國內是很受歡迎的運動之一，小明是一位投手，已知他投球的軌跡

是拋物線，關係式為 y = －
1

16
𝑥2，投球位置與捕手接球位置的高度相同，都是

距離地面 1 公尺，球最高點距離地面 2 公尺，請問： 

（1）投手投球位置與捕手接球位置，距離幾公尺？ 

（2）如果小明每次投球時間約 0.25 秒，則球速每秒幾公尺？ 

 

 

問題三  同樂會 

小田班上要舉辦同樂會，班上同學委託他買布置用的彩帶，教室為一長方體，

用皮尺測量長度為：長：8m、寬：6m、高：4m，如下圖所示，其中 J、K、L、

M 為各邊的中點，請問： 

 

（1）小田打算用 4 條彩帶，從 I 分別拉直連接到 J、K、L、M 四點，請問彩

帶的長度為幾公尺？ 

（2）書局販賣的彩帶有：12 公尺 15 元，20 公尺 24 元，45 公尺 50 元，假設

班上要使用 120 公尺彩帶，要如何購買最伐算？ 

 

問題四  老師的獎勵 

小田老師為了獎勵班上期中考數學、英文進步的同學，提出獎勵方法如下： 

數學及格同學請吃雞排，英文及格同學請吃薯條。班上有 40 位同學，其中有 

3

5
 同學數學及格，有 

3

8
 同學理化及格，有 

1

4
 同學二科都及格，請問： 

（1）老師一共獎勵多少位同學？ 

（2）雞排一份 50 元，薯條一份 30 元，一次買雞排、薯條各一份可以折扣 5

元，請問小田老師要花多少錢？ 

（3）小田老師還準備三份小禮物，給沒有獎勵同學抽獎，請問中獎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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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郵件費用 

下表是中華郵政郵件的費用表：請問： 

（1）小明要寄二份「普通」郵件，分別為 80 公克、180 公克，分開寄與裝在

一起寄，哪一種較便宜？便宜多少錢？ 

（2）小明要寄一份資料給班上 20 位學生，每份資料 80 公克，用「普通」函

件與「掛號」函件，相差多少錢？ 

 

 

問題六  班級旅遊 

小田班上要舉辦兩天一夜班級旅遊，以下是可供選擇的行程方案。 

第一天的景點，有三個可選，第二天的景點，也有兩個可供選擇。至於住宿地

點，也有三個飯店可以選擇。 

 
請問 

（1）班級旅遊的景點及住宿飯店，可有多少種組合可以選擇？ 

（2）此旅遊行程中，意大飯店與意大遊樂區同時被票選中的機率為多少？  

（3）小田的爸爸提供他旅遊行程費用 3500 元，若有超出的費用，必須由小

田的零用錢支出。請寫出小田必須用零用錢支出的行程有哪些？ 

(一) 教材完全符合「OSCP 核心素養教學模式」。 

問題一彗星軌跡與問題二職業棒球，是運用「二次函數」的數學概念，問題

三同樂會是「空間中的線與平面」，問題四老師的獎勵、問題五郵件費用、問題

六班及旅遊，運用的數學概念為「統計圖表與機率」，剛好與國中九下數學學習

內容：二次函數、空間圖形、統計圖表與機率完全相符，學生學會之後，剛好可

以運用在期中考與期末考，直接幫助學生提升數學學習成就，同時也修正改善第

一循環行動研究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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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1 可看出，六個數學素養導向教材設計，都可以找到對應的 O 學習目

標、S 學習情境、C 學習內容與 P 學習表現，教材設計完全符合「OSCP 核心素

養教學模式」，適合學生學習，幫助學生提升數學素養。 

表 11 第二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OSCP」統計表 

 O 學習目標

Objectives 

S 學習情境

Situation 

C 學習內容 Content P 學習表現 Performance 

問題一 

彗星軌跡 

 

六個問題， 

皆符合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六個問題，

皆符合 

生活情境問

題 

F-9-1 二次函數意義 

F-9-2 二次函數圖形

與極值 

f-IV-2 理解二次函數意義 

f-IV-3 理解二次函數標準式 

問題二 

職業棒球 

F-9-1 二次函數意義 

F-9-2 二次函數圖形

與極值 

f-IV-2 理解二次函數意義 

f-IV-3 理解二次函數標準式 

問題三 

同學會 

S-9-13 空間中的線

與平面 

s-IV-15理解空間中的線、平

面 

問題四 

老師獎勵 

D-9-2 認識機率 

D-9-3 古典機率 
d-IV-1 理解統計圖表 

d-IV-2 理解機率意義 

問題五 

郵件費用 

D-9-1 統計數據 d-IV-1 理解統計圖表 

問題六 

班級旅遊 

D-9-2 認識機率 

D-9-3 古典機率 

d-IV-1 理解統計圖表 

d-IV-2 理解機率意義 

(二) 第二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實施歷程 

從表 12 學生學習單可發現，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與九下數學內容相符，

學生對於剛學過的數學概念，掌握度很高，縱使九下數學內容較艱難，六題教材

問題，學生依舊可以能依據解題步驟，算出正確答案。觀察學生上課表現，發現

學生輪流上台分享報告時，可看出充分準備、專注報告，表示學生有學到新知識，

對學生的數學學素養學習有正向幫助。 

表 12 第二循環學生學習單與專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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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循環行動研究學生學習成效 

