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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 

階段 A 代數 D 統計 N 數與量 S 幾何 
A-3-7 能察覺數

量模式與數量模

式之間的關係 

D-3-4 能報讀生

活中有序資料的

統計圖表。 

N-3-7 能用分數

倍的概念，整合

以分數為除數的

包含除和等分除

的運算格式 

S-3-8 能瞭解平

面圖形線對稱的

意義 

A-3-8 能做分數

的四則運算 
D-3-5 能將有序

資料整理成折線

圖，並抽取折線

圖中有意義的資

訊加以解讀 

N-3-8 能用近似

值描述具體的量 
，並說出誤差 

S-3-9 能辨識基

本圖形間對應邊

長成比例時的形

狀關係 

A-3-9 能瞭解幾

何量不同表徵模

式之間的關係 

D-3-6 能解讀各

式各樣的折線圖

N-3-13 能理解容

量和容積（體積）

之間的關係.並
利用此關係計算

容器（如游泳池）

之容量 

S-3-10 能透過實

測辨識三角形、

四邊形、圓的性

質 

A-3-10 能瞭解幾

何圖形及其形體

變動時，其幾何

量對應變動情形 

D-3-7 能利用比

值和百分率的概

念，報讀相關的

統計圖表 

N-3-14 能將各種

柱體，變形成長

方柱而計算其體

積，形成柱體之

體積計算公式 

S-3-11 能操作圖

形之間的轉換組

合 

A-3-11 能以

「正、負」表徵

生活中相對的

量，並能操作負

整數的合成分解 

N-3-20 能察覺非

負整數的最大公

因數、最小公倍

數、質數和合

數，並能將一個

數做質因數分解 

第 
三 
階 
段 

 
國 
一 

 

 

N-3-21 能在情境

中理解等量公理 

 

A-4-1 能利用等

量公理解從生活

情境問題中列出

的一元一次方程

式 

D-4-1 能利用統

計量，例如：百

分位數，來瞭解

資料散佈的情形

N-4-1 能掌握命

數系統，並以科

學符號表示一個

數 

S-4-1 能根據給

定的性質作局部

推理 
第 
四 
階 
段 

 
國 
二 
、 
三 

A-4-2 能解從生

活情境問題中列

出的二元一次聯

立方程式 

D-4-2 能將資料

整理成圓形百分

圖，並抽取圓形

百分圖中有意義

的資訊，加以解

讀 

 S-4-2 能非形式

的辨識敘述及其

逆敘述間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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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A 代數 D 統計 N 數與量 S 幾何 
A-4-3 能檢驗、

判斷不等式的解

並描述其意義 

D-4-3 能進行簡

單的實驗，以瞭

解機率、抽樣的

初步概念 

S-4-3 能以最少

性質辨認刻劃一

個圖形並理解定

義的意義 
A-4-4 能利用一

次式解決生活情

境中的問題 

D-4-4 能嘗試使

用電腦軟體進行

實驗，以瞭解機

率、抽樣的意義

S-4-4 能根據性

質，瞭解某些圖

形間的包含關係 

A-4-5 能畫出形

如 y=ax+b 的
坐標平面圖形 

D-4-5 能解讀現

成資料之折線

圖、圓形百分圖

及與百分圖有關

的統計圖表 

S-4-5 能瞭解垂

直、平行的定義 

A-4-6 能做正負

數的四則運算 
D-4-6 能自訂主

題，蒐集資料，

利用統計圖表抽

取與主題有關的

資訊 

S-4-6 能利用垂

直平分的概念檢

驗對稱軸 

A-4-7 能認識平

方根以及用電算

器看出其近似值 

S-4-7 能辨別檢

驗兩圖形是否相

似 
A-4-8 能使用乘

法公式 
S-4-8 能運用相

似三角形的性質

進行簡易測量 
A-4-9 能認識商

高定理及生活中

的應用 

S-4-9 能根據直

尺、圓規操作過

程的敘述，完成

尺規作圖 
A-4-10 能認識欣

賞生活中或其他

學科領域常用的

公式 
A-4-11 能利用配

方法或十字交乘

法解一元二次方

程式 

第 
四 
階 
段 

 
國 
二 
、 
三 

A-4-12 觀察生活

週遭或其他學科

領域中的數學，

認識數學的用途

與數學思維的特

性 

 

 

 

 

 154



附錄二 九年一貫數學領域各版本教材 

九年一貫數學領域各版本教材（七年級上學期） 
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章 最大公因

