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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與目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的理想願景，在於培育「核心素養」所應具備的知

識、技能與態度。呂秀蓮（2017）歸納「核心素養」的學習目標有三：(1) 大概念

的掌握和正向價值觀的建構、(2) 關鍵知識和技能的習得，以及 (3) 與主題相關值

得學習的內容之理解；十二年國教總綱則強調「核心素養」的學習不宜以學科知

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

發展。為了將前述理念轉化為「日常的具體化教學目標」之指引，單維彰（2018）

建議以「知、行、識」作為數學領域的課程設計參考架構。知、行就是「知道」

和「能做」 兩個向度，在教學層面上，知指學習內容，而行是操作技能，識的

意思則比較微妙，是關於理解和連結的後設認知，以及對其價值的認同。意即在

編撰教材和設計教案的時候，有意識地為每一項學習內容設置「知、行、識」三

方面的教學目標；而在教學後反省是否妥適安排了屬於「知、行、識」的教學活

動？作者認為：如果能夠兼顧這三方面的目標，則比較容易達成「核心素養」的

願景；前述學習目標之 (1)、(2) 傾向屬於「知、行」向度，而 (3) 則近似「識」

之課程向度，可望用來達成「態度」之素養願景。 

然而評量是課程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不但反應學生的學習成果，也會影響

到學生未來發展的公平性與合宜性」（方志華、葉興華，2017）。適當的素養導

向評量可落實課綱目標的達成，它也成為各界關心 108 課綱的一個議題，例如本

刊亦早在 2017 年即以「國民中小學核心素養如何評鑑」為評論主題。就數學領

域而言，「知、行」是經常被評量的向度，也已經有豐富的評量經驗，故本文欲

聚焦於「識」之向度，即對於知識的理解、連結、詮釋的評量，稱之為「識能評

量」。唯因「識」之學習內容與表現並不能獨立於「知、行」之外，故下文不免

略微涉及「知」與「行」。 

以下，作者先解釋選取 7 年級「分數」課題作為範例的理由，簡述分數課程

的設計理念，然後藉以提出數學識能評量的規準建議。 

二、七年級「分數」課程分析 

呂秀蓮（2017）認為：欲「進入素養的評量，教師必須脫離教科書的挾制」，

不再以教科書作為課程的目標，將課程理解為針對學生需求而達成課程綱要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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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依此看法，研究者指認剛升上 7 年級學生的關鍵需求之一是分數運算。考察

108 數學領域課程綱要（簡稱數學領綱）可知：分數主題最後一次出現於 7 年級

N-7-3：「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含分數、小數）」，此時的分數教學融入有

理數的混合運算。課綱雖然沒有指定此內容的教學順序，但按照 7 年級的其他內

容需求，有理數運算理應安排在前。於是，正負分數運算成為 7 年級學生必須及

早掌握的關鍵能力之一。在 N-7-3 指標之後，數學課程再也不提分數，亦即學生

若不在此時確實掌握分數運算，則在數學課程中再也沒有下一次學習機會。 

分析正負分數運算之所需，在正確處理正負性之後，實際要做的是兩個正分

數的加、減（大減小）、乘、除，其中「大減小」的前置能力是正分數的比較。

這些課題確屬小學階段，歷經 2 年級的認識單位分數（N-2-10）、3 年級同母分

數比較與加減（N-3-9）、4 年級假／帶分數之轉換與等值分數（N-4-5,6）並藉數

線理解分數是「數」（N-4-8）、5 年級擴／約分與異母分數之比較與加減乘（N-

5-4,5）並初步引入分數除以整數（N-5-7），最後在 6 年級學習分數除法（N-6-

3）。課綱在小學階段設計的（正）分數課程可謂細緻且完整。 

從課綱的關鍵詞即可提取前述「素養學習目標」的大概念、關鍵知識與技能

等項目，也就是課程架構中的「知、行」向度，至於那些主題之間的關係與理解，

也就是「識」，則不在課綱文件裡，需要教師與教科書作者予以研究。 

7 年級數學教科書依照課綱僅處理正負性而不再教導分數運算，但作者的實

際經驗顯示：相當數量的 7 年級學生有再學習分數運算的需求；實際需求數量或

比例屬另一研究議題，本文不究。因此，在「素養導向」的課程理念之下，國中

教師須自擬合適的分數運算教學與評量。 

在前述需求的驅動下，作者自編「數學識讀文本」，在 6 節彈性課程中（每

週一節）實施以閱讀為主的教學活動，提供 7 年級學生綜合複習（正）分數運算

的機會，並補充小學階段可能未及的「識」之向度。綜觀大概念與關鍵技能，文

本設計的「知」目標包括單位分數、真分數、假分數、帶分數、等值分數之認識，

在數線上指認分數的位置等，「行」目標包括分數形式的轉換、比較與四則運算

之執行；「行」，不僅有操作程序的教學，亦應搭配著典型應用（Schneider & Stern, 

2010）。而「識」的意思就是關於理解和連結的後設認知，以及對其價值的認同，

包括理解分數是「數」、理解分數比較為何有逆序關係、理解分數為何有不同形

式以及它們各自的用途、理解並賞識分數算則。 

本文不宜細談識讀文本，僅扼要指出文本的設計緊扣著單位分數，一致以單

位分數串起分數教學的脈絡。例如以連續量（長度）的包含除作為除法的典型概

念，從除以整數（例如：將 10 尺之長每 2 尺切一段的算式是 10 2 ）類比至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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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位分數（例如將 10 尺之長每 

