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教課堂的學生反應
一、畫出險升坡，並在圖中呈現「75％」這個訊息

二、實作有一銳角為 75 度的直角三角形

三、從 75 度收集畫出不同大小的直角三角形

藉此討論邊長比值，並正式介紹 tanA

四、藉由實際數字的例子（兩股為 7、24 的

直角三角形），練習 tanA 並介紹 sinA、cosA

五、計算機的使用與生活應用問題。

開發困難及突破

一、為何要在國中階段進行直角三角比單元呢?

(一)學習成效上的考量

(二)學習需要時間以待學生的成熟

二、直角三角比要從哪一個三角比切入呢?

本教學模組(素養教材)既打算從現實情境、寓言故事或數學史

引入教材，我們就得從結合本單元的三個數學主要概念tan，sin，

cos思考之。

結果發現似乎只有tan的特定生活情境，例如坡度、竿影與竿長

等案例比較貼近國中生的生活，至於有關sin、cos的生活情境，一

方面均比較屬於應用層面，也就是在學過數學概念之後，才運用相

關數學知識與能力來解決特定的生活情境問題，例如:力與力矩、

拖行李等案例。另一方面，這些案例似乎屬於高中範疇。

最後，預估未來正式教科書應會從sin著手，因此，本教學模組

從tan著手，也可提供給教師另外一種選擇。

三、實作活動的時間管理與學習工具的開發

教學時數的多寡一直是學習成效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像方格紙

、計算機等工具的實作活動不但設計不易(適切性、靈感等困難)，

很花時間。同時，需要有極大的熱忱與創意。

本教學模組的編寫在國教院教授的規劃下，讓高中、國中小教

師可以一起創作。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困境，也希望有興趣的

你，可以加入我們。

數學素養導向教材設計的6個原則
(一)透過現實情境、寓言故事或數學史引入教材，營造數學學習需

求

(二)以明確主軸的任務來鋪陳數學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

發展概念

(三)讓學生運用相關數學知識與能力解決問題，提出合理的觀點與

他人溝通

(四)教材安排從具體到抽象，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五)教材設計具備多重表徵

(六)學習任務具備形成性評量的功能，以評估與促進數學學習

教學模組亮點

一、以具體的生活情境引發學生的主動思考

(一)透過險升坡，介紹坡度的計算方式
(二)設計生活中的情境問題，增進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問
題解決能力

二、以具體的工具操作協助學生建立抽象的概念

（一）運用各種工具協助學生從具體到抽象經歷各種表
徵，建立利於後繼學習的經驗

(二)教材中安排學生使用量角器、直尺、方格紙、計算
機等工具來完成任務

三、以適切的任務內容協助學生連結相關的數學知
識

（一）以任務鋪陳數學學習脈絡，並以開放的問題引導
學生勇於表達想法

（二）設計平行任務提供學生有選擇與自主練習的機會，
以促進數學學習的效果

教學模組架構

一、情境化的學習:利用道路上的險升坡標誌介紹坡度的意義，

希望培養學生從生活中觀察數學的例子，提升素養。

二、造例、觀察與探索:設計活動，透過方格紙繪圖來討論 75%

、7.5%、75 度等不同的坡度描述，並比較不同的直角三角

形有多陡。提供任務讓學生練習畫直角三角形去估算坡度

，和固定坡度的直角三角形來測量斜邊上升的角度，讓學

生從中察覺角度與坡度的對應，增加學生實作及測量的能

力。

三、一般化:透過兩個大小不同，但是某一銳角相同（75 度）的

直角三角形，來發現其間的關係，讓學生利用三角形相似

性質來指出兩股間的比值不變，使用 tanA 來表示此比值

，並做相關的應用與討論。

四、形成性評量:透過特定邊長的直角三角形來練習 tanA、並使

用斜邊、對邊、鄰邊來引入 tanA、sinA、cosA 的意義。

五、使用數學的機會:學習使用計算機，解決直角三角形給定其

一邊長與一銳角，求出其他兩個邊長的生活應用問題。

摘要
本教學模組的目的是為新課綱中直角三角比單元發展實驗教材，從生活中的案例出發，透過自行車社群網站上對於險

升坡標示的討論引入坡度的計算方式與正切概念(tangent)的關係；運用方格紙繪圖來討論比較75%、7.5%、75度等對坡度
不同的描述並幫助學生察覺角度與坡度的對應。接著讓學生觀察兩個大小不同，但是坡度相同 (75%) 的直角三角形，來發
現其間的不變性。讓學生利用三角形相似性質來指出兩股間的比值相等，最後才正式引入tan A符號來表示坡度，並做相關
的應用與討論。

在學習sin A與cos A概念時，透過特定邊長或角度的直角三角形來計算直角三角比，熟悉tan A、sin A與cos A的算法。
最後，使用計算機計算直角三角比的值，並提供適當的任務讓學生透過直角三角比來解決生活的真實問題(油漆工與溜滑梯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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