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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以數位科技概論之數字系統的轉換為例 

林淑娟 

國立鳳山商工資料處理科教師 

 
一、前言 

世界瞬息萬變，各種知識的半衰期縮短，現在學校的教學內容不一定能應付

未來職場所需；自動化生產使得重複勞動的人力被機器取代，這幾年更因 AI 人
工智慧的蓬勃發展，許多工作在未來十年可能消失。因此，各國學校教育無不積

極著手重新描繪學生的圖像，思考學生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或內涵才能在未來

的社會安身立命。 

面對世界經濟環境與社會的變遷，國家教育研究院委託蔡清田教授等人

（2012）進行「K-12 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及各領域課程統整研究」，並於 2014
年發佈「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發展指引」，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的主軸，

期望培育我國學生成為具有「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

「終身學習者」。但什麼是「素養」呢？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定義「核心素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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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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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教育部，2014）。 

因此核心素養主要作用在連貫各教育階段與統整各領域或科目的

學習內涵，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視為一個整體（蔡清田，2012），以

期我國社會成員能為具備自我實現能力、能有效溝通互動、擁有互助共

好情壞的世界公民。 

 
二、素養導向教學單元設計 

2 進位數字系統是資訊科學的基礎，知道電腦如何使用 2 進位來表示資料才

能理解什麼是位元（bit），並進一步認識圖片、聲音、影音的取樣儲存方式，進

而運用電腦運算的本質進行應用與創新。惟相同數值若以 2 進位表示將使得位數

較其他數字系統長很多，不利於記錄或閱讀，再加上 2 進位、8 進位與 16 進位

之間轉換的便捷，資訊領域更常使用 8 或 16 進位數字系統來描述電腦內部狀態。

本教案單元屬十二年國教課綱技術型高中商業與管理群數位科技概論的學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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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除學科專業知識外，教案設計更期望培養學生「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和「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核心素養。 

本教案設計以表 1 與表 2 呈現，其中表 1 為課程單元學習目標規劃，表 2
為依據表 1 所訂定的學習目標所開展的教學活動： 

表 1  課程單元學習目標 

科目 數位科技概論 設計者 林淑娟 

實施年級 商業與管理群一年級 總節數 2 節，共 100 分鐘 
單元名稱 數字系統的轉換 
總綱與領綱 
之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商管-專-數概-1 了解數位科技之系統平台及軟體的相關應用，展

現系統思考、符號表達與溝通協調之素養。 
學習 
內容 

商管-專-數概-A-a 資料、資訊數位化之方法 
商管-專-數概-A-b 數位資料的表示方法 

教材來源 數位科技概論（全華出版社） 
教學設備 
/資源 

黑板、學習單、小白板（小組討論發表用） 

學習目標 
1. 能理解電腦如何使用 0 和 1 兩種符號表示數值。 
2. 能做 2、8、16 數字系統的轉換，並欣賞數學技巧解決問題的簡潔。 
3. 能理解電腦的運算思維並使用的符號。 

 

表 2  課程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第一節： 
情境脈絡導入： 

  

王小明被外星人綁架了！ 
昨晚午夜，小明在睡夢中被房子裏異常明亮

的光線弄醒，等他回過神來，他已經躺在一

張被幾個外星人圍住的手術床上，這些外星

人的樣子就跟他在報章媒體上看到的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每隻手只有 2 隻手指頭，

牆上張貼的海報除了 0 和 1 兩個字以外，全

5
分

鐘 

複習舊概念：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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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是他不懂的符號。 
三天過去，雖然小明還不清楚外星人綁架他

的意圖，他以為自己暫時是回不去了，為了

生活他得學習融入 X 星球的社會。 
 
學習任務一： 
X 星球上的外星人每隻手只有 2 根手指頭，

因此，他們在計算數量時只使用了 0 和 1 二

個符號。為了生活，小明打算先學習 X 星球

數數的符號系統，並先從習慣使用 0 和 1 數

數開始。 
請分別使用 2、8、10、16 進位數字系統從 1
開始依序幫學習單上的蘋果編號：（由左至

右、上至下） 
 
 
 
 