數與最小公倍數 
1-1 整數的分解 
1-2 最大公因數、最

小公倍數 

第一章 最大公因

數與最小公倍數 
1-1 因數與倍數 
1-2 質因數分解 
1-3 最大公因數與

最小公倍數 

第一章 最大公因

數與最小公倍數 
1-1 質數與質因數

分解 
1-2 最大公因數、最

小公倍數 
學習廣角 

第一單元 運算規

律與指數記法 
1-1 加法、乘法的 

結合律、交換律

與分配律 
1-2 同數連乘的 

指數記法 
第二章 分數、小數

四則與近似值 
2-1 分數的除法 
2-2 四則運算 
2-3 近似值與誤差 

第二章 分數的四

則運算與近似值 
2-1 分數的加法、減

法與乘法 
2-2 分數的除法 
2-3 分數的四則運

算 
2-4 近似值與誤差 

第二章 分數的四

則與近似值 
2-1 分數乘法 
2-2 分數除法與四

則運算 
2-3 近似值與誤差 
學習廣角 

第二單元 質因數

分解 
2-1 因數 
2-2 質數與合數 
2-3 質因數分解 

第三章 體積、容積

與容量 
3-1 柱體的體積 
3-2 容量與容積的

關係 

第三章 樣式與規

律 
3-1 數量的樣式與

規律 
3-2 圖形的樣式與

規律 

第三章 整數的加

法與減法 
3-1 負數與數線 
3-2 整數加減法 
學習廣角 

第三單元 最大公

因數與最小公倍數

3-1 最大公因數 
3-2 最小公倍數 

第四章 數量關係 
4-1 生活中的數量

關係 
4-2 圖形變化中的

數量關係 

第四章 體積、容積

與容量 
4-1 柱體體積 
4-2 容量與容積的

關係 

第四章 平面圖形

的性質 
4-1 對稱圖形 
4-2 圖形的基本性

質 
學習廣角 

第四單元 分數的

四則運算 
4-1 異分母分數的

加減 
4-2 同分母分數的

除法 
4-3 異分母分數的

除法 
4-4 分數的連續乘

除 
4-5 分數的四則運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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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五章 負數 
5-1 相對的數 
5-2 負整數的分與

合 

第五章 長條圖與

折線圖 
5-1 資料的蒐集與

整理 
5-2 生活中的統計

圖表 

 第五單元 整數的

加減法 
5-1 正數與負數 
5-2 數線與相反數 
5-3 絕對值 
5-4 整數的加法 
5-5 整數的減法 

   第六單元 三角形

與四邊形 
6-1 三角形的三邊

關係 
6-2 三角形的大角

對大邊 
6-3 三角形的大邊

對大角 
6-4 四邊形的邊角

關係 
   第七單元 圓形 

7-1 圓的意義。 
7-2 弦與弧。 
7-3 圓心角與扇形

面積 
7-4 圓周角。 

   第八單元 折線圖 
8-1 將統計表會成

折線圖。 
8-2 報讀折線圖中

有意義的資訊。 
8-3 換算百分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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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數學領域各版本教材（七年級下學期） 
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章 等量公理 
1-1 認識等量公理 
1-2 等量公理的應

