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教材從歷史與生活的角度切入，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去發展概念與程序性的知識，活動之後都會統整前面
的概念與程序，並且做一個小結論，除了例題、習題之外，編者設計了數個活動，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實作的方
式熟悉計算機的操作，並且深化教材中的概念。 
        教材在相關係數的定義方式，有別於一般教科書，以如何衡量直線相關性為出發點，設計例題讓學生討論
如何選擇直線來代表數據的直線關係，討論的核心是比較各種誤差形式的優缺點，如此能夠深化最小平方法的
概念，並從過程中自然定義出相關係數r，編者認為這比一般教科書中的說法更具說服力，且容易得知1r1，
避免了目前教學現場以複雜的方法得到相關係數範圍的教學流程。 

教學模組架構 

一、學生手冊 

    （一）歷史與生活 

    （二）直線相關 

    （三）最佳直線與相關係數 

二、教師手冊 
    （一）採書中書方式。 
    （二）將學生手冊每頁加入「搭配學生手冊」的說明。 
    （三）內容分「活動解答」，「教學活動安排」與 
                「教學注意事項」等三部分。 

教學模組試教過程 

 

 

 

 

 

 

 

 

 

 

 

教學模組開發困難及突破 
 一、困難之處： 
(一)對數學素養意涵不易掌握。 
(二)所開發教學模組是否算是數學素養導向教材。 
(三)闡述所開發教學模組與數學素養培養理念的聯繫。 
(四)闡述所開發教學模組如何培養數學素養。 
(五)闡述所開發教學模組要培養什麼樣的數學素養。 
 二、突破之處 
(一)以結合歷史與生活和實際問題情境出發，立意佳。 
(二)以創新的方式切入介紹相關係數的概念。 
(三)以有系統的方式檢驗教學成效。 
(四)研修成果極具參考價值。 
以上為審查委員們所給予的肯定。 

結論與建議 
  數學素養導向教材的撰寫尚在摸索階段，是一種新挑戰
，需要新點子，更要創新格局，每一步都是新的嘗試，期待
能為未來開創一種新型態教材，為提升國民數學素養努力！
還望各位教育先進、學者專家多給於指導、批評與指教。 

 

 

 

 

 

 

 

 

 

教學模組亮點 

一、從歷史與生活的角度切入 

(一)讓學生的學習緊密連接相關歷史與應用的脈絡。 

(二)期能提升學生數學閱讀的能力。 

二、根據核心概念設計不同教學活動 

(一)創造一個探索問題、解決問題的課堂環境，以發 

       展概念與程序性的知識。 

(二)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上課參與及學習興趣。 

三、透過實作熟悉計算機操作，深化教材概念 

(一)將 Excel  畫散布圖、計算相關係數與最佳直線的 

       程序放在教材的附錄，鼓勵學生利用電腦做計算 

(二)用意是希望學生學習的重心不全是用紙筆計算， 

       更重要的是對散布圖的解讀，了解相關係數與 

       最佳直線的意義。 

四、定義相關係數的方式，有別於一般教科書 

(一)以如何衡量直線相關性為出發點，設計活動讓 

       學生討論如何選擇直線來代表數據的直線關係。 

(二)以討論各種誤差形式的優缺點，深化最小平方法 

       的概念。 

(三)從求最佳直線的過程中自然定義出相關係數 r， 

       編者認為這比一般教科書中以正負、強度、無關 

       單位、範圍有界等理由來解釋相關係數的定義更     

       有說服力。 

(四)透過誤差的最小值為 1r2  0，很容易得知   

       1r1，可以避免介紹複雜的方法得到相關係  

       數範圍的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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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 

•  進行教學流程檢核。 

•關注學生動機與學習投入情形與成效。 

•觀察者填寫「教學觀察回饋表」。 

議課 

 

•討論對於學生學習情形的觀察。 

•針相關係數切入方式進行討論。 

•分享教學觀察中的收穫。 

 

反思 

•針對教材內容有誤部分進行勘誤，更正。 

•針對文字流暢度做修改。 

•針對意見及建議進行教材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