20
分

鐘 

帶學生觀察找出我們日常生

活中所使用的 10 進位數字系

統的進位規則，將相同的規則

套用到 2 進位數字系統。 
小組討論 10 進位數字系統進

位規則，各組輪流發表觀察結

果，由老師針對學生歸納的進

位規則錯誤進行提問，協助其

再修正規則（使用學習單

11）。 

情境脈絡導入：   
小明漸漸地也適應了 X 星球的生活，X 星球

上治安良好，薪資水準也高，再加上 X 星球

有固定航班往返地球，小明決定接受 X 星球

的邀約擔任地球上臺灣區的代表，並參與學

術研究，為了溝通方便，小明需要能快速轉

換地球人使用的 10 進位與 X 星球的 2 進位。 
 
學習任務二： 

  

請將以下對地球的地理、行政區與使用語言

總數的描述改用 X 星球所使用的 2 進位數字

系統來書寫： 
地球上有六大板塊、七大洲，共 226 個國家

和地區，其中國家 199 個，地區 27 個，全世

界共使用 5651 種語言。 

25
分

鐘 

1. 小組討論與發表左述問題

解決策略（若學生無解決策

略，提示學生可應用任務一所

找出規律，使用 2 進位數字系

統從 1 開始數數，直到個數與

轉換的目標個數一樣。讓學生

1 學習單 1 為研究者自編教材，下載網址：https://ppt.cc/fTD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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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體會數數法的繁瑣與耗時，增

強學生學習速算法的動機。） 
2. 小組討論並發表目前解

決策略的優缺點。 
3. 帶入學習內容，由教師教

授 10 進位轉其他進位的技巧

（使用學習單 22） 
第二節 
情境脈絡導入 

  

小明依約在 16 歲生日當天回到地球和親朋

好友團聚慶生，無獨有偶小明的二位高中同

學同時送了內衣當禮物，而且商品價格標籤

都忘了拿掉，其中一件吊牌上寫著 CALVIN 
KLEIN，定價 961 元，另一件的吊牌上印有

KEVIN KLEIN，特價 196 元。 
面對兩個價格不同的禮物，小明感到驚喜又

好笑，驚喜的是朋友竟然花了那麼高的價格

為他準備禮物，好笑的是 KEVIN KLEIN 也

模仿得很真誠，單價也不敢訂太高。 
 
學習任務三： 

5
分

鐘 

 

兩件禮物的價格 961 元與 169 元都是由 1、6、
9 三個阿拉伯數字所表示，為什麼小明會對

三個數字不同的排列順序產生不同的價值判

斷？ 
 
請依上述推論，回答以下問題： 
1. (100011.11)2 = (35.75)10 
2. (6A.4)16 = (106.25)10 
3. (72.4)8 = (58.5)10 
 
 

45
分

鐘 

1. 小組討論並發表（舊經驗

回顧：個、十、百、千、萬等

位數概念，即位值）。 
2. 不同數字系統位值介紹。 
3. 非 10進位數字系統轉 10
進位數字系統的技法（使用學

習單 33）。 

2 學習單 2 為研究者自編教材，下載網址：https://ppt.cc/fiKylx 
3 學習單 3 為研究者自編教材，下載網址：https://ppt.cc/f6MB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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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第三節： 
情境脈絡導入 

  

小明在 X 星球上生活半年過去了，對於使用

2 進位數字系統也能適應，只是冗長的 0/1 數

字書寫常有多寫或漏寫位數的問題產生，造

成溝通上的困擾。 
小明因此希望把地球上電腦科學家常使用的

8 進位與 16 進位介紹給 X 星球人，以解決數

字誤植所引發生活的不便。 
 
 
 