1

2
 尺切一段的算式是 

1
10

2
 ），而分數乘法則

引導為單位分數相乘的倍數（整數倍），後者以單位正方形的切割為典型概念，

例如圖 1 呈現 

1 1

2 3
  的概念心像。 

 
圖 1  由單位正方形邊上的等分割理解單位分數乘法的意涵之一 

三、數學識能評量規準 

為測量素養導向數學課程的實施成效，本文依據數學領綱以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簡稱心測中心）開發的「標準本位評量」分

類，發展數學素養評量規準。因為本文欲採用「知行識」課程架構，但是審定教

科書並沒有宣布「識」向度教學目標，所以作者採用自編「識讀文本」之分數單

元為例，輔助說明此評量規準。因為「識」相對於「知、行」是素養導向課程與

相對課程理念（例如學科導向）的關鍵差別，所以稱之為識能評量規準。 

「標準本位評量」係指以學習者的學習成果對照於事先訂定的評量標準，以

瞭解學習者在該領域素養中達到的狀態（心測中心，2021），藉此反映素養教育

的重要參考指標。此評量架構的內容包含主題、次主題與表現描述，即期望學生

學到哪些內容及做到什麼程度。主題與次主題呈現學到哪些內容，A-E 五表現等

級則描述做到什麼程度，如圖 2。其中 C 等級所謂的「基本」是指「若學不會，

會影響國中三年的學習」，而 D 等級的「簡易」是指「C 等級的先備知識」。 

作者根據心測中心的評量規準，做成「數學識能評量」各等級表現描述，圖

3 以 7 年級分數主題的（正）分數乘法次主題為例，試描述各等級的表現。圖 3

之 D 等級 

2 1
2

3 3
=   在教學脈絡（識讀文本）中的意義並非乘法算則，而是藉由

數線上的測量意義，理解分數 

2

3
 的意義。所以，就此課程而言，雖然 D 等級並

非 C 等級的直接先備知識，但 D 等級確為將 C 等級應用於 B 等級所需的先備知

識，也就是此項「次主題」的先備知識，故作者認為它仍符合心測中心的 D 等級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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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民中學數學領域標準本位評量各等級表現描述通則 

資料來源：心測中心，2021，頁 18。 

 

圖 3  數學識能評量各等級表現描述示例 

為了實踐「知行識」課程架構的評量工具，作者必須將綜合性的評量規準，

進一步分析出知、行、識向度的評量。因為各向度的評量又必須對應適當的表現

等級，故需要拆分各向度的評量目標。作者持續以正分數乘法之次主題為例，依

實際需要將「知行識」三向度的評量目標細分兩級，標示為知 1、知 2、行 1、行

2 與識 1、識 2，各項目所屬的表現等級與描述如圖 3 所示，而評量規準與說明

則列於表 1。 

表 1  數學識能評量各向度目標、等級與規準說明示例 

向度 等級 規準說明 

知 1 D 

知道一般（正）分數都是單位分數的倍數（整數倍）。例如 
3

5
 

是 3 個 
1

5
，視情況可記作 

1
3

5
  或 

1
3

5
 。 

知 2 C 

知道單位正方形的面積為 1（平方單位），將它切割成 n 個

（彼此全等的）矩形之後，每個矩形的面積為 
1

n
（平方單

位）。知道單位分數相乘的意義之一是面積，也知道交換相

乘的順序仍是同樣的面積，例如 
1 1 1 1

3 5 5 3
 =  。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8），頁 118-123 

 

自由評論 

 

第 122 頁 

行 1 C 能作單位分數的乘法計算，例如 
1 1 1

3 5 15
 = 。 

行 2 B 

能作一般正分數的乘法計算，例如 
3 5 1

2 4

5

8
 = 。學生能運用

交換律即可，不必刻意評量交換律。能用分數乘法解決典型

的應用問題，例如求邊長為 
1

3
2

 和 
3

1
4

 英吋的長方形面

積。（假設帶分數轉換的學習已經穩固。） 

識 1 B 

能將較不常見或需要多步驟的問題轉換為關於分數相乘的數

學模型，例如將 10 張 3 吋長的便條紙黏接成一長條，每兩張

之間的重疊黏貼處是 
  1  

4
 吋，總共有多長？（只有列式或轉換

為數學模型的思維屬於此項。） 

識 2 A 

能解釋分數乘法算則的理由，能解釋為何分數相乘的順序不

影響結果（不必強調「交換律」這個術語，也不限定使用單

位分數）。能欣賞單位分數為發展分數乘法之概念與算則所

提供的幫助。 

以上僅為針對「7 年級分數運算」主題所舉的例子，一般而言，知、行、識

所對應的表現等級不一定是從低到高，各向度也不一定要對應恰好兩個表現等

級。原則上，數學素養課程架構所建議的「知」是指學習內容，亦即「是什麼」

或「學什麼」的課程目標，側重於能夠從記憶中提取，在認知上能夠指認；「行」

是「怎麼做」或者「做什麼」的課程目標，指的是學生所展現出來的數學能力，

包括程序執行、解題、溝通、論證等等；至於「識」則是關於理解和連結的後設

認知，以及對其價值的認同，建議理解成「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選擇這樣

做」、「怎麼發展成這樣」之類的課程目標。 

四、結語 

本文採用心測中心標準本位評量之表現等級作為一個維度，數學素養課程建

議架構（知、行、識）作為另一個維度，提出數學素養評量的二維架構設計，稱

之為「數學識能評量」，並以 7 年級分數運算主題為例，舉例說明此評量架構的

規準設計方法，盼能為數學素養評量做出一點貢獻。文中提及 7 年級學生未達成

小學階段分數學習目標之現象，其人數比例、程度範圍、適當之補救或銜接課程

等議題，均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而作者以「識讀文本」提供數學課外（彈性課程）

補充教學的實徵成效，也有待考核。「識讀文本」尚未定稿，但部分內容已開放

（作者，2022），歡迎教育同仁參考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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