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方案  

主題：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數學領域教案  

領域／科目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B 設計者  郭東茂  

實施年級  技術型高中十一年級  總節數  共 3 節， 150 分鐘  

主題名稱  四海 ”疫 ”家—  COVID-19  下的數學觀點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V-1 能夠了解所學習的數學概念、運算與關係。  

1-V-2 能夠正確地執行數學程序。   

1-V-4 能夠連結並應用數學的概念、程序或方法到日常生  

活或專業學科情境。  

3-V-1 能夠在日常生活或是專業學科的實作中體驗到數學  

的價值。  

學習

內容  

D-11-8  統計的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料整理。  

D-11-10  統計量分析。  

核

心
總綱  領綱／科目核心素養  

呼應核心素養  

之教學重點  



 

素

養  

B 

溝通

互動 

數 V-U-B1  

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運用數學知

識、技能，精確地使用適當的符號去描

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以數

學思維做出理性反思與判斷，並在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有效地與他人溝通彼此

的觀點，並能連結抽象符號與專業類

科、真實世界的問題，靈活運用數學知

識、技能與符號，進行經驗、思考、價

值與情意之表達，並能理性地與他人溝

通並解決問題。 

 

 

 

數 V-U-B2 

能夠運用科技工具有效解決日常實際問

題，與專業領域內的實務問題。以數學

理解為基礎，能識讀、批判及反思媒體

表達的資訊意涵與議題本質。  

分組合作學習： 

1、在討論過程中，學生

依本身所理解概念，使

用語言、文字及數學符

號進行表達、溝通及互

動，有效地解決問題。 

2、討論過程中能瞭解他

人困難之所在，並同理

他人，除了可以提升自

己數學的認知能力，培

養服務他人的高尚情操

之外，並可讓班級更具

良性溝通及互動的氣

氛。 

分組合作學習： 

以數學圖表閱讀理解為

基礎，識讀、批判及反

思媒體資訊，並共同討

論議題之本質。 

C 

人際

關係 

與 

數 V-U-C2  

具備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並能

尊重多元的問題解法，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 

分組合作學習： 

1、討論過程中，每位小

組成員皆須接受其他成

員的提問並回應不同觀

點，除了可提升自身多



 

團隊

合作 

元問題解決的能力外，

尚可發展包容異己與團

隊合作的素養。 

2、組員間具備利他及合

群的知能與態度，與同

儕培養相互合作解決問

題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

養。 

學  

習  

目  

標  

一、學生能夠運用好奇心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  

、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學生能夠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  

正確態度。   

三、學生能夠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  

的能力。  

四、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  

，實踐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五、引導學生具備全球意識、全球智能、全球公民責任  

感及全球行動力。  

議題融入  國際教育  

教材來源  網路影片、自編教材  

教具設備  電腦、電視、投影機、投影布幕  

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認識  

本土疫情  

學習

表現  

1-V-1 能夠了

解所學習的數

學概念、運算

與關係。    

1-V-2 能夠正

確地執行數學

程序。   

1-V-4 能夠連

結並應用數學

的概念、程序

或方法到日常

生活或專業學

科情境。  

3-V-1 能夠在

日常生活或是

專業學科的實

作中體驗到數

學的價值。  

一、學生能夠運用好奇心觀察規

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數

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學生能夠使用工具，運用於數

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三、學生能夠運用數學，思考問

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的能力。  

四、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

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實踐個人對

國家的責任。 

 

學習

內容  

D-11-8  統計的

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

料整理。  

D-11-10  統計

量分析。  



 

單元二  

認識  

亞洲他國  

疫情  

 

 

單元三  

認識  

全球各洲  

疫情  

學習

表現  

1-V-1 能夠了

解所學習的數

學概念、運算

與關係。    

1-V-2 能夠正

確地執行數學

程序。   

1-V-4 能夠連

結並應用數學

的概念、程序

或方法到日常

生活或專業學

科情境。  

3-V-1 能夠在

日常生活或是

專業學科的實

作中體驗到數

學的價值。  

一、學生能夠運用好奇心觀察規

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數

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學生能夠使用工具，運用於數

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三、學生能夠運用數學，思考問

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的能力。  

四、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

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實踐個人對

國家的責任。 

五、引導學生具備全球意識、全球

智能、全球公民責任感及全球行動

力。 

學習

內容  

D-11-8  統計的

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

料整理。  

D-11-10  統計

量分析。  

 



 

教學單元一：認識本土疫情教學方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認識本土疫情  

時間  

共 1 節  

50 分鐘  設計者  郭東茂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夠運用好奇心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 、  