依據第一循環行動研究結果，修正改善研究設計與實施方式，於 109 年 2 月

至 5 月實施第二循環行動研究，此時研究對象為九年級，共實施 6 次上課，學生

有二項學習成效分述如下： 

(一) 學生「數學學習態度」顯著改變 

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學生「數學學習態度」前測、後測表現，結果如

表 13 所示：數學學習態度的總量表、六個分量表中的信心、成功、動機與有用

性四個分量表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使用「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新的教學方式，對

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有顯著提升。 

表 13 第二循環數學學習態度統計表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教師 19.07 3.41 20.59 4.00 1.705 .100 

信心 16.48 4.80 19.00 4.61 2.124 .043 

成功 20.44 4.74 23.07 3.21 3.12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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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16.78 3.96 19.67 3.19 3.227 .003 

有用性 19.11 3.67 21.41 3.38 2.479 .019 

焦慮 16.48 4.61 18.37 4.07 1.543 .134 

總量表 108.15 19.04 121.89 15.84 3.367 .002 

分析學生「數學學習態度」能有顯著提升，原因有三點： 

1. 小組討論變熱烈 

原本是組長主導其他同學配合，每組只需完成一張學習單，改變成人人參與

討論，每人都要完成一張學習單，小組討論變熱烈，從圖 5：觀察學生上課表現

可以發現，每位學生都有認真參與討論，學生學習動機、學習信心明顯提升。 

  
圖 5 觀察學生上課表現小組討論熱烈 

2. 能主動深入探究問題 

第二循環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教材內容，是依據九下數學課程內容設計，學生

已經學過有先備知識，容易產生學習連結，在解題過程中學生會主動查閱課本，

深入探究問題，連結九下數學內容深入探究問題。 

3. 學生輪流上台報告，會積極準備反覆練習將學的數學知識精緻化 

從圖 6 觀察學生上台報告表現，可以發現每位上台學生都有認真準備，積極

參與，學生的學習信心、學習動機明顯提升，其他組同學報告時，也能仔細聆聽，

將學會的數學知識精緻化，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都有正向幫

助。 

        
圖 6 觀察學生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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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數學學習成就」顯著改變 

以二次期中考與期末考，代表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結果如表 14 所示：數

學學習成就達顯著改變，事後比較是期中考一與期末考達顯著改變，表示學生數

學學習成就有進步。分析學生「數學學習成就」顯著進步，原因有三點： 

表 14 第二循環數學學習成就統計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值 事後比較 

期中考一 27 －.1880 .9809   期中考一與 

期中考二 27 .2870 .7856 4.471 .015 期末考達顯 

期末考 27 .5163 .8709   著 

1. 教學教材與國中九下數學考試內容相符合，使學生學習的教材內容，能運用

在考試上，進而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 

2. 能用文字、表格、數學算式等不同表徵方式，來說明解題過程與答案，表示

學生對數學問題能充分理解、能深入討論研究，從過中學會數學知識。 

3. 藉由小組合作讓學生充分討論，會的同學教不會的同學，有鷹架效果，讓每

位學生都能學到數學知識，進而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如圖 7 所示。 

 
圖 7 學生利用分組討論來學習數學 

六、比較二次行動研究結果 

(一) 關於 OSCP 核心素養教學模式 

第一循環六個問題皆符合 O 學習目標、S 學習情境、P 學習表現，而 C 學習

內容則全部未符合。修正研究設計後，第二循環六個問題的 O 學習目標、S 學習

情境、C 學習內容、P 學習表現則全部符合。 

(二) 關於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步驟 

第二循環修正研究設計部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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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單由「每組」完成、改成「每人」完成一張。 