學習任務四： 

5
分

鐘 

1. 藉由情境讓學生理解 2
進位數字系統在表達數值上

常因位數過多造成書寫上的

錯誤。 
2. 8 進位與 16 進位與 2 進

位之間有特別的轉換技法，在

資訊領域常被用來替代 2 進

位以表示電腦內部狀況。 

以下為 10 進位數值 1024 在不同數字系統中

的表示式，請觀察同一數值在不同的數字系

統中所使用位數的成長或縮減趨勢： 
 
數字系統 表示式 使用的字

元數 
二進位 10000000000 11 多 
八進位 2000 4  
十進位 1024 4  
十六進位 400 3 少 

 
同一數值在愈大的數字系統中，使用的位數

愈     

5
分

鐘 

小組討論並發表同一數值大

小在不同數字系統中表式示

的位數增縮趨勢以找出規律。 
 

請將下列各數值做轉換。 
1011001.101112＝（ 131.56 ）8 

110110101.110112＝（ 1B5.D8 ）16 
1B5.D816＝（110110101.11011）2 
27.48＝（ 10111.1 ）2 

2C116＝（ 1301 ）8 
 

45
分

鐘 

教授 2、8、16 數字系統互轉

的技法（使用學習單 44）。 

4 學習單 4 為研究者自編教材，下載網址：https://ppt.cc/foJr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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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單元設計特色分析 

（一）連結情境脈絡，建立學習意義 

本單元透過王小明被外星人綁架到 X 星球的情境，一步步提問並引導學生

思考在一個只使用 0 與 1 兩種符號記錄或表達數量的世界，要如何數數？如果能

乘坐飛碟在地球與 X 星球之間快速往返、互通有無，要如何能把地球上常使用

的 10 進位數字與 X 星球的 2 進位數字快速轉換以利溝通？當 2 進位數字系統表

達數值因位數過多造成書寫或溝通困擾時，如何善用 8 進位或 16 進位與 2 進位

轉換的便捷性來取代 2 進位的書寫？ 

在每一次提問後，交付學生學習任務，因學習任務的發生都有它的情境脈

絡，了解情境脈絡後，學生更容易連結舊經驗、遷移到新的學習內容。 

（二）覺察舊經驗，遷移到新學習內容 

坊間教科書都是直接教授數字系統之間轉換的方法，而要順利完成轉換需要

學習三種數學運算技法，在學生尚未理解數字系統的意義前即學習轉換的技法，

易使學生迷失在辨別與記誦轉換技法當中，因而喪失對資訊科學的興趣，並影響

往後其他進階內容的學習。 

數數是人類成長過程中學習數量表示方式的第一堂課，可能在 4、5 歲，甚

至更早的階段就開始，從一開始把 1、2、3…當成符號的記誦方式，到後來無意

識內化數字系統的進位規則，能不經思索從任一數字繼續往下數數。透過覺察使

用十進位數字系統的舊經驗，小組共同討論找出計數的規律，引導學生遷移到新

的學習內容，有助於學生的理解其他數字系統。 

（三）學習任務串連教學活動，重視學生與他人溝通合作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素養導向教學重視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在真實情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

本教案的設計以學習任務串連整個教學活動，任務難度由淺入深層層推進，每一

個學習任務均有其情境脈絡，學生以分組合作方式進行問題探究與解決，過程

中，學生除了知識的建構，也需要學習小組溝通技巧，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並解

決問題。 

（四）應用數學運算，快速做數字系統轉換，體會數學的簡潔與美感  

本教案所屬課程在舊課綱中名為「計算機概論」，從課程名稱可看出電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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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為一臺計算機，與傳統計算機不同之處在於其運算速度與內儲指令，透過將

文字、圖片、影音等以 2 進位數值來表示，達成各種應用。因此資訊科學是一門

應用的科學，不需要高深的數學知識才能學習，在認識電腦運作原理的過程中，

適時使用數學運算技法，可享受到簡潔快速的效益，學生因此有機會欣賞數學的

實用性與美感，達到學科的橫向連結。 

四、結語 

傳統教學以知識與技能為主要內容，缺乏情境脈絡的鋪陳，學生不知所學為

何？或為何而學？因而逐漸在大量孤立的學科知識中喪失學習興趣。本教案的創

新之處在於建立明確的學習情境脈絡，透過王小明被外星人綁架後發生的一連串

事件，幫助學生理解資訊科技如何「使用符號作為抽象化的工具，達到思想與經

驗表達」；課程單元由四個學習任務所組成，每個學習任務均有其待回應的情境

挑戰，在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引導學生覺察舊經驗並遷移到新情境中，培養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核心素養，學習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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