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2、學生能夠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 正  

確態度。   

3、學生能夠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 題  

的能力。  

4、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 ，  

實踐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學習表現  1-V-1 能夠了解所學習的數學概念、運算與關係。    

1-V-2 能夠正確地執行數學程序。   

1-V-4 能夠連結並應用數學的概念、程序或方法到日常生  

活或專業學科情境。  

3-V-1 能夠在日常生活或是專業學科的實作中體驗到數學  

的價值。  

學習內容  D-11-8  統計的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料整理。  

D-11-10  統計量分析。  

領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數 V-U-B1  分組合作學習： 



 

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運用數學

知識、技能，精確地使用適當的符號

去描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

象，以數學思維做出理性反思與判

斷，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有效地

與他人溝通彼此的觀點，並能連結抽

象符號與專業類科、真實世界的問

題，靈活運用數學知識、技能與符

號，進行經驗、思考、價值與情意之

表達，並能理性地與他人溝通並解決

問題。 

數 V-U-B2 

能夠運用科技工具有效解決日常實際

問題，與專業領域內的實務問題。以

數學理解為基礎，能識讀、批判及反

思媒體表達的資訊意涵與議題本質。  

數 V-U-C2  

具備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並

能尊重多元的問題解法，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1、在討論過程中，學生依本身所理解

概念，使用語言、文字及數學符號進

行表達、溝通及互動，有效地解決問

題。 

2、討論過程中能瞭解他人困難之所

在，並同理他人，除了可以提升自己

數學的認知能力，培養服務他人的高

尚情操之外，並可讓班級更具良性溝

通及互動的氣氛。 

 

 

分組合作學習： 

以數學圖表閱讀理解為基礎，識讀、

批判及反思媒體資訊，並共同討論議

題之本質。 

 

分組合作學習： 

1、討論過程中，每位小組成員皆須接

受其他成員的提問並回應不同觀點，

除了可提升自身多元問題解決的能力

外，尚可發展包容異己與團隊合作的

素養。 



 

2、組員間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

度，與同儕培養相互合作解決問題及

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課前準備  

學生：  

1、預習所學過的函數圖形，以及統計的基本概念  

、統計資料整理、統計量分析。  

2、準備方眼紙以及繪製圖表之工具。  

2、蒐集近半年本土疫情統計資料。  

教師：  

1、準備好引發學習動機的問題及影片。  

2、準備學習單及 109 年 7～ 12 月本土疫情統計資

料整理及繪製之逐步 PPT 檔案。  

二、引起動機  

1、數 V-U-B1(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2、數數 V-U-B2(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3、數 V-U-C2(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在電視螢幕上顯示下列問題：  

Q1：確診人數？死亡人數？又見＋ O？校正回歸？  

Q2：疫苗短缺？疫苗過剩？第一、二、三劑疫苗

覆蓋率？  

Q3：病毒變種機率？  

Q4：物價漲跌幅度？經濟成長率？  

 

 

 

 

 

 

 

 

 

 

共計 5 分鐘  

 

 

 

 

學生討論  

 

 

 

 



 

播放 Youtube 疫情討論節目  

三、發展活動  

D-11-8  統計的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料整理。  

D-11-10  統計量分析。  

（一）教師全班授課：  

1、解釋上述引起動機的各項議題。  

2、引導學生於網路上搜尋資料，並提醒學生容易

產生錯誤的訊息。  

3、複習學生所學過的函數圖形，以及統計的基本

概念。  

4、實作示範統計資料整理及統計量分析。  

 (1)以 109 年 7～ 12 月資料為例，逐步示範統計資

料整理及繪製。  

 (2 )依圖表識讀四步驟：閱讀圖標與圖說找到閱讀

的目標、找出橫軸與縱軸的表徵、找出圖例

的表徵、讀出關係（○○隨著××而產生□□

的變化），引導學生以所學數學思考模式，應

用於目前現實生活中的重大議題。  

 (3 )再次提醒易犯錯誤。  

（二）學生課堂練習  

 (1 )整理並於方眼紙上繪製近半年來本土疫情之統

計資料。  

 

共計 30 分鐘  

 

 

 

15 分鐘  

解說概念，引

導學生以正確

方式識讀、批

判及反思媒體

資訊內容，並

舉例示範統計

資料整理及統

計量分析，同

時並提醒繪製

表格時，常犯

之錯誤作法。  

 

 

 

 

15 分鐘  

以合作學習方

式練習，每組



 

 (2)於學習單上說明繪製圖形與所學過數學函數圖

形之關係，並解釋橫軸與縱軸表徵之關係。  

 