用 

第一章 幾何圖形

的性質 
1-1 三角形性質 
1-2 四邊形的性質 
1-3 圓的性質 

第一章 圖形與圖

形的幾何變量 
1-1 三角形與圓 
1-2 圖形轉換與幾

何量的變動 
1-3 圖形的放大與

縮小 
學習廣角 

第一單元 等量公

理 
1-1 以符號代表數 
1-2 認識等量公理 
1-3 圖像解題與符

號紀錄 
1-4 媽媽的生日 

第二章 平面圖形

的形狀 
2-1 線對稱圖形 
2-2 放大與縮小 

第二章 幾何圖形

的變動 
2-1 線對稱圖形 
2-2 圖形的放大與

縮小 

第二章 體積、容積

與容量 
2-1 體積 
2-2 容積與容量 
學習廣角 

第二單元 數型的

關係 
2-1 數的規律 
2-2 奇數與偶數 
2-3 數型關係 

第三章 幾何圖形

的性質 
3-1 三角形的性質 
3-2 四邊形的性質 
3-3 圓的性質 

第三章 幾何量的

變動 
3-1 長度與角度的

變動 
3-2 面積與體積的

變動 

第三章 統計圖表 
3-1 直方圖與折線

圖 
3-2 報讀生活中的

統計圖表 
學習廣角 

第三單元 放大圖

與縮小圖 
3-1 長方形的放大

與縮小 
3-2 放大縮小圖的

對應關係 
3-3 用格子圖做放

大縮小 
3-4 放大縮小圖的

邊角關係 
3-5 邊長成比例時

的形狀關係 
第四章 圖形、形體

的變化 
4-1 平面圖形的角

度 
4-2 圖形與形體的

變化 

第四章 正負整數

的加法與減法 
4-1 正負數與數線 
4-2 整數的加法 
4-3 整數的減法 

第四章 式子的運

算 
4-1 式子的化簡 
4-2 等量公理 
4-3 數形關係 
學習廣角 

第四單元 線對偁 
4-1 生活中的對稱

圖形 
4-2 找對稱軸 
4-3 運用對稱性剪

出多邊形 
4-4 對應點與對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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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五章 統計圖表 
5-1 折線圖 
5-2 統計圖表與百

分率 

第五章 等量公理 
5-1 認識等量公理 
5-2 簡單應用 

 第五單元 近似值 
5-1 近似值的意義 
5-2 實際長度的範

圍 
5-3 誤差 

   第六單元 體積與

容積 
6-1 柱體體積 
6-2 簡單柱體的合

成 
6-3 容積與容量 

   第七單元 幾何量 
7-1 圖形的切割與

組合 
7-2 幾何量的表示

法 
7-3 圖形與幾何量

的變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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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數學領域各版本教材（八年級上學期） 
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章 正負數的

四則運算與科學記

號 
1-1 數線與正負數

的加減運算 
1-2 正負數的乘除

運算 
1-3 數的命名與科

學記號 

第一章 正、負數的

四則運算 
1-1 正、負數的加減

運算 
1-2 正、負數的乘除

法 
1-3 正、負數的四則

運算 

第一章 科學記號 
1-1 命數與位值 
1-2 科學記號 

第一單元 正負數

的四則運算 
1-1 整數的乘法 
1-2 整數的除法 
1-3 分數的四則運

算 
1-4 小數的四則運

算 
1-5 數的四則運算

與應用 
第二章 一元一次

方程式 
2-1 式子的運算 
2-2 一元一次方程

式 

第二章 一元一次

方程式 
2-1 一元一次式 
2-2 解一元一次方

程式 

第二章 數的四則

運算 
2-1 整數的四則運

算 
2-2 分數的四則運

算 

第二單元 科學記

號 
2-1「以五換一」的

獎勵方法 
2-2 十進位 
2-3 其他進位的方

法 
2-4 科學記號 
2-5「奈米」是多少

米 
第三章 二元一次

聯立方程式 
3-1 二元一次聯立

方程式與代入

消去法 
3-2 用加減消去法

解二元一次聯

立方程式 

第三章 二元一次

聯立方程式 
3-1 二元一次方程

式 
3-2 二元一次聯立

方程式 

第三章 一元一次

方程式 
3-1 一次式的化簡 
3-2 一元一次方程

式的解法 

第三單元 一次式

的化簡 
3-1 式子的簡記 
3-2 式子的化簡 
3-3 式子的加減運

算 

第四章 直角座標

與二元一次方程式

的圖形 
4-1 直角座標平面 
4-2 二元一次方程

式 y= ax+b的圖

形 

第四章 二元一次

方程式的圖形 
4-1 平面坐標系 
4-2 二元一次方程

式的圖形 

第四章 二元一次

聯立方程式 
4-1 代入消去法 
4-2 加減消去法 

第四單元 一次方

程式 
4-1 一元一次方程

式 
4-2 二元一次聯立

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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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五章 垂直、平行

與對稱 
5-1 垂直與平行 
5-2 全等與對稱 

 第五章 二元一次

方程式的圖形 
5-1 直角座標平面 
5-2 二元一次方程

式的圖形 

第五單元 垂直與

平行 
5-1 垂直的意義 
5-2 垂直平分線 
5-3 平行線的意義 
5-4 截角與截線 
5-5 平行的應用 

   第六單元 圓形百

分圖 
6-1 資料的分布 
6-2 製作圓形百分

圖 
6-3 解讀圓形百分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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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數學領域各版本教材（八年級下學期） 
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章 乘法公式 
1-1 多項式與和、差

的平方公式 
1-2 平方差公式與

因式分解 

第一章 乘法公式

與一元二次式 
1-1 乘法公式 
1-2 一元二次式 

第一章 乘法公式

與商高定理 
1-1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 
1-2 平方根 
1-3 商高定理 
學習廣角 