(2) 上台分享報告，由「組長」上台、更改為「全部組員」輪流上台報告。 

(3) 第二循環每次下課前五分鐘，老師會做學習內容統整，並九下課本內容

連結。 

(三) 關於數學學習態度 

第一循環僅「成功」、「有用性」二個分量達顯著差異。修正研究設計後，第

二循環的「信心」、「成功」、「動機」與「有用性」四個分量與「總量表」達顯著

差異，顯示「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對學生的數學學態度就是有幫助的。 

(四) 關於數學學習成就 

第一循環二次期中考與期末考，三次成績沒有顯著差異。修正研究設計後，

第二循環的第一次期中考與期末考，達顯著差異，表示「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能

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伍、討論 

歷時二年的行動研究，在學生考完 109 年國中會考後結束，參與本研究 27

人的會考成績表現相當亮眼，如表 15 所示：「待加強 C」人數比率為 19%，相

較於全國學生比率 28%，全校學生比率 38%，參與本研究的「待加強 C」人數比

率明顯偏低，表示「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對於低學習態度、低學習成就學生有

明顯幫助，對降低會考「待加強 C」人數比率，有明顯效果。 

表 15 學生參加 109 學年數學科會考成績 

 人數 精熟 A 基礎 B 待加強 C 

全國學生 20 萬 9 千 22% 50% 28% 

研究者學校 151 13% （19 人） 49%（74 人） 38%（58 人） 

參與本研究學生 27 11% （3 人） 70%（19 人） 19%（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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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數學素養導向學習單 

單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   組長：________   組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理解題目：對題目能否理解，能：_______     不能：_______ 

 

 

 

 

 

2 分析＋解題：和組員討論，嘗試解出正確答案，能：_____   不能：_____ 

 

 

 

 

 

3 發表＋修正：上台發表，並接受其他組的挑戰，結果正確：____ 修正：___ 

 

 

 

 

 

4 心得感想與延伸討論：寫出此次問題的討論、報告流程、分工情形、心得與學

習情況，25%會：______   50%：______  75%：______  100%：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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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親愛的同學您好：為暸解同學們的數學學習態度，請同學看完每一題敘述之

後，根據你(妳)自己的想法選擇適切的回答，並在□內打勾。這份問卷沒有標準答

案，也不會列入成績計算，請放心作答。若有不了解的題目，可舉手問老師。   班

級：____ 性別：______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s scale 
非常 

同意 

同

意 

沒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數學成績名列前茅令我很高興。 □ □ □ □ □ 

2.學習數學通常不會令我感到太擔心。 □ □ □ □ □ 

3.為了我未來的工作，我需要數學。  □ □ □ □ □ 

4.在數學競賽中獲得第一名會令我很高興。 □ □ □ □ □ 

5.老師曾鼓勵我念更多的數學。 □ □ □ □ □ 

6.對於數學我有很大的信心。 □ □ □ □ □ 

7.一旦我開始解數學難題時，我發現很難停下

來。 
□ □ □ □ □ 

8.我確信我有學習數學的能力。 □ □ □ □ □ 

9.數學一點也不令我感到害怕。 □ □ □ □ □ 

10.不能立即解出的數學題目對我來說是一項

很好的挑戰。 
□ □ □ □ □ 

11.因為我覺得數學多麼有用，所以我學數學。 □ □ □ □ □ 

12.在數學方面被視為是突出的，是一件了不起

的事。 
□ □ □ □ □ 

13.老師認為我是念數學的料子。 □ □ □ □ □ 

14.我認為我可以處理更難的數學。 □ □ □ □ □ 

15.懂得數學對謀生的幫助。   □ □ □ □ □ 

16.如果人家認為我在數學方面很優秀我會很

高興。 
□ □ □ □ □ 

17.數學老師使我認為我有能力繼續學習數學。 □ □ □ □ □ 

18.我能獲得好的數學成績。 □ □ □ □ □ 

19.我認為在數學方面得到獎賞是了不起的。 □ □ □ □ □ 

20.我確信我可以做更深的數學題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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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當數學課上有未解答的數學題目時，在課後

我會繼續想它。 
□ □ □ □ □ 

22.為了我未來的工作，我必須對數學十分精

通。 
□ □ □ □ □ 

23.數學老師鼓勵我多學數學。 □ □ □ □ □ 

24.當我遇到不能立即解答的數學難題時，我會

一直想，直到解出答案為止。 
□ □ □ □ □ 

25.在數學上表現傑出令我覺得很光榮。 □ □ □ □ □ 

26.在數學考試中，我幾乎從未感到慌亂。 □ □ □ □ □ 

27.我喜歡解數學難題。 □ □ □ □ □ 

28.長大以後在很多地方都用得上數學。 □ □ □ □ □ 

29.數學老師對我數學方面的進步很感興趣。 □ □ □ □ □ 

30.在數學課程裡，我覺得輕鬆自在。  □ □ □ □ □ 

31.在數學考試中，我常感到輕鬆自在。 □ □ □ □ □ 

32.上較多的數學課一點也不會令我感到煩悶。 □ □ □ □ □ 

33.數學是一門值得花時間的必要科目。 □ □ □ □ □ 

34.我將與數學老師討論有關數學的職業。 □ □ □ □ □ 

35.我不常為我解決數學的能力而感到擔心。 □ □ □ □ □ 

36.數學是有趣的，而且對我很有激發作用。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