四、統整活動  

1-V-1 能夠了解所學習的數學概念、運算與關係。    

1-V-2 能夠正確地執行數學程序。   

1-V-4 能夠連結並應用數學的概念、程序或方法到

日常生活或專業學科情境。  

3-V-1 能夠在日常生活或是專業學科的實作中體驗

到數學的價值。   

1、老師提問，學生說明所採用解釋橫軸與縱軸表

徵關係之原因。  

2、交換觀摩、檢查各組成果，並發表看法  

完成一份繪圖

及學習單。  

共計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各組依統計資

料整理、繪製  

及圖表識讀四

步驟，觀摩並

協助他組、檢

查訂正。  

評量  1、依他組協助、檢查、訂正之建議，

重新檢視並修正圖表及學習單。  

2、由教師及他組組長就圖表及學習單

進行評分。  

共計 5 分鐘  

 

小組表揚  每單元結束時，以學習小組進步總分進行表揚  



 

課後作業  1、依教師及他組組長就圖表及學習單評分內容，優化本

組圖表及學習單。  

2、各組以不重複的方式，分別擇定下列亞洲四國 (日本  

、南韓、越南、印尼 )之一，以本節資料整理及解讀

方式，建立該國資料。  

參考資料  東大圖書數學 B 第四冊第四章「統計」 

蘇慧珍、楊凱琳、陳佳陽（ 2017）。閱讀策略教學對高二

學生數學學習表現的影響。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62

（ 1）， 33-58。  

附錄   

 

教學單元二：認識亞洲他國疫情教學方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認識亞洲他國疫情  

時間  

共 1 節  

50 分鐘  設計者  郭東茂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夠運用好奇心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  

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2、學生能夠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  

確態度。   

3、學生能夠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 題  

的能力。  

4、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  

實踐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5、引導學生具備全球意識、全球智能、全球公民責任感  



 

及全球行動力。  

學習表現  1-V-1 能夠了解所學習的數學概念、運算與關係。    

1-V-2 能夠正確地執行數學程序。   

1-V-4 能夠連結並應用數學的概念、程序或方法到日常生  

活或專業學科情境。  

3-V-1 能夠在日常生活或是專業學科的實作中體驗到數學  

的價值。  

學習內容  D-11-8  統計的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料整理。  

D-11-10  統計量分析。  

領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數 V-U-B1  

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運用數學

知識、技能，精確地使用適當的符號

去描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

象，以數學思維做出理性反思與判

斷，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有效地

與他人溝通彼此的觀點，並能連結抽

象符號與專業類科、真實世界的問

題，靈活運用數學知識、技能與符

號，進行經驗、思考、價值與情意之

表達，並能理性地與他人溝通並解決

問題。 

數 V-U-B2 

分組合作學習： 

1、在討論過程中，學生依本身所理解

概念，使用語言、文字及數學符號進

行表達、溝通及互動，有效地解決問

題。 

2、討論過程中能瞭解他人困難之所

在，並同理他人，除了可以提升自己

數學的認知能力，培養服務他人的高

尚情操之外，並可讓班級更具良性溝

通及互動的氣氛。 

 

 

分組合作學習： 



 

能夠運用科技工具有效解決日常實際

問題，與專業領域內的實務問題。以

數學理解為基礎，能識讀、批判及反

思媒體表達的資訊意涵與議題本質。  

數 V-U-C2  

具備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並

能尊重多元的問題解法，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以數學圖表閱讀理解為基礎，識讀、

批判及反思媒體資訊，並共同討論議

題之本質。 

 

分組合作學習： 

1、討論過程中，每位小組成員皆須接

受其他成員的提問並回應不同觀點，

除了可提升自身多元問題解決的能力

外，尚可發展包容異己與團隊合作的

素養。 

2、組員間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

度，與同儕培養相互合作解決問題及

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課前準備  

學生：  

1、台灣本土疫情圖表及學習單。  

2、亞洲他國 (依各組分配 )疫情圖表及學習單。  

教師：  

1、準備好引發學習動機的問題及影片。  

2、準備學習單及他國疫情與本土疫情統計資料整

理及繪製之逐步 PPT 檔案。  

二、引起動機  

1、數 V-U-B1(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共計 5 分鐘  

 



 

2、數數 V-U-B2(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3、數 V-U-C2(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在電視螢幕上顯示下列問題：  