第一單元 平方根 
1-1 正方形的面積

與邊長 
1-2 平方根的意義 

第二章 平方根與

商高定理 
2-1 平方根 
2-2 商高定理 

第二章 平方根與

商高定理 
2-1 平方根 
2-2 商高定理 
2-3 命數系統與科

學記號 

第二章 一元二次

方程式 
2-1 十字交乘法 
2-2 配方法與應用

問題 
學習廣角 

第二單元 乘法公

式與商高定理 
2-1 乘法公式 
2-2 商高定理 

第三章 一元二次

方程式 
3-1 因式分解法解

一元二次方程

式 
3-2 配方法解一元

二次方程式 

第三章 一元二次

方程式 
3-1 一元二次方程

式及其解的意

義 
3-2 十字交乘法 
3-3 配方法 

第三章 比與比例

式 
3-1 比例式 
3-2 連比例 
學習廣角 

第三單元 直角坐

標平面 
3-1 平面上的直角

坐標 
3-2 商高定理的應

用-兩點距離公

式 
第四章 比例式與

連比 
4-1 比例式 
4-2 連比 

第四章 百分位數

與圓形百分圖 
4-1 百分位數 
4-2 圓形百分圖 

第四章 垂直與平

行 
4-1 幾何作圖 
4-2 垂直與平分 
4-3 平行 
學習廣角 

第四單元 二元一

次方程式的圖形 
4-1 二元一次方程

式解的表示法 
4-2 二元一次方程

式的圖形 
    第五單元 統計圖

表的解讀及生活應

用 
5-1 原始資料的蒐

集及次數分配

表 
5-2 生活應用 

   第六單元 機率與

抽樣 
6-1 機率 
6-2 抽樣調查 
6-3 亂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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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七單元 三角形

的全等 
7-1 三角形的全等

性質 
7-2 基本作圖 

   第八單元 平行四

邊形 
8-1 平行四邊形的

性質 
8-2 平行四邊形的

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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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數學領域各版本教材（九年級上學期） 
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章 三角形 
1-1 三角形的全等

性質 
1-2 三角形全等性

質的簡易應用 

第一章 不等式  
1-1 不等量的表示

法與性質 
1-2 解一元一次不

等式 

第一章 三角形的

基本性質 
1-1 內角與外角 
1-2 全等三角形 
1-3 三角形的邊角

關係 
學習廣角 

第一單元 因式分

解 
1-1 多項式的乘除 
1-2 提出公因式 
1-3 十字交乘法 

第二章 四邊形 
2-1 平行四邊形 
2-2 梯形與鳶形 

第二章 三角形的

全等與尺規作圖 
2-1 三角形的全等 
2-2 尺規作圖 

第二章 四邊形 
2-1 平行四邊形 
2-2 中點連線性質 
學習廣角 

第二單元 一元二

次方程式 
2-1 解一元二次方

程式 
2-2 簡易方根的運

算 
2-3 配方法解一元

二次方程式 
2-4 一元二次方程

式的公式解 
第三章 相似圖形 
3-1 相似形 
3-2 相似三角形的

應用 

第三章平行與四邊

形 
3-1 平行線 
3-2 四邊形 

第三章 相似形 
3-1 相似三角形 
3-2 測量與三角形

的重心 
學習廣角 

第三單元 比與比

例 
3-1 比例式 
3-2 連比 
3-3 正比與反比 

第四章 圓 
4-1 點、線、圓 
4-2 圓與角 
4-3 圓與多邊形 

第四章 比例與相

似三角形 
4-1 比與比例式 
4-2 比例線段與相

似三角形 

第四章 圓 
4-1 點、直線與圓的

關係與兩圓的

位置關係 
4-2 圓心角、圓周角

及弦切角 
學習廣角 

第四單元 相似三

角形 
4-1 相似形與比例

線段 
4-2 相似性質與應

用 

   第五單元 四邊形

的包函關係 
5-1 四邊形的定義 
5-2 四邊形的包函

關係 
5-3 敘述與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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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六單元 一次不

等式 
6-1 認識不等式與

不等式的解 
6-2 解一元一次不

等式 
6-3 二元一次不等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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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數學領域各版本教材（九年級下學期） 
仁林版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章 不等式 
1-1 一次不等式 
1-2 解一元一次不

