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素養導向 

一、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用數學表
述與解決問題。 

（一）、由「國王的棋盤」開始，到「最後一格會有幾
粒米?」 

 

 

 

 

二、操作代數式，認識數量中的數學關係，並用以
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一）、新聞報導常出現的大數字 

（二）、清朝《數理精蘊》的文句「萬億為兆」。 

 

 

 

 

三、知道計算機的數學運算功能，認識其與數學知
識的輔成價值，用以執行數學程序。 

（一）、運用基本型或工程型計算機來計算乘方的結果。 

（二）、引入計算機的協助，進而發現螢幕上的大數
（科學記號） 

 

 

 

 

四、在適當的課題與時機，知道數學發展的全球性
歷史與地理背景。 

（一）、由清朝《數理精蘊》的文句「萬萬為億、萬億
為兆、萬兆為京、萬京為垓。」 

（二）、介紹Googol，10100，以討論指數律的使用。 

 

 

 

 

五、教師手冊緊扣學生學習手冊 

（一）、學生可能的答案與想法，教學注意事項 

（二）、情境問題的提供。 

 

 
 

 

 

 

教學模組架構 
一、某種記錄方法 

  （一）、國王的難題 

  （二）、指數符號的引入 

二、次方的運算 

  （一）、am×an＝am+n 

  （二）、am÷an＝am－n 

  （三）、(am)n＝am×n 

三、計算機的使用 

  （一）、如何計算乘方 

  （二）、很大的數如何表示？ 

  （三）、很大的數如何比較大小？ 

  （四）、國王的問題 

 

 

模組試教過程 
一、說課 

（一）、學生的特性 

（二）、教材的特殊之處 

（三）、關注的焦點 

（四）、進行的方式 

二、觀課 

（一）、學生的反應 

（二）、學生個人的觀點（文字） 

（三）、學生溝通、討論的表達 

（四）、教師的調整 

三、議課 

（一）、學生的學習狀況 

（二）、教材的順暢度 

（三）、對於教材的建議 

 

開發困難及突破 
一、數學素養導向？ 

（一）、生活情境 

（二）、使用數學幫忙提出看法與判斷 

（三）、數學史的引入 

（四）、解決現實問題 

 

二、脈絡情境，如何安排學習內容 

（一）、這個情境真實嗎？ 

（二）、這個問題有意義嗎？ 

（三）、這類計算必要嗎？ 

 

三、現場教學的困境與課綱轉化的理想 

（一）、教學？評量？ 

（二）、借課、調課或沒課？ 

（三）、課綱？課程？課本？課務？  

 

 

 

 

 

 

摘要 
  整個課程是以國王的棋盤故事貫連，讓生活經驗與數學知識相連結，教學過程中讓學生在現實問題中探索，發覺現象
與規律，再做性質的討論與說明。藉由故事的引入，讓學生協助國王解決紀錄的問題，因而發現「次方」的意義，並討論
米粒數的計算（以2為底數）；透過十進位的位值與位名，在個、十、百、千、萬、億及兆的位值關係理解基礎下，進行以 
10為底數的乘法、除法運算，引導學生發現同底數時相乘或相除的指數律；透過計算機的使用，讓學生認識科學記號；最
後，回歸國王的問題，利用指數律，以2、10為底數間不同的轉換來做大小的估算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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