Q1：他國確診人數？死亡人數？  

Q2：疫苗捐贈？第一、二、三劑疫苗覆蓋率？  

Q3：缺乏防疫物資？  

Q4：他國物價漲跌幅度？經濟成長率？  

播放 Youtube 討論他國疫情節目  

三、發展活動  

D-11-8  統計的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料整理。  

D-11-10  統計量分析。  

（一）教師全班授課：  

1、解釋上述引起動機的各項議題。  

2、引導學生思索上述他國疫情與本土疫情之連

結，逐漸建立國際觀。  

3、實作示範比較他國疫情與本土疫情統計資料之

異同，並分析可能之影響原因。  

 (1)以他國疫情與本土疫情之確診資料為例，逐步

示範如何將兩者合併且繪製統計圖表。  

 (2 )依圖表識讀四步驟：閱讀圖標與圖說找到閱讀

的目標、找出橫軸與縱軸的表徵、找出圖例

的表徵、讀出關係（○○隨著××而產生□□

 

 

學生討論  

 

 

 

 

 

共計 30 分鐘  

 

 

 

15 分鐘  

引導學生以國

際觀識讀、批

判及反思媒體

資訊內容，並

舉例示範合併

統計資料整理

及統計量分

析。  

 

 

 



 

的變化），引導學生以所學數學思考模式，應

用於本土與他國重大議題。  

（二）學生課堂練習  

 (1 )整理並於方眼紙上繪製近半年來他國與本土疫

情之統計資料。  

 (2)於學習單上說明繪製圖形與所學過數學函數圖

形之關係，並解釋橫軸與縱軸表徵之關係。  

 

四、統整活動  

1-V-1 能夠了解所學習的數學概念、運算與關係。    

1-V-2 能夠正確地執行數學程序。   

1-V-4 能夠連結並應用數學的概念、程序或方法到

日常生活或專業學科情境。  

3-V-1 能夠在日常生活或是專業學科的實作中體驗

到數學的價值。   

1、老師提問，學生說明所採用解釋橫軸與縱軸表

徵關係之原因。  

2、交換觀摩、檢查各組成果，並發表看法  

 

 

15 分鐘  

以合作學習方

式練習，每組

完成一份繪圖

及學習單。  

共計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各組依統計資

料整理、繪製  

及圖表識讀四

步驟，觀摩並

協助他組、檢

查訂正。  



 

評量  1、依他組協助、檢查、訂正之建議，

重新檢視並修正圖表及學習單。  

2、由教師及他組組長就圖表及學習單

進行評分。  

共計 5 分鐘  

 

小組表揚  每單元結束時，以學習小組進步總分進行表揚  

課後作業  1、依教師及他組組長就圖表及學習單評分內容，優化本

組圖表及學習單。  

2、各組以不重複的方式，分別擇定亞洲、非洲、美洲、

歐洲、澳洲之一洲，以本節資料整理及解讀方式，建

立該洲資料。  

參考資料  東大圖書數學 B 第四冊第四章「統計」 

蘇慧珍、楊凱琳、陳佳陽（ 2017）。閱讀策略教學對高二

學生數學學習表現的影響。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62

（ 1）， 33-58。  

附錄   

 

 

 

 

 

 

 

 

 

 



 

 

 

 

 

 

 

 

 

 

 

 

教學單元三：認識全球各洲疫情教學方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認識全球各洲疫情  

時間  

共 1 節  

50 分鐘  設計者  郭東茂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夠運用好奇心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  

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2、學生能夠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  

確態度。   

3、學生能夠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 題  

的能力。  

4、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  

實踐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5、引導學生具備全球意識、全球智能、全球公民責任感  



 

及全球行動力。  

學習表現  1-V-1 能夠了解所學習的數學概念、運算與關係。    

1-V-2 能夠正確地執行數學程序。   

1-V-4 能夠連結並應用數學的概念、程序或方法到日常生  

活或專業學科情境。  

3-V-1 能夠在日常生活或是專業學科的實作中體驗到數學  

的價值。  

學習內容  D-11-8  統計的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料整理。  

D-11-10  統計量分析。  

領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數 V-U-B1  

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運用數學

知識、技能，精確地使用適當的符號

去描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

象，以數學思維做出理性反思與判

斷，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有效地

與他人溝通彼此的觀點，並能連結抽

象符號與專業類科、真實世界的問

題，靈活運用數學知識、技能與符

號，進行經驗、思考、價值與情意之

表達，並能理性地與他人溝通並解決

問題。 

數 V-U-B2 

分組合作學習： 

1、在討論過程中，學生依本身所理解

概念，使用語言、文字及數學符號進

行表達、溝通及互動，有效地解決問

題。 

2、討論過程中能瞭解他人困難之所

在，並同理他人，除了可以提升自己

數學的認知能力，培養服務他人的高

尚情操之外，並可讓班級更具良性溝

通及互動的氣氛。 

 