等式 

第一章 圓的性質 
1-1 直線與圓 
1-2 圓心角、圓周角

與弦切角 

第一章 不等式 
1-1 一次不等式的

意義 
1-2 解一元一次不

等式 
學習廣角 

第一單元 圓 
1-1 點、線、面 
1-2 圓心角、圓周

角與弦切角 

第二章 圓形圖與

百分位數 
2-1 圓形圖 
2-2 百分等級與百

分位數 

第二章 推理與證

明 
2-1 推理 
2-2 證明 

第二章 圓形圖與

百分位數 
2-1 圓形圖 
2-2 百分位數 
學習廣角 

第二單元 三角形

的心 
2-1 垂直平分線、

角平分線與中

線 
2-2 三角形的外

心、內心與重心

第三章 機率與抽

樣 
3-1 機率 
3-2 抽樣 

第三章 機率與抽

樣 
3-1 機率 
3-2 抽樣調查 

第三章 機率與抽

樣 
3-1 機率 
3-2 抽樣調查 
學習廣角 

第三單元 生活應

用 
3-1 簡易測量 
3-2 等差數列 

  第四章 等差數列

與等差級數 
4-1 等差數列 
4-2 等差級數 
學習廣角 

 

  第五章 三年回顧 
5-1 數與量、代數 
5-2 幾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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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視覺圖像設計檢核表 

視覺圖像設計檢核表 
關鍵字：      ，      ，       

教材名稱：                               

評 鑑 人：                               日期：                   
 

 高 中 低 評語 

整體形式     

畫面排列 □ □ □  

形狀 □ □ □  

畫面平衡 □ □ □  

風格 □ □ □  

色彩配合 □ □ □  

色彩感覺 □ □ □  

畫面安排     

鄰近性 □ □ □  

指標性 □ □ □  

物件與背景對比 □ □ □  

一致性 □ □ □  

文字素材     

字體 □ □ □  

字體尺寸與間距 □ □ □  

吸引力     

新奇性 □ □ □  

質感 □ □ □  

互動性 □ □ □  
 

Prentice Hail 公司同意讀者複製此檢核表作為個人使用。Heinich, Molenda, Russell, 
and Smaldino. Instruction Medial and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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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數學簡報系統 評估問卷（教師部分） 

在您看過利用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相關數學教學模組，請您將您的意見表達

於下，並作細部說明。 

一、基本資料： 

1. 姓名：              性別：     
2. 任教學校：            ；教學年資：        年 
3. 曾學習過簡報製作軟體：□有  □無； 

曾至做過數學教學用簡報：□有  □無 
製作過數學教學簡報數量：□少量  □還好  □大量 

二、相關問題： 

1.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整體形式」如何？（例如：形狀、

畫面平衡、風格、色彩搭配、色彩感覺） 
 
2.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畫面安排」如何？（例如：鄰近性、

指標性、物件與背景對比、一致性） 
 
3.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相關素材」如何？（例如：文字字

體、文字字體尺寸與間距、幾何圖案尺寸與大小） 
 
4.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吸引力」如何？（例如：新奇、質

感、互動性） 
 
5.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是否還有其他需要改善的部分？ 
 
6.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是否能達到教學上的運用？ 
 
7. 您覺得所提出的相關設計原則，是否對教材製作有所幫助？ 
 
8. 您覺得您會願意學習利用數學簡報系統製作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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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數學簡報系統 評估問卷（學生部分） 

在您看過利用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相關數學教學模組，請您將您的意見表達

於下，並作細部說明。 

一、基本資料： 

1.姓名：              性別：     
2.就讀學校：            ；年級：         
3.曾學習過簡報製作軟體：□有  □無； 
曾至做過簡報：□有  □無 
製作過簡報數量：□少量  □還好  □大量 

二、相關問題： 

1.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整體形式」如何？（例如：形狀、

畫面平衡、風格、色彩搭配、色彩感覺） 
 
2.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畫面安排」如何？（例如：鄰近性、

指標性、物件與背景對比、一致性） 
 
3.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相關素材」如何？（例如：文字字

體、文字字體尺寸與間距、幾何圖案尺寸與大小） 
 
4.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吸引力」如何？（例如：新奇、質

感、互動性） 
 
5.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是否還有其他需要改善的部分？ 
 
6.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是否能達到學習上的幫助？ 
 
7. 您覺得數學簡報系統製作的教學模組，互動效果對於問題的了解是否有所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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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歷 

邱建偉，1973 年 06 月出生於高雄市。 
學 歷： 
1985 年畢業於高雄市市立十全國小 
1988 年畢業於高雄市市立三民國中 
1991 年畢業於高雄市私立道明中學 
1996 年畢業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 
2005 年畢業於國立交通大學理學院網路學習碩士專班 
經 歷： 
1995 年擔任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畢聯會理事長 
1996 年～  任教於台北縣縣立秀峰高中 
2002 年～  擔任台北縣數學科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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