 

分組合作學習： 



 

能夠運用科技工具有效解決日常實際

問題，與專業領域內的實務問題。以

數學理解為基礎，能識讀、批判及反

思媒體表達的資訊意涵與議題本質。  

數 V-U-C2  

具備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並

能尊重多元的問題解法，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以數學圖表閱讀理解為基礎，識讀、

批判及反思媒體資訊，並共同討論議

題之本質。 

 

分組合作學習： 

1、討論過程中，每位小組成員皆須接

受其他成員的提問並回應不同觀點，

除了可提升自身多元問題解決的能力

外，尚可發展包容異己與團隊合作的

素養。 

2、組員間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

度，與同儕培養相互合作解決問題及

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課前準備  

學生：  

1、亞洲疫情圖表及學習單。  

2、全球各洲 (依各組分配 )疫情圖表及學習單。  

教師：  

1、準備好引發學習動機的問題及影片。  

2、準備學習單及亞洲疫情與本土疫情統計資料整

理及繪製之逐步 PPT 檔案。  

二、引起動機  

1、數 V-U-B1(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共計 5 分鐘  

 



 

2、數數 V-U-B2(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3、數 V-U-C2(詳見教學方案主題 )  

在電視螢幕上顯示下列問題：  

Q1：各洲確診人數？死亡人數？  

Q2：疫苗捐贈？第一、二、三劑疫苗覆蓋率？  

Q3：缺乏防疫物資？  

Q4：各洲物價漲跌幅度？經濟成長率？  

播放 Youtube 討論他國疫情節目  

三、發展活動  

D-11-8  統計的基本概念。  

D-11-9  統計資料整理。  

D-11-10  統計量分析。  

（一）教師全班授課：  

1、解釋上述引起動機的各項議題。  

2、引導學生思索上述各洲疫情與本土疫情之連

結，逐漸建立國際觀。  

3、實作示範比較亞洲疫情與本土疫情統計資料之

異同，並分析可能之影響原因。  

 (1)以亞洲疫情與本土疫情之確診資料為例，逐步

示範如何將兩者合併且繪製統計圖表。  

 (2 )依圖表識讀四步驟：閱讀圖標與圖說找到閱讀

的目標、找出橫軸與縱軸的表徵、找出圖例

的表徵、讀出關係（○○隨著××而產生□□

 

 

學生討論  

 

 

 

 

 

共計 30 分鐘  

 

 

 

15 分鐘  

引導學生以國

際觀識讀、批

判及反思媒體

資訊內容，並

舉例示範合併

統計資料整理

及統計量分

析。  

 

 

 



 

的變化），引導學生以所學數學思考模式，應

用於本土與各洲重大議題。  

（二）學生課堂練習  

 (1 )整理並於方眼紙上繪製近半年來各洲與本土疫

情之統計資料。  

 (2)於學習單上說明繪製圖形與所學過數學函數圖

形之關係，並解釋橫軸與縱軸表徵之關係。  

 

四、統整活動  

1-V-1 能夠了解所學習的數學概念、運算與關係。    

1-V-2 能夠正確地執行數學程序。   

1-V-4 能夠連結並應用數學的概念、程序或方法到

日常生活或專業學科情境。  

3-V-1 能夠在日常生活或是專業學科的實作中體驗

到數學的價值。   

1、老師提問，學生說明所採用解釋橫軸與縱軸表

徵關係之原因。  

2、交換觀摩、檢查各組成果，並發表看法  

 

 

15 分鐘  

以合作學習方

式練習，每組

完成一份繪圖

及學習單。  

共計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各組依統計資

料整理、繪製  

及圖表識讀四

步驟，觀摩並

協助他組、檢

查訂正。  



 

評量  1、依他組協助、檢查、訂正之建議，

重新檢視並修正圖表及學習單。  

2、由教師及他組組長就圖表及學習單

進行評分。  

共計 5 分鐘  

 

小組表揚  每單元結束時，以學習小組進步總分進行表揚  

課後作業  1、依教師及他組組長就圖表及學習單評分內容，優化圖

表及學習單。  

2、各組合併亞洲、非洲、美洲、歐洲、澳洲疫情資料，

以本節資料整理及解讀方式，建立全球資料。  

參考資料  東大圖書數學 B 第四冊第四章「統計」 

蘇慧珍、楊凱琳、陳佳陽（ 2017）。閱讀策略教學對高二

學生數學學習表現的影響。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62

（ 1）， 33-58。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